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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状大标本在洒勒山滑坡研究中的应用

朱海之 陈建英 张小冀 王维斌

(国家地展局地质研究所 )

19 8 3年 3 月 7 日
,

甘肃省东乡县洒勒山发生了大规模的黄土滑坡
,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

灾害

发生后
,

国内许多科学工作者对这次滑坡形成的过程和造成的危害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
,

《水土保持通报》 1 9 8 3第 3 期作了系统介绍
。

本文结合膜状大标本在洒勒山滑坡研究中的应用
,

坏结构的膜状大标本采集
,

通过实地对滑坡体不同部位
、

各种变形破

应用不同的光学显微镜对滑坡体的形态
、

面对洒勒山滑坡的形成过程进行阐明
,

从中得出一些有意义的成果
,

的适用性
。

微形态进行研究
,

从一个侧

并以此说明这种膜状大标本

一
、

洒勒山滑坡概况

洒勒山滑坡的平面分布和剖面结构
,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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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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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面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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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公里
,

滑坡后蟹顶部与滑坡前舌高差 3 00 米
,

最大滑动距离80 。米
。

滑

坡后壁东西宽 80 0米
,

高2 20 一2 40 米
,

平均坡度 70
。

左右
。

滑坡体沿滑轴方向有明显的分带性
,

按
滑坡中土体破碎程度可分成上部块状结构带

、

中部棱块结构带
、

下 部碎裂结构带
。

滑坡体物质组

成主要为黄土Q
。 ,

上部松散的马兰黄土厚40 一 60 米
,

中部坚硬的石质黄土厚 30 米
,

下部个 别 地
‘

段有第三系红色泥岩
。

全新统冲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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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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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 洒勒山汾坡处地质创面

二
、

标本采集与分析

膜状标本有助于研究土体的变形与破坏
。

有关这种标本的制备过程和使用范围 已 有 另 文 报

导
。

根据洒勒山滑坡形成 的特点
,

我们主要采集了滑坡后壁滑泥标本和滑坡体上带块状结构
、

中

带棱块结构以及下带碎裂结构的膜状标本
。

采集膜状标本的基本过程是
: 准备好采集膜状标本所需要的各种工具和粘性材料

,

将待取标

本的露头处理干净
,

把涂匀的胶布贴到露头面上
,

经过适当的时间固结后将标本揭下
,

对标本编

号和定位定向
,

进行野外标本描述
,

配合相片和素描
。

室内对标本经过二次固结处理
、

修整
,

然后可通过显微镜观察
。

本文主要对标本进行了结构特征
,

颗粒大小
,

结构中破裂夹角
、

组距的研究
。

下面对标本的

观察和统计分析如下
:

1
、

滑泥 洒勒山滑坡的主滑壁具有7 00 的倾角 (下部为 50
“

一 6 00 )
, 2 20 一2 40 米 相对 高

、

差
,

滑壁上具有滑动擦痕
。

膜状标本采集时
,

发现滑壁上有着一层厚约 0
.

5厘米的滑泥
,

它 具 有
“
片理

”
化的薄层

。

薄层系由一系列鳞片状土片组成
,

松散面易剥落
。

滑坡的组成分 两 方 面 渺

定
:

一是滑泥的颖粒组成; 二是滑泥的片状结构测定
。

经过偏光显微镜的测定
,

滑坡的颗粒主要

组成是以5
.

75 林一50
.

7 5林为主 (表 1 )
。

从其组成来看
,

主要 以粉砂为主
,

滑泥的物质组成 仍然

是与黄土相似
,

是黄土破碎的产物
。

另外
,

对滑泥的薄片结构测定
,

单层薄片厚度 为。
.

5 一 1
.

3吕

毫米
,

平均为 。
.

8 04 毫米
。

在片状结构中
,

镜下可见颗粒的定向排列
。

主滑壁上这种
“
片理

”
化的

滑泥
,

反映了当时滑坡快速运动时局部滑面上受到挤压所遗留下的痕迹
。

快速挤压使得滑坡后壁

光滑如镜
。

2
、

滑坡堆积物上
、

中
、

下三带土体傲形态特征
。

将洒勒山滑坡堆积物从后缘的滑壁 到 滑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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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缘
,

根据其土体破坏程度
,

大体上可以划分出上
、

中
、

下三带
:

上带是靠近滑壁部份
,

土体呈块状破坏
,

块状大小 1
.

5一 2 米的较多
。

尤其是岩性比较坚硬
、

致密的离石黄土 (石质黄土 )
,

块状结构更为明显
。

从膜状标本看其中的微形态
,

内部组成均匀

一致
,

裂缝和大孔隙较少见
。

裹2 腆状标本中派校组成统计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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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带土体破坏虽然也以块状破裂为主
,

但其内部裂隙发育
,

两组裂纹相互交错
,

形成菱块破

裂结构
。

从膜状标本中颖粒组成的统计表明 (表 2 )
,

它比上带块状结构的离石黄土颖粒粗
,

形

成菱块状结构的锐角为 35
。

一4 20
,

它反映了滑移时土体受到强烈挤压
。

下带是接近滑舌的前缘地带
。

洒勒山滑舌的前缘已穿过低处的那勒寺河
, 阻塞了河道

,

并 在

河岸的二级阶地徒坡前受阻
,

舌前这部分土体破坏最强烈
,

已粉碎呈粒状破碎结构
。

它的颗粒组

成比上
、

中带稍细 (图 3 ) ,

而粉碎后碎粒大小为 0
.

5一1 0
.

5毫米
,

中值为 3 毫米
。

三
、

洒勒山滑坡形成的认识

从上述洒勒山滑坡体的形态与微形态的分析
,

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一滑坡体滑动过程中的运

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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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3 酒勒山汾坡, 缘土体的耳始硕位与形成碎桩结构大小

动学与动力学分带性的某些特征
。

归纳起来
,

在上带失稳后的土体
,

沿70
。

陡峭的滑面 下 滑
,

垂

直运动的分量占相当大的比例
,

土体内部主要受到自重的作用
。

由于这一段土体是处于势能向动

能转换的阶段
,

运动速度比较小
,

土体形成块状破坏
,

破碎的大块土体内还保持着原有的结构
。

这是滑坡的动力来源段 , 中带滑面的高程已经降低
,

土体的重心下移
,

滑床部分的滑面倾角变得

平缓
,

滑动主要是水平运动
,

运动速度增大
。

这段土体受到上带土体的强大阻力
,

前方又受到下

带土体的阻碍
,

所以土体形成若千条带状的土垄地形
。

内部挤压破碎成棱块状结构
;
下带的特点

则是受到中带土体的快速推动
,

由于滑舌前缘存在着自由空间
,

因此
,

土体运动速度快
,

并向四

周撒开
。

但由于洒勒山的滑坡前舌局部受到那勒寺河南岸二级阶地坎壁的阻挡
,

增大了滑坡体前

进的阻力
,

而使这部分土体比较彻底地破碎
,

形成碎粒结构
。

通过用松散土膜状大标本对洒勒山滑坡的研究
,

我们感到这种膜状标本有许多优点
,

并且可

以向更广的研究领域中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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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7 页 ) 这是因为灾害的产生和区域地质条件密切相关
。

往往区域地质作用的规律
,

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崩塌
、

滑坡和泥石流灾害作用的规律
,

它是预测预报这类灾害的基础
,

2
、

为满足国家能源开发的需要
,

建议对金沙江
、

雅奢江
、

大渡河等进行地质灾害的综合考

察
,

同时编制西南山地灾害分布图 ,

3
、

建立全区山地灾害长期观测网点 (象现在 已建的地震台站
、

东川泥石流观测站
、

二滩金
一

洞山滑坡观测站 )
,

对一些即将发生的重大地质灾害更要进行监测
,

一旦灾害发生要做到有防有

备
。

如 19 8 1年嘉陵江大支流
—

白龙江舟曲滑坡堵江
,

因事前有所准备
,

及时炸坝泄水
,

避免了

一场重大事故的产生 ,

4
、

建立全区特大地质灾害的管理机构和研究中心
,

结合函待开发的西南水电优势
,

拟定部

署工作计划
,

协调各单位业务 ,

5
、

建议创办
“山地 灾害

”
杂志

,

建立全区情报网点
,

作为联系分散在各地的专业队伍学术

交流的园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