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33卷 

· 108· 

贵 州 

GUIZHOU 

地 质 

GE0LOGY 

Vo1．33 No．2(To1．127)2016 

第 2期(总第 127期) 

贵州重大地质灾害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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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地质环境监测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贵州是山地省份，地质灾害发生尤其突出，为我国地质灾害高易发区，通过对全省重 

点地区重大地质灾害隐患进行详细调查，查明了全省威胁 100人以上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发育 

状况，并对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得出了：(1)贵州重大地质灾害全省各市州均有发 

育，其中西部六盘水、毕节和黔西南分布最多，其次为北部的遵义、铜仁，中部、南部和东部相对 

要少；(2)贵州重大地质灾害规模等级以小型和中型为主，大型以上规模等级的灾害数量少； 

(3)贵州重大地质灾害类型以滑坡为主，崩塌次之，地面塌陷相对较少，泥石流和地裂缝数量 

少；(4)岩土体类型变化大、结构松散，地形起伏、坡度变化大是重大地质灾害形成的主要影响 

因素，构造发育、地层破碎是次要因素；(5)降雨集中是重大地质灾害形成的主要诱发因素；(6) 

人为活动现已成为重大地质灾害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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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今人类面临的四大问题是人口、资源、环境 

和灾害 J，地质灾害是 自然环境中的组成部分， 

是仅次于地震灾害、海啸和火山爆发的一种严重 

自然灾害。地质灾害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 

的危害是世界性的，每年给世界各国造成的经济 

损失可达数百亿元，我国70％为山区，大多处于 

中西部，贵州省是一个山地省份，地质灾害发生尤 

其突出 J，对旅游景区、重要工矿地和人 El集中 

区危害极大，重大地质灾害指威胁人数大于 100 

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或间接经济损失大于500 

万以上的地质灾害，通过对威胁全省重大地质灾 

害隐患进行详细调查，查明其类型和分布，对全省 

地质灾害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采掘地下矿产资源，破坏了 

矿山地质环境的平衡状态，导致矿山地质灾害大 

量发生。因此，总结我省重大地质灾害的发育规 

律，抓住地质灾害的主要问题，把握住整体属性， 

得出总体符合实际的结论，为防灾减灾决策提供 

有力高效的支撑 ，能有效指导我省重大地质灾 

害的防治，进而提高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 

1 类型与分布规律 

通过全省重点地区重大地质灾害隐患详细调 

查，全省共查明重大地质灾害隐患 3022处_4]，占 

全省地质灾害总数的 27．7％，共威胁人口 106．3 

万人，占全省地质灾害威胁人 口总数的 94．0％， 

潜在经济损失 188．0亿元，占全省地质灾害潜在 

经济损失总数的 87．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威胁 100人以上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数占比 

小，但是受威胁人口和潜在经济损失占比大。 

1．1 重大地质灾害的空间分布 

重大地质灾害在贵州9个市州均有分布(表 

1)，其中以西部的六盘水、毕节市和黔西南州最 

多，共占全省总数的49．5％，北部的遵义市和铜 

仁市次之，共占总数的23．9％，中部和东南部的 

市(州)分布数量少。 

全省重大地质灾害受威胁人数最多的是毕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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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构造与地质灾害的关系 出现。 

贵州发育明显的造山运动有武陵运动、广西 

运动和燕山运动  ̈，断裂、褶皱发育，地层较为 

破碎。 

贵州重大地质灾害受构造控制明显，处于断 

层或褶皱构造部位的滑坡占总数的58％，分布在 

构造部位的崩塌占崩塌总数的7l％，分布在构造 

部位的泥石流占总数的87％，总体上泥石流分布 

受构造控制最为明显。 

3．4 降水对地质灾害的影响 

贵州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由于受季风 

影响，冷暖气流交汇频繁，年降水量在 1 100— 

1 300 mnl之间，但降水季节分配不均，80％的雨水 

都集中雨季，贵州降水的季节变化为典型的单峰 

型，年降水峰值出现在6月  ̈，地区差异明显，贵 

州的极端降水事件趋多、趋强，极端降水量占总降 

水量比例趋于增大  ̈，暴雨、大暴雨以及极端降 

水事件，极易诱发地质灾害产生。 

降水对地质灾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降水集 

中阶段，也是地质灾害多发时段，尤其是滑坡和泥 

石流，暴雨、大暴雨极易引发滑坡和泥石流。很多 

滑坡都是在暴雨后发生，是“大雨大滑，小雨小 

滑，无雨不滑”的真实体现，而泥石流的发生，暴 

雨、大暴雨更是直接引发因素；相比之下，降水引 

发崩塌的频率要 比降水引发滑坡、泥石流的频 

率低。 

根据 201 1—2014年突发性地质灾害统计，省 

内滑坡约有 92％的发生在暴雨、大暴雨期间和持 

续强降水后，而泥石流灾害的发生则完全由强降 

水触发，崩塌在强降水期间发生是数量明显要少。 

3．5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灾害 的 

影响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矿产开发，城镇化、工业 

化建设，交通、水利及其他重要设施建设，都不同 

程度改变了原有的地质环境条件，易引发人为地 

质灾害的发生，尤其是矿产资源开采，极易引发地 

裂缝、地面塌陷地质灾害，仅 2013年，由各种人为 

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达到了总数的28％，其中 

矿山地质灾害占一半以上，各种人为因素引发的 

地质灾害，呈上升的趋势。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建 

设的不断加快，地下工程引发的地面塌陷也不断 

4 地质灾害防治建议 

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减少 

地质灾害危害，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 

据我省地质灾害的危害性、成因和分布特点 ，提出 

以下防治建议。 

4．1 开展重大地质灾害集 中治理 

行动 

我省重大地质灾害隐患潜在威胁人数和经济 

损失占比大，提高地质灾害勘查、设计和施工水 

平，开展重大地质灾害集中治理行动，抓住的地质 

灾害治理的重点，能在较短时间内使受地质灾害 

威胁的人员和财产大幅减少，有效减轻全省地质 

灾害危害。 

4．2 提高地质灾害预警预报精度 

当前地质灾害防治还处于“防治结合、以防 

为主”的阶段，因此，群专结合，在重点地区实施 

地质灾害自动监测预警，建立地质灾害监测与气 

象风险实时预警预报系统，提高地质灾害预警预 

报精度，能有效减少地质灾害伤亡和财产损失。 

4．3 提升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 

加强山区农村地质灾害知识培训，扩大地质 

灾害基本知识和防灾减灾知识覆盖密度，从现有 

隐患点全面扩大到全省中小学校和广大乡村居民 

点，提高民众识灾防灾意识及技能，提高地质灾害 

减灾应急快速反应能力，建立综合型救援专家技 

术型队伍，加大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技术指导的力 

度，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 

4．4 加强矿山地质灾害治理 

在人为地质灾害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开展人 

为地质灾害的治理，尤其是加强矿山地质灾害治 

理，减轻矿山地质灾害危害，使人为地质灾害得到 

有效治理，改变人为地质灾害得不到及时治理的 

局面；逐步推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用于矿 

山地质灾害治理工作，改善矿区生态环境。 

5 结论 

(1)贵州重大地质灾害全省各市州均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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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其中西部六盘水、毕节和黔西南分布最多，其 

次为北部的遵义、铜仁，中部、南部和东部相对 

要少； 

(2)贵州重大地质灾害规模等级以小型和中 

型为主，大型以上规模等级的灾害数量少； 

(3)贵州重大地质灾害类型以滑坡为主，崩 

塌次之，地面塌陷相对较少，泥石流和地裂缝数 

量少； 

(4)岩土体类型变化大、结构松散，地形起伏 

坡度变化大是形成重大地质灾害的主要影响因 

素，构造发育、地层破碎是次要因素； 

(5)降雨集中是重大地质灾害形成的主要诱 

发因素； 

(6)人为活动现已成为重大地质灾害发生的 
一 个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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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of Important Geo——disasters Distribution Rule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Guizhou 

Lii Gang 

(Guizhou Institute ofGeo—environment Monitoring，Guiyang 550004，Guizhou，China) 

[Abstract] Guizhou is the geologic disaster prone areas of the country，by detailed survey of important po— 

tential geologic disaster of the important areas，the types and distribution of important potential geologic disaster 

which threaten more than 100 people are known，then the preventions are carried out：(1)the important 

geologic disaster distribute in very city，the most distribute in Liupanshui，Bijie and Qianxinan，then the Zunyi 

and Tongren in the north area，the less distribute in the middle，south and east area；(2)the rank of important 

geologic disaster of Guizhou mainly 81"e small and medium，the big disasters are less；(3)strengthen and accel— 

erate the important geologic disaster preventio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reduce the geologic disaster hazard； 

(4)built up the forcsting system of geologic disaster automatic monitoring and weather risk real—time warning； 

(5)enlarge the coverage of basic geologic disaster and prevention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 prevention abili- 

ty；(6)strengthen the geologic disaster prevention of mine and reduce the damage of human geologic disaster． 

[Key words] Important geologic disaster；PreVenti0ns；Gui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