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视点今视点
A04A042023年4月20日 星期四2023年4月20日 星期四 责编/朱忠诚 胡晓新 审读/刘云祥 美编/许明责编/朱忠诚 胡晓新 审读/刘云祥 美编/许明

宁波地质灾害的类型，主
要包括滑坡、崩塌、泥石流。

这些地质灾害发生前，都
有哪些征兆？浙江省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大队教授级高工朱智
勇介绍了三种地质灾害发生前
的可供参考的征兆。

崩塌 是较陡斜坡上的岩
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离母
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
谷)的地质现象。

发生崩塌的前兆
在山崖下突然出现岩石压

裂、挤出、脱落或射出，并伴有
岩石开裂或被剪切挤压的声
响，这些迹象表明可能发生大
规模崩塌；

当发现陡山有掉块、小崩
小塌不断发生时，要注意可能
会发生崩塌；

出现地下水质、水量等异
常，动植物出现异常现象，也表
明有可能发生崩塌。

滑坡 是指斜坡上的土体
或者岩体，受河流冲刷、地下水
活动、地震及人工切坡等因素
影响，在重力作用下，沿着一定
的软弱面或者软弱带，整体地
或者分散地顺坡向下滑动的自
然现象。

发生滑坡的前兆
山坡前部和后缘出现裂

缝，坡脚处土体向上隆起；
泉水或井水突然干涸或变

浑浊，原本干燥的地方突然渗

水或池塘水面突然下降；
斜坡上的建筑物变形、开

裂，电线杆、树木发生歪斜；
山体岩石内部或地下发出

异常响声，在出现这种响动的
同时，家禽、家畜有异常反应；

滑坡后缘的裂缝急剧扩
展，并从裂缝中冒出热气或冷
风；

临滑前，滑坡体四周岩体
(土体)会出现小型坍塌和松弛
现象；

如果在滑坡体上有长期位
移观测资料，在大滑动之前，无
论是水平位移量还是垂直位移
量，均会出现加速变化趋势。

泥石流 是山区沟谷中，由
暴雨、冰雪融水等水源激发的、
含有大量泥砂石块的暂时性特
殊洪流，是水土流失过程中介
于挟砂水流与滑坡之间的泥砂
失稳集中搬运的一种突发性极
强、破坏性极大的地质灾害现
象。

发生泥石流的前兆
沟谷下游洪水突然断流或

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
草、树枝；

沟谷上游突然传来异常轰
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声音明显
不同于机动车、风雨、雷电、爆
破等声音，可能是由泥石流携
带的巨石撞击产生；

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或
冒烟，并有轻微震动感。

4月15日，宁波正式入汛。在4月15日至10月15日的防汛期内，宁波将有一支专业队伍驻县进
乡，走进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内指导巡查、参与风险研判，为当地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来专业指导。

那么，进入汛期，宁波哪些地方容易发生地质灾害？主要有哪几类地质灾害？哪些情况须紧急避
险？正确的避险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向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了详细了解。

宁波市汛期地灾防治驻县进乡活动上授旗仪式。

30余名省水文地质队员
将入驻我市10个区（县、市）

4月 19日，记者从宁波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宁波市汛
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地灾防治驻
县进乡活动已正式启动，全市有
30余名省水文地质队员整装待
发，随时准备入驻我市 10 个区
（县、市）。

“驻县进乡”是省水文队的四
大职责之一，也是水文队的立队之
基。叶汉云是浙江省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大队的驻县进乡技术专家，
他告诉记者：“宁波已经入汛，接下
来，将迎来梅雨季和台风季，在此
期间，可能在短时间内迎来强降
雨，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面临严峻
挑战。驻县进乡后，我们将奋战在
地质灾害防治一线，时刻把人民群
众安危放在心上，同时大力宣传地
质灾害防治知识和技能，为宁波的
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贡献专业
力量！”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专
职副总督察丁永平表示，希望驻县
进乡的地质队员们发挥属地优势、
专业优势、攻坚优势，应对重点防
范挑战，推动防灾能力新提升，筑
牢地灾安全防线，最大程度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宁波哪些地方
容易发生地质灾害？

进入汛期，我市哪些地方是地质
灾害风险防范的重点区域？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
解到，我市地处华南褶皱系浙东南褶
皱带，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山地面积
约占陆域面积的2/3，地质条件相对
复杂。

据统计，近5年全市发生的有记
录的地质灾害灾险情共98起，全部为
小型，96起发生在汛期、占比98%，其
中有94起发生在台风期间。

全市目前共划定4个地质灾害高
易发区，主要分布在余姚马家坪～杜
徐岙、钱库岭～车岗头、鄞州塘溪童
村、宁海岔路西山～桑洲黄罗洋等地
区；15个中易发区，主要分布在慈溪
南部丘陵区、余姚西部低山丘陵区以
及宁海县西部、南部低山丘陵区；其
余山区为地质灾害低易发区。突发
性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主要包括余
姚马家坪～杜徐岙、北溪～溪山、宁
海梁坑～俞陈～野猪坑、黄罗洋～白
溪、城关周边地区、奉化溪口长龙头、
象山石浦东南部、鄞州塘溪童村、慈
溪匡堰～乾炳。

“我市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四明
山区域、天台山区域以及沿海易受台
风侵扰区域，具体是余姚市、海曙区、
奉化区、宁海县、象山县等沿山沿海
区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矿处
负责人表示，“结合相关省市地质灾
害发生规律和我市防灾实际，我市地
质灾害发生情况初步可归纳为：一是
强降雨相关性强；二是规模以浅源小
型为主；三是滞后性相对不明显。”

此外，我市的地质灾害防治时段
相对集中，主要为汛期，特别是4～6
月的“梅雨期”和 8～9 月的“台汛
期”，存在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风险隐患，因此在这期间，我市
每年都会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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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地质灾害出现
前兆时，首先应该做到“躲”，即
快速离开具有隐患的危险区
域，如感觉隐患较大，通知周边
群众一起撤离到安全区域或者
应急避灾场地；

其次，是“报”，向村网格员
具体汇报情况，网格员根据实
际情况向乡镇、县级自然资源
管理部门汇报；

最后是“等”，等上级主管
部门及技术专家对灾害现场进
行处理。

如何正确应对崩塌、滑坡
和泥石流灾害，这些应对举措
应牢记——

崩塌的应对
正处于崩塌体下方时，应

迅速向两边逃生；
陡崖开始掉土和石块时，

切莫从底下经过；
行车时遭遇崩塌应注意观

察，停车观察或者迅速逃离斜
坡路段。

滑坡的应对
应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

离，绝不能沿滑移方向逃生；
如果滑坡滑动速度很快，

最好原地不动或抱紧一颗大树
不松手；

或尽量躲在楼上承重墙墙
角、大冰箱旁边、坚固的家具旁
边、厨房、厕所、储藏室等空间
小的地方；

当滑坡来临，而人正在房屋中
时，应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

泥石流的应对
选择最短、最安全的路径向

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切忌顺
着泥石流前进的方向奔跑；

不要停留在坡度陡、土层
厚的凹处；

不要在树上躲避；
逃跑时避开河(沟)道弯曲

的凹岸或地方狭小、位置又低
的凹岸；

不要躲在陡峻山体下。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朱宁溪

3 我市地质灾害主要有哪些类型？
发生前有哪些征兆可作参考？

地质灾害如何避险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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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进入汛期

哪些地方
易发地质灾害？

哪些情况
须紧急避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