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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岩土体为地质灾害的活动主体。地质灾害的孕育 、发生和成灾等, 都是岩土体的不同活动形式的反映。不同

岩土体具有不同的物理 、力学及水理性质, 其可能产生的地质环境问题也不同。在进行灾害预测评价时, 必须充分

考虑不同岩土体与地质灾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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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大渡河中游的泸定县一带, 由于新构造

作用强烈,降水较为丰沛, 内外地质作用强烈,地质

灾害频发。研究区岩土体类型对地质灾害的发生具

明显的控制作用 。

1　岩土体类型及特征

泸定县境内出露地层的岩石类型多样, 根据岩

石的物理力学性质及其完整性 、坚硬程度 、岩性等,

可将其划分为松散岩类 、半坚硬-坚硬岩类和坚硬岩

类三个工程地质岩类 。依据岩石物理力学性质 、岩

体结构 、胶结程度等特征,可进一步划分出 8个工程

地质岩组 (表 1)。

1.1　砂砾 、卵石 、碎石为主的松散岩组 ( Ⅰ )

除陡崖区外,该岩组在全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分

布。主要分布于河谷 、支沟及其两侧斜坡,为出露最

为广泛的一个岩组 。该岩组成因类型多样, 包括全

表 1　大渡河中游岩土体工程地质类型
Table1　RockmasstypesinthemiddlereachesoftheDaduRiver

工程地质岩类及岩组

岩类 岩组 代号
地层 (岩石 )代号 分布特征

松散岩类

砂砾 、卵石 、碎石为主的松散岩组 Ⅰ
Qhapl、Qheld、Qhcol、Qhdl+col、

Qhdf、Qhdp、Qheol、Qhs、Qhgl
河谷和两侧斜坡地区

碎石 、砂土为主的松散-半胶结岩组 Ⅱ Qpapl、Qpdf、Qpgl、Qpdp 河谷阶地

粉粘土为主的半胶结岩组 Ⅲ Qplgl 海子村等

半坚硬-

坚硬岩类

泥岩 、页岩 、砂岩互层半坚硬岩组 Ⅳ J2s、J1-2z、T3x 研究区东北部

灰岩 、泥灰岩夹砂岩、泥岩坚硬-半坚硬岩组 Ⅴ T2、D2y、D2g、D1p、S2s、S2l、S1l、O3 、O2b、O1 研究区东部

板岩 、变质砂岩半坚硬-坚硬岩组 Ⅵ P2、P
3
1、P

2
1、P

1
1、D

2
2 研究区西南和中部地区

坚硬岩类
酸性岩浆岩坚硬岩组 Ⅶ Zа、γm2、γk2、γ2、γO2 、γO

2
5 、、ηγ5、γ、ρ、ι 全区不均匀分布

中基性-超基性岩浆岩坚硬岩组 Ⅷ Χ2 、γδ2 、δO2、δ2、N2、∑ 2 、βμ、Pts 全区不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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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冲洪积 、残坡积 、崩积 、崩坡积 、泥石流堆积 、滑

积 、风积 、人工堆积 、冰川堆积等,尤以残坡积最为发

育 。该岩组一般由碎块石或碎块石混粉粘粒组成,

因其结构松散,物理力学强度低, 遇水易软化,在不

利的地形条件或人工扰动下易形成滑坡 、不稳定斜

坡等。同时,因其规模一般较小, 变形相对缓慢,常

呈间歇性滑动,故多为泥石流的重要物源 。

1.冲洪积 (Qh
apl

)

主要沿大渡河 、磨西河及其支沟的河床 、心滩 、

漫滩分布,堆积物为砂砾 、卵石。松散,含水性 /透水

性极好,稳定性差, 堆积形态常随河道的变迁而改

变 。由于在汛期间断的被淹没, 其上不适宜人类工

程活动 。

2.残坡积 (Qh
eld

)

在全区缓坡和部分陡坡均有不同程度的有分

布 。厚 0.2 ～ 25m, 堆积物成分和厚度与下伏基岩 、

坡度 、堆积部位等有关, 一般坡脚一带厚度较大,往

上坡方向厚度减薄。

在以花岗质岩为主的基岩地区, 残坡积主要为

碎块石混砂土,粉粘粒含量较少, 多呈稍密状,含水

性及透水性好。在自然状态下, 坡度为35°左右时能

长期稳定,无明显的变形发生;而当坡度大于 35°时

坡体多有小的滑坡 、拉裂隙发育 。在基岩以泥岩 、砂

岩 、灰岩 、片岩等为主的地区,残坡积物主要为碎块

石 、角砾混粘土, 含水性及透水性差, 粘土遇水易软

化,在坡度大于 25°(局部 15°左右 )时, 堆积物即开

始蠕动变形并产生滑坡。滑坡主要为浅层中小型土

质滑坡,滑动面以土 /岩接触面为主, 变形以前缘垮

塌和整体的蠕变为主,且蠕动变形发生历史久远,较

少有大型快速滑动现象。

3.崩塌堆积 (Qh
col

) 、崩坡积 (Qh
col+dl

)

主要分布于大渡河两岸的陡坡上, 坡脚一带厚

度较大,往上坡方向厚度减薄,呈倒石锥状分布 。主

要由块石混碎石组成,多有架空现象,由坡脚往上坡

方向堆积物粒度变细 。松散-稍密状, 含水性及透水

性极好 。在自然状态下, 坡度 35°左右时稳定性较

好,而当坡度大于 35°时, 沿斜坡常有落石现象 。

4.泥石流堆积 (Qh
df
)

主要分布于现代泥石流沟口, 堆积物成分与泥

石流的性质有关 。区内主要以漂卵石混砂土为主,

松散-稍密状, 含水性及透水性好。坡度多大于 7°,

说明本区的泥石流以水石流为主, 其分布区为泥石

流灾害的危险区 。

5.滑坡堆积 (Qh
dp
)

主要分布于海子坪滑坡强烈发育区及整错落 -

化林坪滑坡强烈发育区。堆积物主要为含角砾粘

土,呈可塑状。在滑坡以蠕动变形为主的地区,表现

为残坡积物滑坡,性质与残坡积相近,处于不稳定状

态;在滑坡物质已解体的滑坡上, 堆积物松散, 在降

水作用下,易饱水形成坡面泥石流或成为沟谷型泥

石流的主要物源。

6.风积 (Qh
eol
)

仅见于嘉靖村与五里沟之间的大渡河左岸, 分

布范围较小,由该处大渡河边滩砂土被风搬运堆积

而成,成分为细砂。松散,孔隙发育,透水性好,现作

为砂场进行开采,除开采中过陡放坡可能产生不安

全因素外,无其它直接危害。

7.冰川堆积 (Qh
gl
)

主要分布于海螺沟 、燕子沟及其它高海拔的现

代冰川活动地区,由漂卵石混砂土及少量粉粘粒组

成,松散, 含水性及透水性好, 主要为泥石流的物源。

8.人工堆积 (Qh
s
)

主要分布于公路外侧及部分矿山, 成分主要为

碎块石,松散, 含 、透水性好,稳定性差, 其主要为泥

石流的物源。

1.2　碎石 、砂土为主的松散-半胶结岩组 (Ⅱ )

该岩组主要分布于河谷两侧的阶地 、台地上 。

成因类型有冲洪积 、泥石流堆积 、冰川堆积及滑坡堆

积等 。

1.冲洪积 (Qp
apl

)

零星分布于大渡河两岸的 Ⅰ -Ⅲ级阶地上,多具

二元结构,下部为卵石层, 上部为砂土, 以中密状为

主,孔隙发育, 含 、透水性极好 。由于阶面平整,为人

类工程活动集中区之一, 自然状态下阶坎坡度大于

40°时长期稳定,人工边坡高 10m, 坡度达 60°时亦能

稳定自立 。但由于河流侧蚀 、砂石料开采,在靠近阶

坎地带有小的崩滑产生。

2.泥石流堆积 (Qp
df
)

主要分布于磨西台地, 在泥石流沟口的老扇上

及部分二级河流下游的残留阶地上亦有零星出露 。

该堆积由漂卵石混砂土组成, 中密-密实状, 含水性

及透水性较差,堆积物坡度多小于 10°, 为人类工程

活动集中区之一。在扇上常有现代河流或泥石流沟

切过,由其组成的陡坡的坡度多大于 60°, 且能长期

稳定,但由于河流侧蚀或不合理的人工切坡,在靠近

阶坎地带有小的崩滑及落石产生。

3.冰川堆积 (Qp
gl
)

主要沿大渡河两岸分布, 地貌上常呈平台-缓

坡。堆积物为含漂块石的角砾土, 由漂块石 、角砾 -

粗砂及少量粉粘粒组成。密实, 含 /透水性差,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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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土含量少,无明显胶结, 具有弱的崩解性 。据物理

力学性试验成果, 堆积体物质天然密度平均为

2.04g/cm
3
, 孔隙比平均为 0.3855;凝聚力 C为

0.004MPa,摩擦角 φ为 35.05°。在自然状态下, 坡

高大于 100m、坡度大于 48°时能长期稳定自立。人

工边坡高15m、坡度为 70°时仍较稳定。但当由于人

工改造使其表面残坡积覆盖层被剥或被大量的集中

水流冲刷时,其易于解体产生坡面泥石流或小的崩

滑及落石现象。

4.滑坡堆积 (Qp
dp
)

仅发育于四湾和摩岗岭。四湾古滑坡为冰川堆

积物滑坡,堆积为含漂块石的角砾土,由于滑坡发生

时间较久, 现滑积物呈密实状 。在坡高 30m、坡度

70°时能长期稳定自立。滑坡堆积体物质组成以粗

颗粒为主,其中, 块碎石含量平均为24.03%,砾石含

量平均为 43.80%, 天然密度平均 2.13 g/cm
3
, 孔隙

比平均为0.364;凝聚力 C为 0.010MPa,摩擦角 φ为

25.4°;渗透系数 k为 7.77×10
-2
m/s, 属强透水性

土;摩岗岭古滑坡堆积物部分为碎裂状花岗岩,多保

留原岩之结构构造,稳定性较好 。

1.3　粉粘土为主的半胶结岩组 ( Ⅲ )

仅见于海子坪一带, 由昔格达组 (Qp
lgl

)组成。

下部为碎石土与漂卵石, 中层状结构;上部为粉土 、

粘土夹砂土,中薄层状结构 。半成岩状,含水性与透

水性极差,同时由于粉土 、粘土遇水易饱水软化,从

而引发滑坡, 为区内的两个滑坡强烈发育区之一。

以蠕变为主,小的浅层滑坡比较常见,但其发生历史

久远,较少有大型快速滑动现象 。

1.4　泥岩 、页岩 、砂岩互层半坚硬岩组 (Ⅳ )

该岩组主要出露于整错落-化林坪一带,为上三

叠系统须家河组 (T3x) 、下中侏罗系统自流井组

(J1-2z) 、沙溪庙组 (J2s)地层, 岩性为砂岩 、泥 (页 )

岩组成的韵律层,局部含煤,岩体结构以互层状 -中

厚层状结构为主 。泥 (页 )岩抗风化能力弱, 易于崩

解软化;砂岩致密坚硬,抗风化能力强,易形成陡坎,

主要含基岩裂隙水 。泥岩含水性和透水性差,为相

对隔水层, 而砂岩含透水性较好, 为含水层。在缓

坡 -陡坡区,该岩组上常覆盖有厚 0.5 ～ 5m的残坡积

层,同时在其分布区内易形成集中地表径流 。由于

降水下渗缓慢,其上残坡积土体易于饱水从而引发

滑坡。

1.5　灰岩夹砂岩 、泥岩坚硬 -半坚硬岩组 ( Ⅴ )

该岩组出露于区内东部冷碛 、兴隆一带 。主要

为泥盆系中统养马坝组地层,岩性为深灰色中厚层

团块状泥质灰岩,生物灰岩夹灰色泥岩 、粉砂岩。岩

体结构以互层状 -中厚层状结构为主。灰岩质脆,

坚硬致密,抗压强度高, 受构造改造,垂直层面节理

裂隙较发育。泥岩等抗风化能力弱,易于崩解软化,

当存在倾向临空面等不利组合条件时易产生崩塌 。

1.6　板岩变质砂岩等半坚硬-坚硬岩组 ( Ⅵ )

该岩组出露于海螺沟 、燕子沟一带。主要为二

叠系石英岩 、云母石英片岩夹石榴子石云母片岩 、条

带状大理岩 、碳质板岩 、绢云片岩 、灰岩等,岩体结构

以互层状 -中厚层状结构为主。板岩 、绢云片岩等

抗风化能力弱,易于崩解软化;石英岩 、石英片岩 、大

理岩等质脆 、坚硬致密,抗压强度高 。由于该岩组沿

鲜水河构造带分布,受构造改造,垂直层面节理裂隙

较发育,当存在倾向临空面等不利组合条件时易产

生崩塌。该岩组分布区崩坡积物中粘性土含量高,

容易发生滑坡, 如石头沟滑坡 、麻窝滑坡 、解放组滑

坡等,诱发因素多为暴雨 。

1.7　酸性岩浆岩坚硬岩组 ( Ⅶ )

该岩组在全区出露广泛, 主要由元古代花岗闪

长岩 、钾长花岗岩 、花岗质混合岩组成。岩体较完

整,岩体结构以块状-次块状结构为主, 在断层带中

则为镶嵌碎裂结构。岩石致密坚硬, 岩体强度高 。

由于长期的风化剥蚀,自然状态下山体较为浑园,稳

定性较好,但在断层破碎带及人工切坡区,由于裂隙

发育,易产生崩塌。

1.8　中基性-超基性岩浆岩坚硬岩组 ( Ⅷ )

该岩组沿大渡河及磨西河两岸分布, 形成时代

为元古代,经历了多期构造运动的叠加改造。岩性

以基性 、超基性侵入岩为主,岩质坚硬致密, 微裂隙

发育,岩体结构以次块状结构为主,在断层带中则为

镶嵌碎裂结构或碎裂结构 。由于其主要沿构造带展

布,受构造改造强,易产生崩塌。在高山地带, 由于

冻融 、风化强烈,常见岩屑或岩屑堆积裙 、石海等物

理地质现象。

2　岩土体类型与地质灾害关系

本次调查发现,除崩塌外, 滑坡 、不稳定斜坡及

泥石流的发生均与砂卵石 、碎块石松散岩组 (Ⅰ )密

切相关。其主要表现为:①区内的滑坡 、不稳定斜坡

主要发生在砂卵石 、碎块石松散岩组 ( Ⅰ )中;②区

内泥石流的物源主要通过砂卵石 、碎块石松散岩组

( Ⅰ )的活动提供 。

砂卵石 、碎块石松散岩组 ( Ⅰ )组成一般为碎块

石或碎块石混粉粘粒,因其结构松散,物理力学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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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遇水易软化, 在不利的地形条件或人工扰动下易

形成滑坡 、不稳定斜坡, 同时通过这些滑坡 、不稳定

斜坡的活动及面蚀作用为泥石流提供物源 。

地质灾害与其它不同岩土体类型的关系,则因

地质灾害类型的不同其相关性亦不相同, 由岩土体

的物理 、力学及水理性质及不同类型地质灾害的发

生机理所决定。

2.1　岩土体类型与泥石流

岩土体主要通过给泥石流提供物源而影响泥石

流的发育。区内泥石流的物源研究表明, 泥石流的

物源主要分布于酸性岩浆岩坚硬岩组 ( Ⅶ )和碎石 、

砂土为主的松散 -半胶结岩组 ( Ⅱ )分布区 (图 1) ,比

例分别为 40%和 21%,主要与各岩土体类型的出露

面积有关。

图 1　泥石流物源在不同岩土体类型中的分布比例

Ⅱ.碎石砂土为主的松散-半胶结岩组;Ⅲ.粉粘土为主的半胶结

岩组;Ⅳ.泥岩 、页岩 、砂岩互层半坚硬岩组;Ⅴ.灰岩 、泥灰岩夹

砂岩 、泥岩坚硬-半坚硬岩组;Ⅵ .板岩 、变质砂岩坚硬-半坚硬岩

组;Ⅶ .酸性岩浆岩坚硬组;Ⅷ .中基性-超基性岩浆岩坚硬组

Fig.1　Illustrationofthepercentagesofthedebrisflow

depositsinindividualrockmasstypes

Ⅱ =friable-semicementedrockassociationcomposedof

detritusandsands;Ⅲ =semicementedrockassociation

composedofsiltyclay;Ⅳ =semi-hardrockassociation

composedofmudstone, shaleandsandstone;Ⅴ =hard-

semihardrockassociationcomposedoflimestoneandmarl

intercalatedwithsandstoneandmudstone;Ⅵ =hard-semi-

hardrockassociationcomposedofslateandmetamorphic

sandstone;Ⅶ =hardrockassociationcomposedofacidic

magmaticrocks;Ⅷ =hardrockassociationcomposedof

intermediatelybasictoultrabasicmagmaticrocks

　　各岩土体类型的泥石流的密度 (图 2)表明, 每

10km
2
的岩土体中, 为泥石流提供物源的能力差异

很大。以粉粘土为主的半胶结岩组 ( Ⅲ )和碎石 、砂

土为主的松散-半胶结岩组 (Ⅱ )供给能力最强,其每

10km
2
的面积分别有 14.1条 、4.4条泥石流的物源与

之有关 。而灰岩 、泥灰岩夹砂岩 、泥岩坚硬 -半坚硬

岩组 (Ⅴ ) 、酸性岩浆岩坚硬岩组 ( Ⅶ )每 10km
2
的面

积中仅有0.6条泥石流的物源与之有关,该两个岩组

图 2　各岩土体类型中泥石流的分布密度 (图例见图 1)

Fig.2　 Barchartofthedistributionofthedebrisflow

depositsinindividualrockmasstypes(SeeFig.1 forthe

explanationofsymbols)

为泥石流提供物源的能力最弱 。

2.2　岩土体类型与崩塌

各岩组中崩塌的分布数量差异很大 (图 3) , 崩

塌主要分布于酸性岩浆岩坚硬岩组 ( Ⅶ ) 、中基性-超

基性岩浆岩坚硬岩组 ( Ⅷ )中, 其发育比例分别达

58%、20%。

图 3　崩塌在不同岩土体类型中的分布比例 (图例见

图 1)

Fig.3　Illustrationofthepercentagesofrockavalanchesin

individualrockmasstypes(SeeFig.1 fortheexplanationof

symbols)

　　各岩组中单位面积崩塌的分布密度在以碎石 、

砂土为主的松散 -半胶结岩组 ( Ⅱ ) 、中基性-超基性

岩浆岩坚硬岩组 ( Ⅷ )和灰岩 、泥灰岩夹砂岩 、泥岩

坚硬 -半坚硬岩组 ( Ⅴ )中分别为每 10km
2
0.66处 、

0.63处 、0.61处。酸性岩浆岩坚硬岩组 ( Ⅶ )中崩塌

体的数量最多, 但每 10km
2
的崩塌密度仅 0.31处 。

各岩组的崩塌密度反映了各岩土体物理力学性质的

不同,碎石 、砂土为主的松散-半胶结岩组 ( Ⅱ ) 、中基

性-超基性岩浆岩坚硬岩组 ( Ⅷ )和灰岩 、泥灰岩夹砂

岩 、泥岩坚硬 -半坚硬岩组 ( Ⅴ )为区内的易崩岩组

(图 4)。

2.3　岩土体类型与滑坡

区内的滑坡以土质滑坡为主,但各岩组由于物

质成分的差异,其风化产物各不相同,所产生的滑坡

的机理及发育程度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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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岩土体类型中崩塌的分布密度 (图例见图 1)

Fig.4　Barchartofthedensityofrockavalanchesin

individualrockmasstypes(SeeFig.1fortheexplanationof

symbols)

半胶结岩组 ( Ⅲ )由于呈半成岩状,粉粘土含量

高,自身易于吸水软化产生滑坡,故在区内出露面积

虽很小,但滑坡体的分布密度却是最高, 每 10km
2
达

38.7处 (图 5) ,远高于其余岩组,为区内的最易滑岩

组;泥岩 、页岩 、砂岩互层等半坚硬岩组 (Ⅳ )风化后

的残坡积物中粉粘粒含量高,遇水易饱和软化,其滑

坡体分布密度为 2.6处 /10km
2
, 为区内的易滑岩组;

灰岩 、泥灰岩夹砂岩 、泥岩坚硬-半坚硬岩组 ( Ⅴ )风

化物中亦含一定的粉粘粒, 其滑坡体分布密度为1.2

处 /10km
2
,为区内的较易滑岩组。其余岩组滑坡分

布密度低, 酸性岩浆岩坚硬岩组 ( Ⅶ )仅为 0.07处 /

10km
2
, 为不易滑岩组。

2.4　岩土体类型与不稳定斜坡

区内不稳定斜坡除危岩体 (崩塌 )外, 全为土质

图 5　各岩组中滑坡的分布密度 (图例见图 1)

Fig.5　Barchartofthedensityoflandslidesinindividual

rockmasstypes(SeeFig.1 fortheexplanationofsymbols)

斜坡,与各岩组风化物中粉粘粒的含量关系密切 。

通过调查,不稳定斜坡主要分布于碎石 、砂土为主的

松散 -半胶结岩组 ( Ⅱ )和泥岩 、页岩 、砂岩互层等半

坚硬岩组 ( Ⅳ )中 (图 6);从不稳定斜坡的分布密度

看,其在碎石 、砂土为主的松散 -半胶结岩组 ( Ⅱ ) ,泥

岩 、页岩 、砂岩互层等半坚硬岩组 ( Ⅳ )灰岩 、泥灰岩

夹砂岩 、泥岩坚硬 -半坚硬岩组 ( Ⅴ )的分布密度为

10km
2
分别为 1.43处 、1.04处 、0.81处, 远高于其它

岩组,这些岩组分布区的斜坡稳定性较差 (图 7) 。

2.5　岩土体类型及可能产生的地质环境问题

通过对区内各岩土体类型与地质灾害分布关系

研究,结合各岩土体类型的物理力学性质及水理性

质分析,区内各岩土体类型可能产生的地质环境问

题及与地质灾害的关系如表 2。

表 2　区内各岩土体类型可能产生的地质环境问题对照表
Table2　Possiblegeologicalhazardstriggeredbyindividualrockmasstypes

工程地质岩类及岩组 可能产生的地质环境问题

岩类 岩组 代号 泥石流 滑坡 崩塌
不稳定

斜坡

与地质灾害的关系

松散

岩类

砂砾 、卵石 、碎石为主的松散岩组 Ⅰ √√√ √√√ √√√
与泥石流 、滑坡 、不稳定斜坡关系最密切关

系

碎石 、砂土为主的松散-半胶结岩组 Ⅱ √√ √√√ √√
为泥石流的重要物源, 产沙能力强, 易发生

土崩,斜坡稳定性差

粉粘土为主的半胶结岩组 Ⅲ √√√ √√√
为本区的最易滑岩组,为泥石流提供物源的

能力很强

半坚

硬-

坚硬

岩类

泥岩 、页岩 、砂岩互层等半坚硬岩组 Ⅳ √ √√ √√
为本区的易滑岩组,不易发生崩塌, 残坡积

层稳定性差,

灰岩 、泥灰岩夹砂岩 、泥岩坚硬-半坚硬

岩组
Ⅴ √ √√ √√

为本区的较易滑岩组, 易发生崩塌, 残坡积

层稳定性差

板岩变质砂岩等半坚硬-坚硬岩组 Ⅵ √ √ 为本区的较易崩岩组,残坡积层稳定性较好

坚硬

岩类

酸性岩浆岩坚硬岩组 Ⅶ
为本区地质灾害的主要分布岩组,但该岩组

稳定性为最好

中基性-超基性岩浆岩坚硬岩组 Ⅷ √√√ 为本区的易崩岩组

　　注:"√√√"表示最易发生, "√√"表示易发生, "√"表示较易发生,无"√"表示不易发生

107



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 1)

图 6　不稳定斜坡在各岩组中的分布比例 (图例见图 1)

Fig.6　Illustrationofthepercentagesofunstableslopesin

individualrockmasstypes(SeeFig.1fortheexplanationof

symbols)

3　结　论

( 1)大渡河中游泸定县一带的岩土类型可分为

3个工程地质岩类和 8个工程地质岩组 。

( 2)各工程地质岩组可能产生的地质环境问题

以滑坡 、泥石流及不稳定斜坡为主,松散岩类中最易

图 7　各岩组中不稳定斜坡的分布密度 (图例见图 1)

Fig.7　Barchartofthedistributionofunstableslopesin

individualrockmasstypes(SeeFig.1 fortheexplanationof

symbols)

发生地质灾害 。

( 3)半坚硬 -坚硬岩类可能产生的地质环境问题

以滑坡 、崩塌及不稳定斜坡为主,泥石流不发育。

( 4)酸性岩浆岩坚硬岩组中不易发生地质灾

害,而中基性 -超基性岩浆岩坚硬岩组最易发生崩

塌灾害,产生其它地质环境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RockmasstypesandtheirbearingsonthegeologichazardsintheLuding
region, Sichuan

LIZong-liang, BARen-ji, NiHua-yong, LIUYu-jie, TANGYi-qi, SongZhi
(ChengduInstituteofGeologyandMineralResources, Chengdu610081, Sichuan, China)

Abstract:Theinitiation, developmentandoccurrenceofgeologicalhazardsareattributed, withoutexception, to

differenttypesofactivityofrockmasses.TheexposedstrataintheLudingregion, Sichuanmaybeclassified, on

thebasisofphysicalproperties, hardnessandlithology, intothreeengineeringgeologicalrockassociations,

includingfriablerocks, semihard-hardrocksandhardrocks.Thefriablerocksaregenerallyeasytobringaboutthe

geologicalhazardssuchaslandslides, debrisflowsandunstableslopes.Thesemihard-hardrocksmayberelatedto

thegeologicalhazardssuchaslandslides, rockavalanchesandunstableslopes.Asthehardrocks, thereisno

possibilityfortheacidicrockstoresultinthegeologicalhazards;onlytheintermediatelybasictoultrabasicrocks

mayberesponsibleforthegenerationofrockavalanches.

Keywords:rockmasstype;geologicalhazard;geological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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