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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地区地质灾害类型、成因及防治对策
!

郭恒久6，李君浒"

（6 合肥地质环境监测站，安徽合肥 "%$$66）

（"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江苏南京 "6$$67）

! ! 摘要：本文以实地调查与监测成果为基础，划分出合肥地区地质灾害类型，进行典型灾害实

例分析，并进一步探讨灾害的成因。对地质灾害趋势进行预测，提出治理和防范措施。从保护

地质环境、强化地质灾害管理的角度，提出技术和政策性建议。

! ! 关键词：地质灾害；成因；防治对策；合肥地区

中图分类号：=6#! ! ! ! ! ! ! 文献标识码：>

合肥地区地处江淮之间，含肥东、肥西、长丰三县，面积 8 "77 ?@"，市区人口 #<: 万。受

地质环境背景、地形地貌特征、水文地质条件和人类工程、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影响，形成的地

质灾害种类多分布广，以渐进型为主，突发型次之，灾级以中、小型为主。随着经济发展及人

类活动增强，合肥地区的地质灾害问题必须重视，否则将进一步引起地质环境恶化［6 A "］。

6! 地质概况

合肥地区大地构造位于中朝准地台江淮台隆，秦岭地槽褶皱系北淮阳地槽褶皱带、扬子

准地台张八岭台拱三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的结合部位。燕山晚期构造活动强烈，断裂构造

发育，郯城—庐江断裂位于本区东侧。

区内地层发育不全，除东部变质岩出露外，合肥盆地为巨厚的陆相碎屑沉积，侏罗、白垩

至第三系“红层”厚达数千米。岩性为泥岩、砂岩。上部大部分为上更新统、全新统粘土层

覆盖，局部（大蜀山）有火山岩出露。

"! 地质灾害类型及实例

"5 6 地质灾害类型

近几年来，在自然作用与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下，合肥地区形成的地质灾害可分为七种

类型，造成经济损失严重，治理成本巨大（表 6）。

"5 " 淠史杭灌渠滑坡

淠史杭干渠位于江淮丘陵地带，滑坡特征以长丰县土山乡岗中滑坡为例，滑动面发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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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膨胀粘土层中，滑坡长 !" #，宽 $" #，厚 % #。滑坡体土方约 &’ """ #(。滑坡呈圈椅

状，周界清楚。主滑面向渠道方向推移 ( ) % #，使干渠变窄。滑体后壁较陡，达 *" ) %"+、壁

高 & ) ( #，前缘土体隆起，滑坡区周界及滑体内拉张裂隙发育，滑壁下部有地下水渗出。

表 ’ 合肥地区近年主要地质灾害一览表

,-./0 ’1 ,20 #-345 604/4678-/ 97:-:;05: 7< 5080<; =0-5: 7< >0?07

序号 灾害类型 灾情及分布
治理费用或

经济损失!

’

岩
1
土
1
位
1
移

滑坡

崩塌

主要分布于河流（南淝河等）及人工挖掘沟渠（淠史杭灌区）的两侧，中等

) 小型规模为主。

湖岸崩塌：’@@$ 年 % 月汛期，巢湖岸塌，水土流失严重，农田被毁。A 月，

台风袭击巢湖大堤，毁堤 ’*B#，毁坏块石护坡 ’" 万 #& ，倒塌泵站 ( 座，

涵闸 $* 间，吞噬良田 ’!( 亩。

矿渣崩塌及巨石崩落：肥东县双山白云矿采场排放废石，遇强降水，废渣

冲毁公路、铁路，侵入农田，一座泵房被压；’@@! 年 ’’ 月 $ 日，解集乡石

料场巨石崩落，造成车毁人亡。

治理费需( *""

万元

直接经济损失 ’

A"" 万元

经济 损 失 近 百

万元

&

特
殊
岩
土
灾
害

膨胀土

灾害

淤泥质

软土

灾害

广泛分布膨胀土，其中粘土矿物主要为伊利石、蒙脱石。蒙脱石遇水膨

胀、脱水收缩，对建筑、道路、水利设施等构成危害，以缓变型灾害为主。

天然含水量高，力学强度低，遇水浸蚀后易产生沉降变形，造成铁路路基

边坡溜塌，水漫枕木面和钢轨面，多处线路下沉。多汛期发生。

房屋、道路建设

中常见，治理成

本巨大

经济损失很大

(
地
面
塌
陷

地面

塌陷

地下水

降落漏斗

’@@! 年 % 月 $ 日合肥市北油坊巷路面塌陷，*( 根水泥柱基严重倾斜。

大兴集及晓星集地下水降落面积分别达 &! B#& 、’" B#& 。漏斗中心水位

最大下降 ’*C @’#。

直接 经 济 损 失

(" 万元

*
地下水

水质污染

工业生产规模扩大，生活与生产污水排放量增大，南淝河水最差时水质达

劣"类。
影响人体健康

% 土壤污染
由于工业废料及生活垃圾的堆放，城区（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土质污染程

度加重。

影响 植 物 生 长

和人体健康

$
场地砂土

液化

河床及河漫滩的饱和粉土、砂层，地震烈度达 ! 度时，部分地段会产生液

化#。

! 地震
合肥地区位于郯庐断裂带旁侧，经省地震局地震观测站长期观测，近年有

微震活动，具体情况由地震部门专项管理$。

&C (1 采矿（石）场废渣崩塌

肥东县双山白云石矿建于 &" 世纪 %" 年代，主要生产冶金辅料系列产品及建筑石料。

$@& 1 1 1 1 1 资1 源1 调1 查1 与1 环1 境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年

!

#

$

安徽省合肥市 ’@@$ D &""" 年地质灾害总结。合肥市地质环境监测站，&""& 年 ’" 月

合肥规划区工程地质评价报告。安徽地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A 年 ’& 月

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 年 ( 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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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采矿场排出的废石砂土直接堆放在东西两个排土场内。西排土场堆积物高 !" # $" %，坡

度 &" # !"’，排土蓄积量达 ($" 万 %)，下方约 *" % 是一条通往巢湖市的公路，约 !" % 是一

条铁路专用线。东排土场堆积物高约 &" %，坡度 &"’左右，排土蓄积量达 +" 万 %)，下方紧

挨着一座泵房已遭毁坏。堆积物为松散状碎石夹细砂砾及粘土，呈湿 # 饱和状态，稳定性

差。遇强降水，极易产生崩塌，造成泥石流，使下侧农田、公路淤积，铁路受损。(+$, 年、

(++( 年、(++- 年三次产生崩塌，直接经济损失 &" 万元。

*. - 铁路路基地质灾害

江淮丘陵及波状平原之上广泛发育上更新统（/)）粘土，分布面积广，厚度大，具中等或

中等 # 弱膨胀潜势。分布于坳沟、圩区的淤泥软土，饱和、软塑、力学强度低。膨胀土及软土

对城市建设及公路、铁路的构筑与维护普遍构成影响，每年汛期，尤其是多雨年份，危害最为

严重，危及铁路行车安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表 *）。

表 *0 合肥地区铁路路基地质灾害调查表（部分）

12345 *0 165 7584879:24 ;9<2<=5> <?>@5A 8B >294C2A 35; 9D E5B59 2>52（ 9D F2>=）

路段

及名称

发生

时间

规模（%）

高 长 深

灾害

情况

危害

程度

防治

措施

淮南下行线

G&! H &&" I &,"
(++!. !. *& * *" ". - 堤坡溜塌 危及行车安全

)"" 条草袋堆码护

道

淮南线

G!$ H """ I "*"
(++,. &. *- ) ** ". -& 堤坡溜塌 危及行车安全

&"" 条草袋堆码护

道

合九引入线

G( H (&" # H (!"
(++,. ,. *" ( (" ". -

右侧堑坡

溜塌
危及行车安全

(&" 条草袋码道片

石挡墙加拱圈

淮南线

G+- H ,"" # H $""
(++$. &. *$ 水漫钢轨 列车不能运行 ("" 条草袋码道

合车下行场 )" 岔

# 下道义 "J轨
(+++. !. *( 水漫道床 列车不能运行

&"" 条草袋分层码

护道

淮上线

G&" H ("" # H *"" 右
*""". !. (! - *& ". -

边坡溜塌路

基中部塌陷
影响铁路运行

坡面 干 砌 片 石 满

护

*. & 地下水水质污染

据 (K & 万合肥市水工环报告，市区七里塘、葛大店、七里庙等地段地下水水质受到污染，

铬、酚、总硬度、硝酸根离子超标，局部严重超标（表 )）。

表 )0 合肥市地下水污染超标一览表

12345 )0 165 F844?=98D 8B 7>8?D; C2=5> 9D E5B59 :9=A

项 目 酚 氰 E7 L> H! M< NO)
I NO*

I 总硬度

（德国度）

检出范围 " I ". (( " I ". "- " I ". "* " I ". ,! ". ""-, " I )$ " I *. $ -. "! I &-. ,(

PQ&,-$ I $& 标准 "". ""* "". "& "". ""( "". "& "". "& "*" "". ) "*&

最大超标倍数 && ". $ *" (&. * ". ( (. + ((. * *. *

*. !0 土壤污染

据原安徽省区测队提供的资料，地表 & # (" :% 深度土层主要受铅、汞、铜、锌、锰、铬等

,+*第 *- 卷0 第 - 期0 0 0 郭恒久等：合肥地区地质灾害类型、成因及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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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的污染，其中铅、汞、铜、锌最为严重。在合肥城郊与肥东的城乡结合部位，如东七、二十

埠、大兴集一带，一些钢铁厂、农药厂、化工厂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更为严重。农田表层显现一

层“白霜”，为碱性残存物质，导致农作物减产，其食物链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每年由于环

境污染造成粮食减产、生物锐减及对居民身体健康危害已成为一大公害。

! 地质灾害的成因分析及趋势预测

!" # 成因分析

地质灾害的发生是内外地质作用、自然与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合肥地区地质灾

害成因归纳为：（#）江淮丘陵广泛出露的下更新统粘土具中等程度的胀缩性，是导致工民建

受损、灌渠滑坡、崩塌的地质背景。（$）分布于圩区的淤泥质软土，经强降水侵蚀，产生铁路

路基溜塌、沉降。（!）本区降雨集中于 % & ’ 月，强降水是形成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外力作用。

（(）区内夏季常受台风侵袭，使巢湖湖岸崩塌。（%）人为作用破坏地质环境，乱砍乱伐，森林

植被遭破坏，矿产资源无序开采等人为因素而造成的生态失衡和环境恶化。（)）过量开采

地下水导致降落漏斗形成［( & %］。

!" $ 趋势预测

!" $" #* 岩土位移趋势

（#）由于历史原因，肥东双山白云石矿多年积存的废矿渣日趋严重，排土堆积量大，边

坡陡直，泥砂疏松，稳定性差，排土场下方植被稀少，又无支挡结构，在汛期连续强暴雨情况

下，很可能产生泥石流。（$）淠史杭灌渠土体滑坡多位于岗地切坡地段，由于渠道过水期呈

间断性，膨胀土遇水膨胀，失水收缩，反复作用导致土体产生大量裂隙，在重力作用下，渠岸

产生滑坡，为滑坡崩塌的频发地段。（!）合肥市区近郊及肥东、肥西县，毗邻巢湖近一半边

岸，由于巢湖常年多刮东南风，汛期湖水高涨，水急浪涌，对湖岸冲刷严重，每年汛期对岸坡

的侧向侵蚀达 $ + 左右，若进一步延伸，对部分居民住房将构成威胁。

!" $" $ 特殊岩土灾害趋势

淮南、合九铁路合肥辖区段路基土质属膨胀土或淤泥质软土，路堤边坡遇水易变形，降

低其稳定性，尤其是高堤深堑路段，汛期路基沉降、边坡滑塌较多，并逐年加重。

!" $" ! 土壤污染与土地砂化趋势

由于历史形成的及现实经济利益因素，一些污染大户如钢铁厂、化工厂、农药厂仍未实

行清洁生产，排出的污染物（粉尘、污水）积淀于土壤，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污

染物排放量增大，土壤污染的趋势将更加严重，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恶化［!］。由于经济建设

中的利益驱动，局部砂石开采区过量开采引起的土地砂化也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 * 地质灾害防治对策

(" # 狠抓预防，建立地质灾害长效管理和应急管理机制

#,,, 年 ! 月 $ 日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中规定：“防治地质灾害，

实行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的方针”。明确了地质灾害治理的指导思想和整体思路，

明确了正确处理预防、避让和治理之间的关系。

(" #" # 落实责任制，建立新体制

《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

-,$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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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行统一管理”。这就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

主管部门在地质灾害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自 !""# 年政府机构改革以后，新组建的国土资源

行政管理部门，普遍设有地质环境管理职能，其中含有地质灾害管理的内容。但是，由于地

质灾害所造成的影响往往具有区域性、长期性、突发性、破坏性的特点，因此仅仅由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一家来负责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各级政府要把防治地质灾害、保护地质环境放在

战略的高度，列入政府工作目标和行政议题，建立政府负责人牵头、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

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管理新体制，从编制、经费、物资等方面作出长远规划和安排，落实领导

责任制，建立长效管理和应急指挥系统。

$% !% & 建立专兼结合的监测预报网

我国是地质灾害多发国家，每年用于地质灾害治理的费用高达数亿。相比之下，用于地

质灾害预防、监测费用却很少。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地矿队伍属地化以后，有的地方为减少

财政开支，精简了不少地质环境专职监测人员，致使地质灾害基础管理工作减弱。因此必须

强化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队伍建设，建立专兼结合的群防群测的监测预报网。加大对地质灾

害预防管理的经费投入，迅速修改、制定地质灾害资金管理政策，建立稳定的资金渠道，用于

地质灾害监测管理、监测网点基础设施及其信息化建设。还要加强地质灾害理论研究和科

学普及工作，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灾科学知识、防灾避险意识和防灾自救能力，真正建立起一

支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地质灾害预报网络。

$% & 找准根源，分类型进行治理

针对合肥地区七种不同类型的地质灾害的主要诱因，应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治理，以达

到预防和减灾的目的。

$% &% ! 对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的治理

主要是消除或减轻水对滑坡的作用，改善滑坡体的力学条件，增大抗滑力。一是采用

“截、排、护、填”的方法，防止或减轻雨水进入滑坡体；二是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滑坡治理

造价高，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可能出现滑坡的地段及已经初步形成滑坡的地段采取相

应的措施，以改变滑体产生后再行治理的被动局面；三是注意河岸侧向侵蚀，对塌滑严重地

段即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地段采用片石砌护，进行整体保护与加固。

建于胀缩土或软土之上的铁路、公路路基，为防止汛期洪水侵蚀而产生的沉降、滑塌，应

自下而上采用干砌片石、水泥砂浆勾缝的全封闭工程措施。

$% &% & 对人为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的治理

对采矿遗留下的排土场，往往在暴雨后形成泥石流，损害农田、池塘和村庄。采取在排

土场下侧筑堤、限制坡高、堆场上侧构设排水沟，以利于山坡水流向两侧排泄，堆场下侧多植

刺槐等根系发达树木，以达到固结坡体的目的。

对过量开采地下水，要坚决采取禁、限、补的办法。在城市中心区及近郊禁止开采地下

水；在远郊，实行限制开采地下水，并规定必须履行申请开采手续，缴纳相关费用。

土地污染是城市环保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和预防，除做好规

划与环评相协调的工业布局调整外，还要采取诸如建立污水处理场、垃圾科学处理与分类投

放、改进洗涤剂、农药化肥性状等综合措施，遏制土质污染。土地砂化是个缓慢、渐进的过

程，应制定规划，合理开采，植树种草，绿化荒山，改善生态环境。

""&第 &$ 卷’ 第 $ 期’ ’ ’ 郭恒久等：合肥地区地质灾害类型、成因及防治对策

万方数据



! 结语

（"）合肥地区地质灾害的主要类型有 # 种：岩土位移、特殊岩土灾害、地面塌陷、地下水

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场地砂土液化、地震，这些地质灾害虽以中小型为主，但发生频繁，对人

民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建设，屡屡造成重大损失。

（$）防治地质灾害，必须强化行政管理，落实责任制，建立新体制；必须狠抓预防，建立

地质灾害长效管理机制；找准根源，分类型进行治理；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地质灾害队伍建

设，建立专兼结合的群防群测的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网。

（%）开展地质灾害知识普及，推进环境教育［&］，提高群众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保护地

质环境，合理利用国土资源，走回归自然之路［#］，才能减轻地质灾害对人类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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