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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让防灾 在调查研究和危险程度区划的基础上，对危险程度

高和比较高的地区、沟谷都应首先采取下列避让防灾措施 (

一)新建工程场址不宜选在泥石沟的形成区(清水区除外)流通

区和堆积区。若无法避让，如铁路、公路线必须穿越泥石流

沟谷时，必须修建渡槽让泥石流通过，或者采取架桥、隧道

、明洞使线路穿越泥石流，避免灾害。 (二)若工程正在泥石

沟内建设，首先应对已建工程搬迁和泥石流进行工程防治的

技术、经济对比论证，优选可行方案，然后，组织实施优选

方案(搬迁或者进行工程防治)，避让或治理泥石流灾害。 二

、合理规范人类工程活动，杜绝或减轻诱发泥石流产生的人

为因素 (一)对采矿弃渣、工程建设弃土，要规划选择可靠的

堆放场地，不能在山坡、沟谷中随意乱堆乱放；对大规模的

弃渣、弃土，在沟谷中要修建尾矿坝、淤地坝、梯田等，截

蓄弃渣、弃土。 (二)避免人为因素诱发老滑坡复活和新的崩

塌、滑坡体产生。 (三)提高山区新建水库工程质量，堵绝溃

坝事件的发生，对泥石流沟内水库，要经常进行检查、维护

、堵绝坝下和坝肩渗漏和溃坝；雨季，在保证水库安全的前

提下，科学确定蓄水高度，合理调蓄，防止溃坝触发泥石流

灾害。 岩溶塌陷灾害 一、在工程选址时，首先对工程选址地

区调查了解已有岩溶塌陷的发育情况，并初步判断其稳定性

。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如下对策： (一)对已有岩溶塌陷发育且

其稳定性差尚有活动迹象的地段，就坚决避让； (二)对已有



岩溶塌陷数量较少且其稳定性较好已不再活动的地段。原则

上应使主要建筑物避开塌陷地段，尤其是要充分考虑今后环

境条件改变对塌陷稳定性的影响。 (三)建筑物应尽量避开有

利于岩溶塌陷发育的地段特别是存在人为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尤其需要慎重对待，必要时应进行勘查。 二、工程设计和

施工中要注意消除或减轻人为因素的影响；如设置完善的排

水系统，避免表水大量入渗，对已有塌陷坑进行填堵处理，

防止表水向其汇聚注入等。 崩塌滑坡灾害 一、在工程选址中

尽量避开已有或易于发生地质灾害的地段工程选址的目的，

在于寻求工程建筑与地质环境之间的最有利结合，使工程建

设充分利用有利的地质环境条件，尽可能避免，减少地质灾

害损失，在工程选址中，首先要看工程地基的好坏，同时也

要看外围有无可能危及工程安全的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还

要看工程建设本身是否会给当地或外围地质环境造成不良影

响。工程选址阶段首先要做好工程地质工作，工程选址（选

线）的地质工作范围应尽可能广些，广泛考虑所有可能遇到

的问题和可供比选的地域。在防避区域性或河流上下游的地

质灾害方面，不要硬性限定调查范围。例如1967年发生于雅

砻江畔的唐古栋滑坡，堵江造成175米高的堆石坝，水近百公

里，7天之后溃决，巨大的洪峰将沿途河谷中的什物一扫而光

。下流约500公里入金沙江，尚有水头高15米，带动了成昆铁

路沿江段沿线很多滑坡复活。当时尚在规划中的锦屏和二滩

两个电站，分别位于唐古栋下游200公里和400余公里，滑坡

堵江位置，远超过其各自水库的水范围，倘若当时已开工，

皆难免遇难。现今二滩水电站已经开工，锦屏水电站也已提

到议事日程，而在它们的上下游可能涉及范围内是否还有类



似唐古栋这样的崩塌滑坡灾害陷患存在，也是个值得注意的

问题。再则，工程选址阶段的工程地质工作必须达到足够的

深度。地质情况，很多隐蔽于地下，不投入应有的工作量和

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查清，对重要问题一旦有所疏

漏，常会造成严重后果。例如三峡水库移民湖北省巴东县新

城选址，看中了附近在水库水高程以上一片较缓山坡（黄土

坡），孰料该处有一较大古滑坡存在。由于表部形迹已不太

明显，在选址勘查中投入的工作量有限，只按一般工民建基

勘查，未能揭露滑坡，只作了正常情况下的评价。待县政府

大楼等很多高楼兴建后，才发现滑坡问题。虽经后来的勘查

评价，在一般情况下滑坡尚较稳定，但毕竟受到滑动破坏，

原有老滑床成为最敏感的易滑面，不能再作正常的稳定坡体

对待，即使仍勉强加以利用，也要针对滑坡不同块段的稳定

条件重新调整城建工程布局和基础施工方法，并需采取特殊

严格的排水措施。对某些安全程度较低的块段，还需采取必

要的防治工程措施。这就使城市建设陷入进退两难的被动局

面。 二、工程设计和施工中注意避免因开挖、弃土、排水而

诱发崩塌滑坡在预防因人类工程经济活动中而诱发崩塌滑坡

灾害发生方面只要在各项工程建设设计和施工中加强地质环

境保护，减少人为破坏，就可以防止一些致灾地质作用的发

生。减少因人为因素（如开挖、弃土、排水等）而诱发崩塌

坡灾害的发生。因开挖、弃土、排水等不当而诱发崩塌滑坡

实例不少，典型的是发生于1980年6月的湖北省远安县盐池河

磷矿山崩。该处磷矿采自一座由震旦系组成的山峰底部陡山

沱组白云岩夹页岩中的磷矿层，山体上部为厚层白云岩，山

高360米，上陡下缓，岩层约以10度倾向坡外。因采矿不当，



随着采空区的扩展，山坡上逐渐有裂缝出现，在山顶上出现

数条长大裂缝。在一场中雨之后，山顶裂缝急剧发展，陡崖

落石频繁、最后沿高于采空区顶面约180米的软硬岩层接触面

，约70万立方米岩体全滑崩而下，摧毁了位于山脚下的矿务

局一栋四层办公大楼及住宅、车库等建筑物，死亡284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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