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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生基包滑坡监测及成果分析
赵重，李长明，李厚芝

(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四川成都611734)

摘要：生基包滑坡监测属于三峡库区奉节县三期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之一，该滑坡位于长江左岸，临近人口稠

密的安坪乡集镇，地理位置重要。三峡水库175 m蓄水后，其变形破坏特征有何表现?对航道安全运营有无潜在

威胁?是否会对滑坡体上的重要建筑及村民生产生活构成危害?针对这些问题，首先分析了滑坡的工程地质特征

及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确立以4种监测手段为主、人工巡查为辅的监测方案；通过对大地变形GPS、深部位移、滑

坡推力等几种监测方法的运用及对其成果进行分析研究，以实例说明其在滑坡监测中的应用；再次，结合宏观人工

巡查进行对照分析，以充分说明大地变形、深部位移和滑坡推力监测在实际运用中的可行性；最后，根据监测结论

提出对生基包滑坡防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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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Re蛐Its and Analysis of Shengjib∞Lands吐de in the Three Gorges R鹤ervo-r Area／Z删D踟昭，Ⅱ
mong·m垤，u舶u勘i(ne Institute of Explomtion Technology，cAGs，Chengdu Sichuan 611734，China)

Abstract：Landslide of Shen西ibao in Fen西ie Count)r of the Three(brges rese“oir area was one of the monitoring and e盯ly．

waming projects with imponant geog豫p|lical p08ition．Engineering geolo矛cal characteristic8 and ma主n innuence factors were

analyzed，and four monitoring methods were detemlined wi山the application of GPS in t}Ie cmst defo瑚ation，deep dis-

placement，landslide thmst monitoring．The feasibilit)r of these monitoring methods was proved in operation，and at 1aLst，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control“Shen面ibao l锄dslide according to monit嘶ng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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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滑坡概况

1．1 地质概况

生基包滑坡又名新铺滑坡，位于奉节县安坪乡

新铺村长江右岸，发育于三叠系中统(T：6)厚层状

岩体中，以中风化一强风化泥灰岩、灰岩为主。由生

基湾滑坡、下黑槽滑坡、蚂蝗湾滑坡、白庙子滑坡等

多个滑坡组成。平面形态呈撮箕状，剖面形态呈阶

梯形。滑坡体前缘高程95 m，后缘高程390 m，高差

295 m。斜坡坡度约200一400，前缘、中部相对较

缓；滑坡发育3级平台，高程分别为190、250、300

m，滑坡区属低山丘陵剥蚀地貌。覆盖层主要由第

四系全新统滑坡堆积层(Q。叫)碎块石土夹粘性土

组成；构造上处于故陵向斜南翼，岩层呈单斜构造。

滑坡体主滑方向3500，滑坡长约1940 m，宽约1420

m，滑体平均厚度2l m，滑坡面积为275．6×104 m2，

体积5885×104 m3，属一级特大型土质滑坡。

1．2滑坡成因分析

该滑坡是在特定的自然地质环境条件下经过漫

长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形成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

(1)滑坡体土体结构松散，在地下水作用下与

下伏基岩接触面形成软弱结构面；

(2)前缘受长江水不断冲刷，在河水长期侧蚀

作用下形成临空面；

(3)三峡水库水位的起落，使得前缘不断被剥

蚀淘空，使整个坡体的力学性质降低；

(4)岩层倾向与滑体坡向大致相同；

(5)后缘斜坡坡角较大，土体较厚，滑坡体土体

在自重应力长期作用下发生缓慢而持续的变形，在

大气降雨特别是暴雨的诱发作用下，导致斜坡土体

后缘突发性拉裂，形成滑坡。

2监测方式的选择及监测成果分析

2．1监测的必要性

三峡水库蓄水后，汛期防洪限制水位为145 m：

非汛期正常水位在145一175 m之间变化，最高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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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中可见：从2007年5月一2007年8月，除

FJ3006、FJ3010号点以外，其余大部分监测点都有

不同程度的位移，变形量最大的FJ3016号测点在x

方向(近滑向)3个月内累计变形量达600 mm，日方

向(垂直位移量)累计变形达150 mm。

2．3．2钻孔倾斜监测

由于钻孔倾斜监测曲线数据量较大，这里选用

一组监测剖面进行分析研究。监测周期为一个月，

测量时，将仪器下放至孔底，然后逐次上提，每隔

O．5 m处停留约7 8并记录数据。图5—8为生基包

滑坡2008年1月I号剖面的钻孑L监测成果图，图中

横坐标为孔底至孔口累计变形量(单位：cm)，纵坐

标为钻孑L深度(单位：m)。

依据线性回归理论比较分析采集的生基包滑坡

A向、B向深部位移量监测数据得知，深部位移量变

化线性不稳定。生基包滑坡的深部位移钻孔存在异

动，其中Ⅱ号剖面的sjb2一l、sjb2—3号钻孔由于变

圈5 sjb2一l号钻孔深部位移图

图6 sjb2—2号钻孔深部位移图

圈7 sjb2—3号钻孔深部位移圈

图8 sjb2—4号钻孔深部位移图

形量较大而影响正常监测。滑坡体暂时处于潜在不，

稳定状态。

2．3．3滑坡推力监测

每个钻孔按顺滑向与垂直滑向进行埋设，每个

方向3个传感器，共计12个传感器，光纤通讯，监测

周期为1个月，雨季加密。由监测结果可以看出，顺

主滑方向的A—F传感器在雨季出现明显的压力变

化，后又趋于稳定。所以，滑坡体在雨季存在压应力

的积累，后又出现应力的逐渐释放过程。据此推断：

滑坡体在雨季处于潜在不稳定状态。

2．3．4人工巡查监测

采用常规地质调查法，定期对崩滑体出现的宏

观变形形迹(如裂缝发生及发展、地面沉降、下陷、

坍塌、膨胀、隆起、建筑物变形等)和与变形有关的

异常现象(如地声、地下水异常、动物异常等)进行

调查记录。雨季、汛期每10天1次，非雨季、汛期每

月1次，特殊情况加密监测。宏观地质调查发现

2007年雨季(5～8月)生基包滑坡出现新的变形迹

象，滑坡前缘出现新的裂缝和道路错动现象。

3监测成果分析

根据大地变形(GPs)监测、深部位移监测、滑坡

推力监测成果，可以看出：在2007年1—4月监测初

期，3种监测曲线显示整个滑坡体无明显的变形迹

象；2007年5—8月，滑坡推力出现持续增大，个别

深部位移钻孔出现形变，GPs监测结果显示滑坡出

现缓慢的变形；2007年8～12月，3种监测曲线趋于

稳定。这与人工宏观巡查的结果吻合。

根据区域降水资料，滑坡区处于中纬度亚热带

暖湿东南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四

季分明。多年平均降雨量1147．19 mm，年最大降雨

量1636．13 mm，月最大降雨量548．14咖，降雨集
中于5—9月，约占全年降雨量的70％，每年夏季多

大雨、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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