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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地质灾害调查&编号!赣国土资字$

"#$B

%

"#B

号')项目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张国华#

$E9:

年生#男#高级工程师#大学本科#主要从事地质灾害勘查与评估工作*

%FG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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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9$#:@@:

!II

87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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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暴雨型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强的特点#降雨是地质灾害的触发因素#根据降雨量进行地质灾害预警预

报可以较大减少地质灾害损失*文章在吉安县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的基础上#采用显式统计

模型#通过分析历史地质灾害和日降雨量资料之间的关系#研究吉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模型*研究表明!当日降

雨量达到
B#FF

+

:#FF

+

$$#FF

+

$9#FF

时#不同等级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易发区进入相应地质灾害气

象预警状态*吉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区划成果填补了吉安县县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的空白#为地质灾害预警决

策提供了量化指标*

关键词!暴雨型地质灾害-江西省吉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预警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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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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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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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型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群发性+区域性

等特点#大气降雨或与气象相关的因素成为约三分

之二的突发性地质灾害的直接诱因$

$

%

#因此#开展地

质灾害气象预警工作是抓住地质灾害预警的关键*

近年来#众多学者对地质灾害气象预警进行了分析

研究$

$A$@

%

#预警模型由初期仅考虑临界降雨量的隐

式统计模型发展到现今综合考虑临界降雨量与地

质环境条件等多因素的显式统计模型$

$#A$$

#

$!

%

#提高

了预警的精度*

"##@

年以来的实践表明#地质灾害

气象预警在防灾减灾中具有较为明显的成

效$

"AB

#

EA$"

#

$BA$9

%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在当前经济条件下

不失为一种宏观层面上简单+经济+有效的防灾手

段$

$$

%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是以地质环境条件为基

础#根据前期实际降雨量和未来
$

"

@

天预报降雨

量#对降雨可能诱发的突发性地质灾害在空间+时

间和危险性等级上进行预测#并通过电视+电台+互

联网+电话+短信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发出预警*

目前#吉安市气象局已建立了自动气象站雨量

实时监测报警平台#实现了吉安市域内国家气象自

动观测站+区域自动气象站和山洪自动雨量站降雨

的实时监控+资料统计查询+阈值设置和报警等功

能$

$:

%

#为开展暴雨型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提供了便利

条件#为提高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精度提供了保证*

本文依托(

$fB

万吉安县地质灾害调查)项目#基于

吉安县地形地貌+岩土体类型+人类工程活动等地

质环境条件#以及江西省气象局提供的降雨量数

据#采用信息量法进行吉安县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

区#根据降雨量与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的相

关性确定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临界值#建立吉安县崩

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区域气象预警模型#从而

实现地质灾害气象预警*

!

!

区域环境背景

吉安县位于江西省中部&图
$

'*地理坐标!

$$!K"!g$;h

"

$$BK#@g"Bh%

#

"9K!EgB#h

"

":K@;g#!h,

*

南北长
;E4!@aF

#东西宽
9!4#@aF

#总面积

"$"B4!@aF

"

*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及

乡村道路网状分布#连接县内各乡镇及行政村#交

通便利*铁路+高速公路边坡多已采取护坡措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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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赣高铁在吉安境内多为架桥通过'#国道+省道护

坡路段相对较少#县+乡道路则较少有工程护坡

措施*

!#!

!

气象特征与水力水电建设

据江西省气象局提供资料#

$EB"

"

"#$:

年吉安

县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B"!4:FF

*最大年降雨量

""#;4:FF

#最小年降雨量
;E:49FF

-最大月降雨

量
B:!FF

&

$E;"

年
9

月'-最大日降雨量
"!E4@FF

&

"#$@

年
:

月
$!

日'-最大小时降雨量
9!4;FF

&

$EE;

年
:

月
:

日'*降雨量年内分配不均*

@

"

;

月为雨季#降雨量
$9!4#

"

"@;4BFF

-

"

月+

E

月为

平水期#月降雨量
;#4$

"

EB4@FF

-

$#

月至次年
$

月为枯水季#月降雨量
!E4@

"

:#4:FF

$

$;

%

*各月平

均降雨量见表
$

*

表
!

!

吉安县多年月平均降雨量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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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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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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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 " @ ! B 9 : ; E $# $$ $"

平均降雨量"
FF 9!4# EB4@ $9!4# "$$4@ "@;4B "@;4! $"$4! $"@4; ;#4$ 9:4E :#4: !E4@

百分比"
[ !4" 94" $#4; $@4E $B49 $B49 ;4# ;4$ B4@ !4B !4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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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县降雨量也具有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表

现为山区多年平均降雨量大于河谷平原#县境南东部

凤凰,横江一带年均降雨量较小#县境北部,南西部

的油田+天河+敖城等地年均降雨量较大&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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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县各气象站年平均降雨量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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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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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站 年均降雨量"
FF

气象站 年均降雨量"
FF

气象站 年均降雨量"
FF

油田
$!:#4:

敖城
$!@B4:

凤凰
$@$"4"

指阳
$!$!4B

安塘
$!"B49

流芳村
$!@94E

固江
$!$949

登龙
$!$!4@

观中村
$!B:4E

永阳
$@"@4#

澧田
$!$E49

鹤州村
$!B"4!

官田
$!""4@

桐坪
$!!94B

小湖村
$!"$4!

天河
$!:E4"

大冲
$!#@4B

!!

根据
"##;

,

"#$:

年降雨量资料$

$;

%统计!全县

$:

个站点年均降雨日
$!;

"

$:E

天#天河+指阳两站

点最多&

$:E

天'#凤凰站最少&

$!;

天'-年均暴雨日

"

"

B

日#指阳站
"

日#登龙+小湖村两站
B

日-连续

暴雨最长
$:

"

""

天#官田+流芳村+鹤州村+小湖村

$:

天#永阳+桐坪
""

天-连续暴雨最长天数累计降

雨量
$B"4$

"

":E4!FF

#凤凰站最小#固江站最大-

最大过程降雨量
"$;4"

"

@:94;FF

#澧田站最小#

官田站最大-最大
"!=

暴雨降雨量
;$4E

"

"@;4EFF

#指阳站最小#小湖村最大*

县内水力资源丰富#水利水电设施较完善*据

吉安县水利局资料#全县有中型水库
B

座#小&一'型

水库
@#

座#小&二'型水库
$:9

座#山塘
@$";

座*

全县有大小引水工程共
"$"

处#引水工程以陂坝为

主*因水利建设#产生了众多高陡人工边坡#有的

位于坝肩#有的在库岸修公路切坡#一些灌溉+小水

电引水渠的渗漏也可能构成滑坡诱因*

!#"

!

地理及地质特征

吉安县处于武功山南翼+罗霄山脉中段与雩山

隆褶带交接地带#县境北端+西部和西南侧为山地#

由低山+丘陵地形组成#中部和东部为盆地#由低

丘+岗地地形和河谷冲积平原构成*全县总体北

部+西部和西南侧隆起#山岭起伏#地势高#北部属

武功山南翼#主峰海拔
B;#4@F

#西南为罗霄山脉中

段#主峰龙山海拔
:";4:F

#为境内最高点-中部和

东部为盆地#地势低洼#海拔一般
B9

"

9#F

#形成窄

长的河谷平原*

吉安县地貌类型有侵蚀构造低山地貌+构造剥

蚀高丘陵地貌+构造剥蚀低丘陵地貌+侵蚀堆积河

谷平原&阶地'地貌*低山地貌占全县面积的

$:4#[

#高丘陵地貌占全县面积的
"@4$[

#低丘陵

约占
!"4B[

#河谷平原地貌约占
$:4![

*

吉安县岩土体类型有第四系松散岩类+变质岩

类+红色碎屑岩类+坚硬,较坚硬一般碎屑岩类+软

弱相间的一般碎屑岩类+碳酸盐岩类*境内岩浆岩

不发育#仅分布
#499;aF

"

#且位于沟谷坡脚地带#

岩浆岩类分布面积太小#几乎可以忽略*

全县已开发利用矿种数
$$

种#主要有砖瓦用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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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砖瓦用黏土+建筑用石料+煤+铁+水泥用灰岩+

高岭土等*全县现有各类矿山企业
E!

个*矿山开

采方式主要为露天开采#露采矿山对地质环境的破

坏主要是造成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尤以油田镇为

甚*位于天河+安塘+官田等乡镇的煤矿则采取地

下开采方式*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建设如火如荼#

在城镇建设中#存在较多的依山而建的建筑#工程

建设中削坡现象较为普遍#山区农村建房切坡现象

较多*

"

!

地质灾害"隐患$发育特征

"#!

!

地质灾害"隐患$概况

$fB

万吉安县地质灾害调查项目查明#自
"#

世

纪
:#

年代至
"#$E

年
!

月底#全县共发生
"EB

处地

质灾害#其中滑坡
$"!

处+崩塌
$#!

处+地面塌陷
9B

处&含岩溶地面塌陷
B@

处+采空地面塌陷
$"

处'+泥

石流
"

处*崩塌隐患
$:"

处+滑坡隐患
$E

处+泥石

流隐患
@

处等
!#@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E:9

,

"#$E

年#吉安县共发生崩塌+滑坡+泥石

流灾害
"@#

处#其中只有
"$@

处灾害调查到了发生年

份#

"##;

,

"#$9

年发生了
$E#

处#占总数的
;E4"[

*

"#"

!

地质灾害发育特征

吉安县地质灾害具有如下特征!灾害类型以崩

塌+滑坡+地面塌陷为主#泥石流较少-灾害规模以

小型为主*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多出现在

易于风化破碎的岩土分布区#滑坡以土质滑坡为

主#崩塌以岩质崩塌为主-低山区+丘陵区崩塌+滑

坡+泥石流地质灾害比较发育-

$E:E

,

"#$E

年有发

生月份记载的地质灾害中#年内发生时间主要集中

在
!

"

9

月汛期#与降雨量有较好的一致性&图
"

'*

地质灾害与人类工程活动关系密切#

;$[

的地质灾

害与人类工程活动有关*

6

!

气象预警技术方法

采用显式统计模型法#该方法具体有图层叠加法

和指数法&栅格法'

$

$$

%两种#本文采用图层叠加法#即

以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区为基础#以

降雨作为气象预警分区的主导因素#结合江西省气象

局提供的多年的降雨量数据#选取有具体发生时间的

地质灾害与气象数据#进行地质灾害与降雨量相关性

分析#建立地质灾害时空分布与降雨过程的统计关

系#形成吉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模型*

图
"

!

吉安县地质灾害与月均降雨量关系图&

$E:E

,

"#$E

年'

LH

M

8"

!

]63GQH2N_6QZ66N

M

6232

M

H7G3>HPGPQ6OPGN>G\6OG

M

6

F2NQ=3

b

OGHNRG33HNDHiGN)2TNQ

b

&

$E:E

,

"#$E

'

6#!

!

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区划

以往区划采用的是定性,半定量的袭扰系数法

并结合地质分析类比法进行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

区$

$E

%

#为了提高易发程度分区的精度#本次采用基于

-+'

技术的信息量法定量评价方法进行全县崩塌+滑

坡+泥石流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信息量模型是基

于地质灾害发生的区域规律#采用信息熵的概念来衡

量各种影响因素对预测事物不确定性减少的程度*

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预测成功与否是与预测过程

中所获取的信息数量和质量有关#用信息量来衡量*

信息量越大#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首先确定控制和影响地质灾害发生的主要条

件*对于地质灾害发育的影响因子选取#不同学者

有不同选择$

;AE

#

$@

#

"#A"$

%

#但对于地层岩性+地质构造+

人类工程活动+地形坡度等的选择有较好的一致

性*本文通过对吉安县地质灾害及其隐患特征分

析认为#地质灾害发育与地形地貌&高程+地形坡

度'+地层岩性+交通建设切坡+建房切坡密切相关#

地形地貌与地层岩性是地质灾害发育的基础条件#

不同的地貌条件和地层岩性条件下#地质灾害的发

育程度不同#人类工程活动破坏了原有地质应力平

衡#加剧地质灾害发育#是影响地质灾害发育的主

要因数*水系与地质构造虽与现有地质灾害发育

关系密切度较小#但他们在地质灾害发育中也有不

可忽视作用*因此#选取高程+地形坡度+水系+地

层岩性+地质构造+交通建设+建房切坡等七大因素

作为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区划中的地质灾害影响因

子*然后按
"BFj"BF

方格将全县进行栅格化处

理#对每个单元格内单因素信息进行量化处理#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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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信息量模型先求得各因子信息量值#再将每个单

元格内
:

个因子的信息量叠加得到每单元格内总信

息量值#再根据信息量大小#利用统计学自然断点

法+易发性信息量分布曲线等方法确定易发区分界

信息量值*通过对栅格单元图合并同类项#并考虑

类似的地质+自然环境具有类似的地质灾害问题原

则#适当进行归并与单元边界线的修改#得到吉安

县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结果*

利用信息量法将吉安县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

灾害易发程度按高易发区+中易发区+低易发区+不易

发区
!

个等级进行划分#划分为
@

个高易发区+

$$

个

中易发区+

$!

个低易发区和
;

个不易发区&图
@

'*

$8

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8

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8

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8

地质灾害不易发区-

B8

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界线-

98

断层-

:8

水系-

;8

铁路-

E8

高速公路-

$#8

国道-

$$8

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地-

$"8

乡镇所在地-

$@8

县级境界线

图
@

!

吉安县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图

LH

M

8@

!

'TP76

V

QH_H3HQ

b

?2NHN

M

2R7233G

V

P6

#

3GN>P3H>6

#

>6_OHPR32ZHNDHiGN)2TNQ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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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利用袭扰系数法并结合地质分析类比

法$

$E

%将全县地质灾害划分为易发区+较易发区+少

发区
@

个等级#属于定性的方法#与之相比#本次采

用定量法将地质灾害易发区分为
!

个等级#结果更

加细化+精度更高*该方法的地形+地质等基础资

料精度有所提高#综合考虑地质灾害本身和形成地

质灾害的各种因素#减小了人为对区划结果的干

扰#结合此次野外调查结果#对区划结果进行适当

的修正#明显提高了区划结果的准确性*

6#"

!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临界值的确定

根据江西省气象局提供的吉安县气象数据#选

取
"##;

,

"#$9

年时间段内
B;

处有效数据点进行统

计#对地质灾害与降雨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地

质灾害时空分布与降雨过程的统计关系#确定降雨

量特征值#建立有效过程降雨量累计值模型#计算

临界降雨量特征值&有效降雨量阈值'#最后依据有

效降雨量阈值#进行有效降雨量阈值和地质灾害背

景的耦合分析#完成吉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区划*

与地质灾害密切相关的降雨强度特征一般有

连续多天过程降雨量和日降雨量*根据吉安县

"##;

,

"#$9

年
@

,

;

月仅有的
@#

处地质灾害与多

天过程降雨量关系数据分析&图
!

'#地质灾害的发

生数量有因过程降雨量增大而增多的现象*地质

灾害的发生数量与日降雨量关系比较密切#这与吉

安县地质灾害基本属于小型规模有关*有关研究

表明#江西省小型地质灾害在降雨当日或前期连续

降雨的发生率
E"4:[

$

""

%

#这与斜坡短直有关#在极

端降雨条件下时#短时间内就可使短直斜坡的岩土

体饱含水#诱发地质灾害$

"@

%

*因此#本文主要选用

日降雨量临界值这一参数作为地质灾害气象预警

临界值#根据吉安县日降雨量资料#参考江西省地

质灾害气象预警日降雨量临界阈值#确定吉安县地

质灾害气象预警临界阈值*

图
!

!

吉安县多天过程降雨量与发生灾害数量关系

图&

"##;

,

"#$9

年'

LH

M

8!

!

]63GQH2N_6QZ66NOGHNRG332RFT3QHA>G

b

GN>

>HPGPQ6ONTF_6OHNDHiGN )2TNQ

b

&

"##;

,

"#$9

'

"##;

,

"#$9

年发生的
B;

处崩塌+滑波+泥石流

灾害点发生时日降雨量均已达到
B#FF

以上#降雨

量均达到了暴雨级别*对灾害点按不同降雨量阈值

统计情况见表
@

#按不同区间统计结果见图
B

,图
:

*

表
6

!

吉安县不同日降雨量临界值与发生地质灾害关系统计结果"

"IIK

#

"I!;

年$

$%&'(6

!

L0%0*10*-1.,5('%0*.+14*

3

&(0G((+-5*0*-%'A%'=(.,/%*'

2

5%*+,%''%+/.--=55(+-(.,

D

(.'.

D

*-%'/*1%10(51*+M*N%+<.=+0

2

&

"IIK

,

"I!;

'

日降雨量"
FF

统计方式
$

统计方式
"

统计方式
@

$

9# 9#

"

$##

&

$##

$

9B 9B

"

$#B

&

$#B

$

:# :#

"

$$#

&

$$#

灾害点"处
@ "! @$ : "$ @# $$ $: @#

!!

注!日降雨量资料来自江西省气象局$

$;

%

*

图
B

!

吉安县地质灾害与降雨量关系统计方式
$

&

"##;

,

"#$9

年'

LH

M

8B

!

'QGPQHPQH7G37=GOQ$2RO63GQH2NP=H

V

_6QZ66N

M

62A

32

M

H7G3>HPGPQ6OPGN>OGHNRG33HNDHiGN )2TNQ

b

&

"##;

,

"#$9

'

图
9

!

吉安县地质灾害与降雨量关系统计方式
"

&

"##;

,

"#$9

年'

LH

M

89

!

'QGPQHPQH7G37=GOQ"2RO63GQH2NP=H

V

_6QZ66N

M

62A

32

M

H7G3>HPGPQ6OPGN>OGHNRG33HNDHiGN )2TNQ

b

&

"##;

,

"#$9

'

;:@



第
!"

卷
!

第
!

期 张国华#等!江西省吉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研究

图
:

!

吉安县地质灾害与降雨量关系统计方式
@

&

"##;

,

"#$9

年'

LH

M

8:

!

'QGPQHPQH7G37=GOQ@2RO63GQH2NP=H

V

_6QZ66N

M

62A

32

M

H7G3>HPGPQ6OPGN>OGHNRG33HNDHiGN )2TNQ

b

&

"##;

,

"#$9

'

!!

三种不同统计方法拐点都明显&图
B

+图
9

+图

:

'#但从发展趋势来看#方式
$

&图
B

'与方式
"

&图
9

'

中后段线斜率较前段线段斜率小#反映当降雨量增大

时#地质灾害发生的速率反而比前期的小*方式
@

&图
:

'按日降雨量
$

:#FF

+

:#

"

$$#FF

+

&

$$#FF

统计时#线段斜率随着降雨量增大而斜率增大#反映

当降雨量增大时#发生地质灾害现象明显增多#这

更符合实际情况#本文采用方式
@

划分方案*

6#6

!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等级

参考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地质灾害气象预报

预警技术要求/

$

"!

%和.江西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

案/&

"#$@

年'

$

"B

%

#预警等级由弱到强分为
!

个等级!

四级&蓝色'预警+三级&黄色'预警+二级&橙色'预

警+一级&红色'预警*

7

!

研究成果与认识

7#!

!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降雨量临界值确定

上文分析表明#当日降雨量达到
B# FF

+

:#FF

+

$$#FF

时#发生地质灾害的数量有一个明

显的变化#可作为一个降雨量临界值#区内
%

$B#FF

或
$9#FF

日降雨量时发生的地质灾害数量资料不

多#参考江西省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降雨量临界值方

案#确定吉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降雨量临界值方

案&表
!

'*

表
7

!

江西省与吉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降雨量临界值对比

$%&'(7

!

<5*0*-%'A%'=(1.,

3

5(-*

3

*0%0*.+,.5>(0(.5.'.

D

*-%'G%5+*+

D

.,

D

(.'.

D

*-%'/*1%10(51*+M*%+

D

?*E5.A*+-(%+/M*N%+<.=+0

2

降雨强度等级
!

级
@

级
"

级
$

级

江西省降雨量临界值$

"B

%

"

FF @#

"

9# 9#

"

$## $##

"

$B#

&

$B#

吉安县降雨量临界值"
FF B#

"

:# :#

"

$$# $$#

"

$9#

&

$9#

!!

注!降雨强度等级依日预报降雨量取最大值*

7#"

!

降雨量临界值合理性分析

对比分析吉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降雨量临

界值与江西省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降雨量临界值#每

个降雨强度等级条件下#吉安县降雨量临界值均比

江西省的高
$#FF

*与全省比#吉安县境内基本缺

失岩浆岩*资料表明#江西省境内岩浆岩类分布面

积广$

:

%

#岩浆岩强风化#产物呈砂土状#结构松散#其

凝聚力小#遇雨极易失稳#岩浆岩地质灾害发育强

度大于其他岩性$

"@

#

"9

%

*吉安县缺失岩浆岩#其降雨

量临界值比江西省的气象预警降雨临界值高#符合

实际情况*另外#从表
@

及吉安县地质灾害与降雨

量关系图看#日降雨量
B#FF

+

:#FF

+

$$#FF

临

界阈值明显*因此#吉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降雨

量临界值是可信的*

7#6

!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区划方案与预警响应

综合吉安县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易发

程度分区和降雨量临界阈值#将吉安县地质灾害气

象预警划分四级&表
B

'!一级预警&红色'+二级预警

&橙色'+三级预警&黄色'+四级预警&蓝色'*

&

$

'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内#

当气象预报日降雨量达到
!

级降雨强度阈值

&

B#FF

'时#进入地质灾害气象四级&蓝色'预警#

当日降雨量达到
@

级降雨强度阈值&

:#FF

'时#进

入地质灾害气象三级&黄色'预警#当日降雨量达

到
"

级降雨强度阈值&

$$#FF

'时#进入地质灾害

气象二级&橙色'预警#当日降雨量达到
$

级降雨

强度阈值&

$9#FF

'时#进入地质灾害气象一级

&红色'预警*

&

"

'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中易发区内#

当气象预报日降雨量达到
@

级降雨强度阈值

&

:#FF

'时#进入地质灾害气象四级&蓝色'预警#

当日降雨量达到
"

级降雨强度阈值&

$$#FF

'时#进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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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质灾害气象三级&黄色'预警#当日降雨量达到

$

级降雨强度阈值&

$9#FF

'时#进入地质灾害气象

二级&橙色'预警*

&

@

'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低易发区内#

当气象预报日降雨量达到
"

级降雨强度阈值

&

$$#FF

'时#进入地质灾害气象四级&蓝色'预警#

当日降雨量达到
$

级降雨强度阈值&

$9#FF

'时#进

入地质灾害气象三级&黄色'预警*

&

!

'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不易发区内不

需进行地质灾害预警*

表
8

!

吉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划分标准

$%&'(8

!

<'%11*,*-%0*.+10%+/%5/1.,>(0(.5.'.

D

*-%'5*1O(%5'

2

G%5+*+

D

.,

D

(.'.

D

*-%'/*1%10(51*+M*N%+<.=+0

2

降雨强度
!

级
@

级
"

级
$

级

当日降雨量"
FF B#

"

:# :#

"

$$# $$#

"

$9#

&

$9#

崩滑流高易发区 四级&蓝色' 三级&黄色' 二级&橙色' 一级&红色'

崩滑流中易发区 不发布 四级&蓝色' 三级&黄色' 二级&橙色'

崩滑流低易发区 不发布 不发布 四级&蓝色' 三级&黄色'

崩滑流不易发区 不发布 不发布 不发布 不发布

!!

不同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易发区#根据

本区未来
"!=

降雨量预报值按表
B

进入相应地质

灾害气象预警状态*当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时#红色+橙色+黄色+蓝色不同预警级别区按照

.江西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

年'

$

":

%规定

分级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行动*在预警区内要加

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的监测+排查+宣传等工作#及时

采取避让等措施#划定危险区#设立警示标志#组织

受威胁群众疏散#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

度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

8

!

意义

吉安县低山+丘陵区占全县总面积的
;"49[

#

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占全县地质灾害的

::4@[

#是地质灾害防治的主要对象*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人类工程活动如建房切坡+交通切坡等

现象增加#地质灾害隐患数量呈上升态势*

目前#吉安县还没有针对本县自己的一套地质

灾害气象预警方案#仅是按照江西省自然资源厅与

江西省气象台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进行

地质灾害预报*本文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方案的提

出#填补了吉安县县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的空白#

同时为吉安县地质灾害防治提供了具有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的方案*

;

!

问题与建议

$fB

万地质灾害调查表明#多数地质灾害发生

时间难以查明#灾害发生时间大多数仅凭群众回

忆#准确性低#有确切发生时间的地质灾害数量太

少*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的发生除受日降

雨量直接影响以外#也与多天过程降雨量密切相

关#本文由于灾害与多天过程降雨量的精确时空资

料不足#难以分析其相关性#没有研究地质灾害多

天过程降雨量临界值*上述情况影响了地质灾害

气象预警的精度和准确度*

今后应及时开展地质灾害应急调查#系统收集

灾害发生时间+发生前多天过程降雨量和当日
"!=

降雨量等数据信息-另一方面#收集地质灾害气象

预警发布后地质灾害与降雨量资料#做好预警校

验#加强地质灾害与降雨强度的关联性分析*为以

后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降雨量临界值修正积累准确

资料#进一步提高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准确率*

在进行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时同时应注意前期

降雨量资料的分析#前期降雨量对地质灾害的发生

是有较大影响的#相同的预报降雨量#有没有前期

降雨#发生地质灾害的几率是不同的*对于前期降

雨量的有效性#单九生等$

""

%提出了日综合雨量概

念#前期每天降雨量删减系数为
#4:B

#前
"

天是前
$

天的
#4:B

#前
@

天是前
"

天的
#4:B

#时间越长#删减

系数越大#在前
$#

天时#删减系数为
#4#B9

*将前

期降雨量乘以删减系数之和求得前期有效降雨量*

J

!

结论

&

$

'通过研究分析#当气象预报日降雨量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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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国华#等!江西省吉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研究

B#FF

+

:#FF

+

$$#FF

+

$9#FF

时#吉安县崩塌+

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中易发区+低易发

区要进入相应的地质灾害预警状态#同时启动相应

预警响应*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不易发区

不需进入地质灾害预警*

&

"

'吉安县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模型的研究#填

补了吉安县县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空白#为吉安县

地质灾害防治提供了新的方法与手段#方案具有针

对性+可操作性*不同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

易发区根据本区气象预报确定本区地质灾害预警

级别*

&

@

'由于以往大多数地质灾害时空信息不全#

地质灾害发生与日降雨量关系精度受到影响#特别

是地质灾害发生与多天过程降雨量关系数据少#影

响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精度*今后需加强收集+积

累地质灾害发生时间及其当日以及之前多天过程

降雨量数据#以便将来提高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准

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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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快讯'

.华东地质/被美国.

%J').

学术数据库/收录

!!

近日#收到美国
%J').

学术数据库通知#.华东地质/正式被美国.

%J').

学术数据库/收录#其发表的

学术论文将通过.

%J').

学术数据库/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推广*

美国.

%J').

学术数据库/是世界著名检索系统之一#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等多个学科领

域#是世界上最大的多学科学术期刊数据库和综合性商业资源全文数据库#已被全球各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

所采用*.华东地质/被.

%J').

学术数据库/收录#不仅将进一步促进本刊发表的论文在国际上的传播速度

和广度#提高国内作者及机构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与知名度#而且还能吸引更多的国际作者和读者#推动国

际学术交流#促进科学研究发展*

.华东地质/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广大专家+作者及读者的关注与支持*我刊将继续充分发挥学术交流

平台作用#坚持(一流)办刊定位+(五问)论文标准#为推动地球科学系统发展+引领地质科技创新+传播地质

调查成果作出贡献*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

叶海敏!谭桂丽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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