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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及其减灾技术》

前言

我国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资源开发
和工程建设活动等人类活动力度普遍增大，给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地质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由于各种
不合理人类工程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呈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平均每年造成1000多人死亡，经济损失
上百亿元。地质灾害已成为造成我国人员伤亡的主要灾害之一，地质灾害给农村地区和农业生产带来
的危害尤其严重，除造成农村居民点生命财产损失外，还严重损毁农田、森林和各种农业设施，损害
农业生态环境。党和国家对农业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历来十分关注。国土资源部在全国受地质灾害威胁
较严重的地区部署开展了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工作。1998年以来，全国各地共成功预测、预报地质灾
害1000多起，至少避免了3万余人的伤亡和几十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但是，目前我国农业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农村的防治工作更加薄弱。为规范地质灾害的管理，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国务院在2003年通过并颁布了《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将有助于我国地质灾害防治水平的进一
步提高，更好地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减轻地质灾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广
大农民应该懂得一些农业地质灾害发生、演变、预防和避险的知识，主动配合各地政府做好安全减灾
工作。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从事防灾和减灾的相关工作人员，也适合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农村
知识青年、学生与基层干部阅读参考。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 介绍农业地质灾害的基本知识，第二章
介绍地震及避险知识，第三章 介绍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及其防治，第四章 和第五章 分别
介绍沙漠化和石漠化的防治知识，第六章 介绍地面塌陷、沉降和地裂缝等地质灾害的防治，第七章 
介绍由地质因素引起的地方病及其防治，第八章 介绍人为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及其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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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及其减灾技术》

内容概要

《地质灾害及其减灾技术》在简述地质灾害的危害和一般防治对策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地震、崩塌
、滑坡、泥石流、沙漠化、石漠化、地面塌陷和沉降及裂缝等不同类型的地质灾害发生原因、分布以
及其主要对农业和农村的影响与防治对策，同时也对地方病和人为造成的地质灾害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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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及其减灾技术》

章节摘录

插图：二、地质灾害的成因与分布1.地质灾害的影响因素我国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比较严重的国家，这
与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1）地貌我国陆地的地貌分为三级阶梯。第一级
由青藏高原和高大山脉组成，第二级为高原、山地和盆地，第三级为东部的平原和丘陵。从西部的世
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到东部沿海的高差很大，特别是在第一级阶梯到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有许多深
切河谷与陡峭山坡，为地质灾害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能量和转化条件。（2）地质构造我国位于
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板块夹击之中，特别是印度板块活动强烈，近几千万年向北挤压，导致
古代东地中海的消失和世界最高大的喜玛拉雅山脉的崛起。至今青藏高原边缘地带仍是世界上地震活
动与地质灾害发生最强烈和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我国的地质构造包括多个大地台和褶皱系，新构造运
动强烈，形成了146条断裂带，不仅强烈破坏了分布带内的岩体完整性，而且经常成为发生地震的震源
。我国地域辽阔，地层出露齐全，岩性复杂。其中岩性软弱的有黄土、黏土、硅藻土等，本成岩有砂
岩、粉砂岩、火山凝灰岩、泥灰岩等，在外力作用下极易解体。变质岩中的中板岩、千板岩和片岩等
也极易风化。这些岩石都可形成大量松散碎屑物质，在这些软弱岩石出露地易发生滑坡和泥石流。在
花岗岩、石灰岩等硬岩出露地则容易发生崩塌。第四系冲积、湖积、海积的黏性土和粉细砂土上结构
松散，极易压缩变形，容易发生地面沉降。碳酸盐岩极易被雨水淋溶，形成溶洞而最终塌陷。（3）
气候与水源山地灾害的发生往往与水的触发有关。我国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降水集中
在雨季。每年冬春旱季经过冻融和冷热的物理风化作用，往往形成大量松散堆积物。雨季的降水一般
要占到全年的70％～80％。年际变化也很大，多雨年和少雨年的降水量可相差四五倍。山区地形复杂
，往往在迎风面形成暴雨中心。这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集中的过量降水极易引发局部的地质灾害。
我国西部还有许多终年积雪的高大山脉，并发育了大量冰川。春季冰雪融化时如遇气温陡然升高或有
降雨淋洗，往往成为激发地质灾害的水源。（4）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滥伐森林、毁林开荒是造成水土
流失的主要原因。滥垦与超载放牧导致草原退化，可加剧风蚀沙化。开矿、筑路等大型工程建设任意
排弃废石废渣，容易诱发山地灾害。过量抽取地下水是平原地区地面下沉的最常见原因。在地质不稳
定的山地修建水库和水渠，也可能诱发地震或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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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及其减灾技术》

编辑推荐

《地质灾害及其减灾技术》适合从事防灾和减灾的相关工作人员阅读，也可供基层干部、学生以及初
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农村青年阅读和参考。《地质灾害及其减灾技术》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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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及其减灾技术》

精彩短评

1、书太薄，太贵了吧，
2、还不错,可作为教材使用，满足。
3、书已经收到，质量不错.
4、是一部学习的专业好工具书
5、内容较丰富，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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