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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Α

根据唐家山滑坡的地质背景
,

研究滑坡及堰塞体工程地质特征
,

分析唐家山滑坡类型及发生的地质成因机

制
=

基于唐家山堰塞体的岩体结构稳定性分析
、

宏观现象监控与地表位移监测
,

研究堰塞体的整体稳定性
。

研究

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
Α

<.≅ 唐家山滑坡属于基岩顺层滑坡
,

是典型的地震诱发高速滑坡
,

滑坡滑动带可能发育在层

间剪切带
,

滑坡区发育的构造背景为复式倒转背斜的一翼
。

<≅ 唐家山堰塞体整体结构以块状岩体为主
,

上覆风化

松散堆积物
,

整体地质稳定性较好
=

堰塞体地表位移监测显示
,

泄洪对地表位移有影响
,

最大位移约  > !
Β

,

随

后位移增量较小
,

目前处于稳定状态
。

<;≅ 应注重地震诱发滑坡一堰塞湖一溃决一洪水的
“

多米诺
”

链式灾变研究
=

应注重含层间剪切带斜坡的工程地质调查分析和地震滑坡危险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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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体泄洪时对地表位移有影响
,

最大位移约 !Η

5 5
,

随后位移增量较小
,

目前处于稳定状态
。

+( − 对于唐家山滑坡及堰塞体的应急排险工作

已经胜利结束
,

但对唐家山滑坡引起的次生链式灾

害仍记忆犹新
,

应急地质调查 Ι 工程地质稳定性分析Ι

应急变形监测
,

是进行唐家山堰塞湖应急抢险的一个

成功思路
。

唐家山滑坡与堰塞湖给我们的启示是
ϑ

应注重地震诱发滑坡一堰塞湖一溃决一洪水的
“

多

米诺
”

链式灾变研究
Κ
应注重含层 间剪切带斜坡的

工程地质调查分析和地震滑坡危险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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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唐家山滑坡成因机制及堰塞体稳定性分

析
,

可 以得 出如下结论
ϑ

+ 9− 唐家山滑坡属于基岩顺层滑坡
,

是典型的

地震诱发高速滑坡
,

滑坡区发育的构造背景为复式

倒转背斜的一翼
。

滑坡滑动带发育在层间剪切带
。

+ − 唐家山堰塞体整体结构以块状岩体为主
,

上覆风化松散堆积物
,

整体地质稳定性较好
,

根据

堰塞体坝前与坝后左地表位移监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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