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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地质灾害分区及防治

王全涛
，
方 敏

核工业 ２９０ 研究所 ，
广 东 韶 关 ５ １ ２０００

摘 要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主要的地质灾害包括崩塌 、滑坡 、泥石流 、水土流失等 ． 韶关市位于广东北部 ，

地处南岭山脉南部 ，
全境

在大地构造上处于华夏活化陆台的湘粤褶皱带 ，
整个地质条件复杂 ， 成为地质灾害的常发区域 ． 本文重点分析了韶关市曲江区地

质灾害情况并进行分区 ， 同时结合多方面的经验提出有效防治地质灾害 的对策 ， 旨在为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环境保护提供一定

的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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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引言发地质灾害也与当地特殊的地质条件有关 ．

地质灾害是在 自然或者人为因 素的影响下形成

的
，
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造１ 韶关市 曲江区地质与地质灾害情况

成影响 ． 主要的地质灾害有崩塌 、滑坡 、泥石流 、地裂ｕ 地质基本情况

缝 、水土流失 、土地沙漠化及沼泽化 、土壤盐碱化 ， 以及本次调查工作范围包括曲江区境及韶关市市属三

地震 、火山 、地热害 ． 广东省属于地质灾害的多发省份 ．区 ． 曲江区位于广东省北部 ，隶属韶关市管辖 ， 曲江区

数据显示 ，广东省地质灾害主要发生于省内东部 、西部政府驻马坝镇． 曲江区东与始兴县 、西与乳源县 、南

及北部 ，总体呈现出点多面广 、活动频繁 、危害严重的与英德市和翁源县 、 北与乐 昌市和仁化县接壤 ．
工

特点 ． 韶关市位于广东省北部 ，地处南岭山脉南部 ，频作区东西长 ６０ｋｍ ，南北长 ６８ｋｍ ，地理座标东径 １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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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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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３
〃

￣２５
°

０８
＇

５６
＂

， 总面积响比较明显 ． 矿 山的采矿行为 、 公路铁路的施工建设

３５０４ｋｍ
２

． 其中 ，
曲江区面积 ３１ ９０ｋｍ

２

， 韶关市 区面都是引起这类地质灾害的主要因素ｗ ． 采矿行为导致矿

积 ３ １ ４ｋｍ
２

．坑疏干排水引发严重地面塌 陷 ． 铁路 、 公路隧道的施

１ ．２ 地质灾害情况工建设容易引 发突水 、突泥现象 ．

曲江区主要以突发性地质灾害为主 ， 根据 目前资（
４

） 曲江县是韶关市地质灾害的多发地区 ，根据广

料 ， 整个市区发生地质灾害 ７０ 起
，
主要的地质灾害类东省 出台 的相关调查报告显示 ，

其地质灾害有明显的

型为崩塌 、滑坡 、泥石流等 ．上升趋势 ． 加上各种工程建设项 目 的开工更是加剧了

据本次工作调查及各镇 国土所初步调查资料统计地质灾害的发生 ．

可知
，
全区有地质灾害 ３４ ８ 宗 ，水土流失面积 ９６ ． ９ｋｍ

２

，

其中崩塌 ２ １ ５ 处 ，滑坡 １ ２ １ 处
，塌 陷 １ ２ 处 ，造成民房损３ 曲 江区地质灾害分区

失 ２５ 间 ， 农 田 损毁 ７ ５ ． ４５ｈｍ
２

． 其危害原因 主要与人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划分要反映区 内地质灾害主要

类工程活动和强降雨作用密切相关 ， 如 １ ９９６ 年 ６ 月类型及地质灾害发育的区域性主控因素 ， 因此将曲江

１ ６ 日 ，龙归镇盘村 由于暴雨引发开采煤矿弃渣堆产生县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为 ３ 大区 ：
１  ）±也质灾害高易发区 ；

滑坡 ， 造成人员伤亡 ；

１ ９７６ 年 ６ 月周 田镇新庄村发生２
）地质灾害中 易发区

；

３
）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 见图 １ ） ．

山体滑坡 ，毁坏民房 、
农 田

；
２０００ 年重 阳镇万侯村大塘

由 于采矿＾ 丨发地而塌 陷 ；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 ｎ 上镇 白 沙村

由 于綱引发 Ｉ
Ｉ

Ｉ 体沿坡 ， 致使房顧塌 ，
人 （４伤亡

；■
１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Ｋ ）Ｉ
Ｉ

，
曲汀． 接沙溪镇大尖山 矿业打限公ＷＭ

２Ｉ

ＴｆＪ槽对坑足矿坝左岸坝 ／ｆ！下游山体发生滑坡 ， Ｓ接危３）

及到尾矿坝 的安全 ． 如采滑坡未加 以防治 ， 弧Ｍ矿／
坝垮塌的情况出现时 ， 将会对矿坝下游的店民 、村庄 、

２ 曲江区频发地质灾害的原因分析

导致 曲 Ｉ ：
Ｋ地质灾苒频发 的測 从Ｗ个方 ｌＡｆ分＾；ｓ ；

１

ｙ
—＇

析 ，

－

个足 自 然因索 ， 另－个是人細素 ，
还冇部分地Ｙ議

质灾額预獅合的縣 ？

）

（
１ ）从 自 然ｗ 素分析 ， 崩埸 、滑坡 的 出现是受 到 ｒ

风化作用 、重力作用与流水作用的三重影 响
［

１
］

． 风化程


度不同 的岩体与土体在受到降雨的影响后处于饱和状图 １ 广东省 曲江区 （含韶关市区 ）重要地质灾害平面分布图

态
，
自 重的增加导致抗滑能力的下降 ，加上在地下水沿

Ｆ ｉ
ｇ

＿１Ｄ ｉｓ ｔｒｉ ｂｕｔ ｉｏｎ ｏｆ
ｇ
ｅｏ ｌ ｏ

ｇ
ｉｃ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ｉｎ

Ｑｕ
ｊ

ｉ ａｎ
ｇ
Ｄｉ ｓｔ ｒｉｃ ｔｏｆ

风化地面渗流的影响下导致失去平衡出 现地质灾害 ．

＾

Ｓｈｍｇ
ｕ ａｎＣｉ ｔ

ｙ
’ （Ｊｕａｎｇ

ｃｋｍ
ｇ
Ｐｍｖ ｉｗ

设过程中 ，植被受到破坏 ，表土失去植被的储水能力更（Ｗ－

Ｐ
Ｉ

．

＿ａｒｅａｎｆｈａ ｚａｒ ［ｌ ｓ ）

加利于地表水的下渗 工程的建设中的护坡与排水

设施不配套 ，边坡岩土层受到降水的影响变得饱和 ，在３ ． １ 地质灾害高易发Ｅ

重力作用影响下发生崩塌 、 滑坡 ． 开挖的边坡过高过龙归 －新韶沉积岩低山丘陵区崩塌 、 滑坡塌陷高

陡 ，导致在工程施工附近的地质灾害时有发生 ．易发 区位于调查区中部的龙归至新韶
一

带 ，面积 ４ ３８ ．２

（
２

）
泥石流的发生与曲江县地质 、水文气象以及人ｋｍ

２

，
占总面积的 １ ２ ．５％ ， 主要分布于低 山 、丘陵区 ， 自

类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 岩石破碎 、风化层厚 、植被被破然边坡坡度
一般为 ８

？

５０
°

． 工程地质岩组主要为半坚

坏导致水土保持差 ，
在雨水的冲刷之下带 出大量的岩５更一坚硬岩组 、 软质岩组及松散岩组 ． 基岩风化较强

土碎块ｗ ，

以及矿山废渣成为泥石流形成的有利条件
ｗ

．烈 ， 残坡积层较厚
，

一

般 ２
￣

２０ｍ ． 植被密一稀疏 ，水土

（ ３ ）工作区的地面塌 陷主要是受到人为活动的影流失 中等
一轻微 ，人类工程活动强烈 ． 人工边坡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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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坡度 ４０
￣７０

°

，坡高 １０
￣

３０ｍ ，边坡稳定性差 ． 矿 山 、采１ ）预防为主 ；

２
）加强全市的全面规划和重点 防治双结

石场致灾因素多 ， 易产生地质灾害 ． 地质灾害主要危合原则 ；
３ ） 防治地质灾害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相结合

害居民 、公路 、农田 、水利设施 ． 区内地质灾害发育 ，共的原则 ．

有地质灾害点 １２２ 处 ，水土流失面积 ２ ９ ．４ｋｍ
２

，其中崩４ ．２ 做好地质灾害预测工作

塌 ７ １ 处 ，滑坡 ４３ 处 ，塌陷 ８ 处 （其中采空区塌陷 １ 处 ，（ １ ）通过分析韶关市曲江区总降水量特点 ，第一季

岩溶塌陷 ７ 处 ） ，
占全区灾害点总数的 ３５ ． １％． 地质灾度偏少 ，

第二季度 （前汛期 ）偏多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集

害密度 ０． ２７ 处／ｋｍ
２

．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属重大级 １中降水 ，第三 、 四季度偏少 ．

处 ， 较大级 ６处 ，

一

般级 １ １５ 处 ． 地质灾害主要有崩（ ２ ）在结合全市降水趋势特点的基础上 ，结合近些

塌 、滑坡 、塌陷 、水土流失等 ． 诱发地质灾害因 素是人年韶关市曲江区地质灾害发生的特点 ， 导致地质灾害

类工程活动不当 、暴雨等 ．发生的主要因素为极端气候 ． 第
一

、 四季度发生崩塌 、

３ ．２ 地质灾害中易发区滑坡以及泥石流的可能性较小 ， 发生地面塌陷的可能

本区面积 １５２ １ ．９ｋｍ
２

， 占总面积 ４３ ．４％
，
主要分布性较高 ， 这是因为降水的减少导致地下水位下降 ，岩溶

在 中山 、 中低山 、丘陵区 ， 自然坡度 １〇￣３５
。

． 工程地质地区容易发生塌陷 ？ 前汛期因有 明显的降水 ， 主要应

岩组有坚硬岩组 、半坚硬一坚硬岩组 、软质岩组和松散做好崩塌 、 滑坡和泥石流的预防工作 ． 后汛期的降雨

岩组 ．
山区河流切割较深 ，可见基岩出露 ，基岩风化较偏多 ，需要继续做好防御工作［

６
］

．

强烈 ，残积层厚 ２￣２０ ｍ
，水土流失中等一轻微 ，植被发 （ ３ ）根据以往的汛期降水量数据结果 ，韶关市 曲江

育
一

较发育 ． 山区居民削坡建房形成的人工坡角 ４０￣区重点防治地质灾害的时间段为每年的 ４ 月 中旬到

８０
。

、坡高 ３ ￣２５ｍ
，无支护 ，

在暴雨激发下较易产生地１〇 月 中旬 ，重点防范时间段为每年的 ５ 月初到 ９ 月底 ．

质灾害 ，
主要危害居民 、农田 、道路等 ． 区内地质灾害其他时段则应该加强人类活动导致的崩塌 、滑坡 、泥石

较发育 ，
共有地质灾害点 １７ ５ 处

，
水土流失面积 ６６．７ｋｍ

２

，

流等地质灾害的防范 ．

其中崩塌 １ １７ 处 滑坡 ５５ 处 塌陷 ３ 处 占全区灾害 占 （ ４ ）根据曲江区以往发生地质灾害的情况 ，结合当

总数的 ５０ ．０３％ ． 灾害点密度为 ０ ． １２ 处／ｈｎｌ 地质灾＾地的地质条件 ， 重点防范的区域是公路沿线 、 铁路沿

危害程度属重大级 ２ 处 较大级 ３ 处 一般级 １７ ０ 处线 、野外作业的施工现场以及作业人员的临时居住点 、

战隊＿生产矿山 、神臟、大麵设工程 ．

地质灾害因素主要是由于人类工程活动 （主要是居民４
．３ 实际防治措施＿

削坡建房 、修筑公路 、矿山开采 、破坏植被 ）及暴雨 ？ （
１

）确定明 ５角 的地质灾害防
＇

冶 目 标 ？ 当地政府以

３ ． ３ 地ｇ灾害低胃发区及相关部门应该充分结合科学发展观 ， 坚决把人民的

本区主要分布在丘陵 、中低山区 ，面积 １ ５４３ ．９ｋｍ
２

，
生命财产放在首要位置 ， 按照全面贯彻预防 、避让与治

占总面积 ４４． １％ ．
工程地质岩组主要有坚硬岩组 、半坚 理结合 、 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的原则 ，

实现
一级抓一

硬一坚硬岩组 、松散岩组． 自然坡度 １〇￣３７
。

，基岩风化 级 ，保证在防治的过程中人员 、资金 、措施全部到位 ．

弱
一

强烈 ， 残积土厚 ｌ ￣２０ ｍ
， 水土流失轻微． 植被发各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与领导小组组长应该

育
，局部较差 ． 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

一微弱 ，人工边坡 认真履行相关职责 ， 反应迅速 ． 相关责任人应该明确

少
，致灾程度弱 ，产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 ． 区内共有了解 自身的责任 ， 秉承对人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态

地质灾害点 ５ １ 处 ，其中滑坡 ２３ 处 、崩塌 ２７ 处 、塌陷 １度进行相关防治工作

处 ， 仅占全区灾害点总数的 １４
．
６６％ ． 地质灾害点密度（ ２ ）采用地质灾害 防治

壬
作责任制 ？ 市级 、区级 、

０ ．０３ 处／ｋｍ
２

． 灾害点危害程度属重大级有 １ 个 ，较大级镇级的相关部门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 在结合以往防治

有 ４ 个 ，

一般级 ４６ 个 ． 水土流失面积 ０ ．８ｋｍ
２

． 本区主工作经验 、 地质灾害情况的基础上做出对未来一年地

要地质灾害为崩塌 、 滑坡． 诱发地质灾害因素主要是质灾害防治工作预测 ， 同时制定
一

个合理 、有效的年度

削坡建房 、修筑公路 、暴雨？地 ■质＾割方
＇

冶
，
将 也^ 割方 ｔ台 、敗存 、胃

患点做出更加细致 、 明确的防治方案 ，加强对相关单位

４ 曲江区地质灾害的防治对策和主要负责人工作质量的监督．

４
．
１ 防治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完善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应急预案和地质灾

曲江区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 ，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害的处理工作 ， 建立一个群测群防的网络体系 ，联合群



７６


地 质与 资 源


２０ １ ７ 年

众的力量发挥出防治的最大作用 ． 建立预警警报应急指报系统 ，将
一

个个细致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员上面 ，

挥系统 ，针对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及早发现 、及早 建立一个覆盖全市的地质灾害监测 网络？

报告 、及早处理 ，最大限度地降低地质灾害带来的损失 ．为了保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高效性 ， 在未发生

（ ３ ）监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落实 ． 相关部门需地质灾害的阶段应该加强险情的巡查 ，
在发生了地质

要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现有条例切实做好地质灾害的灾害之后应该及时调动相关技术力量奔赴现场 ， 提出

防治工作
［
９

］

． 针对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活动应该及时禁针对性意见以提高地质灾害 的防治质量 ． 联合韶关市

止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 山 区建设 、 农村建设以及政府 、 曲江区政府构建
一

个地质灾害应急反应体系 ，在

山体开发都需要监督其是否过度 ． 加强对各类工程建前汛期阶段加强险情的监测与巡查 ， 汛中阶段加强复

设 、地下水开发以及矿产资源利用项 目 的监管活动 ，严查 ，

一旦发现险情或者接到相关报告立即组织专家力

格打击各种地质灾害违法行为 ，
争取从源头上控制地量赶赴现场 ， 在了解地质灾害发生的原因 以及可能的

质灾害的发生 ．发展趋势之后 ，提出符合实际的应急措施？

（ ４ ）加强地质灾害 的宣传工作 ． 加强地质灾害的

宣传工作 ， 提高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 相关部门应该５ 结语

利用多种媒介 ，例如电视 、报纸 、广播 、 网络等多种宣传韶关市曲江区的地质条件复杂 ， 主要的地质灾害

方式加大对该地区的地质灾害知识宣传 ，
争取每年举类型有滑坡 、崩塌 、地面塌陷 、泥石流？ 其频发地质灾

办两次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演练 ． 相关部门与单位应该害的原因与降水量大 、人类活动频繁有关 ，特别是每年

联合能够联合的资源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 ， 帮助广的 ４￣ １ ０ 月份为降水比较集中 的阶段 ， 更加需要做到

大群众普及地质灾害基本的防治知识 ，联合市 、
区 、县 、 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 ？ 在防治工作 中需要遵循一定原

镇各个级别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地质灾害 的宣传 ，
有贝Ｕ ，有序 、高效地完成地质灾害治理工作 ，最大程度地

效提高广大群众的应急能力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

（ ５ ）有效开展地质灾害 的治理工作 ． 相关部 门工

作人员应该积极响应上级部门 的部署 ， 将地质灾害治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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