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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关键词：工程地质；

“5.12”汶川大地震；地震地质灾

害；分布规律；上盘效应；GIS分析  
”的 相关文章 
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 黄润秋  
· 李为乐  

“5.12”汶川大地震触发地质灾害的  
发育分布规律研究  

黄润秋，李为乐

(成都理工大学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59) 

收稿日期 2008-9-26   修回日期 2008-11-15   网络版发布日期   2008-12-20   接受日期   2008-12-20  

摘要  “5.12”汶川大地震具有震级高、震源浅、破坏性强、次生地质灾害严重的特点。通过灾后对地震地质灾

害的现场调查和遥感解译，共获得地质灾害点11 308处，对地震地质灾害发育分布有了总体认识。在此基础

上，利用GIS技术对地震地质灾害的分布与距发震断裂距离坡度、高程、岩性等因素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研究

得出：(1) 地震地质灾害在区域上具有沿发震断裂带呈带状分布和沿河流水系成线状分布的特点；(2) 地震地质

灾害分布具有明显的上盘效应，发震断裂上盘地质灾害发育密度明显大于下盘，且上盘强发育带宽度约为10 
km；(3) 地形坡度是地震地质灾害发育的控制性因素之一，绝大部分的灾害集中在坡度20°～50°的范围内；

(4) 地震地质灾害与高程和微地貌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大部分灾害发生在高程1 500～2 000 m以下的河谷峡

谷段，尤其是峡谷段的上部(即宽谷向峡谷的转折部位)，单薄的山脊以及孤立或多面临空的山体对地震波最为敏

感，具有显著的放大效应，这些部位崩塌滑坡最为发育；(5) 不同的岩性与地质灾害的发育虽然没有显著的对应
关系，但却决定了地质灾害的类型，通常情况下，滑坡多发生在软岩中，而硬岩中多发生的是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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