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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和信息量法的地裂缝危险性评价

王兵虎，马学军，邵长庆，宋 伟，吕凤兰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河北保定071000)

摘要：华北平原是遭受地裂缝较严重的地区．尤其是对于重大的线性工程，地裂缝的影响更为敏感。对于山前平原地

带，地裂缝的形成是多要素成因的综合结果。利用ArcGIS平台，选择活动构造、地貌岩性和地下水位、第四系厚

度、地裂缝现状分布五大类影响因子，采用层次分析一信息量模型对京石高铁和南水北调京石段进行了地裂缝危

险性评价，结果表明这种方法能够较为合理的评价地裂缝危险性，并且对类似区域的危险性评价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地裂缝；危险性评价；层次分析；信息量法；ArcGIS

中图分类号：P64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428(2018)10—0091一06

Risk Assessment of Ground Fissures Based 011 AHP and Information Method／／WANG Bin2；一hu，MA X“P—J“”，SHA0

Chang—qing，SONG Wei．LU Feng—lan(Center for Hydro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Survey，CGS．

Baoding Hebei 071000，China)

Abstract：The North China Plain is an area suffering from serious ground fissures．tO which major linear projects are most

sensitive．Multiple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ground fissures in piedmont plains．Based on the ArcGIS platform．

five main influence factors——active tectonic，geomorphic lithology，underground water level，thickness of the quaterna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ground fissure distribution，are selected 10 conduct the ground fissure risk assessment for Jing—Shi

High—speed Rail and the Jing-Shi section along the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1。ine with the AHp--inform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provide proper fissure risk assessment，and be applicable in similar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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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华北平原地裂缝最早于1963年3月在邯郸市

发生。1966年邢台地震和1976年唐山地震后，华

北平原地裂缝迅猛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

活动明显增强。1989年已波及39个县(市)共出现

地裂缝228条。1993年扩大到402条，扩及49个

县(市)，地裂缝也有增长的趋势，其中大于1000 m

的发展到13条。1995一1996年河北平原已达449

条，地裂缝活动有增长趋势[1]。

根据调查，华北平原的河北平原、北京市、天津

市、山东鲁北平原、河南豫北平原等平原区共发现地

裂缝921条(处)，分布在86个县(市)，造成建筑物

和道路破坏，农田开裂漏水，给农业生产，工程设施

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直接危害，经济损失十分

严重，成为华北平原的地质灾害之一[2_39。重大工

程沿线由于其工程特点，地裂缝的影响更为敏感，因

此对其开展地裂缝危险性评价尤其重要。

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评价方法众多，有层次分析

法、模糊聚类数学分析法、灰色聚类法、信息量法和

神经网络法[4]。本次采用层次分析一信息量模型对

京石高铁、南水北调京石段进行了地裂缝危险性评

价。层次分析法∞3对多因素成因的地质灾害体，具

有定性半定量的决策优势，能够防止给定的权重值

偏差太大。采用层次分析法通过专家打分确定每一

评价因子的权重时，由于未能直接和现状结合，又具

有一定的主观性因素。

信息量法^是一种基于条件概率统计的评价方

法，主要根据样本值在现实中存在的占比来估计单

要素的信息量，反映一定的客观性。将两种方法进

行结合，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要素信息量的

权重，然后按权重叠加后取得各个评价因子的总信

息量，充分考虑了各评价要素的权重和信息量，避免

了层次分析方法主观给定各因素权重的不足一i，从

而更较为合理地对地裂缝危险性进行评价。

1研究区概况

1．1 重大工程沿线附近地裂缝的分布现状

华北平原地裂缝的分布特点是：山前冲洪积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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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平原区内地裂缝分布最为密集，且以近十年新出

现的地裂缝居多，向东至冲积平原区地裂缝数量大

幅度减少。京石高铁及南水北调沿线地裂缝的分布

特征基本与大区域的地裂缝特点吻合。

这一区域地裂缝一般集中在山区与平原的交接

地带，地势相对低洼及地势相对低缓区。主要沿山前

大断裂呈条带状分布，但在局部又呈现聚集性。地裂

缝类型上有不规则塌坑形及直线形和交叉性地裂缝、

弧形地裂缝等类型。不规则塌坑形最多，集中分布于

太行山山前冲洪积扇倾斜平原区内，直线形地裂缝数

量次之，分布相对较分散[2]。京石高铁、南水北调线

路重大工程沿线，对地裂缝位错敏感，经调查，京石高

铁及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房山一正定)，在沿线2

km范围内各有11处地裂缝(表1)，目前对工程未产

生直接影响。工程沿线区域分布的地裂缝参见图1。

1．2地质背景

表1 京石高铁及南水北调工程沿线2 km范围内地裂缝分布

图1 工程沿线及附近区域地裂缝分布图

京石高铁及南水北调线路重大工程沿线主要位

于华北平原的山前地带，地貌成因类型主要为丘陵

和山前平原地貌，平原区主要由冲洪积扇、冲洪积平

原、泛滥平原和洼地组成。浅层地下水平原区地下

水流由潜水向层间水转变，侧向径流替代垂直渗流。

随着地下水开发力度的增加，在20世纪60年代以

来随着采补失衡状况日趋严重逐渐形成时至今日的

地下水漏斗区。

华北平原地裂缝成因复杂、主控因素众多，太行

山前倾斜平原对于山前平原地带，地裂缝以非构造

地裂缝灾害为主。研究区分布有153处地裂缝，其

中有22处裂缝分布在工程沿线2 km范围内，成因

类型主要为土层节理微破裂开启型。地裂缝的形成

是多要素成因的综合结果，活动构造、地形地貌、岩

性及地层结构、地表水、地下水对地层侵蚀、潜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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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前地带地裂缝形成的主要因素[1-8I。

2评价实现过程

首先取得各个评价因子的信息量，然后利用层

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因子信息量的权重，在按权重

叠加后取得总信息量，然后根据总信息量的分布，进

行地裂缝危险性分区。

2．1评价因子的选择

山前平原地裂缝，规模小，塌陷坑居多，具有非

构造地缝的一般特征，综合考虑地裂缝的发育规模、

形态特征和形成机理，危险性评价因子的选择主要

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2．1．1活动性因子

按照影响距离划分：(1)活动断层沿线l km范

围内；(2)活动断层沿线1～5 km范围内；(3)活动

断层沿线5～10 km地区。

按照活动速率的差异性划分：以华北地区最大

剪应变率为指标，最大剪应变的大小反映了地壳构

造不稳定的程度，其值越大构造的活动性就越强嘲。

分为3个级别：(1)最大剪应变速率大于2×10-8／

a；(2)最大剪应变速率(1～2)×10-8／a范围内；(3)

最大剪应变速率(0～1)×i0_8／a范围内。

2．1．2地形地貌因子

按照第四系地貌成因类型划分：(1)黄土状土冲

洪积扇；(2)河流区；(3)泛滥平原；(4)河间洼地区。

按照古河道分布区范围划分：分为古河道区和

非古河道区两种。

2．1．3地下水位因子

按照浅层地下水埋深：(1)水位埋深>30 m；

(2)水位埋深10．1～30 m；(3)水位埋深0～10 m。

以2009年6月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水位埋深为对

象。

按照地下水开采强度划分：以开采模数分为3

类。以2000—2010年地下水开采强度图为研究对

象。

按照地面沉降坡降划分为5级：(1)小于0．59

×i0～；(2)(0．59～1．67)×10～；(3)(1．67～3．83)

×10_。’；(4)(3．83～7．55)×10一；(5)大于7．55×

10～。

2．1．4第四系厚度因子

基底埋深越大产生差异变化的可能性越大，第

四系厚度分为3类：(1)厚度<160 m；(2)厚度160

～280 m；(3)厚度>280 m。

2．1．5地裂缝密集度因子

分为地裂缝现状密集区和地裂缝相对分散区。

地裂缝经过密度分析栅格化后重分类产生。

2．2评价方法

2．2．1 评价因子权重的确定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层次化

分析方法。可以以定量的形式反映地质环境因子及

拟划分区段的权重，提示人们对某些因子的主观判

断是否与思维过程一致，从而增强其科学性。

(1)建立层次分析结构模型。

总结地裂缝形成条件，建立层次分析结构模型

(见图2)。

A地裂缝危险性评价体系

BI
地
裂
缝
密
集
度

日3活动性II占4地形地貌||日5地下水

黼
度l

Ⅷ骥
图2地裂缝危险性评价层次分析模型

(2)构造出各层次中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

对条件层和方案层的影响因子，根据相对重要

性依据经验知识进行两两比较，给出定性判断矩阵，

相对重要性标度采用1、3、5、7、9标度分别表示重要

性相同、较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极端重要。构

造的条件层和方案层的判断矩阵具有如下特征。

A B1 B2 B3 B4 B5

Bl 1 7 3 5 3

B2 1／7 l 1／3 I／3 1／3

B3 1／3 3 1 3 3

B4 1／5 3 1／3 1 1

B5 1／3 3 1／3 1 l

B4 B4l B42

B41 1 1／3

B42 3 1

B5 B51 B52 B53

B51 1 1／3 1／5

B52 3 1 1／3

B53 5 3 l

(3)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计算判断矩阵的近似特征向量和最大特征值：

A层和B5层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用matalab计算，

B3层和B4层特征向量，直接赋值。

A～B层特征值和特征向量：A。。。一5．1824，特

征向量一(0．8509，0．0945，0．4281，0．1937，

0．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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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层特征值和特征向量：A。。。一3．038，特征向

量一(0．1506，0．3714，0．9162)。

B3层特征向量赋值为(0．75，0．25)，B4层特

征向量(0．25，0．75)。

一致性检验判断：当CR≤0．1时认为判断矩阵

具有一致性，判断是一致的，可以接受，否则，进行判

断矩阵调整使其达到一致性。计算表明，特征向量

满足一致性检验。

(B1，B2，B31，B32，B41，B42，B51，B52，B53)为

(0．8509，0．0945，0．32，0．11，0．05，0．15，0．02，0．06，

0．14)。归一化后为(0．47，0．05，0．18，0．06，0．03，

0．08，0．01，0．03，0．08)，此为9个要素的权重向量。

层次分析表明地裂缝危险性评价因子的权重排序依

次为地裂缝密集度、活动断层影响距离、古河道、地

面沉降坡降、断层活动速率(最大剪切应变速率)。

2．2．2信息量法基本原理

信息量法主要根据信息量来评价各影响因子与

研究对象间的相关性，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信息量越

大，地裂缝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信息量可以用公式：J(X1，X2，X3，⋯，Xn)一

ln(P(y，T1，z2，T3，⋯，工粗)／P(Y)]表示为地裂缝

多种要素组合条件下的地裂缝发生的概率，在这里

选用第四系厚度、活动构造影响距离、地壳最大剪应

变率、第四系地貌、古河道、浅层地下水埋深、地下水

开采强度、地面沉降坡度为研究对象；P(Y)是地裂

缝发生的概率。地裂缝以栅格单元的划分为基础，

采用简化的单因子信息量模型计算，再进行叠加。

单因子信息量的计算公式为：

入H／q；

J(X1)一In；≥}
』V／3

式中：Ni／si——评价因子子类栅格单元的地质灾

害点的平均密度；N／S——研究区的总的地裂缝的

点平均密度。

2．2．3 ArcGIS实现计算信息量的过程

信息量法的叠加是基于ArcGIS信息量法的实

现。利用ArcGIS实现信息量法的应用已经成为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价的普遍方法[11_”]，实现过程如下：首

先需要对矢量文件根据各要素的指标建立属性库。

然后进行要素的栅格化，栅格划分采用1000 m×

1000 m作为评价单元，共划分8980个单元。在栅格

化后，再按照要素的指标分级进行重分类，统计汇总，

然后可以得到Si／S；在地裂缝现状图进行相同大小

的栅格化后，裂缝单元栅格进行赋值为1，此栅格文

件作为逻辑乘因子与各要素的栅格文件进行栅格乘

法运算，统计汇总，可得到Ni／N，代人单因子信息量

的计算公式，可计算出单因子的信息量值口4_1 5I。

2．2．4信息量计算结果说明

单因子信息量的计算结果显示，在28种参加计

算的评价要素中，信息量的最大值为1．46777，最小

值为一2．35735。浅层水埋深和地下水开采、地壳最

大剪应变率、地面沉降区坡降、第四系厚度、地貌类

型、浅层水埋深以及活动断层影响距离，位于信息量

排序的前9位(见表2)。

表2评价各要素信息量值

可见地下水埋深在20～55 m，地下水开采模数

在大于150×104，最大剪切应变速率(1～2)×10q／

a，地面沉降坡降在(3．83～7．55)×10一，第四系厚度

在160～280 ITI，地貌类型为黄土状土冲洪积扇，活动

断层1 km以内，非构造地裂缝的发生概率较大。

3危险性分区

3．1评价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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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要素栅格重分类，整数化赋值，采用栅格计

算器叠加，总信息量一第四系厚度×0．05+影响距

离×0．18+剪切应变活动速率x0．06+地形地貌×

0．03+古河道×0．08+浅层水埋深×0．01+地下水

开采×0．03+地面沉降坡降×0．08。

然后再对信息量符号化操作，采用自然间断点

法分3类，得出高中低3个级别的易发性分区(图

3)。

图、，地裂缝易发性分区图

从易发性分区地裂缝的分布(图4)可见，地裂

缝主要位于中一高易发区域，所占比例约75％，说

明信息量模型基本反映了地裂缝产生的生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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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以及顺平一行唐的山前地带。

3．3危险性分区

由于地裂缝形成机理认识的局限性，地裂缝密

集度作为危险性评价的因子参与危险性分区的评

价，根据层次分析法的结果，其权重占比0．47，与易

发性分区叠加，同样也分成3个级别的危险性分区

(图5)。分区表明，地裂缝危险性高区占研究区面

积的9％，地裂缝危险性中区占7．2％，地裂缝危险

性低区占83．8％。

图j地裂缝危险性分区图

3．4京石高铁、南水北调沿线分区

3．4．1分区结果

用线路工程做1 km缓冲区裁剪，结果得到线

状工程沿线地裂缝危险性分区图(图6)。京石保定

一石家庄段高铁地裂缝危险性高区占评价线路的

26．1％，危险性中区占25．2％，危险性低区占

● _
48．7％。南水北调保定一石家庄段危险性高区占评

价线路的14．5％，危险性中区占5．6％，危险性低区

占79．8％。

3．4．2沿线地裂缝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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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T程沿线1 km范围地裂缝危险性分区图

地面塌陷坑10余处，总体呈东西走向，最大直径达

3．0 m。属于节理微破裂开启型地裂缝，对南水北

调威胁较小。

南水北调京石段现可见规模较大的地裂缝为涞

水县安阳村地裂缝，总体来看，该地裂缝开裂主要有

两组方向。一组沿70。的北东东方向向村外延伸，

另一组为150。方向向村内延伸，此方向主要表现为

墙体的开裂和倒塌，方向与南水北调线路斜交。该

地裂缝规模较大，对线路有潜在威胁。目前除了小

树林塌陷坑可见外，地表其他地点塌陷坑已经填埋

不可见。地裂缝成因类型属于地下水潜蚀型，可采

取地质灾害监测、防渗、填埋夯实等防治对策综合处

置‘1 6。。

新乐市木村乡中同村2处地裂缝距离南水北调

沿线较近，一处位于南水北调东侧约150 m，种地浇

水时有出现。另一处位于南水北调东侧约50 m的

树林中，以塌陷坑形式出现，地裂缝成因类型属于节

理微破裂开启型，对南水北调威胁较小，运行期间注

意巡查。

4 结论

(1)华北平原地裂缝成因复杂，地裂缝的形成是

多要素成因的综合结果，本次评价采用活动构造、地

貌岩性和地下水位、第四系厚度影响因子，采用层次

分析一信息量模型对京石高铁、南水北调京石段进

行了地裂缝易发性评价，结果表明这种方法能够较

为合理地反映地裂缝的易发性，符合度相对较高。

在地裂缝危险性评价中，采用层次分析方法获取的

地裂缝的密集度权重，与易发性结果的信息量进行

了叠加分析，得到危险性评价分区，分区既反映地质

灾害客观现实，又反映了地裂缝产生的地质条件。

(2)单因子信息量的计算结果显示，地下水埋深

在20～55 m，地下水开采模数>150×104 m3／(a·

km2)，最大剪切应变速率(1～2)×10～a，地面沉降

坡降在(3．83～7．55)×10～，第四系厚度在160～

280 m，地貌类型为黄土状土冲洪积扇，活动断层1

km以内，非构造地裂缝的发生概率较大。

(3)应用层次分析法需要在地质灾害充分详细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评价要素的选择与权重分

析，信息量法与层次分析的结合能够对重大沿线工

程的防灾减灾提供基础资料，并且对类似区域的危

险性评价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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