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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快速评估未来余震的活动趋势及其影响范围，震区强余震地震动预测专题组根据汶川地震的
余震分布特征，结合地震构造模型，估计未来强余震的可能发生地点的展布范围；通过与同类地震序
列的类比分析，估计未来强余震的趋势和强度；基于地震动衰减关系，计算强余震地震动的强度及其
影响范围，并根据汶川地震的震害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编制出汶川地震强余震地震动预测图。
　　在灾区次生地质灾害调查，灾区堰塞湖、震损水库和重要堤防调查，震区地表破裂带调查，强余
震地震动预测等基础上，综合考虑地震烈度、地形地貌、地层岩性、降雨及人类工程活动等各种因素
，进行了灾区地质灾害的危险区划分，明确划分出适宜恢复重建地区、不适宜恢复重建地区（生态重
建区），或适度重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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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2．2．4穿堤建筑物接触冲刷　　穿堤建筑物与土体结合部位，会因地震产生不均匀沉陷，导
致该部位发生开裂、裂缝，形成渗水通道，造成结合部位土体的渗透破坏。
这种险情造成的危害往往比较严重，应给予足够地重视。
　　3．2．2．5漫溢　　土堤不允许洪水漫顶过水，但当地震引起堤顶高程降低并遭遇大洪水等原因
时，就会造成堤防漫溢过水，形成溃决风险。
　　3．2．2．6风浪　　地震后往往伴随大风和强降雨，江河涨水后，水面加宽，堤前水深增加，风
浪也随之增大，堤防临水坡在风浪的连续冲击淘刷下，易遭受破坏。
轻者使临水坡淘刷成浪坎，重者造成堤防坍塌、滑坡、漫溢等险情，使堤身遭受严重破坏，以致溃决
成灾。
　　3．2．2．7滑坡　　滑坡是地震后最常见的次生灾害，很多工程险情也表现为滑坡。
堤防滑坡俗称脱坡，是由于边坡失稳下滑造成的险情。
开始在堤顶或堤坡上产生裂缝或蛰裂，随着裂缝的逐步发展，主裂缝两端有向堤坡下部弯曲的趋势，
且主裂缝两侧往往有错动。
根据滑坡范围，一般可分为深层滑动和浅层滑动。
堤身与基础一起滑动为深层滑动；堤身局部滑动为浅层滑动。
前者滑动面较深，滑动面多呈圆弧形，滑动体较大，堤脚附近地面往往被推挤外移、隆起；后者滑动
范围较小，滑裂面较浅。
　　3．2．2．8崩岸　　在地震力荷载和水流冲刷作用下，常常出现河道临水面的土体崩落险情。
当堤外无滩或滩地极窄的情况下，崩岸将会危及堤防的安全。
堤岸被强环流或高速水流冲刷淘深，岸坡变陡，加上地震荷载，使上层土体失稳而崩塌。
每次崩塌土体多呈条形，其岸壁陡立，称为条崩；当崩塌体在平面和断面上为弧形阶梯，崩塌的长、
宽和体积远大于条崩的，称为窝崩。
　　3．2．2．9裂缝　　堤防裂缝按其出现的部位可分为表面裂缝、内部裂缝；按其走向可分为横向
裂缝、纵向裂缝、龟纹裂缝；按其成因可分为沉陷裂缝、滑坡裂缝、干缩裂缝、冰冻裂缝、震动裂缝
。
其中以横向裂缝和滑坡裂缝危害性最大，应加强监视监测，及早抢护。
堤防裂缝是常见的一种险情，也可能是其他险情的先兆。
因此，对裂缝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2．2．10跌窝　　俗称陷坑。
一般在地震、大雨过后或在持续高水位情况下，堤防突然发生局部塌陷。
陷坑在堤顶、堤坡、戗台（平台）及堤脚附近均有可能发生。
这种险情既破坏堤防的完整性，又有可能缩短渗径。
有时是由管涌或漏洞等险情所造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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