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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淅川县地质灾害规律的研究!认为该区地质灾害的分布受 地 形 地 貌 控 制!及 地 层 岩 性"工 程 地 质

特征的影响#地质灾害发生频率随年降雨量"汛期降雨量大小相应变化!区 域 人 类 工 程 活 动 强 度 决 定 地 质 灾 害

发育程度#通过研究地质灾害和地质构造的关系!探讨了断裂"褶皱等地质 构 造 对 地 质 灾 害 发 育 分 布 的 影 响 和

控制作用!认为沿断裂带走向地质灾害呈条带状分布!断裂密集 或 交 叉 区 域"断 陷 盆 地 周 边"荆$师 复 向 斜 陡 倾

岩层分布区!地质灾害多发生#

关键词!淅川县%地质灾害%发育规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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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淅川县位 于 河 南 省 西 南!豫%鄂%陕 三 省 结

合部!东北两面与河南省邓州%内乡%西峡相接!
西与陕西 省 商 南 相 连!南 与 湖 北 省 郧 县%光 化%
均县毗邻&县 境 地 处 秦 岭 支 脉 伏 牛 山 南 麓 山

区!总体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部为低山

区!中部为丘陵区!东南部为岗地及冲积平原区

"图!$&境内海拔高程!%##!#’*(&
县境属北 亚 热 带 季 风 型 大 陆 性 气 候!多 年

平均气温为!)3’C!极端最高气温,%3*C!最

低气温+!"3%C&年平均降雨量$&$3’((!最
大年降雨量!,%"3$((!最 小 年 降 雨 量"&!3!
((!*#&月份降雨量占年均降雨量的)&3’V&
降雨特征 主 要 表 现 为 西 北 多%东 南 少!山 区 多%
丘陵和平原区少&境内主要河流有丹江%鹳河%
淇河%刁河!属长江流域汉水水系&境内最大的

地表水体为丹江水库!现水域面积"*)3*@(%!
库容’!亿("&该县为地震多发区!根据’中国

地震动参数 区 划 图("7J!’"#*+%##!$!该 县 属

地震基本烈度D+D<度区&
县境 内 前 人 曾 作 过 大 量 基 础 性 地 质 工

作)!%%*&地质灾 害 方 面 涉 及 本 区 的 区 域 性 调 查

研究主要 包 括 河 南 省 环 境 地 质 调 查)"*%秦 岭 造

山带的地质 灾 害 研 究),#**等!对 境 内 地 质 灾 害

发育程度及成因进行了概述&境内地质灾害研

究工作主 要 包 括%##)年 开 展 的 地 质 灾 害 调 查

与区划)$*%丹 江 水 库 周 边 的 环 境 评 价)’*以 及 部

分工程建 设 地 质 灾 害 评 估 等!较 详 细 的 阐 述 了

境内地质灾害发育的历史及现状&本文基于以

往成果!结合实地调查研究!分析了淅川县地质

灾害发育 分 布 的 基 本 规 律!初 步 探 讨 了 构 造 对

地质灾害的影响与控制作用&

=!地质环境条件

根据河南 省 地 层 综 合 区 划!淅 川 县 属 扬 子

地层区南秦岭分区淅川小区)!*&境内地层发育

较齐全!从 古 元 古 界 到 新 生 界 地 层 大 部 都 有 出

露&县境北 部 分 布 有 多 期 次%不 同 规 模 的 岩 浆

岩体&按境内岩土体成因及工程地质特征分为

侵入岩组%变质岩组%碳酸盐岩组%碎屑岩组%松

散土体五个工程地质 岩 组"图!$&其 中 变 质 岩

组及碎屑岩组分布区地质灾害多发&
淅川县地处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碰撞接触

带南侧&受 板 块 运 动 的 作 用!境 内 经 历 了 多 次

构造运动!形 成 了 复 杂 的 地 质 构 造&区 内 构 造

线方向大体呈北西+南东向展布&由于长期受

到近南北 向 水 平 应 力 的 挤 压!致 使 境 内 褶 皱 大

部倒转!断裂力学性质复杂!挤压破碎带十分发

育!规模大!连续性强!延伸远)!%%*&境内北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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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淅川县地貌及工程地质岩组分区图

"#$>!!8+2#2$.-/+0(+/+$3-/*C-29’2$#2’’3#2$$’+,+$#)3+)&H$3+E/:#2 #̂)*E-2;+E2(C

!3块状坚硬花岗闪长岩!花岗岩侵入岩组"%3片 状!块 状 坚 硬 片 麻 岩!片 岩 变 质 岩 组""3中 厚 层 坚 硬 灰 岩!白 云 岩

碳酸盐岩组",3中细粒层状较坚硬粉砂岩!泥岩!粘土岩碎屑岩组")3亚粘土!亚砂土!砂!砂砾石多层土体"*3地

貌分区#. 低山区$1 丘陵区$0 岗地及冲积平原区

伴随有多 期 次 岩 浆 岩 侵 入$而 使 构 造 显 得 破 碎

和复杂化%
县境内主 要 断 裂 构 造#"新 屋 场&田 关 断

裂带’R!($呈 北 西 向 展 布 于 新 屋 场!小 陡 岭!碾

盘沟!中蒲 堂 至 肖 山 一 带%断 裂 带 由 十 余 条 斜

列!平行断续分布的 长 度%#!,@(不 等 的 压

性或压扭性断层组成$宽度#3)#!3)@(%沿

断层面发 育 宽 数 米 至 数 十 米 碎 裂 和 糜 棱 岩$两

侧岩石 破 碎)%*%&淅 川&黄 风 垭 断 裂 带’R%($
展布 于 石 门!前 湾!石 槽 沟!孤 山 一 带%由 一 系

列平行断续分布的长度,3)#)#@(不等的压

性!压扭性或张性断层组成$宽度!#%3)@(%
沿断层面 发 育 宽 数 米 至 百 余 米 碎 裂 和 糜 棱 岩$
次级断 裂 发 育$断 层 两 侧 岩 石 破 碎)%*%’荆 紫

关&寺湾&老 城&香 花 断 裂 带’R"($该 断 裂 由

多条小断层组成$沿丹江断续展布于荆紫关!寺

湾!老 城 至 香 花 北 部$走 向 北 西%主 要 褶 皱 构

造#"荆 紫 关&师 岗 复 向 斜’"!($位 于 荆 紫 关!
上集至内乡师岗一带$南翼次级褶曲发育$北翼

地层产状 普 遍 倒 转)%*"&大 龙 山&四 峰 山 复 背

斜’"%($位于丹江以南大龙山一带$由一系列次

级褶曲组成)%*%另外$沿丹江及丹江库区$为中

新生代构 造 运 动 形 成 的 长 条 形 断 陷 盆 地$主 要

包括丹江盆地和李官桥盆地’图%(%
新构造运动在县境内主要表现为地壳垂直

运动为主的差异升降#西北部山区持续抬升$遭

受侵蚀!剥蚀$冲 沟 深 切$沟 坡 陡 立$多 呈+D,型

谷"东南部 相 对 稳 定$接 受 新 生 代 河 流 相!湖 沼

相及山麓洪积的陆源碎屑沉积%

@!地质灾害现状

淅川县地质构造复杂!地形起伏较大!岩性

多变$地层工程地质特性较差$属地质灾害多发

区%近年来$县境多发地质灾害$对人民生命财

产造成了 较 大 损 害%据 前 人 对 本 区 的 研 究)!!"*

及#$$%年开展的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成果)&*$
目前县境内 存 在 地 质 灾 害 及 隐 患 点#$$处$包

括崩塌’(处!滑坡%%处!泥石流沟)条!不稳定

斜坡)&处!地面塌陷!处$已造成(#人伤亡$直
接经济损失’((3!万 元$现 威 胁 人 口*"((人$
威胁资产(*$!#万元%崩塌!滑坡!不稳定斜坡

是县境内主要的地质灾害及隐患类型%
’((崩塌!调 查 发 现 崩 塌 灾 害 及 隐 患 共 计

’(处$其中土质崩塌!&处$基岩崩塌%)处$除(
处为中型规模外其他均为小型$分布遍及((个

乡镇$丹江以北!鹳河以西发育较密集%区内崩

塌主要发生于民居周围!交通线侧壁!矿山采场

等人为切 坡 形 成 的 陡 崖 处%目 前$崩 塌 灾 害 已

造成 直 接 经 济 损 失(**3*万 元$仍 对’%$人!

($*%#万元财产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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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境 内 共 调 查 滑 坡%%处#其 中 岩

质滑坡(!处#土 质 滑 坡)#处$(!处 为 中 型 滑

坡外#)#处为小型#主要分布处于低山丘陵区的

乡镇$土质滑坡岩性主要为第四系残坡积碎石

土$岩质 滑 坡 岩 性 主 要 为 粘 土 岩%泥 岩%粉 砂

岩%片 麻 岩%片 岩 类 等$滑 坡 平 面 形 态 以 圈 椅

形%舌形%矩 形 为 主#剖 面 形 态 多 为 直 线 及 台 阶

形$滑坡灾害现已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万

元#仍对#(*"人%(’"&3#万元财产构成威胁$
!!"不稳 定 斜 坡!调 查 发 现)&处#分 布 于

低山丘陵区的大部分乡镇$区内不稳定斜坡以

土质为 主#次 为 岩 质$形 成 条 件 与 滑 坡 类 似$
区内不稳定斜坡坡面或坡顶均发生过或目前仍

存在拉张 裂 缝 等 变 形 迹 象#其 发 展 趋 势 为 滑 坡

的可能性较大$现威胁#&&!人%#()&3#万 元

财产安全$
!)"泥石流!共调查泥石流沟)条#分布于

盛湾镇阴 坡 沟%寺 湾 镇 葛 藤 沟%西 簧 乡 樟 花 沟%
荆紫关镇吴家 沟$)处 泥 石 流 主 要 为 河 谷 型 水

石流#规模为小型#低易发$泥石流灾害现已造

成直接经济 损 失#))万 元#仍 对"(%人%"%$万

元财产构成威胁$
!%"地面塌陷!调查发现!处#均为小型采

空塌陷$集中分布于马镫镇关防村%云岭村%葛

家沟村带状 区 域$现 已 造 成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万元#仍对($%人%!’*万元财产构成威胁$

I!地质灾害发育分布规律

经过野外实地调查及对调查成果的整体分

析研究#发 现 淅 川 县 地 质 灾 害 发 育 分 布 具 有 以

下特点&

I3!!地质灾害的分布受地形地貌控制

淅川县总 体 地 势 由 西 北 向 东 南 倾 斜#地 貌

类型由低山%丘陵逐步过渡到岗地及冲积平原$
调查发现的%##处 地 质 灾 害 及 隐 患 点#其 分 布

具有明显 的 地 域 性 特 点#主 要 表 现 为 分 布 密 度

大小与地 形 变 化 趋 势 相 匹 配#由 西 北 向 东 南 逐

渐减小$西北部的低山丘陵区#包括荆紫关镇%
西簧 乡%寺 湾 乡#,,)@(%!占 全 县 总 面 积 的

!)3&V"的范围 内 分 布 有 地 质 灾 害 及 隐 患 点&#
处#其 中 包 括 滑 坡%!处%崩 塌,*处%不 稳 定 斜

坡%!处%泥石流%处$中部丘陵区#包括!#个

乡 镇#面 积 !)*%@(% !占 全 县 总 面 积 的

))3’V"#分布 地 质 灾 害 隐 患 点!!#处#包 括 崩

塌,)处%滑 坡",处%泥 石 流%处%不 稳 定 斜 坡

%*处%地面塌陷"处$东南部岗地及冲积平 原

区仅存在膨胀土危害和局部河流塌岸现象$

I3=!地 质 灾 害 的 分 布 受 地 层 岩 性 及 其 工 程 地

质特征影响

地层岩 性 是 地 质 灾 害 产 生 的 物 质 基 础’&($
从地质灾害点的分布情况来看#地层岩性%产状

及工程地 质 特 征 控 制 着 地 质 灾 害 的 分 布&在 古

元古界片 麻 岩 等 变 质 岩 类 分 布 区%上 古 生 界 和

中生界及新生界泥岩%粉砂岩%粘土岩等碎屑岩

类分布区#地质灾害点分布密度较大#为地质灾

害多发区$
地层岩性及工程地质特征对地质灾害的影

响主要表 现 在 两 个 方 面&一 为 上 述 岩 类 工 程 地

质特性较差#岩体力学特性不均一#呈薄层状或

互层状#层间多存在软弱夹层#节理%裂隙发育#
在降雨及 其 它 不 利 因 素 综 合 作 用 下#易 沿 层 面

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二为这些岩体的抗

风化%抗融冻等自然营力特性较差#坡面%坡脚%
山洼较易形成厚度较大的残坡积层#因土体%岩

体存在的 透 水 性 差 异 等 因 素#易 沿 风 化 层 与 新

鲜基岩接触面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J!降 雨%工 程 活 动 对 地 质 灾 害 发

育程度的影响

J3!!地质灾害发生频率随年降雨量!汛期降雨

量大小相应变化

降雨是诱发地质灾害的主要因素之一$通

过调查各 灾 害 点 的 发 生 发 展 历 史#结 合 淅 川 县

气象资料#可 看 出 地 质 灾 害 发 生 频 率 有 随 年 降

雨量%汛期 降 雨 量 大 小 变 化 呈 相 应 的 高 低 变 化

的趋势$淅川 县 现 有 的 气 象 资 料 表 明#在!&)’
年%!&*,年%!&$&年%!&’!年%!&&*年%%###年%

%##"年等年份#年降雨量均在&##((以上#尤

其汛期降 雨 量 偏 大#地 质 灾 害 在 这 些 年 份 呈 高

发状态$如%##"年#年总降雨量&)#((#其中

汛期降雨量*’#((#发生明显变形或造成损失

的地质灾害及隐患点就有"#余处$另外#通过

统计#在调查的灾害点中#绝大多数发生在汛期

*#&月份#特别是在暴雨%久雨的气象条件下#

%"!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卷!

  万方数据



灾害更呈集中爆发的态势!

J3=!区 域 人 类 工 程 活 动 强 度 决 定 地 质 灾 害 的

发育程度

通过调查 和 分 析 地 质 灾 害 隐 患 点 的 成 因"
发现均和人类工程活动密切相关!许多灾害点

的诱发因 素 主 要 为 不 合 理 的 工 程 活 动"并 且 明

显呈现出 人 类 工 程 活 动 强 度 大 的 区 域"地 质 灾

害发生频 率 较 高"反 之 则 较 小 的 规 律!境 内 人

类工程活动主要表现为公路修筑#民居建设#采

矿活动#陡坡耕作等!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崩塌#
滑坡#不稳 定 斜 坡 点"主 要 分 布 在 公 路 侧 壁#村

庄民房周 围#矿 山 采 场 等"均 和 人 为 切 削 坡 脚#
削坡过陡而破坏坡体的自然平衡状态以及植被

破坏#采矿废料乱堆乱放等有关!如7%#&国道

西簧段"公 路 沿 淇 河 岸 边 通 过 切 削 陡 坡 坡 脚 修

筑路基"切削坡面坡度 多 大 于$#W"切 削 高 度!#

#,#("且因岩体较为破碎"共造成崩滑隐患点

!$处"每年雨季均会发生规模不等的崩滑灾害!
调查的,处泥石流隐患均和采矿废料沿沟谷乱

堆放及陡坡开荒耕种#植被破坏有极大关系"调

查的"处地面塌陷隐患全部因地下开采石煤矿

所致!近 年 来"随 着 社 会 经 济 发 展"交 通 工 程#
矿山开发工程#水利工程大量上马"人为地质灾

害的发生频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K!地质灾害分布与地质构造的关系

!!地质灾害的形成与地质构造之间存在密切

的关系"在板块边界等构造复杂区域"构造对地

质灾害 的 控 制 作 用 尤 其 明 显$,#&#!#%!通 过 对 淅

川县地质灾害发育分布情况与境内地质构造特

性及展布 位 置 进 行 对 比 分 析"得 出 两 者 之 间 有

如下关系&图%’(

图=!淅川县主要地质构造及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分区图

"#$>=!B-/+0.-Y+3(’)(+2#):(3E)(E3’:-29?+2#2$+0(*’9’F’,+/.’2(#2(’2:#(C+0$’+,+$#)*-?-39:#2 #̂)*E-2;+E2(C
!3地质灾害高易发区)%3地质灾害中易发区)"3地质灾害低易发区),3滑坡))3崩塌)*3不稳定斜坡)$3断裂构 造

及编号)’3断陷盆地)&3褶皱构造及编号)!#3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分区线

K3!!地质灾害沿断裂带走向呈条带状分布

分析淅川县地质灾害的分布和三条主断裂

带的走向 的 关 系"可 看 出 地 质 灾 害 及 隐 患 点 基

本沿断裂 带 走 向 呈 条 带 状 排 列 分 布"特 别 在 丹

江库区上 游 北 侧 反 应 较 为 明 显"反 映 了 断 裂 构

造对地质灾害的控制作用!断裂带内众多断层

及次生小断 层#褶 皱 等 构 造 波 及 了 两 侧!#%
@(的 区 域"不 仅 在 断 层 带 上 对 岩 体 造 成 破 坏"
改变了岩体产状#工程地质特征"还控制了区域

内的小 地 形"使 地 形 较 周 边 起 伏 变 大"坡 度 变

陡!这些特 征 使 崩 塌#滑 坡 等 地 质 灾 害 较 周 边

易发!在7%#&国道西簧段"公路呈南北向沿淇

河河谷切 坡 修 筑"和 新 屋 场*田 关 断 裂 带 和 淅

川*黄风垭断 裂 带 交 叉 路 段"路 侧 切 坡 揭 露 多

处断裂破 碎 带"破 碎 带 宽 度 十 余 米 到 百 余 米 不

等"断裂 带 内 主 要 为 角 砾 岩 夹 杂 碎 石 土"极 松

散!断裂破碎带岩体极差的工程地质特性决定

了坡体的不稳定性"即造成了崩塌#滑坡等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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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及隐患!

K3=!地质灾害多发生在断裂密集或交叉区域

在淅川县西北"包括荆紫关#西簧#寺湾#毛

堂等乡镇"断裂分布较为密集"地质灾害呈整体

多发状态!尤其在荆紫关北部大扒$菩萨堂$
石门$双河村!%@(% 的块状区域"三条断裂带

汇集于此"区 内 次 级 小 断 层 众 多"交 叉 发 育"主

要为压性#压扭性和张性"呈北西#北东向展布"
多具有长期和多次活动特征!受断裂作用的影

响"该区 的 地 貌 特 征 表 现 为 山 高 谷 深#沟 壁 陡

立"地形变化悬殊!区内岩体破碎松散"岩层凌

乱"断层碎 裂 岩#角 砾 岩 十 分 发 育"坡 面 上 可 见

厚度较 大 且 夹 杂 大 小 不 等 砾 石 的 残 坡 积 碎 石

土!这些特 征 决 定 该 区 坡 体#岩 体 的 稳 定 性 较

差"崩滑等地质灾害易发"调查该区集中分布崩

塌#滑坡灾害及不稳定斜坡共!’处!
另在 西 簧 乡 黑 马 庄$柳 林$桃 花 带 状 区

域"新屋场$田 关 断 裂 带 的 多 条 小 断 层 平 行 通

过"崩滑 等 地 质 灾 害 隐 患 亦 呈 集 中 分 布 状 态!
在寺湾和大石桥交界的陈家山$石燕岭块状区

域"荆紫 关$寺 湾$老 城$香 花 断 裂 带 的 数 条

断层在此交叉分布"地质灾害发育亦较集中!

K3@!断陷盆地周边地质灾害多发

县境断陷盆地主要包括丹江盆地和李官桥

盆地"形成于中生代的燕山运动"接受了晚白垩

系及古近系地层的沉积!受北西和北东向应力

的共同 作 用"断 陷 盆 地 下 降"两 侧 丘 陵 山 区 抬

升"盆地周 边 地 层 向 盆 地 中 央 倾 斜!在 丹 江 盆

地两侧"晚白垩系高沟组和马家村组地层%岩性

为粉砂岩#泥岩等&产状北侧一 般 为%%#W(%"W#
南侧为)#W(!’W"李 官 桥 盆 地 西 侧 古 近 系 地 层

%岩性 为 粘 土 岩#泥 岩#泥 灰 岩 等&总 体 产 状 为

$#W(%#W!盆地边缘为丘陵沟谷地形"地形坡度

在!)W#"#W之间"在面向盆地中央的坡面 形 成

层状碎屑 岩 类 的 顺 层 坡"在 其 他 不 利 因 素 的 共

同作用 下"极 易 发 生 顺 层 崩 滑 等 地 质 灾 害’!#(!
从实际调 查 结 果 看"两 盆 地 周 边 的 老 城 镇 块 状

区和滔河#盛湾北部#寺湾东南部白垩系地层分

布区及仓房镇古近系地层分布区"崩塌#滑坡灾

害点及不稳定斜坡分布密度较大!

K3I!荆!师 复 向 斜 陡 倾 岩 层 大 面 积 分 布 导 致

地质灾害多发

因长期构 造 作 用"县 境 褶 皱 构 造 内 岩 层 大

多呈陡 倾 状 态"垂 直 层 面 的 张 节 理 十 分 发 育!
荆紫关$师岗 复 向 斜 核 部 及 两 翼"岩 层 倾 角 一

般为"#W#’#W!尤其在西段及北翼"岩层倾角

普遍大于,)W!陡倾岩层的大面积分布"在地形

起伏较大的低山丘陵区"因有临空面的存在"特

别因人为 切 削 坡 脚 形 成 陡 立 面"而 极 易 形 成 崩

塌或顺层滑坡’)#*(!经调查"荆$师复向斜分布

区域内的崩滑灾害及不稳定斜坡共计)#余处"
或是岩体 直 接 沿 层 面 发 生 崩 滑"或 是 岩 体 表 面

的残坡积层沿接触面发生崩滑或累进式的缓慢

变形!

_!结束语

地质 灾 害 是 地 形 地 貌#地 层 岩 性#地 质 构

造#人类工 程 活 动 及 气 象 条 件 等 因 素 共 同 影 响

的结果!通过对淅川县地质灾害调查结果的整

理分析"得 出 淅 川 县 地 质 灾 害 发 育 分 布 的 一 些

基本规律是)地质灾害的分布受地形地貌控制#
受地层岩 性 及 其 工 程 地 质 特 征 影 响*地 质 灾 害

发生频率 随 年 降 雨 量#汛 期 降 雨 量 大 小 相 应 变

化*区域人 类 工 程 活 动 强 度 决 定 地 质 灾 害 发 育

程度!此外"通 过 研 究 地 质 灾 害 分 布 位 置 及 成

因与地质 构 造 的 相 应 关 系"如 沿 断 裂 带 走 向 地

质灾害呈条带状分布"断裂密集或交叉区域#断

陷盆地周 边#荆$师 复 向 斜 陡 倾 岩 层 分 布 区 地

质灾害多发 等"分 析 了 断 裂#褶 皱#断 陷 盆 地 等

构造对地质灾害发育分布的影响及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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