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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两侧地震诱发滑坡空间分布差异性的

主要影响因素研究
———以北川地区的地震滑坡分布为例

陈晓利，李传友，王明明，李正芳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　目前在地震滑坡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岩性、地形地貌、坡度、地震烈度、震中距等因素对滑坡的空

间分布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忽视了发震断裂的运动方式对滑坡分布所起作用．５．１２汶川地震诱发的大量滑坡崩塌

灾害主要沿龙门山断裂带发育，但在断裂带两侧呈不对称分布，８０％以上的滑坡、特大型滑坡主要分布于断裂带的

上盘．这一现象在汶川地震重灾区之一的北川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本文以ＧＩＳ为平台，通过对北川地区地震滑坡空

间分布特点及断裂带两侧的地貌高程、坡度、岩性、余震分布、地表变形、地震动加速度等因素的分析，探讨了导致

该区断裂带两侧滑坡分布差异特点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北川地区地震滑坡崩塌主要分布在距断裂带５ｋｍ

的范围内，上下两盘的滑坡崩塌分布在数量和面积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上盘的滑坡分布面积为下盘的８倍多；在滑

坡易于发生的高程（＜１５００ｍ）、坡度（２５°～４０°）范围，上下两盘所占比例相当，但是出现在下盘的滑坡数量远远低

于上盘，相同坡度范围内上盘的滑坡发育比例达到下盘的３倍以上；位于上盘并紧邻断裂带的寒武纪、震旦纪地层

中的滑坡崩塌最为发育；由于汶川地震发震断层的逆冲性质，余震及大的地表变形都发生在断裂带上盘，地震动加

速度在上盘衰减速度低于下盘，表现出一定的上盘效应．从这些分析结果可以推断，引起研究区断裂带两侧滑坡分

布差异的主要因素不是地形坡度和岩性条件，发震断裂的运动方式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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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在滑坡的触发因素中，降雨与地震是两个最主

要的因素．其中，地震滑坡是指地震作用下触发的滑

坡，是山体在强震作用下失稳，以重力为主的斜坡滑

移引起的地质灾害［１，２］．从滑坡规模大小这一角度

看，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差别不大；但从岩性和地质构

造角度来看，由降雨触发的滑坡通常以土质物质为

主，主要发生于具有滑动面的土层—岩层接触面和

性质对比显著的成层岩质与基岩的接触面，而地震

滑坡主要发生于构造、地层等的结合部位［３］．

一个地区的地质灾害，尤其是地震滑坡，它们的

起因与演化通常由活动构造、尤其是强烈的新构造

运动控制［４，５］．边坡所处的大地构造单元不仅决定

了边坡地质发育史的不同，控制了边坡岩体的地层

结构以及强度，而且决定了边坡地质演化过程中新

构造运动的活跃程度，边坡可能遭遇地震的频度与

强度［６］．我国学者孙崇绍等根据历史地震资料编制

了中国历史地震滑坡崩塌分布图［７］，认为南北地震

带是地震滑坡崩塌发生较多的地区，秦岭以北的滑

坡分布与黄土分布密切相关．

更加细致、具体的研究表明，断层和节理裂隙对

边坡变形破坏的影响更为明显，某些断层或节理本

身就是构成滑面或滑坡的界面［７］．对于单个地震产

生的滑坡，其平面分布也与构造有关．邹谨敞等
［８］对

１９２７年古浪地震的研究表明，地震引起的多数滑坡

和崩塌受断裂构造的控制，大多数崩滑发生在断裂

带上或断裂的附近．一般来说，滑坡分布沿地震断层

破裂方向要多于垂直破裂方向，地震滑坡受断裂控

制的现象在１９７３年炉霍地震滑坡中表现的也很明

显［９］．图１是１９７３年炉霍地震的滑坡分布示意图，

图中滑坡非常紧凑地沿断层破裂带方向展布．

目前对地震滑坡的研究认为地形坡度、岩性控

制滑坡发育的位置，震中距、震级等因素对滑坡分布

范围有影响［２～６］．对于一些诱发滑坡地震震例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滑坡的空间分布与坡度、岩性、高程、

震级、震中距等因素相互关系的分析上［１０～１２］．Ｗａｎｇ

等［１０］对１９９９年台湾集集犕Ｓ７．７级地震诱发约１００００

处滑坡的分析表明，随着震中距的加大，滑坡的数量

８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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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７３年炉霍地震滑坡分布图
［９］（图中绿色圆点表示滑坡崩塌）

Ｆｉｇ．１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９７３Ｌｕｈｕ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９］（ｇｒｅｅｎｄｏｔ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

在减少，约有９０％的滑坡分布在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ＰＧＡ）大于３００ｇａｌ的地区，岩性对滑坡有明显的

影响．２００４年日本新泻 犕Ｗ６．６级地震在震中区附

近引发了大量的滑坡，Ｗａｎｇ和Ｓａｓｓａ等
［１１］的研究

认为此次地震诱发的滑坡主要分布的坡度范围为

２０°～３５°，随着震中距的增大，单位面积内的滑坡数

量和面积都在减小．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中产生了大量

的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很多学者对此次地震滑坡

崩塌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初步揭示了该次地震引

发地震滑坡的滑坡角度、岩性、震中距、地貌因素等

的特征［１３～１８］．调查显示，此次地震诱发的滑坡崩塌

主要沿龙门山断裂带分布，但是滑坡数量、规模等在

断裂带两侧表现出很大的不对称性：８０％的滑坡崩

塌分布在断裂带的上盘，而一些类似安县大光包那

样规模巨大的滑坡也大部分位于断裂带上盘．虽然

地震滑坡这种独特分布现象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关

注［１５］，但是还没有对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更进

一步的研究．对滑坡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相互关系

的深入认识有助于提高地震滑坡危险区预测的可靠

度．在地震滑坡分布与影响因素关系的研究中，一些

学者根据统计数据获得不同震级下滑坡分布与断层

距（或震中距）的关系，并用于对地震滑坡的影响范

围进行预测［１０，１１，１９］．但是对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的这

种特殊现象，这些研究成果仍有待深入．

本文以ＧＩＳ为平台，通过对北川县境内汶川地

震地表破裂带两侧地形坡度、海拔高程、岩性分布、

岩性与坡度的组合、地表变形、地震动等因素的对比

分析，探讨导致该区此次地震中破裂带两侧滑坡崩

塌分布严重不对称性的主要原因，补充对地震滑坡

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认识．

２　汶川地震中滑坡崩塌的空间分布特征

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发生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界的

龙门山逆冲断裂带．龙门山逆冲断裂带宽３０～

５０ｋｍ，主要由３条主干断裂所组成：西边一条是汶

川—茂县断裂（后山断裂），大体上沿汶川到茂县的

高深峡谷延伸，这次地震时没有发生破裂，但滑坡等

地质灾害十分严重；中间的一条是映秀—北川断裂

（中央断裂），沿映秀—北川—平通一石坎展布，连续

性较好，是２００８年８．０级地震的主要发震断裂；东

边的一条叫灌县—江油断裂（前山断裂），沿龙门山

与成都平原交界附近分布［２０］．

震后的航空遥感等资料及野外实地勘察结果表

明，汶川大地震诱发了约１５０００处滑坡崩塌等地质

灾害［２１］．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些地质灾害的空间分

布整体上受到了龙门山断裂带发震断层的控制，沿

断裂带展布．其中，灾害密度最大的地区主要分布在

汶川、什邡、绵竹、安县、北川、青川等地，即大致位于

破裂的起始位置、中部及破裂的终止处．对地震滑坡

崩塌等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滑坡崩

塌的数量随着与发震断层距离的增大呈显著减小的

趋势，约有８０％的滑坡崩塌出现在距离断裂３０ｋｍ

的区域中．而在这些区域内，分布于断裂带上盘的滑

图２　研究区地震滑坡崩塌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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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数量明显多于下盘［２２］．整个汶川地震灾区中约有

８７％的滑坡崩塌出现在断裂带的上盘，并且，几乎所

有的特大型滑坡都出现在断裂的上盘，如本次地震

触发的最大滑坡———安县大光包滑坡、第二大滑

坡———绵竹文家沟滑坡及唐家山堰塞湖滑坡等．滑

坡崩塌大都集中于断裂带上盘的分布特点在北川县

境内表现得更为明显（图２）．

研究区的选取如图２所示，沿映秀—北川断裂

走向，在北川县境内的地区为主；垂直断裂走向范围

的截取，以受到滑坡崩塌影响的范围为主．该研究区

长约４０ｋｍ，宽约１６ｋｍ，沿破裂带分布了规模不等

的滑坡崩塌等灾害５００余处，灾害面积达３８ｋｍ２．造

成伤亡较多的北川县城西滑坡、北川新中滑坡、樱桃

沟滑坡等均位于该区域．

以汶川地震地表破裂带为界，把研究区分为上下

两盘．上盘面积约４３６．５ｋｍ２，下盘面积约１８１．９ｋｍ２．

采用ＬＡＲ（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ａｒｅａｒａｔｉｏ，简称ＬＡＲ，指分析

区域面积受到滑坡影响的面积的百分比，ＬＡＲ＝滑

坡总面积／分析区域面积），分别计算上下盘的滑坡

面积比率，结果列于表１，上盘的滑坡密度明显高于

下盘．

基于ＧＩＳ的统计分析表明，研究区高程主要分

布在２０００ｍ以下地段，坡度主要分布在２０°～４０°．

对滑坡分布的高程、坡度进行统计，获得滑坡发生坡

度主要分布范围为２５°～４０°，约有５８．４％的滑坡坡

度分布在这一范围；同时，约有９０．６％的滑坡分布

在高程低于１５００ｍ的地段（表２，３）．

表１　研究区上下盘滑坡密度

犜犪犫犾犲１　犔犪狀犱狊犾犻犱犲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狌狆犾犻犳狋犪狀犱犳狅狅狋狊犻犱犲狊

犻狀狋犺犲狊狋狌犱狔犪狉犲犪

位置 区域面积（ｋｍ２） 滑坡面积（ｋｍ２） ＬＡＲ（％）

上盘 ４３６．５ ３４．５ ７．９

下盘 １８１．９ ３．９ ２．１

表２　研究区滑坡发育的高程分布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犾犲狏犪狋犻狅狀狅犳犾犪狀犱狊犾犻犱犲狊犻狀狋犺犲狊狋狌犱狔犪狉犲犪

高程

（ｍ）

区域面积

犃Ｔ（ｋｍ２）

滑坡面积

犃Ｌ（ｋｍ２）

滑坡发育率

犃Ｌ／犃ＬＴ

＜１０００ １５７．８５８ １７．５８４ ０．４５８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３０７．２４２ １７．１７５ ０．４４８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１３８．４３４ ３．３０９ ０．０８６

＞２０００ １４．８６６ ０．２８５ ０．００７

　　注：犃ＬＴ：研究区滑坡总面积．

表３　研究区滑坡发育的坡度分布

犜犪犫犾犲３　犛犾狅狆犲犱犲犵狉犲犲狅犳犾犪狀犱狊犾犻犱犲狊犻狀狋犺犲狊狋狌犱狔犪狉犲犪

坡度分级

（°）

面积

（ｋｍ２）

滑坡面积

犃Ｌ（ｋｍ２）

不同坡度滑坡所占比例

（犃Ｌ／犃ＬＴ）（％）

＜１０ ７８．１３６ ４．６１７ １２．０

１０～１５ ４６．３７３ １．９４３ ５．１

１５～２０ ８３．５５７ ２．５５０ ６．６

２０～２５ １１８．４９０ ４．３９０ １１．４

２５～３０ １１８．１６２ ６．７９４ １７．７

３０～３５ ９７．５１７ ９．２１２ ２４．０

３５～４０ ５５．３０８ ６．４０７ １６．７

４０～４５ １７．３５７ ２．１８４ ５．７

４５～５０ ３．２３６ ０．２４１ ０．６

＞５０ ０．２６３ ０．０１５ ０．０

总计 ６１８．４ ３８．４ １

３　影响滑坡发育的主要因素分析

３．１　断裂带上下盘的地形地貌特征

３．１．１　高程

研究区整体地势西高东低，海拔高度在６００～

２３３３ｍ变化．对上下两盘不同海拔高度区域统计结

果表明，断裂带上盘有３０．６％的面积位于海拔高度

大于１５００ｍ的地区，断裂下盘有８．９％的面积高程

大于１５００ｍ（图３）．上下盘高程在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ｍ区

域面积所占比例大致相等，占到各自面积的４９％，

具体的不同海拔高度段落面积分布见表４．

３．１．２　坡度

对滑坡坡度的分析表明，滑坡分布的优势坡度

范围为２５°～４０°．上盘区域范围内，处于２５°～４０°区

图３　研究区地势图

Ｆｉｇ．３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０４７



　３期 陈晓利等：断裂带两侧地震诱发滑坡空间分布差异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
———以北川地区的地震滑坡分布为例

表４　不同高程面积分布

犜犪犫犾犲４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犲犾犲狏犪狋犻狅狀

高程

（ｍ）

上盘面积

犃Ｕ（ｋｍ２）

所占比例

（犃Ｕ／犃ＵＴ）％

下盘面积

犃Ｄ（ｋｍ２）

所占比例

（犃Ｄ／犃ＤＴ）（％）

＜１０００ ８７．２２４ １９．９９ ７５．６３８ ４１．５４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２１５．４７４ ４９．３８ ９０．２１２ ４９．５４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１１９．２１４ ２７．３２ １６．１０８ ８．８５

＞２０００ １４．４０６ ３．３０ ０．１２４ ０．０７

域的面积约占４５．４％，下盘为４０％ ，二者之间没有

明显的差别．从坡度与滑坡分布图（图４）中可以直

观地看出在断裂下盘一些坡度较大的区域没有滑坡

发生．下盘的滑坡主要集中于研究区南端的陡坡处．

滑坡发育的统计结果表明，上盘中坡度２５°～４０°范

围内的滑坡分布率为１１％，而下盘只有３．６％．对断

裂上下盘不同坡度段的滑坡分布的分析结果也表

明，相同坡度段上盘滑坡所占比例一般为下盘滑坡

的３倍以上，如３０°～３５°坡度段，上盘滑坡比例为

１１．６％，下盘为３．４％（表５）．

３．２　岩性条件

研究区地层从震旦纪到三叠纪均有出露：在断

裂带上盘主要分布震旦系、寒武系、志留系茂县群第

一亚组、第二亚组，下盘出露地层以泥盆系、二迭系、

三叠系以及志留系罗惹坪组为主（图５）．滑坡主要发

育于上盘的寒武系和震旦系中，面积达２３．８ｋｍ２，占到

研究区总滑坡面积的６２％，其余滑坡则零散地分布

在其他地层中（各个地层的具体岩性描述见表６）．

３．２．１　面积发育率

为更好地分析不同地层中滑坡崩塌出现的频

率，在此引入面积发育率的概念［１８］．

面积发育率定义为：

犚犼犻 ＝
犇犃犼犻／犇犃
犃犼犻／犃

其中犃为研究区面积，犃犼犻为某一因素犻（在此为地

层）的不同类别或数据段犼在研究区出露的面积，

犇犃为研究区总的滑坡灾害面积，犇犃犼犻为犻因素出

露于研究区某一分类或数据段犼的滑坡灾害面积．

如果犚犼犻为１，表明犻因素中数据段犼对本区受

灾面积的贡献与其在本区的出露面积是相称的；如

果大于１，则表明犻地层因素中犼段数据对本区受灾

面积的贡献高于它在本区的出露面积；反之，则认为

犻地层因素中犼段数据对本区受灾面积的贡献较小．

对不同地层面积及其滑坡面积、滑坡面积发育率的

分析结果见表６．

从表中可以看出，震旦系邱家河组的滑波面积

发育率最大，为８．３；其次为三叠系飞仙关组、石炭

系总长沟群、二迭系上统、寒武系清平组等．这些地

层的滑坡面积发育率值都大于１，表明分布于其中

的滑坡比例要大于该地层在研究区所占比例，应该

属于较易发生滑坡的地层．这些地层的岩性以页岩、

灰岩、砂岩等为主，主要分布在距离断裂带上盘５ｋｍ

的范围内．

３．２．２　地层内滑坡发育坡度分布

坡角是直接影响滑坡发生与否的关键因素，斜

坡的坡度从几何特征上决定了地震滑坡、崩塌体的

空间分布，因此，一定的坡度是滑坡发育的必要地形

条件．在分析地层滑坡面积发育率的基础上，对不同

表５　断裂上下盘不同坡度段的滑坡分布

犜犪犫犾犲５　犔犪狀犱狊犾犻犱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狀犫狅狋犺狊犻犱犲狊狅犳狋犺犲犳犪狌犾狋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犾狅狆犲犱犲犵狉犲犲

坡度分级

（°）

上盘面积

犃Ｕ（ｋｍ２）
所占比例％

上盘滑坡面积

犃ＬＵ（ｋｍ２）

上盘滑坡

所占比例

（犃ＬＵ／犃Ｕ）

下盘面积

犃Ｄ（ｋｍ２）
所占比例％

下盘滑坡面积

犃ＬＤ（ｋｍ２）

下盘滑坡

所占比例

（犃ＬＤ／犃Ｄ）

＜１０ ４７．２２８ ０．１０８ ４．２３７ ０．０９０ ３０．９０８ ０．１７０ ０．３８０ ０．０１２

１０～１５ ３０．２６５ ０．０６９ １．７６８ ０．０５８ １６．１０８ ０．０８８ ０．１７５ ０．０１１

１５～２０ ５８．８５１ ０．１３５ ２．３８９ ０．０４１ ２４．７０６ ０．１３６ ０．１６１ ０．００７

２０～２５ ８８．０５０ ０．２０２ ４．０２５ ０．０４６ ３０．４４１ ０．１６７ ０．３６５ ０．０１２

２５～３０ ８８．４１５ ０．２０３ ６．０９３ ０．０６９ ２９．７４７ ０．１６３ ０．７０１ ０．０２４

３０～３５ ７２．１４６ ０．１６５ ８．３５７ ０．１１６ ２５．３７１ ０．１３９ ０．８５５ ０．０３４

３５～４０ ３７．６６６ ０．０８６ ５．４９４ ０．１４６ １７．６４２ ０．０９７ ０．９１３ ０．０５２

４０～４５ １１．４８４ ０．０２６ １．８５６ ０．１６２ ５．８７３ ０．０３２ ０．３２９ ０．０５６

４５～５０ ２．０６０ ０．００５ ０．２１９ ０．１０６ １．１７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９

＞５０ ０．１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９５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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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不同地层中的滑坡分布

犜犪犫犾犲６　犔犪狀犱狊犾犻犱犲狊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狋狉犪狋狌犿

地层 岩性特征
地层面积

犃Ｒ（ｋｍ２）

滑坡面积

犃Ｌ（ｋｍ２）

地层面积占有率

犃Ｒ／犃Ｔ（％）

地层滑坡发生率

犃Ｌ／犃Ｒ（％）
滑坡面积发育率

寒武系清平组
粉砂岩、硅质页岩夹

硅质岩、砂岩
８１．５７７ １８．７３１ １３．２ ２３．０ １．７４１

震旦系邱家河组
页岩，硅质岩，白云

岩，灰岩
１９．３５１ ５．０２６ ３．１ ２６．０ ８．３００

志留系茂县群

第一亚组
千枚岩夹灰岩 １２５．８２５ ３．９０８ ２０．３ ３．１ ０．１５３

志留系茂县群

第二亚组
灰岩夹千枚岩，砂岩 １０５．６４８ ３．０２４ １７．１ ２．９ ０．１６８

泥盆系观雾山组
石灰岩，砂岩，泥质

灰岩
３１．８９５ ２．４３３ ５．２ ７．６ １．４７９

二迭系下统
石灰岩，泥质灰岩，

页岩
１８．３９４ ０．４０９ ３．０ ２．２ ０．７４８

志留系罗惹坪组 页岩，砂岩，石灰岩 ４２．９１８ ２．６５２ ６．９ ６．２ ０．８９０

二迭系上统 燧石灰岩，页岩 ８．５８４ ０．４６８ １．４ ５．４ ３．９２４

三叠系飞仙关组 页岩，泥岩，粉砂岩 ６．１２９ ０．３８７ １．０ ６．３ ６．３７４

石炭系总长沟群 石灰岩，页岩，砂岩 ７．８３１ ０．４０９ １．２ ５．２ ４．１２５

表７　不同地层在不同坡度段滑坡面积分布（犽犿２）

犜犪犫犾犲７　犔犪狀犱狊犾犻犱犲狊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犾狅狆犲犱犲犵狉犲犲犻狀狋犺犲狊狋狉犪狋狌犿（犽犿
２）

坡度（°） ＜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５～２０ ２０～２５ ２５～３０ ３０～３５ ３５～４０ ４０～４５ ４５～５０ ＞５０

寒武纪 １．９７２ １．１１０ １．３５９ ２．４６９ ３．０９７ ４．１４９ ３．２８７ １．０８８ ０．１８３ ０．０１４ １８．７３１

震旦 ０．３５１ ０．１９７ ０．３７３ ０．５７０ １．０３７ １．５５６ ０．８０４ ０．１３９ ０ ０ ５．０２６

志留系第一亚组 ０．７６７ ０．１９０ ０．２４１ ０．３２９ ０．５６３ １．０９６ ０．５７７ ０．１４６ ０ ０ ３．９０８

志留系第二亚组 ０．２５６ ０．０８８ ０．２１９ ０．２５６ ０．５９９ ０．８４７ ０．４３８ ０．２８５ ０．０３７ ０ ３．０２４

泥盆系观雾山组 ０．２１２ ０．１６１ ０．０９５ ０．２１２ ０．４１６ ０．４９７ ０．５５５ ０．２７０ ０．０１５ ０ ２．４３３

二迭系下统 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３ ０．１０２ ０．１５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７ ０ ０．４０９

志留系罗惹坪组 ０．９５０ ０．１１７ ０．１９７ ０．３５８ ０．５６３ ０．３３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７ ０ ０ ２．６５２

二迭系上统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７ ０．１２４ ０．２０５ ０．０５８ ０ ０ ０ ０．４６８

三叠系飞仙关组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０ ０．１３９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５ ０ ０ ０．３８７

石炭系总长沟群 ０ ０ 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８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１ ０．０８０ ０ ０ ０．４０９

地层中滑坡出现的坡度分布进行分析，获得如表７

所示结果．

尽管不同地层中滑坡发育面积各不相同，但是

滑坡发育的优势坡度一般都集中在２５°～４０°之间，

并没有因为地层岩性的差异影响到滑坡发育的优势

坡度．因此，对于本研究区域在犕ｓ８．０强震作用下，

地形坡度条件在近断层区域对地震滑坡发育的影响

较岩性条件大些，在进行地震滑坡危险性评价时，应

该赋予地形坡度较大的权重影响．

３．３　地震动

地震是地震滑坡的触发因素，地面运动加速度

大小和震动持续时间决定了地震的破坏力大小．相

关的研究表明高震级及长地震持时是导致汶川地震

地质灾害严重的重要原因．

汶川地震获得了大量强震动加速度记录，尤其

是获得了一些近断层区域的强震动加速度记录．本

文的研究段落内，距离断裂带２０ｋｍ范围内共有三

个台站记录到地震动加速度：江油地震台、江油含增

地震台及江油武都地震台（表８），这三个台站都位

于下盘［２１］．

Ｌｉ（２００８）、周荣军（２０１０）等对汶川犕Ｓ８．０级地

震强震动加速度记录的初步分析表明，相同断层距

的上盘峰值加速度值明显高于下盘值，且衰减缓慢，

上盘效应较明显［２３，２４］．据此可推断出以北川—映秀

２４７



　３期 陈晓利等：断裂带两侧地震诱发滑坡空间分布差异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
———以北川地区的地震滑坡分布为例

表８　研究区三个地震台记录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犜犪犫犾犲８　犘犲犪犽犵狉狅狌狀犱犪犮犮犲犾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狋３狊犲犻狊犿犻犮狊狋犪狋犻狅狀狊

地震台站 经度（°Ｅ） 纬度（°Ｎ） 距破裂带距离（ｋｍ） ＥＷ（ｇａｌ） ＮＳ（ｇａｌ） ＵＤ（ｇａｌ）

江油 １０４．４１ ３１．７７ １．６ ４９３．４ ５４８．６ ２１４．４

江油含增 １０４．６２ ３１．７８ １３．０ ３４７．０ ５１２．５ ４４８．１

江油武都 １０４．７８ ３１．９１ １７．０ ４７０．２ ５１９．６ ２１０．８

　　注：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数据由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李小军研究员提供．

图４　研究区坡度分布（图中红色线条代表地表破裂带）

Ｆｉｇ．４　Ｓｌｏｐｅｄｅｇｒｅｅ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

图５　研究区地质图

Ｆｉｇ．５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断裂为对称轴，江油、含增及江油武都在上盘映射点

处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要大于相对应地震台的实测

值，即图６中Ａ′、Ｂ′、Ｃ′处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要

大于相对应的Ａ、Ｂ、Ｃ处．邵广彪等在近断层地震动

加速度峰值衰减规律的研究中指出：犕Ｗ≥７．０地震，

当断层距在０～１０ｋｍ内时，向着断层方向，ＰＧＡ急

图６　研究区地震观测台站及余震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剧增加［２５］．基于此，可推断出在上盘接近断裂处的

地面峰值加速度要远大于位于下盘三个观测台站的

观测值，即远远大于５００ｇａｌ．对破裂带上盘滑坡崩

塌的空间分析表明，接近９０％的滑坡崩塌位于距断

裂５ｋｍ的范围内．

３．４　上下盘的地表变形

震后野外调查发现该次地震沿北川—映秀断

裂、灌县—江油断裂分别产生了２４０ｋｍ、９０ｋｍ的

地表破裂带，最大的垂直位移和水平位移分别为６．５ｍ

和４．９ｍ，沿地表破裂带产生了多种样式的地表变

形［２６，２７］．

李传友等在北川以北段开展地表破裂追踪调

查，发现沿着地表破裂同震变形主要发生在断裂的

上盘，特别是断裂陡坎附近，而断裂下盘的变形则很

小［２８］．例如，图６中在北川县城北的点１，地震中产

生了一个具有４～５ｍ左右垂直位移陡坎，变形主

要集中在这一陡坎附近的上盘，远离断层面往ＮＷ

方向的断裂上盘，地表已基本没有变形．而断裂下盘

除靠近陡坎附近地面有少许鼓包外，无明显变形．于

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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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华等［２９］在对汶川地震地表局部化样式与建筑物

破坏特征关系的研究中也发现断层上盘变形带宽度

要大于下盘，致使断层上盘构建筑物破坏的宽度大

于下盘．这表明断裂的逆冲运动方式使上盘作为主

动盘，其受到的断裂活动影响要远远大于下盘．

因此，在断裂带上盘发育的滑坡崩塌无论是数

量还是规模，都要超过断裂带下盘．

３．５　余震

地震对滑坡崩塌的作用一方面是直接导致坡体

变形、失稳，发生滑坡；另一方面则是震松坡体，或造

成裂缝，形成潜在的滑坡崩塌隐患．汶川地震中紧随

主震之后的余震进一步加剧了滑坡崩塌灾害．据统

计，５．１２汶川地震８．０级主震后发生了高达３万次

的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６．４级．陈九辉等
［３０］

的研究表明汶川地震绝大部分余震沿龙门山中央断

裂延伸，在龙门山逆冲断裂带的上盘一侧分布，具有

明显的分段性特征．本文研究区内的余震相对稀疏，

据统计，在５月１２日主震后至５月２０日内，研究区

内共发生３０次左右地震，其中４．０级以上地震有８

次，并且绝大部分位于断裂带上盘［３１］（图６）．朱艾

斓等［３２］利用双差地震定位法对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

汶川犕８．０级地震至６月２６日四川地震台网整理

形成观测报告的２７４１个余震进行了重新定位，认为

余震主要分布在中央断裂带的西侧，即断裂带的

上盘．

在对触发滑坡的最小震级研究中，一般认为４．０

级以上的地震即可引发滑坡灾害．因此，发生在研究

区上盘的余震可能进一步加剧了上盘的滑坡灾害．

４　讨　论

强烈地震诱发滑坡是自然界常见的现象，在我

国西南地区就发生过多次引发大量滑坡崩塌的强烈

地震，如１９３３年叠溪７．５级地震，１９７３年炉霍７．６

级地震，１９７６年龙陵７．３级地震等．但是这次汶川

地震引发的滑坡崩塌成为全世界近百年来最为严重

的一次，而地震中滑坡崩塌在断裂带两侧不对称分

布的特点更是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与１９７３年２月６日青藏高原东部四川省境内

炉霍发生的７．６级地震对比
［９］，尽管二者的地震震

级都较高，震中位置有相似的陡坡切割的地形特征，

但炉霍地震诱发的滑坡、崩塌在数量、规模和影响范

围上，都远远小于汶川地震．图１为炉霍地震的滑坡

分布［９］．该次地震中共记录了１３７个滑坡，受滑坡影

响区域范围只有几百平方公里，滑坡主要沿鲜水河

河谷分布．滑坡灾害区长轴方向的最大距离小于

７０ｋｍ，短轴方向的距离小于２ｋｍ．

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的影响．一是二者的构造发育背景有所不同．汶川地

震灾区位于青藏高原块体的边界，比起靠近板块内

部的炉霍地区，经历了更多的、更激烈的碰撞与挤

压．这种地质发育历史上的差异，导致了汶川震区岩

性更为破碎和脆弱的特点．当强烈地震发生时，这些

位于陡坡山区的破碎岩石更易发生滑坡和崩塌．其

次，汶川地震与炉霍地震的地震断层运动方式的不

同也可能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汶川地

震是由逆冲断裂引起的，而炉霍地震的发震断层是

走滑型断层．已有的地震滑坡实例表明，逆冲断裂能

够比走滑断裂释放更多的能量，因而可能造成更多

的地表破坏．诸如１９９９年台湾集集地震，２００４年日

本新泻地震等由逆冲断层引起的地震都造成了众多

滑坡崩塌灾害［１０～１２］．因此，地质构造背景和断层错

动方式对地震滑坡的影响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

５　结　论

有关地形地貌、岩性条件、断层距、地震动等因

素对地震滑坡空间分布规律的影响是地震滑坡的主

要研究内容之一，汶川地震中诱发的数量巨大的崩

塌滑坡及其特殊的分布规律提供了深入认识地震滑

坡的基础．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对地震

滑坡影响因素的认识．

（１）研究区中汶川地震地表破裂带两侧的地震

滑坡崩塌主要分布在距断裂带５ｋｍ的范围内，上

下两盘的滑坡崩塌分布在数量和面积上存在明显的

差异，上盘的滑坡分布面积为下盘的８倍多，滑坡面

积率（ＬＡＲ）为下盘的４倍；

（２）对上下盘区域海拔高程和坡度分布的对比

分析表明，在滑坡易于发生的高程（＜１５００ｍ）和坡

度（２５°～４０°）范围，二者所占比例相当，但是出现在

下盘的滑坡数量远远低于上盘．相同坡度范围内上

盘的滑坡发生比例为下盘的３倍以上．这样的分析

结果表明地形坡度不是引起研究区滑坡分布不对称

的主要因素；

（３）位于上盘的寒武纪、震旦纪地层滑坡发育率

最高；岩性与滑坡崩塌分布关系的分析结果表明，岩

性因素对滑坡的差异性分布起到一定的作用，主要

发育滑坡的地层中均含有页岩、泥质岩类等软弱岩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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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在犕Ｓ８．０地震作用下，近断层区域坡度对滑坡

的影响大于岩性；

（４）研究区汶川地震余震几乎全部分布在断裂

带上盘，上盘地表变形大于下盘，地震动加速度在上

盘衰减速度较慢，这些显示出上盘效应的现象与发

震断裂的逆冲性质相关．结合对地形地貌、岩性条件

等的分析，初步认为发震断裂的错动方式是影响研

究区断裂两侧滑坡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

致　谢　非常感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祁生文博士提供的滑坡数据，感谢匿名审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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