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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山地所对典型地质灾害预警临界值研究获得新进展

  文章来源：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05-13 【字号： 小  中  大 】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中的核心问题“预警临界值”是世界上公认的技术难题。针对其难题，中科院成都山地

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乔建平研究员及其团队根据“成都市典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要求，对五处地质灾害点（王

家沟泥石流、红梅村滑坡、塔子坪滑坡，梅子林泥石流、玉石沟泥石流）进行监测研究，初步建立了成都市典型地

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并通过成都山地所山地灾害模拟实验室的大型泥石流滑坡模型平台对降雨临界值的反复模拟

和实验，对典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临界值有了新的认识。 

成都市典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由五个部分构成：①地质灾害类型识别；②专业监测设备；③信息传输系

统；④预警技术平台；⑤实时监测预警方式。系统的建立对进一步研究该地区地质灾害发展趋势，及时掌握地质灾

害的动态变化，提高地质灾害预警精度，避免或减轻地质灾害带来的损失等方面都取得了新成效。 

然而，在已建立的监测预警系统中，都存在一个急需确定预警临界值的问题，即如何判别五个主要灾害点的量

化预警值域区间。目前，国内外确定降雨诱发地质灾害临界值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统计

学原理研究分析灾害（数量）与降雨量的数学关系，利用线性回归等数学方法建立灾害发生率与降雨量或降雨强度

的数学关系，并利用这些数学关系对降雨型地质灾害进行预测预报。另一种是：从降雨诱发灾害的机理出发，结合

稳态水文概念和无限斜坡稳定性模型来估计临界雨量。纵观以上两类主要确定降雨滑坡临界值的方法，都存在一定

不足。如：①统计降雨量与灾害数量确定降雨临界值的方法，比较适合区域空间降雨灾害的趋势预警，不适合典型

灾害预警。而且这方法对统计数据的来源，可靠性依赖程度很大，一般地区的降雨资料都难以满足。②通过破坏机

理确定降雨临界值预警的方法，大都是建立在坡面渗流水文模型的基础上，而忽略了坡体在渗流过程中，应力状态

改变所引起的结构加速破坏过程，所以不能真实地反应实际过程中降雨量对灾害的影响。甚至不能提出可靠的临界

值域。针对该问题，研究团队根据典型地质灾害的主要触发因素，从降雨临界值入手，采用事件统计与模拟实验相

结合的方法，建立五个预警点的临界值域，再通过野外实地监测修正预警临界值，最终达到比较理想的预警效果。 

通过山地灾害模拟实验室的大型泥石流实验模拟系统和降雨型滑坡模拟实验平台，结合实地雨量监测统计数

据，积极开展滑坡、泥石流预警临界值研究。经过反复实验，在不同尺度、不同物理实验模型，不同降雨量条件

下，建立不同级别降雨临界值数据库，找出典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的要点，对预警临界值的判别方法有了新的认

识。 

这项新的认识不仅解决监测设备和预警技术平台的核心问题，更重要的是依托大型泥石流滑坡模拟实验平台对

灾害的发生条件、动力过程、力学特征与动力学机理等基础理论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而为解决预警关键技

术问题，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促进山地灾害学科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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