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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生产与教学的反复实践过程中
,

感到目前

地貌教科书中的
“
重力地貌

”

一词应改成
“

坡地地下

永地貌
”
或与流水地貌章节中的坡面流水合并成

“
坡

坤地貌
” 。

其实
“
坡地地貌

”
早有人提过

,

如 `” 85 年北

京大学杨景春编的地貌学教程一书
,

就己用过
“
坡地

地貌
” 。

但笔者认为塑造
“

坡地地貌
”

中前面部分的滑

坡
、

崩塌等现象的主导作用应归功于地下水作用
,

而

不是重力作用
。

本文目的
,

就在于阐明这一观点
。

(一 ) 从地貌成因类型的划分原则
,

论述
“
重力

地貌
”

一词出现的不恰当性
。

厂

传统的地貌学
,

将地貌成因类型划分为以内力作

用起主导因素的
“

构造地貌
”

与以外力起主导作用的
“

动力地貌
”
两大类

。

目前绝大多数地貌教科书的内

容与顺序是
“

绪言
、

构造地貌
、

风化作用
、

重力地貌
、

流水地貌
、

岩溶地貌
、

海岸地貌
、

风沙地貌
、

冰川地

貌与冻土地貌
。

显然
,

上述内容除构造地貌外
,

一概

归属动力地貌
。

但重力地貌的
“
重力

” ,

又属于地球内

能的一种
,

用它来命名动力地貌
,

就显得 格 外 不 恰

当
。

况且滑坡
、

崩塌
、

蠕动等地貌的塑造
,

起主导作

用的营力
,

笔者尚不认为是重力
。

一 ( , 从坡地的成因与演变可以论证崩塌
、

滑坡
、

蠕动等地貌属于坡地地下水地貌
。

水文地质学已经阐明了坡地地下水具有垂直分带

规律
,

从上往下有垂直渗透带
、

季节变动带
、

水平流

动带和深部滞流带
。

季节变动带以上的风化壳
,

风化
·

较其下严重 (土质软弱
、

岩层破碎
、

又多凤化夹层 )
,

在地下水作用与地下水动态变化所引起的力学条件变

化的情况下
,

季节变动带与其上的风化壳 易 发 生 蠕

动
、

崩塌与滑坡
。

它亦使侵蚀坡后退
。

因此可说
,

此

声地貌应属坡地地下水地貌二
一 _

(三 ) 从滑坡
、

崩塌与蠕动发生的力学机制与起

主导作用的营力论证此类地貌不属重力地貌
,

而应属
:

坡地地下水地貌价
`

滑坡的滑动
,

主要是地下水软化了风化壳的岩土

体
,

使坡地逐渐形成了滑动面
,

再加上坡地地下水动

态突然改变的条件
,

它可使其上滑坡体的下滑力大于

其滑动面的抗滑力而使坡体突然下滑
。

崩塌的产生
,

主要也由于崩塌体风化岩石的结构被地下水破坏与坡

地地下水动态被改变的结果
。

地下水向坡外流动的侧
一

向压力
,

促使已经松驰的陡坡发生崩塌
,

这就是为什

么古往今来
,

绝大多数灾害性的滑塌现象的发生
,

多

在暴雨与融雪之时或不久
。

至于坡地的蠕动
,

也应属

坡地地下水地貌
,

因为任何风化的坡地
,

均具地下水

渗流
,

每当地下水垂直下渗至不易渗层界面时
,

可使

其上岩土体作缓慢移位
。

总之
,

以前所认为的重力地

貌
,

其实都应属坡地地下水地貌
。

因为在这里起主导

作用的营力是坡地地下水
,

而不是重力
。

就象泥石流

应属流水地貌的道理一样
。

(四 ) 从现代科学水平的提高与人们对坡地需求

不同来探讨建立坡地地下水地貌的必要性
。

现代化的建设
,

对坡地的利用有更高的要求
。

因

此如果不建立坡地地下水地貌
,

则地下水动态变化所

造成的坡面工程地质水文地质问题
,

将无机会在地貌

学中予以阐述
。

从而也就无法体现出地貌学在地下水

动态变化方面也对生产建设起积极推动作用
。

(五 ) 通过福州市最近的生产实践中的 事 故 实

例
,

来谈建立
“

坡地地下永地貌
”

的重要性
。

福州市西郊的坡地上新建了一所疗养院
。

靠山一

侧的削坡坡脚
,

原来是没有排水沟的
,

后来使用单位
又在靠山一侧砌筑了一道挡墙

。

这道档墙的基础却错

误地放在排水沟上
。

于是排水沟被堵塞
,

每当雨季到

来
,

坡地地下水位就被抬高
,

造成走廊地面潮湿
,

严

重地威胁着室内进口 x 光仪的使用寿命
。

通过这个主

程实例
,

说明这个事故是由于人们思想中没有坡地地

下水地貌概念引起的
。

据上道理
,

将地貌学中重力地貌改成坡地地下水

地貌
,

或建立坡地地貌
,

已成为现今人类能更好地利

用和改造坡地的迫切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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