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灾害是指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各种自

然现象 ! 地质灾害属于自然灾害中的一个重要灾种，

是岩石圈在各种地质营力作用下，发生的一系列灾害

性地质作用 "或地质事件 #，包括地震、滑坡、泥石流、火

山喷发、地面塌陷和沉降等 ! 许多地质灾害是因人类

活动和气象环境的变化产生的，其发生具有区域空间

上的规律性和时间上的突发性特点 ! 因此，一次大的

区域性地质灾害的发生，其后果往往十分严重 ! 我国

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过去的近 $%
年时间内，造成百人以上死亡的重大地质灾害事件在

我国几乎年年发生 ! 今后，随着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

工程活动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地质灾害的次数和

可能性必将有增加的趋势，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必将

增大 ! 现在大量的研究和事实表明，大多数地质灾害

的发生是由于降雨诱发或直接触发产生的，而现有的

气象预报的准确度明显优于地质灾害的预报，因此根

据气象资料预测预报地质灾害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

切实可行的 ! 地质灾害的气象预报预警是地质灾害防

灾的关键环节，所以进行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的研

究是极其重要和必要的 ! 本文所指的地质灾害是指由

于降雨诱发产生的区域群发型突发性地质灾害：滑坡、

泥石流、崩塌 !

& 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的合理性

地质灾害的发生是一个由多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

素共同作用下从缓变到突变的过程，但在一定的地质

结构特征及环境条件下，降雨是地质灾害发生的最主

要的诱发因素 ! 降雨本身的预报不仅在准确度比滑坡

预报的准确度高得多，而且预报方法也简单得多 "主要

借助于天气预报成果 # ! 因此我们可以从降雨这一诱

发地质灾害的主要和关键的自然因素入手，在充分考

虑地质灾害发生的各种内在因素以及人工活动这一外

在因素的同时，精心研究降雨变化规律和地质灾害发

生的关系，建立各种地质环境背景下降雨过程与地质

灾害的耦合模型，进而确定各种地质环境下地质灾害

发生的降雨指标，最后通过气象资料对地质灾害进行

预报预警 !

$ 地质灾害预警的类型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可分为时间预警、空间预警和

强度预警 ’ & ( ! 地质灾害空间预警是在地质灾害调查与

区划基础上，比较明确地划定非确定时间内地质灾害

将要发生的地域或地点及其危害性大小，主要适用于

群发型地质灾害 ! 地质灾害的时间预警是在空间预警

的基础上针对某一具体地域或地点 "单体 #，给出地质

灾害在某一种 "或多种 # 诱发因素作用下将在某一时段

内或某一时刻将要发生的预警信息 ! 空间预警基于地

质灾害的主要控制因素 "如地层岩性、地质结构、地貌

形态等 # 和诱发因素 "如降雨、地震、人为活动 # 开展工

作，控制因素是基本条件，诱发因素在不同地区或同一

地区的不同地段常常表现出极大差异 ’ & ( ! 时间预警基

于预警区域的地质环境状况、诱发因素发生范围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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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质灾害的诱发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 人为因素主要与人类工程活动有关 ! 在一定的地质地形条件下，自

然诱发因素则主要是降雨 ! 因此在确定的地质环境背景下，研究气象和地质灾害发生的耦合关系极其重要 ! 本文通过总结

前人关于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应用降雨对地质灾害进行预报预警的方法体系 !
关键词：地质灾害C 气象预报预警；信息量模型C 临界降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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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伟等：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方法研究

根 据 历史 气 象资 料 ，

确定地质灾害与气象

因素的关系，建立气

象耦合模型

图 ! 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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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其持续时间等开展工作 % 地质灾害强度预警是指

对地质灾害发生的规模、暴发方式、破坏范围和强度等

做出的预测或警报，是在时空预警基础上做出的进一

步预警$! 8 %

9 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的思路和方法

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的思路是：!以地质灾害

大调查的资料为基础，利用 “9:”技术 ;<: = >?: =
>@:A，配合野外地质灾害调查，确定该区域各种地质

灾害位置、类型、数量、大小、强度及其影响范围，完成

基础资料的收集 % "根据调查的结果，结合该区域的

地质特征，选取影响地质灾害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建立基于 >?: 的地质灾害信息系统，编制相应的空间

数据库和图层，主要包括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各种地

质灾害点分布图，地形地貌图、地质图、工程地质岩土

类型图、地质构造形迹图、降雨分布图、植被分布图、人

类工程活动图等 % #对该区域的地质灾害与各影响因

素进行相关分析，确定“最佳因素组合”，建立相应的数

学模型，根据数学模型进行定量计算，生成该区域的地

质灾害区划图 % $在地质灾害区划图的基础上，根据

历史的资料确定各地灾区地质灾害与气象因素的关

系，进而得出各地灾区地质灾害发生的临界降雨指标 %
%确定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的等级 % &根据气象预

报确定的降雨范围、降雨持续时间、降雨强度和各地灾

区地质灾害的临界降雨指标来预警预报该区域的地质

灾害 % 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的思路和方法如图 !%
9% ! 地质灾害调查

利用“9:”技术结合野外地质调查确定该区域的各

种地质灾害的位置、数量、大小、强度 % 对单个地质灾

害具体调查它的地层岩性、坡度结构、结构面组合特

征、可能构成崩塌或危岩体的边界条件、坡体异常、可

能的影响因素 ;如降雨、人类工程活动等 A 以及附近人

口、经济状况 B C 8 % 暴雨往往是诱发地质灾害的直接因

素 % 一般地，暴雨多呈面型分布，由其引发的地质灾害

也多表现为区域性，且多形成地质灾害链 % 为此，采用

传统的调查方法，不仅因面积大难以做到实时性，也难

以保证真实性和准确性 % 相反，“星载雷达技术”能穿

透云雨，不受气候条件影响 % 利用该技术可以实时、准

确地开展突发性地质灾害调查 B 9 8 % 地质灾害的发生主

要受制于地层岩性、构造展布、植被覆盖、地形地貌以

及降水强度等要素 % 遥感技术有宏观性强、时效性好、

信息量丰富等特点，不仅能有效地监测、预报天气状

况，进行地质灾害预警，研究查明不同地质地貌背景下

地质灾害隐患区段，同时能对突发性地质灾害进行实

时或准实时的灾情调查、动态监测和损失评估 B 9 8 % 因此

我们可以利用“9:”技术结合野外地质调查进行地质灾

害调查，其方法为首先根据预报预警区域范围和现有

的地质灾害调查成果选择合适比例尺的遥感信息源

;全色图像、多光谱图像、雷达图像等 A、地形地貌图、地

质图，然后进行几何校正和统一的地理编码，接着根据

现有的辅助资料对该区域的地质灾害进行目视和计算

机解译，最后结合野外地质调查最终确定该区域地质

灾害的位置、数量、大小、强度及其影响范围和各灾种

的地质环境 % 其方法如图 C%
9% C 建立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和信息管理库

根据上述地质灾害调查的结果，基于 >?: 编制该

区域的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然后选取影响地质灾害

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根据资料基于 >?: 编制相应

进行几何校正和统一的地理编码

进行目视和计算机解译

选择合适的遥感信息源，收集各种辅

助资料

地质灾害调查成果

野外地质灾害调查

图 C 地质灾害调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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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建立，定

量指标计算

区域地质灾害综合调查

地质灾害数据库和信息库

生成地质灾害区划图

确定各灾害区临界降雨指标

确定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

报的等级

地质灾害预警预报

接收气象数据

建立数学模型进行

影响 因素分析

手 段 ： 基 础 资 料 收

集、<: 解译，>@: 和

野外测量等

确定最佳因素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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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层，如地质灾害分布图层、地形地貌图层、地质图

层、工程地质岩土类型图层、降雨分布图层、植被分布

图层、人类工程活动图层等 ! 其地质灾害信息系统如

图 "!

地质灾害信息系统

数据库 图形库

⋯⋯植被分布图层工程地质岩土类型图层地质灾害分布图地形图层

图 " 地质灾害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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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质灾害区划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以地

质灾害分布图和各因素图的叠加，定量、半定量化确定

地质灾害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根据各指标进行相加处

理 ! 高指标区代表易发生区，低指标区代表不易发生

的区域 ! 另一种方法是根据各地质灾害影响因素与地

质灾害关系的理论分析，采用打分或评级的方法赋予

各因素以权重系数，再对各权重系数进行相关数学运

算，从而得到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划的定量依据 5 6 7 ! 无论

应用那种方法，首先都要建立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

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区划中，选择合理的评价预测指标

是至关重要的 !
"! "! 8 地质灾害区划指标体系的建立

大量的研究事实表明，地质灾害的发生主要由两

类因素决定，一是内在因素 9即环境因素 :，二是诱发因

素 ! 环境因素是指地质灾害形成的基本地质环境条

件，诱发因素是指影响和诱发地质灾害演化和发生的

外在因素 ! 环境因素一般包括地形地貌、工程地质岩

组、岸坡结构类型、软弱地层状况、构造情况、地面变形

情况、植被发育情况、已有动力地质现象、河流动力地

质作用、结构面组合状况、裂隙发育程度等 5 ; 7 ! 诱发因

素一般有 " 个，分别是降雨、地震和人类工程活动 ! 虽

然地质灾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因素所起作用的

大小、性质是不相同的 ! 在各种不同的地质环境中，对

于地质灾害的发生而言，总会存在一种 “最佳因素组

合”! 因此，在对某个具体地区进行实际分析评价时，

不是以上所有因素都参与评价，而是根据研究区的具

体特点，确定各个因素与该地区地质灾害的关联度，然

后根据关联度的大小，选择这个地区的 “最佳因素组

合”进行评价 !
"! "! < 地质灾害区划数学模型

本文主要介绍地质灾害区划中信息量模型 ! 信息

预测的观点认为，地质灾害产生与否是与预测过程中

所获取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有关，是用信息量来衡量

的 5 = 7：

! 9 "# $8> $<> ⋯ $% : ? @)%< 9 8 :

根据条件概率运算，上式可进一步写成：

! 9 "# $8> $<> ⋯ $% : ? ! 9 "# $8 : A !$8 9 "# $< : A ⋯

A !$8 $< $"⋯ $% B 8 9 "# $% : 9 < :
式中

! 9 "# $8> $<> ⋯ $% :：因素组合 $8> $<> ⋯ $% 对地质

灾害发生所提供的信息量 9 C$2 :；
& 9 "# $8> $<> ⋯ $% :：因素 $8> $<> ⋯ $% 组合条件下

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

!$8 9 "# $< :：因素 $8 存在时，因素 $< 对地质灾害发

生提供的信息量 9 C$2 :；
& 9 " :：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 !

因素组合 $8> $<> ⋯ $% 对地质灾害发生所提供的信息量

等于因素 $8 提供的信息量，加 上 因 素 $ 8 确 定 后 因 素

$< 对地质灾害发生提供的信息量，直至因素 $8 $< $"⋯

$% B 8 确定后，$% 对地质灾害发生提供的信息量，说明区

域地质灾害信息预测是充分考虑因素组合的共同影响

与作用的 ! 区域地质灾害的预测是在对研究区域网格

单元划分的基础上进行的根据不同地区具体的地质、

地形条件，采用相应的网格形状和网格大小，进一步结

合区域地质灾害分布图开展信息统计分析 5 = 7 ! 假定某

区域内共划分成 ’ 个单元，已经发生地质灾害的单元

为 ’D 个 ! 具相同因素 $8 $<⋯ $% 组合的单元共 ( 个，

而在这些单元中有地质灾害的单元数为 (D 个 ! 按照

统计概率代表先验概率的原理，据式 9 < :，因素 $8 $<⋯

$% 在该地区内对地质灾害发生提供的信息量：

(D ) (
! 9 "# $8> $<> ⋯ $% : ? @)%< 9 " :

’D ) ’

& 9 " :
& 9 "# $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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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地质灾害区划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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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5 地质灾害区域划分

根据上述确定的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进行定量指

标计算，从而生成该区域的地质灾害区划图，其方法如

图 !%

5% ! 地质预报预警气象临界指标的确定

地质灾害的发生是一个由多种自然因素包括人为

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复杂的从缓变到突变的过程，但在

一定的地质结构特征及环境条件下，降雨是地质灾害

发生的最主要的诱发因素 % 研究表明6 降雨下渗进入

山坡时，在渗透障 7多数情况下是覆盖物的基底 8 之上

的一个饱和带内积累 % 孔隙水压力增大将引起有效荷

载应力增大，斜坡组成物的剪切强度减小，导致滑坡的

发生 % 然而，在降雨增加孔隙水压力之前，斜坡组成物

的毛细孔隙中必定已充填了足够的水分，从而抵消了

干燥土壤具有的吸水性 % 因此需要对地质灾害易发区

进行前期的降雨观测 % 对于任何给定的斜坡，都存在

一个临界降雨量，当在饱和带内滞留的降雨量超过这

个值，就会导致地质灾害的发生，并且对于不同的地

质、地貌和水文地质背景，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临界降

雨量是不同的 % 目前地质灾害气象临界降雨指标的确

定主要是根据历史地质灾害事件和降雨过程的相关性

进行统计分析而得到的 % 因此由此确定的临界降雨指

标的精确性不是很高 % 笔者认为，由降雨诱发引起的

突发性地质灾害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包括各种因素相

互作用的耗散系统，具有自组织临界性，确定其临界降

雨指标必须考虑其各种地质环境因素和气象因素 % 因

此本文建议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历史降雨量、降雨强

度、降雨持续的时间和其内在地质环境因素建立耦合

模型，通过非线性的方法 7例如人工神经网络 8 确定其

临界降雨指标 %

5% 9 地质灾害预警等级的划分

根据 《国土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关于联合开展地

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协议》，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

警分为 9 个等级 %
!级：发生可能性很小；

"级：发生可能性较小；

#级：发生可能性较大；

$级：发生可能性大；

%级：发生可能性很大 !
对于#级以上发布预报，其中#级为注意级 %$

级为预警级，%级为警报级 %
5% : 地质灾害预报预警

根据气象部门未来 ;! 小时降雨预报数据，结合前

期实际降雨数据和各地质灾害区的临界降雨指标，分

析判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的空间范围及其可能性大

小，最后依据地质灾害预警等级进行预报预警 %

! 结束语

地质灾害发生的诱发因素分别是降雨、地震和人

类工程活动，而降雨是地质灾害发生的最主要的因素 %
气象预报预警方法正是抓住降雨这一主要因素，对地

质灾害进行预报预警 % 但是气象预报预警的精度目前

依然受很多方面的制约 % 最主要有 5 个方面，一是对

降雨量的预测的精确度；二是正确建立地质灾害与降

雨之间的关系，目前大多数数学模型都是统计模型，确

定准确的临界降雨指标需要建立气象与地质灾害地质

环境空间分析的耦合模型；三是复杂地质环境下地质

灾害的建模方法 % 解决了这 5 方面的问题，气象预报

预警的精度将大大提高 %

参考文献：

< = > 刘传正 % 区域滑坡泥石流灾害预警理论与方法研究 < ? > % 水文地质

与工程地质，;@@!，5= 75 8：=—:%
< ; > 刘传正，李铁锋，程凌鹏，等 % 区域地质灾害评价预警的递进分析理

论与方法 < ? > %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5= 7! 8：=—A%
< 5 > 钟颐，等 % 遥感在地质灾害调查中的应用及前景探讨 < ? > % 中国地质

灾害与防治学报，;@@!，=9 7= 8：=5!—=5:%
< ! >殷坤龙，等 % 滑坡灾害区划系统研究 < ? > % 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 7! 8：;A—5;%
< 9 > 阮沈勇，等 % 基于 BCD 的信息量法模型在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划中的

应用 < ? > % 成都理工学院学报，;@@=，;A 7= 8：AE—E;%
< : >殷坤龙，等 % 滑坡灾害空间区划及 BCD 应用研究 < ? > % 地学前缘，;@@=，

A 7; 8：;FE—;A!%

指标定量计算

确定最优因素组合

地质灾害区划图

关联度分析

地质灾害与其曩因素进行相关分相关分析

信息量模型建立、分析

肖 伟等：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方法研究 ;FF第 ! 期



!"#"$!%& ’( )&" "$!*+ ,$!(-(. ’/ ."’0&$1$!2# 3$#"2 ’(
,"$)&"! /’!"%$#)

!"#$ %&’() *+#,- ./01) 2" *3/4) 5+" 67&08/09:) ;<,- -&8=’09>

? (@ !"#$%&"’ ()*)"+,- .)&#)+ /%+ 0)%"&"’1*$*2 3)$4$&5 (AAA4B) .-$&"C 1@ 6&*#$#7#) %/ 0)%’%51 "&8 0)%9-1*$,*2 .:;2 3)$4$&5 (AAA1D) .-$&"C

4@ 07"&5<-%7 6&*#$#7#) %/ 0)%,-)=$*#+12 .:;2 07"&5<-%7 >(AE:A) .-$&"C :@ .%=97#"#$%& 0)%,-)=$*#+1 >"?%+"#%+12

.-$&" @&$A)+*$#1 %/ 0)%*,$)&,)*2 B7-"& :4AAB:) .-$&"C >@ C)9"+#=)&# %/ B"#)+ ()*%7+,)2 C"D$&5 C$*#+$,#2 3)$4$&5 (A1EAA) .-$&" F

!"#$%&’$( GHI J’0KL IM NO’99&O’09 M/PNIOL /O& P3OO&0NQR PI0L’K&O&K ’0 =O&K’PN’I0 IO MIO&P/LN IM 9&I87/S/OKLT 0/N3O/Q /0K
U/08U/K&@ +0K&O 9’V&0 9&IQI9’P/Q /0K 9&IUIO=7’P PI0K’N’I0L) O/’0M/QQ =O&L&0NL / J&R 0/N3O/Q M/PNIO@ G7&O&MIO& ’N ’L ’U8
=ION/0N NI LN3KR N7& PI3=Q’09 O&Q/N’I0 W&NH&&0 N7& IPP3OO&0P&L IM 9&I87/S/OKL /0K H&/N7&O 30K&O P&ON/’0 9&IQI9’P/Q W/PJ8
9OI30K@ #MN&O N7&O&V’&H IM =O&V’I3L O&L&/OP7 I0 &/OQR H/O0’09 IM 9&I87/S/OKL) N7& =/=&O HIOJL I3N / L3’N IM U&N7IK NI &/OQR
H/O0 9&I87/S/OKL W/L&K I0 H&/N7&O MIO&P/LN@
)*+ ,-%.#T 9&I87/S/OKC &/OQR H/O0’09 W/L&K I0 H&/N7&O MIO&P/LNC ’0MIOU/N’I0 UIK&QC PO’N’P/Q =O&P’=’N/N’I0 ’0K&X

作者简介：肖伟 ? (DY(— F，男，湖北仙桃人，硕士，1AA> 年 E 月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球化学专业，现从事环

境 方 面 研 究 ， 通 讯 地 址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百 万 庄 大 街 1E 号 国 家 地 质 实 验 测 试 中 心 ， 邮 政 编 码 (AAA4B， <8U/’Q Z Z X’/IH&’[

U/’QL@ 93P/L@ /P@ P0

*’%$* "(4-!’(5"()$* "//"%) 3+ )&" 2".!$2$)-’( ’/
.!’6(2,$)"! #+#)"5 -( (’!)&"$#) %&-($

2" \’098P730) \"# %&’893/09) \", *I098N/I
? ;-)&1"&5 6&*#$#7#) %/ 0)%’%51 "&8 E$&)+"’ ()*%7+,)*2 ;-)&1"&5 ((AA44) .-$&" F

!"#$%&’$( G7& K&9O/K/N’I0 IM 9OI30KH/N&O LRLN&U ’0 ,ION7&/LN 57’0/ ’L =O&L&0N&K /L N7& QIH&O’09 IM H/N&O N/WQ& /0K O&8
K3P’09 IM L&QM8PQ&/0’09 P/=/P’NR@ G7& QIP/Q &0V’OI0U&0N/Q &MM&PN ’L I0 N7& ’0PO&/L’09 IM K&L&ON’M’P/N’I0 ’0 H&LN&O0 ]I09Q’/I
=Q/’0) /L H&QQ /L 9OI30KH/N&O =IQQ3N’I0) Q/0K L3WL’K&0P& /0K PIQQ/=L& ’0 3OW/0 /O&/L@
)*+ ,-%.#( &0V’OI0U&0N &MM&PNC 9OI30KH/N&O LRLN&UC K&9O/K/N’I0C ,ION7&/LN 57’0/

作者简介：李景春 ? (DE4— F，男，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DY: 年毕业于武汉地质学院，通讯地址 沈阳市北陵大街 1> 号，邮政编

码 ((AA44，<8U/’Q Z Z LRQ^’09P730[ P9L@ 9IV@ P0

?上接第 1B4 页 F

地 质 与 资 源 1AA> 年1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