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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质 灾 害 防治

支持 西部开 发战 略

口 国土资源部环境司司长 李烈荣

全国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段永侯

我 国西部地区 自然地理
、

地质构造复杂
、

地质环境脆弱
,

地质灾害类型多
,

发生频度高
,

危害严重
。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
,

必须

重视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
。

!鬓鬓

据 90 年代最新调查结果
,

各省 (区
、

市 )的

地质灾害类型如下
:

在上述诸多类型地质灾害中
,

西北干旱
、

半

干早地区危害比较大的地质灾害为土地荒漠化

和水土流失 (土壤侵蚀 ) ; 西南诸省区由于处在

我国地形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的过渡地带
,

崩

塌
、

滑坡
、

泥石流危害较大
,

而川东
、

贵州
、

滇东由

于碳酸盐岩广泛分布
,

岩溶塌陷危害严重
。

(一 )西北干旱地区的荒澳化

我国西北干早
、

半干早地区处于中纬度干

燥带 的东部
,

约 占 1/ 3 国土受到荒摸化的危

害
。

其中陕西 1
.

27 万 kmZ
,

甘肃 0
.

53 万 kn 挤
,

青

陕陕 西 省省 清坡
、

崩塌
、

泥石 流
、

洪水
、

地震
、

地裂缝和地 面沉 降
、

水土流失
、

土地 沙澳化
、

土地沼 泽泽

化化化 与盐碱化
、

地方病
、

水污染染

甘甘 肃 省省 地震
、

滑坡
、

崩 塌
、

泥石流
、

水土 沙化
、

土壤盐清化
、

水 土流 失
、

黄 土沮 陷
、

地 下 水位 上上

升升升
、

地方病
、

水库淤积 与场岸
、

地 面 塌陷陷

宁宁夏 回 族 自治 区区 地震
、

滑坡
、

崩塌
、

泥石流
、

水土流 失
、

土地沙澳化
、

土 地盐清化
、

其他 ( 河岸坍编
、

砂土土

液液液化
、

湿胀干缩
、

矿井突水
、

瓦斯爆炸
、

煤层 自燃
、

地 面塌 陷
、

地 下水污染
、

地方病 )))

青青 海 省省 地震
、

滑坡
、

泥石流
、

崩塌
、

水土 流失
、

土地沙化
、

沙理
、

地 下水位上 升
、

冻胀融 沉
、

地 面面

变变变形
、

矿 山 灾害 (煤犷 瓦斯爆炸
、

煤层 自燃
、

矿坑塌 方及突水 )
、

水库淤 积
、

青海湖水位位

下下下降
、

水体 污染
、

地方病病

新新 接维吾 尔 自治 区区 土地沙澳化
、

盐渍化
、

地方病
、

地下水污染
、

水土流失
、

煤层 自燃
、

瓦斯爆炸
、

清坡
、

泥石石

流流流
、

崩塌
、

地震
、

冻融
、

雪崩
、

其他 (矿坑塌 陷
、

沙幕 )))

内内蒙古 自治 区区 土地沙漠化
、

水土流 失
、

土壤盐清化
、

土地冻融
、

地震
、

地方病病

云云 南 省省 地震
、

清坡
、

泥石 流
、

崩塌
、

岩溶地 面塌 陷
、

水土流 失与土地砂石化
、

其他 (地裂缝
、

地面面

下下下 沉
、

矿坑塌陷
、

瓦斯爆炸
、

煤层 自燃
、

坑道突水
、

路基泥化下 沉
、

土体胀缩
、

地方病 )))

贵贵 州 省省 滑坡
、

岩 溶地面 塌 陷
、

水土流失
、

崩墉
、

地裂缝
、

泥石 流
、

岩溶 区 洪涝二地震
、

坑道突水及及

瓦瓦瓦斯爆炸
、

库
、

坝渗漏
、

地 下水污染及地方病病

四四川 省重庆市市 泥石流
、

清坡
、

地震
、

崩塌
、

地裂缝 和采空塌陷
、

岩 溶灾害
、

水土流失
、

矿坑 突水
、

沼 泽与与

冻冻冻土
、

地方病病

西西藏 自治 区区 崩塌
、

清坡
、

泥石流
、

冰湖 贵决
、

水土流 失
、

风沙运移
、

冻融胀沉
、

河岸坍塌
、

地震
、

库坝坝

渗渗渗漏
、

清坝
、

地 方病
、

地 下 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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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2
.

17 万 ki l2l
,

宁夏 1
.

68 万 k耐
,

新疆 42
.

50 万

kl l lZ
,

内蒙古 74
.

39 万 k l l尹
。

据统计
,

我 国沙摸化

土地在 50 年代至 70 年代以年均 1 5以飞刀尹的速

度扩大
,

80 年代以年均 21 X( 盗n产速度扩大
,

90

年代 以年均 2 37 0 kl n2 的速度扩大 (有统计数字

为 246 k0
n 12 )

,

即相当于每年吞噬一个爱尔兰的

国土面积
。

(二 )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 (土壤侵蚀 )

在大兴安岭— 阴山— 贺兰山— 青藏

高原东缘一线以东的地区是我 国水土流失最为

严重的地区
,

其中尤 以陕
、

甘
、

宁黄土高原及云

贵高原山地丘陵区水土流失严重
。

黄土高原水

土 流失 面积 达 43 万 ik泞
,

年均侵蚀模数约

8仪众 / k n尹
.

a ,

云贵高原 侵蚀模数约 3 0汉l /

k耐
.

a 。

其中青海水土流失面积 4
.

65 万 kn尹
,

宁

夏 1万 ik泞
,

甘肃 13
.

44 万 k n尹
,

陕西 13
.

75 万

kl l lZ
,

内蒙古 27
.

17 万 k n lZ
,

云南 2
.

81 万 kmZ
,

四

川 38
.

4 8万 ik l尹
,

贵州 7
.

6 万 k时
。

黄河 oo % 以上

的泥沙来自黄土高原
。

黄河流域是世界上水土

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

从而成为黄河流域 国土整

治开发的最大环境地质问题
。

水土流失是黄河

泥沙问题的根源
,

是黄土高原农业多灾低产
、

生

态环境恶化
、

三门峡等水库严重淤积和下游易

淤
、

易决
、

易徙等灾害的主要原因
。

(三 )西部地 区的崩塌
、

滑坡
、

泥石流

崩塌
、

滑坡
、

泥石流具有突发性强
,

分布范

围广
,

发生频度高的特点
,

每年都造成 巨大的经

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

是西部大开发社会经济发

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

崩
、

滑
、

流发育程度主要取

决于地质背景
、

水文气象条件
、

植被发育程度和

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强度
。

我国西部尤其是西南诸省区
,

长期处于地壳

上隆过程中
,

地震活动频繁
,

地质构造复杂
、

地形

切割剧烈
、

岩土体支离破碎
,

再加上西南地区降

水量与降水强度较大 ; 植被破坏严重
,

因而崩
、

滑
、

流发育强烈
。

在地域上
,

基本上可划分为以下

几个多发区
:
横断山区

、

金沙江中下游地区
、

川滇

交界地区 (安宁河一小江流域 )
、

川西龙门山地

区
、

川北陕南地区
、

川东大巴山地区
、

黔西六盘水

地区
、

三峡库区
、

汉江安康一白河地区
、

黄土高原

地区等
。

从全国范围发生频率看
,

西部大于东部
,

南部大于北部
,

尤其是西南地区几乎每年雨季都

有大量崩
、

滑
、

流发生
。

近十年来
,

全国由于崩
、

滑
、

流造成死亡已近万人
,

平均每年达 92 8人
,

其

中泥石流造成的人员伤亡最多
。

据初步统计
,

全

国有 粼叉〕多个县市受到崩
、

滑
、

流的严重侵害
,

西

部地区较为典型的有重庆市
、

攀枝花市
、

兰州市
、

天水市
、

宝鸡市
、

东川市
、

西宁市等
。

全国几条铁路干线如宝成线
、

成昆线
、

宝兰

线都受到了崩
、

滑
、

流的严重危害
。

如宝成线从

50 年代末至今
,

已出现了 50 年代末
、

so 年代初

( 1981 年 )两次大规模崩
、

滑
、

流爆发
,

造成了列

车运输中断
,

仅 1981 年用于宝成线修复铁路的

经费就达 3亿元以上
。

199 2年 5
、

6 月间宝成线

桑树梁处又连续发生大规模滑塌
,

中断行车 28

天
,

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元
。

近十年来
,

全国共

发生经济损失巨大的崩
、

滑
、

流 33 0 处以上
,

平

均每处损失数千万元 ;直接经济损失大于 10 万

元的崩
、

滑
、

流达 747 3 处
,

平均每处直接经济损

失近百万元 ; 直接经济损失 1万
一 10 万元的灾

害点仅有记载的就达 228 17 处
,

这些灾害大部

分布在我国西部
。

(四 )西部地 区的地面塌陷

地面塌陷在我国可分为岩溶塌陷
、

采空塌陷

及黄土湿陷 3种
。

岩溶塌陷主要分布于岩溶强烈

及中等发育的覆盖型碳酸盐岩地区 ;采空塌陷广

泛分布于我国各地的矿山及其周围地区
,

其中尤

以煤矿塌陷最为突出 ; 黄土湿陷则主要分布于

陕
、

甘
、

宁
、

青等湿陷性黄土分布的地区
。

岩溶塌

陷在四川发育 58 处
,

塌坑 58 个 ; 云南发育 5处
,

塌坑 1500 个 ;贵州 102 处
,

塌坑 22 31 个
。

四川岩

溶塌陷主要分布于盆周岩溶山地
,

重庆市郊歌乐

山
、

中梁山因铁路隧道贯通
,

造成区域性地下水

疏干
,

诱发了较多的岩溶塌陷
,

国家级风景点九

寨沟
、

黄龙沟
,

塌陷正在发育扩展
。

贵州省贵阳
、

遵义
、

安顺
、

都匀
、

凯里
,

面积约 4 155 傀1才
,

碳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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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广布
,

岩溶发育
,

地下水埋藏浅且丰富
,

由于大

量开采地下水
,

岩溶塌陷发育
,

并形成了贵阳一

安顺岩溶塌陷强烈区
,

遵义一瓮安岩溶塌陷较强

烈区
、

都匀一凯里岩溶塌陷弱发育区
。

云南省岩

溶塌陷分布密度较大
,

危害较严重的主要有昆明

市
、

个旧市
、

曲靖市和贵昆铁路西段 四大片
,

从

197 0 年
一 19叭〕年

,

岩溶塌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失累计约 2 亿元
。

皿

由于人 口增长
、

经济迅速发展 的双重压力
,

导致我国西部地质灾害灾种增多
,

频度增高
,

危

害性增大
。

据统计
:
建国以来

,

四川省人 口 翻了

一番
,

而崩
、

滑
、

流山地灾害翻了三番多
。

建国前

30 年
,

年均爆发泥石流县只有 n 个
,

建国后 30

年
,

年均爆发泥石流县达 23 个
,

目前已增至 13 5

个
。

崩
、

滑
、

流灾害增多
,

主要取决于人为因素

(工程扰动
、

植被破坏等 )
。

我国西部崩
、

滑
、

流

灾害的发育强度及其危害仍将处于不断增强的

趋势之中
。

长江三峡库区是滑坡
、

崩塌
、

泥石流

多发区
。

宜 昌一江津间长江干流规模较大的滑

坡
、

崩塌体有 11 53 处 ; 变形体 299 处
,

总共约

1 500 处
,

随着二次截流后水位将上升至 13 m5
,

2X( 刃年三峡工程蓄水位将达到 175 m
,

原已稳定

的变形体将随着水位的抬高而复活
,

给三峡库

区建设性移 民带来了巨大危害
。

云南岩溶塌陷

点计有 1500 余处
,

现以每年 20
一

so 处速度新

生递增
。

受灾因素增多
,

小灾酿成大害
,

这反映

了我国地质灾害的重要发展趋势
。

随着西部开 发战略的实施
,

- - - - - - - - - -
-

- - - - - -

一

件
,

在工程建设中大量开挖坡角
、

随意堆土弃

渣
,

将会诱发大量地质灾害
,

给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危害
。

所以
,

在西部地区
,

要认真贯彻

《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
,

严格执行建设用地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
,

有效控制人为诱发

地质灾害的发生
。

(二 ) 建立地质 灾害信息管理 系统
、

地质灾

害监测体系和 灾情预警系统
、

灾情信息传递与

反馈网络
。

监测预报是减灾工作的重要手段
,

为加强西部地区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

我们要

在较短的时间内
,

在西部地区建立比较完善的

以群测群防为基础的
、

群专结合的地质灾害监

测预警体系
。

首先
,

我们将集中力量
,

用 2 年 一 3

年的时间
,

在全面系统调查的基础上
,

建立长江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立体监控系统
,

应用航空遥

感
、

G玲 技术和 GS 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
,

对库

区危害较大的数十处灾害危险体实行实时监

控 ; 利用群测群防
、

专家巡查结合的方式
,

对上

千处威胁村镇居 民的危险点进行监测
。

在三峡

库区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取得成功经验后
,

迅速

向整个西部地区推广
。

(三 )在重视突发性地质 灾害勘查防治工作

的同时
,

应重视缓变性地质灾害 (荒澳化
、

水土

流失 )的勘查与防治
。

缓变形地质灾害
,

一旦致

灾
,

则往往形成大面积
、

损失严重而又难 以治理

的灾害
。

为此
,

我们将加大投资力度
,

在曾经取

得的成就基础上
,

进一步加强西北地区地下水

勘查工作
,

扩大战果
,

为西部开发
、 `

为再造一个

山 J日秀美的西北地区作出贡献
。

工程经济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日趋显著
,

因此
,

必须加强西部地

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

(一 )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制 度
。

西部开

发
,

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基础设施
,

特别是交通设施的建设
。

如果在

工 程选址 时不 考虑地质环境条

(上接第 13 页 ) 治 区为先导
,

加大矿业秩序整顿的力度
,

为矿业的发展创造法制
、

有

序的市场环境
。

矿业秩序整顿以依法治

区为先导
,

以普法教育为基

础
,

常抓不懈
,

真正实现依法

办矿
。

要结合实际
,

尽快建立

全区矿业发展指导规划
,

调整

矿业的产业政策
,

实行市场均

衡的引导方针
,

对那些开采技

术落后
、

环境污染严重
,

浪费

资源
、

破坏生态平衡的小矿山

应尽快实施关
、

停
、

并
、

转
,

以

留出市场份额
,

让大型骨干矿

山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