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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泥石流风险评价及其应用》

内容概要

《滑坡泥石流风险评价及其应用》从科学性和实践性出发，首先阐明了滑坡、泥石流风险评价的基本
概念、原理方法和技术路线，选取西南地区典型滑坡、泥石流案例为研究对象，将现代数理理论与3S
技术有机结合，构建了滑坡、泥石流风险评价的数学模型，并加以实例应用，同时针对我国灾害保险
的运行机制和模式进行了探讨，建立了滑坡泥石流风险评价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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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已有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根据评价管理目标的要求，收集整理与地质灾害有关的已
有资料，并按地质灾害评价管理的要求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 3.地质灾害野外调查与监测 按照评价管
理的数据要求，根据区域内已有资料的实际情况，部署开展评价区域范围内地质灾害调查，并对重点
地质灾害点部署实施监测，以收集获得进行地质灾害评价管理时除已有资料数据之外还必需的数据。
4.建立地质灾害综合数据库 建立地质灾害综合数据库，综合管理已有的、野外调查得到的以及其他来
源的所有数据。这些数据不仅有属性数据，还有与空间位置有关的空间数据；数据库不仅要实现对这
些数据的输入与管理，还需要按照评价的需要进行空间分析，所以GIS是建立区域地质灾害综合数据
库的理想工具。 5.地质灾害评价 依次进行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危险性评价、易损性评价与风险评价
。评价首先需要完成的一项工作是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这需要在综合考虑评价与管理的目标和范围、
能够获取的数据的内容和精度、评价模型与方法的基础上进行。选定了评价指标体系之后，需要通过
恰当的分析从区域地质灾害综合数据库中直接和间接获取评价所需的基础数据（单因素数据），然后
带人评价数学模型进行计算，得到评价结果。 6.地质灾害管理 在地质灾害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内
社会、经济、人口等具体实际，制定区域地质灾害防治区划、提出区域地质灾害防治对策并由相关职
能部门付诸实施。同时，管理绩效的评判也是区域地质灾害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地质
灾害管理的过程中，还需要经常不断地反馈，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收集到的新资料修正地质灾害评价
结果，进而调整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和防治对策。 1.4地质灾害风险评价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当前及今后
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将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等影响人类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今的环境问
题中，地质环境问题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地质环境是人类一切生活和工程活动的必
然载体和基本环境，另一方面，地质环境具有脆弱性、难以恢复性甚至不可恢复性。因此，《在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应坚持“促进经济发展
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原则。 我国是一个地质灾害发生十分频繁且灾害损失极为严重的国家
，尤其是西部山区和中东部地形地质条件复杂的地区。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有百万余处地质灾害点，
滑坡、泥石流灾害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山地和丘陵区，每年还会出现几万至十几万处新的灾害点，其活
动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45％。其中，重特大地质灾害点34 000余处，其中又以西南、西北地区最为严
重，年年发生，年年成灾。每年由于地质灾害死亡人数近千人，直接经济损失80亿～100亿元，地质灾
害中断交通、摧毁生产及生活设施所带来的间接损失更是难以估计。如前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
大陆发生的一次死亡人数在30人以上，或经济损失在千万元以上，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地质灾害就
达100余处，如1980年盐池河岩崩、1982年长江鸡扒子滑坡、1983年甘肃洒勒山滑坡、1985年长江新滩
滑坡、1989年四川溪口滑坡、1991年云南昭通头寨沟滑坡、1994年乌江鸡冠岭滑坡、1995年三峡库区巴
东新城黄土坡滑坡、1996年云南元阳老金山滑坡、1998年重庆巴南麻柳咀滑坡、2000年西藏易贡滑坡
、2001年重庆武隆滑坡、2003年贵州凯里平溪特大桥滑坡、2003年四川丹巴巴底乡“美人谷”泥石流
、2003年三峡库区千将坪滑坡、2004年四川宣汉天台乡特大型滑坡、2005年四川丹巴县城后山滑坡等
。这些灾害的发生，不仅带来重大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安
全问题，其中某些灾害的发生甚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如2000年西藏易贡滑坡形成的堰塞湖溃坝
后，致使印度有30人死亡，100多人失踪，50 000人无家可归）（黄润秋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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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滑坡泥石流风险评价及其应用》将西南山区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评价的理论与应用融为一体，可
供从事环境科学、地理科学、地质科学、矿山管理及其他相关应用领域的广大科学工作者、高等院校
相关专业的师生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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