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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绵竹市地质灾害灾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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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绵竹市地质环境脆弱，地质灾害发育。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滑坡、崩塌、泥石流和地面塌陷，其发育分布与地

形地貌条件、地质构造、江河流域的分布及气候、人类工程活动密不可分。汶川“５·１２”地震发生后，使震区本身脆
弱的地质环境雪上加霜，地质灾害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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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为给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工作提供科学的地质技

术资料，在江苏省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２００８年 ６
月１５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组织专家组赴四川省绵
竹市开展地震灾区地质灾害调查和评估，负责快速

评估各类数据资料，形成评估报告，以指导和服务绵

竹市的灾后重建工作。专家组在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等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下，全面收集了绵竹市区域地

质、灾害地质、遥感地质等方面资料，对绵竹市九龙、

遵道、汉旺等重点灾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编写了《绵

竹市灾后重建地质条件调研分析报告》，编制了绵

竹市地质图、地质灾害分布及易发区图和灾后重建

规划地质条件适宜性分区图，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

１　地质环境特征

绵竹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境内土地肥沃，气

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幅员面积１２４５３ｋｍ２。
海拔５０４ｍ～４４０６ｍ，有“六山一水三分田”的特点，
西北崇山峻岭，东南平畴沃野（图１），大致可分为山
地与平原两个地质环境区。

１．１　山地地质环境区
分布于金花镇象鼻子—遵道、汉旺—拱星镇姚

家坪、海拔７００ｍ一线的西北侧，包括金花、天池、清
平３个乡镇和广济、土门、遵道、九友、马尾、汉旺、拱
星镇的一部分，面积 ６６５９ｋｍ２，占全市总面积的

图１　绵竹市地表形态示意图

５３５％。山地区有高山、中山、低山３种地貌类型，
而以中山为主，最高点在与什邡、茂县分界线的山脊

上，海拔４４０６ｍ。
该区处于龙门山断裂带，地形地貌复杂，相对高

差大，地形陡峻。区内地质构造复杂，受不同时期地

质构造作用影响，断裂发育，褶皱保存不完整，多为

推覆体内部的次级褶皱，方向多变，陡缓并存。岩体

主要为花岗岩类、碳酸盐岩类、碎屑岩类及变质岩



类。西北部主要由坚硬的岩浆岩、碳酸盐岩及部份

碎屑岩类组成，其次为含煤系地层、含磷矿层及泥页

岩，岩性软弱易风化和软化，常夹于白云岩、灰岩等

坚硬岩组中形成软弱夹层。白云岩、花岗岩等坚硬

岩组强度高，但节理裂隙和溶洞溶隙发育，风化较严

重，岩体较破碎，且有含煤系地层、含磷矿层等泥页

岩软弱岩层夹于其中形成软弱结构面，加之地形切

割强烈，地形坡度较大，斜坡稳定条件较差，在地震

影响和暴雨、河流冲刷侵蚀作用下易产生崩塌、滑

坡，并为泥石流提供大量的物质来源。东南部主要

由侏罗系砂泥岩、砾岩组成，厚层砂、砾岩组成，地形

较陡峻，垂直裂隙发育，易产生危岩崩落掉块。泥岩

遇水易崩解和软化，抗风化力弱，在暴雨和地表水冲

刷侵蚀作用下易产生浅层滑坡、顺层滑坡及面状水

土流和小型泥石流。

区内地下水资源较丰富，地下水类型主要为重

碳酸盐淡水、碎屑岩裂隙水。矿化度小于１ｇ／Ｌ，硬
度６度左右，水位变幅１ｍ～２ｍ，最大７ｍ，地下径流
模数为１Ｌ／ｓ·ｋｍ２～２５Ｌ／ｓ·ｋｍ２。

该区矿产资源较丰富，已发现矿产资源２４种，
９８个矿产地。已探明储量的有天然气、磷、煤、石灰
石、铝锶矿、黄铁矿、地下水、矿泉水等。目前主要开

采天然气、磷矿、煤矿、砂砾石和页岩、石灰岩等，开

采强度和规模较大。矿山开采产生的大量矿渣弃

土，大多就近堆积于沟谷斜坡，甚至直接倾倒于河流

沟谷，严重淤积堵塞河道，并为泥石流灾害的形成提

供了物资条件。而地下矿山开采多以崩落式开采为

主，矿山采空严重，易诱发崩塌、滑坡和地面塌陷等

地质灾害。同时，由于龙门山地区的矿产资源、水能

资源、森林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开发，一批公路、铁路、

电站、工厂和其他基础设施的修建，较大规模开挖坡

脚和破坏植被覆盖，影响山体结构和斜坡稳定。

１．２　平原地质环境区
分布于金花镇象鼻子—遵道、汉旺—拱星镇姚

家坪、海拔７００ｍ一线的东南侧，面积５７９４ｋｍ２，占
全市总面积的４６５％。

本区北部属沿山台地浅丘地貌，海拔 ６００ｍ～
７００ｍ，地形坡度８‰左右；南部属山前冲洪积扇状平
原区，海拔５０４ｍ～６００ｍ，地形坡度５‰左右。主要分
布第四系全新统—更新统含砾（碎）石砂质粘土、泥

质砂砾卵石层等，第四系砂砾卵石含水层厚度大，地

下水资源丰富。地质构造条件简单，人类工程经济活

动较弱，主要以农业耕种、公路建设及城乡建设为主。

２　地质灾害灾情

绵竹市地质灾害研究程度较高，汶川“５·１２”
地震发生前四川相关地质单位就已完成全区的地质

灾害调查与区划工作，震后又采取巡查、遥感解译等

手段对灾区地质灾害状况，进行了较深入的摸底。

调查结果表明，绵竹市主要地质灾害类型为滑

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及不稳定斜坡五种，共有

地质灾害点２５９处（图２），其中震前调查发现灾害
点１１７处，震后解译调查发现灾害点１４２处；灾害点
中７８处滑坡，占３０１％，崩塌１２９处，占４９８％，泥
石流４１处，占１５８％，采空塌陷２处，占０８％，不
稳定斜坡９处，占１４７％。
　　从灾害发生的规模分析，绵竹市地质灾害以大、
中型为主，２５９处灾害点中，巨型１６处，大型７０处，
中型１１７处，小型５６处。

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据不完全

统计，震前（２００６年以前），绵竹市因地质灾害造成
人员死亡４０人，损毁房屋１５３间、公路４６ｋｍ、桥涵
４座、耕地１７９３ｈｍ２，直接经济损失３２５１６万元；本
次汶川５·１２特大地震诱发了大量的山体滑坡、崩
塌地质灾害，巨大的山体崩塌同时形成规模巨大的

碎石流地质灾害，并造成河流、沟谷数十处堵塞，形

成多处堰塞湖。据不完全统计，地震诱发的地质灾

害造成公路毁埋６６９２ｋｍ，桥梁毁埋近１０座，毁埋
房屋４００余间，损毁农田、林木数千公顷，砸毁、掩埋
车辆５０余辆，冲毁、掩埋矿山井口３０余口，砸毁、掩
埋小型水电站５座，直接造成人员死亡１００余人，财
产损失上百亿元。

３　地质灾害发育分布特征

地质灾害的发生、发展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统计

分析结果表明，绵竹市滑坡、崩塌、泥石流的发育分

布与地形地貌条件、地质构造及江河流域的分布、气

候、人类工程活动密不可分，而地震则又加剧了地质

灾害的发生发展。

３．１　滑坡、崩塌、泥石流均分布在西北部山地地区
根据统计分析，绵竹市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

均分布在西北部山地地区，其中高中山区７处，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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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绵竹市地质灾害分布图

数的２７％，中低山区１６６处，占６４１％，沿山台地
８６处，占３３２％，平原区未见滑坡、崩塌、泥石流灾
害。由此可见，绵竹市滑坡、崩塌、泥石流地质灾害

主要集中在中低山地带。

３．２　滑坡、崩塌、泥石流受控于地质构造
根据对震前地质灾害调查成果分析，１１７处灾

害点主要分布在大水闸推覆体、太平推覆体和金花

推覆体内。其中大水闸推覆体 ４８处，占总数的
４１％，以崩塌、滑坡、泥石流为主；太平推覆体３１处，
占２６５％，以滑坡、崩塌为主；金花推覆体３８处，占
３２５％，以滑坡为主。
３．３　滑坡、崩塌、泥石流集中分布于石亭江及绵远
河流域

　　绵竹市分属于石亭江和绵远河流域，２５９处地
质灾害点中 ７５处分布于石亭江流域，占总数的
２９％；１８４处分布于绵远河流域，占总数的７１％。
３．４　滑坡、崩塌、泥石流主要集中在每年汛期
　　通过对震前发生的１１７处地质灾害点的分析结
果表明，绵竹市滑坡、崩塌、泥石流的发生主要集中

在汛期的７月、８月份，而绵竹市６月 ～８月的降雨
量占全年降雨量的５９６％，表明绵竹市滑坡、崩塌、

泥石流的发生发展与降雨量的多寡呈正相关关系。

３．５　滑坡、崩塌、泥石流的发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地质灾害发育分布与人类工程活动强度密切相
关。如清平、天池一带，矿产、森林、水利资源丰富，

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矿产开发、森林资源利用、水利

开发、交通建设等活动频繁，极大了改变了原始的地

质环境条件，使得本区成为本次地震后地质灾害最

为发育的区域之一。

４　地震对地质环境及地质灾害发育的
影响分析

　　绵竹市地质环境非常脆弱，地形地貌、地层岩
性、地质构造多变，地质灾害类型多样，且分布发育

特征各异。此次特大地震发生后，让震区本身脆弱

的地质环境雪上加霜，地质灾害更加严重。

４．１　地震对地质环境条件影响分析
①对地形地貌的影响：根据有关单位调查结果，本

次地震并未改变绵竹市大的地貌类型，主要表现为微

地貌的改变。如一些地方原本地势平缓，现松散体堆

积，可能形成鼓胀，甚至形成小丘；原来的斜坡因为发

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可能形成陡坎、陡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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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地质构造的影响：本次地震可能导致该区
断裂带的加深加宽。震后出现的地段隆起、下陷表

明地质构造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③对地层岩性的影响：本次地震对地层岩性基
本不产生影响。部分区域因为地质灾害作用，导致

第四系松散堆积体加厚和减小。

④对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本次地震作用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地下水的补、径、排条件。绵竹市山区

地下水类型主要为重碳酸盐淡水，在本次地震中，岩

石裂隙更加发育，改变了地下水通道，同时本区石灰

岩地层分布广泛，形成诸多岩溶，而在本次地震中可

能导致岩溶塌陷，从而对地下水形成改变。

⑤对工程地质条件的影响：山区主要表现为岩石
裂隙加宽加深，破坏斜坡的稳定性，发生和发育了大

量的地质灾害；平原地区主要表现为一些不良地质现

象，如土门发现的砂土液化现象和地面沉陷现象。

４．２　地震对地质灾害影响分析
①加剧了原有地质灾害：主要表现为地质灾害

危险性和规模的加剧，根据调查成果，绵竹市原有的

１０８处地质灾害，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或危险性加
剧或规模扩大。如汉旺镇东汽厂后山滑坡，原本处

于基本稳定阶段，而本次地震为滑坡提供了动力，加

剧了变形，滑坡现在处于蠕滑变形—加速变形阶段，

十分危险。

②诱发了大量新的地质灾害：由于地震的震动，
岩石产生大量新的裂缝，或原来裂缝加宽加深；斜坡

堆积物结构变得更加松散，同时厚度加大；这些都为

地质灾害发生提供了先决条件。一些本来就处于稳

定和不稳定临界点的隐患点，在本次都发生失稳，形

成灾害。如绵竹—清平，绵竹—金花公路两侧，道路

修建时人工切坡剧烈，破坏了原来的应力平衡状态，

同时大多未采取合理的边坡防护措施，留下了安全

隐患，受本次地震诱发，发生了大量的滑坡、崩塌灾

害，有的形成堰塞湖，威胁巨大。

５　结　语

绵竹市地质环境脆弱，地质灾害十分发育，尤其

是“５·１２”地震发生后，对该区地质环境造成了极大
的破坏，新形成了大量的危岩、松散堆积体等不稳定

斜坡，并诱发和新增了大量的地质灾害及隐患点，危

害十分严重。因此，在灾后重建工作中，除了要重视

人类居住环境的选择，尽量将居住地点选在安全的地

带和地段上，适当避开活动的断层及容易发生滑坡、

崩塌、泥石流等灾害的恶劣环境，把地质灾害作为山

区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控制因素，在进行城市总体

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以及工程项目建设时，应进行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切实加强风险防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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