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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资料，论证了江西省的水土流失、地面塌陷、泥石流、滑坡、崩塌、泡泉、地震、冷 

件的重大灾害。．根据本人 30多年工作积累 

的资料和我所“八五”期间的调研成果，本文 

对江西省的地质灾害形成及其分布规律进行 

简要的论述。 

江西省位于我国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南 

岸，面积 16．69万 km2。 

1 环境背景 

1．1 水文气象环境背景 

本省地处中亚热带暖湿季风区，年平均 

气温16．2℃～19．7℃，tq北向南递增，且平 

原高于山区。年平均降水量 1341．4ram～ 

1934．4mm。4月 ～6月降水 量占 43％～ 

53％，并具东多西少，山区多，盆地少的规律。 

全省最大24小时暴雨的多年平均值，一般都 

在 100inm--140mm之间 ，总趋势是赣北大 

f 
，

， 污徼 震 
赣东大于赣西。 

江西省是一个基本完整的郝阳湖水系流 

域，主要有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 

河流。它的支流，流域面积大于 3000kin2的 

有 18条，大于 1000kin2的有 43条，大 于 

200km的有 191条。 

1．2 地形地貌环境背景 

省境地势，周围高中间低，由南向北，由 

边部向中心徐徐倾斜，宛如开口朝北的箕形 

盆地。各类地貌呈不规则的环状分布，以郝 

阳湖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平原、岗地、丘陵和 

山地，山丘间镶嵌着北东向的断陷盆地和谷 

地。 

地貌形态类型，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研 

究所 1962年提出的“山岳”分类，结合江西省 

的实际，全省地貌形态类型见表 1。 

表 1 江西省地貌形态类型 

地貌形态类型 绝对高程(【l1) 相对高程(m) 坡度 面积(k ) 占总面积(％) 

中山 3000～l000 >500 >35‘ 2292l 8 13．73 

中低山 l00O～500 >500 30--25‘ 2252t．2 13 49 

低山 1000～500 5o0～200 25～20’ 14758．1 8．84 

丘陵 500～lo0 2o0～80 20～5’ 7035t．5 42．14 

岗地 <l00 80～lO <5。 21936．8 l3．14 

平原(含水域) <l0 <5。 l4457．6 8．66 

注：此表来源于<江西省国土资源地图集) 

1．3 地质环境背景 ’ 有出露。根据岩体的岩性、结构、成因可分碎 

地层发育齐全，自中元古界至第四系均 屑岩、红色碎屑岩、碳酸岩、变质岩、岩浆岩和 

本文 1996年 7月 到，10月改回，侯庆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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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松散岩 6大类，其水理性质和力学强 

度各异。 

根据地下水的赋存条件、水理性质及水 

力特征 ，地下水类型可分为松散岩类孔隙 

水、碳酸盐岩类裂隙溶洞水、基岩裂隙水、碎 

屑岩裂隙孔隙水 4大类。前二者水量丰富， 

是我省供水主要水源地。 

江西地跨两个大地质构造单元，以萍乡 
一 广丰深断裂为界，北属扬子准地 台，赣中、 

赣南属华南褶皱系，其地质构造的发展演化， 

具有多旋 回、多阶段性，还有明显的不平衡 

性 。 
●  

第四纪以来，地壳差异性活动较明显．赣 

北及武夷山地区，断裂和断块差异活动显著， 

地震活动较频繁。 

2 地质灾害的形成 

2 1 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以侵蚀型为主。据调查，1984 

年～1991年，由于管理不善，出现了乱挖乱 

采的现象，致使水土流失面积由 34177 6km2 

增至 46153 Okm2。1991年后，由于山江湖 

的开发治理，水土流失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水土流失的形成与岩石类型、植被覆盖 

率、地形条件、降雨及人类工程等活动有关。 

岩石性质是决定水土流失的重要内在因 

素。花岗岩、紫色页岩、红色砂岩易风化，故 

这些岩类分布区的水土流失特别严重，而变 

质岩，一般抗风化能力较强，故此岩类分布区 

水土流失相对较弱。据 1984年的统计，水土 

流失率(水土流失面积与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在不同的岩性区有明显的差异(表 2)。 

表 2 岩性与水土流失率(％)关系 

植被是减少表层岩土被降雨直接冲剐， 

减弱表流对岩土的侵蚀强度的重要因素，调 

研结果表明，效果明显(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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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植被与水土流失的关系 

坡度 降雨量 降雨强度 通流 }中刷量 植 被 岩性 

(度) Imm) (ram，h， 系散 (g， ) 

有植被 第四纪 
覆盖 红土 20 20 43 0 70 60 0 25 7．80 

无植被 第四纪 
覆盖 红土 21 50 43．0 70 60 0 51 1190 

地形是直接影响水土流失的重要条件。 

根据爰理定律可知，水流可能携带的物质总 

量与流速的四次方成正比．而坡地水流速度 

直接受地形坡度的控制，坡度越大，水流速度 

越大，水土流失越严重(表4)。 

表 4 地形坡度与水土流失关系 

地形坡度 降雨强度 通流 冲刷量 
(度) (mm／h) 系数 (g／ ) 

21．50 52．40 0 67 1704 

17 55 52．40 0 67 1149 

降雨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不仅与降雨量 

有关，更主要是决定于降雨强度；一般降雨量 

多，降雨强度大．水土流失严重。 

人类工程活动，也是形成水土流失的一 

个非常重要的外在因素。调研结果表明，毁 

林开荒，森林过量采伐，矿产资源乱挖乱采． 

均会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 

2．2 地面塌陷 

地面塌陷有岩溶地面塌陷和非岩溶塌陷 

两种。前者的形成主要与地质构造、岩溶发 

育程度、地下水动力条件、第四系岩性及厚度 

密切相关。一般在断裂带和背斜轴部，张裂 

隙发育，岩石破碎，岩溶发育。岩溶越发育． 

地下水的补给条件越好．水量越丰富，越利于 

地面塌陷的产生．特别是第四系厚度薄或第 

四系沉积物含砂量较高．进行抽、排、放水时． 

更有利于地面塌陷的产生和发展。 

非岩溶地面塌陷，是在非岩溶地区发生 

的，其形成主要是采矿形成地下空洞或人防 

工程质量差而引起的。 

2 3 泥石流 

调研结果表明，泥石流的发生，必需要具 

备有开阔陡峻便于集水、集物的地形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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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松散物质以及短时间内有大量的降雨，三 

者缺一不可。 

在开阔陡峻地区，如果岩石易风化并堆 

积了较厚的残坡积层或人工堆积了较厚的松 

散物质，在暴雨后．往往形成泥石流。如铅山 

永平铜矿选矿厂南堆积了大量废石，t978年 

以来．在大暴雨后多次形成泥石流，固体堆积 

物总量达 33万 m3。 

2．4 滑坡 

滑坡的发生或复活与岩石性质、地质构 

造、地形地貌、降雨及人类工程活动有关。 

我省的变质岩和碎屑岩具有不均一性和 

有较多的软弱夹层。当它们被暴露或被降雨 

入渗后，迅速发生变化，降低力学强度，稳定 

性变差。 

滑坡与地质构造的关系极为明显，主要 

表现在：①活动性断裂带内较发育；②许多滑 

坡的滑动方向与构造倾向基本一致，并且岩 

层或断层面向边坡内部倾斜，边坡稳定性好。 

尤其是当边坡角大于岩层、断层倾角并有软 

弱夹层或裂隙发育时，稳定性更差；@新构造 

运动强烈地区，滑坡较发育。 

人类工程活动对滑坡发生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修建道路、水利工程、矿产开采中，人 

为的开挖边坡或堆放大量的固体废弃物，使 

边坡失去平衡，从而导致滑坡的发生。据统 

计，有41％的滑坡与人类工程活动有关。· 

2．5 崩塌 

崩塌的发生与地质构造、地形地貌、降雨 

及人类工程活动关系密切。 

崩塌与地质构造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 

①崩塌在深大断裂带内较发育，如广丰一萍 

乡断裂带两侧崩塌十分发育；②多数崩塌体 

的方向与构造面倾向基本一致；@新构造活 

动地区崩塌较发育。 

地形地貌是形成崩塌的一个重要因素。 

调研结果表明，我省的崩塌发生的地形坡度， 

多数大于 45。，并以6 以上的为最多。 

降雨入渗的结果，使岩土体含水量增加． 

抗剪力降低，从而导致崩塌的发生。 

人类工程活动，尤其在修建道路、水利工 

程、矿产资源开发时，往往会使山坡坡度变 

陡，甚至形成一些临空面，在这种情况下，极 

易发生岩体崩塌，如萍乡市桐水镇湖塘崩塌， 

就是因坡脚开采石灰岩，形成临空面而造成 

的。 

2．6 泡泉 

泡泉的发生，是由于圩堤基础的渗透压 

力大于堤外上部粘性土(或砂性土)的自重压 

力和抗剪强度的结果。因此．泡泉的发生与 

圩堤基础的渗透压力．堤外土层性质、厚度密 

切相关 。 

调研表明，河湖水位越高，渗透压力越 

大。堤外的粘性土层厚度小于 3m，尤其土层 

为砂性土时，极易发生泡泉 。如果泡泉有砂 

土携带出来，圩堤的安全遭受很大的威胁。 

我省圩堤决 口，大多数是泡泉携带了大量的 

砂土形成地下空洞而引起圩堤沉陷所造成 

的。 

2．7 地震 

我省的地震以构造地震为主，与北北东 

向，北东向活动性主干断裂密切相关。全省 

有 l9次破坏性地震与它们有空间上的成生 

联系 ，而2级以上的仪测地震有80％发生在 

上述两个方向的断裂带上。由此可知，我省 

的地震主要受活动性断理裂控制。 

2．8 冷浆田 

冷浆田的形成，主要是地下水位埋深过 

浅，甚至高出稻 田土而造成。由于地下水水 

温一般在 l8℃以下，所以冷浆田不利于有效 

肥的分解吸收．严重地影响水稻的生长发育． 

致使水稻产量低。近年来采用挖沟排水，降 

低地下水位，从而提高了水稻田温度，促进了 

水稻的生长发育，提高了产量．取得了明显的 

效益。 

2．9 地裂缝 

地裂缝主要由新构造运动、地震、地面塌 

陷、滑坡等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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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构造运动使地应力局部积累和释放 ， 

导致岩层产生螭变形成地裂缝，如会昌县城 

南外瓷厂和周田乡老虎树村地裂缝就是新构 

造运动沿活动性断裂引起的。 

2．10 瓦斯爆炸 

瓦斯爆炸决定于瓦斯含量，也就是说，瓦 

斯含量(浓度)要到某一值时，才能发生。而 

瓦斯含量主要与地层的含煤量、岩石和煤层 

的孔隙度、煤层厚度、煤的变质程度以及所受 

的压力成正比，与地温、地层和煤层的湿度成 

反比：同时与地质构造也有密切关系。一般 

封闭条件较好的构造部位，瓦斯含量较高；反 

之，不易保存，含量就低①。地下水活动对煤 

层瓦斯含量也有很大影响，一般地下水活动 

强烈的地区，瓦斯含量较低0。 

3 地质灾害的分布规律 

调研表明，我省的地质灾害的发生和发 

展，具有非常明显的时空分布规律。 

3 1 地质灾害的空间分布规律 

水土流失主要分布于丘陵、岗地中的花 

岗岩、红色碎屑岩和中志留统的砂质岩区．岩 

落塌陷分布于丘陵、岗地、平原中的覆盖型岩 

溶区，尤其覆盖土层含砂量较高或粘性土层 

厚度较薄(一般小于5m)，岩溶塌陷更发育。 

非岩溶塌陷主要分布于采矿地区和人防工程 

区。泥石流和精坡．主要分布于山地、丘陵中 

的变质岩区，其次分布于山地、丘陵中的碎屑 

岩和岩浆岩区。崩塌主要分布于山地、丘陵 

中的变质岩区和花岗岩区，其次分布于山地、 

丘陵中的红色碎屑岩和变质岩区。泡泉分布 

于鄱阳湘及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河谷 

平原盹圩堤脚 100m 内的第四系松散土层 

中。地震主要分布于余干一南城一会昌一寻 

乌，九江一靖安一安福，全南一定南一寻鸟这 

三个活动性断裂带上。冷浆田主要分布于山 

地、丘陵沟各中的第四系松散土层上。地裂 

缝主要分布于丘陵中的碎屑岩区，其次分布 

于丘陵中的变质岩、红色碎屑岩区。瓦斯爆 

炸分布于丰城、高安、萍乡、乐平煤矿区，尤其 

丰城、高安煤矿区更严重。 

3 2 地质灾害的时间分布规律 

除地震、地裂缝、瓦斯爆炸的发生无时间 

分布规律和冷浆田长年存在外，其他地质灾 

害发生的时间性极强。。 

水土流失，主要发生于 4月～7月，尤其 

是 5月～6月更为严重。地面塌陷各季节都 

有发生，但以 4月～6月为最多，占58％。泥 

石流仅发生 4月～9月，其中， 月～6胄占 

65％。滑坡各季节都有发生，但以 3月～7 

月为最多，占 95％。崩塌各季节也都有发 

生，但以3月～5月为最多，占79％。泡泉主 

要发生于 6月～7月初。 

由此可知．水土流失、地面塌陷 泥石流、 

滑坡、塌陷、泡泉等地质灾害的发生，不仅表 

明具有非常明显的时间分布规律，而且也充 

分说明，降雨是这些地质灾害发生的重要诱 

发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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