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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2004年12月3日3时40分，贵州省纳雍县鬃岭镇左家
营村岩脚寨（组）后山发生危岩体崩塌（照片1)，崩塌体冲
击了山下土坡和岩脚寨（组）部分住户，形成特大型地质灾

害。据统计，共有19户村民受灾，12栋房屋被毁，7栋房
屋受损。截止12月7日18时，已发现死亡39人，5人下落
不明，另有13人受伤。

2危岩崩塌体地质特征
    发生崩塌的危岩体后缘高程约2200m，前缘高程约
2160m，相对高差约40m。危岩体东西长约35m，南北宽约
3m，垂直厚度约40m，体积约4000m3。崩塌堆积体前缘高程
约1850m米，崩塌体分东西两支由北向南崩落堆积（图1)0
前后最大落差350m，造成危害的西支最大水平冲击距离约
500m,

    通过现场危岩崩塌灾害调查，此次崩塌灾害的地质环境
具有以下特征：
2.1崩塌发生的部位是整个山体陡崖带的组成部分，其东
西两侧还存在危岩体；

2.2崩塌部位后山在地形上呈一“圈椅状”汇水区（照片
2)，该区域中间冲沟正对崩塌部位；
2. 3两侧危岩（照片3)，特别是东侧危岩顶部已开裂达
20cm（照片4)，裂缝中树木较为茂盛，根部生长在裂缝中；

2.4组成危岩体的地层为三叠纪灰岩、泥灰岩及粉质砂岩，
彼此软硬相间；

2.5岩层产状为向山内缓倾（照片5)，沿陡崖面发育一组
结构面切割岩层，形成易于崩塌的地质结构。此次崩塌断面

下部两侧为新鲜岩面，中、上部均为旧裂缝，并被泥土充填

（照片2)，两壁存在溶蚀现象。
2.‘ 在新崩塌及两侧危岩体后山未发现新生裂缝，但存在
浅表层的土体滑塌，厚约1-2m,
2.7崩塌堆积体冲击过程中遇到高程1913.4m的小山丘阻挡
（照片6)，迫使其分为东西两支（照片7)，并缓解了其冲击
力，否则造成的灾难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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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岩脚寨危岩崩场灾害分布范围

3危岩崩塌成因及发展趋势
    地形上高陡悬空（陡崖高约40m)、岩体结构开裂破碎、
地表水流冲刷及暴雨期间短历时水压力作用、树木根劈作用

及长期的物理化学风化作用是本次崩塌灾害发生的主要原
因。

    地下深部开采煤炭资源及周围施工放炮振动等人为活动
可能对本次崩塌灾害存在一定的促进或触发作用。

    总体认为，这次危岩崩塌是一起自然因素为主的特大型
地质灾害。除零星落石外，新崩塌后部岩体整体比较稳定，

但东西两侧特别是东侧危岩体发生新崩塌灾害的可能性极

大。

4 建议
4.1加强监测工作。安排专人对崩塌灾害及两侧危岩体动
态变化进行监测，制定监测技术要求及报告制度，避免再次

发生灾难。
4.2对新崩地段及类似地区安排专项危岩崩塌灾害地质调
查。具体查明危岩带的分布和特征，判定其稳定状态，分类

制定防治规划。
4.3根据调查结果，对本次崩塌及两侧危岩体提出技术可
行、经济合理的应急治理方案。
4.4对当前抢险工作明确技术要求，确保抢险人员的生命
安全，禁止一切无关人员进人危险区。

                          （本文所附照片见彩色照片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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