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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滑坡灾害极其发育的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
这个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东侧，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受青藏高原第四纪以来持
续隆升的影响，在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形成了巨大地形坡降带，构成了我国大陆地形
从西向东急剧骤降的特点。
在此过程中，发育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及其主要支流（雅砻江、大渡河、岷江）以及澜沧江、怒江等
深切成谷，形成高山峡谷的地貌景观。
特殊的地域地质环境，地壳内、外动力条件的强烈交织与转化，不仅导致这一地区滑坡、崩塌等地质
灾害极为发育，而且往往具有规模大、机理复杂、危害大、防治难度高等特点。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绝大多数大型灾难性滑坡都发生在这个区域，它们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典型性
和代表性。
大型灾难性滑坡不仅造成巨大的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带来极为严重的社会影响，而且典型的大型灾
难性滑坡还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滑坡灾害风险，而大型滑坡灾害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使得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掌控还有相当距离的情况下，对一些典型的大型灾难性滑坡开展观测、描述
和分析评价，这一方面可以形成对这些滑坡的一份相对完整的历史档案，弥补历史的缺憾，为后来的
研究者提供记录、阶梯和借鉴，而且，这项工作本身对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型灾难性滑坡研究也
是一个推动。
基于此，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老、中、青三代研究群体很早
就有这个想法，编著《中国典型灾难性滑坡》一书。
为实现这一目标，两年前，我们就成立了编著工作小组，明确了具体的分工。
当然，只靠我们这个群体的力量还是不够的，为此，我们邀请了对这些滑坡事件有较多研究的一部分
专家学者参与了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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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是一个滑坡灾害发生十分频繁且灾害损失极为严重的国家，尤其是大型灾难性滑坡，它们往往具
有规模大、机理复杂、危害大、防治难度高等特点，不仅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带来严重的社会影响
，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因此，选取一些典型的灾难性滑坡，对其进行真实的记录和系统地研究，无疑对推动我国乃至世界滑
坡的研究与防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选取自20世纪以来发生在我国的19个灾难性滑坡为典型实例，通过现场调查和深入系统地研究
，针对每个滑坡的具体特点，着重从滑坡过程实录、滑坡基本特征、滑坡成因机制以及滑坡稳定性和
整治处理措施等方面，对各滑坡进行了深入、系统地分析研究。
    本书可供从事国土资源、水利水电、交通、矿山、国防工程等部门地质工程和岩土工程技术人员及
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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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5.4 地震波与盆地效应间的耦合强震地面运动在特定的盆地条件下显示出高烈度异常、能量强
化并加重震害。
西吉盆地位于海原断裂带南侧下降强烈的洼陷中，盆地中堆积的厚层黄土覆盖层在地震过程中，对地
震波产生经盆地边缘反射、聚焦、加强和使地震波动能量放大的效应。
西吉地震诱发黄土滑坡存在着盆地与地震波间发生耦合产生盆地效应。
盆地效应造成地震波到达盆地边缘后，被折射后形成反射波又与直达波互相干涉和叠加，地面振动的
中低频成分强度增大，使耦合后的地震波动能量在盆地中产生共振效果。
西吉盆地中的厚层黄土覆盖层提供了有利的盆地条件，盆地地形和疏松的黄土成为地震波动能量转为
应变能和应力集中的有利地段。
盆地中的松散黄土层可引起地震波中低频成分的强度增大，地面振动加剧、振动持续时间加长。
盆地中的厚层黄土覆盖层通过与地震波发生耦合来快速消除地震波动能量。
震时西吉盆地中直接反射的地震波在黄土和下覆基岩界面上运动，到盆地边缘整体地反射到盆地中，
产生盆地和洼陷中的界面耦合波，在强烈的共振作用下地震能量波在盆地内被放大，强度瞬间激增。
虽然黄土滑坡密集带的地震烈度只有8～9度，但因盆地耦合效应其实际烈度更高、更强烈。
由于黄土是强非线性物质，随着地面振动的加剧和振动持续时间的加长，疏松黄土层中的应变加大，
阻尼比增加变缓，黄土强度在大应变下迅速失去刚度，西吉西南部实际上是海原大地震诱发黄土滑坡
灾害最严重的地区。
20世纪90年代后期笔者与墨西哥地震工程科学家据盆地观测记录进行强震观测研究，认为当活断层产
生地震时，必然在盆地边界产生反射波和转换Rayleigh面波，盆地中较厚的沉积层会对长周期地震动产
生放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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