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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灾害识别与避险自救   

22. 滑坡发生前兆 

 

处在滑坡体上的池塘由于出现裂缝导致池塘水位明显下降，是滑坡即将启动的明显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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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崩塌发生前，地表会发生轻微颤动，甚至地下还存在剪裂岩石的地声，动物的感觉比人敏感，所以动物获得这种地壳变动的

信息后表现出惊恐不安的样子，如老鼠和蛇乱跑不进洞等。若在滑坡危险区内，发现多种动物多种异常表现，就能预示滑坡崩塌即将

来临，应尽快撤离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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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可能会发生长时间非常缓慢的变形，有的几年，甚至十多年。

停止滑动后，滑坡体上的树木呈现上部向上直长，下部弯曲的形状，

称为马刀树。马刀树是老滑坡的识别标志，“马刀树”林所在的斜

坡，说明此斜坡数年、数十年以前发生过滑动，滑动速度比较慢。  

滑坡在滑动过程中，滑体上的树木向滑动方向倾斜，叫做醉汉

林；醉汉林是新滑坡整体、慢速滑动的标志，如果滑坡滑速快了，

滑体碎裂，滑体上的树林会发生东侧西歪，乱七八糟倒在一起，形

成不了醉汉林。（图） 

23. 崩塌发生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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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处的裂缝逐渐扩大，危岩体的前缘掉块、坠落，小崩小

塌不断发生，出现小块落石，可能是崩塌前兆，一定要注意，加

强警惕。 

坡顶出现新的破裂形迹，嗅到异常气味，不时听到岩石的撕裂

摩擦错碎，掉落声，都是崩塌的前兆。 

24. 泥石流发生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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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是泥

石流发生的前兆。沟槽内断流和沟水变浑，可能是上游有滑坡活

动进入沟床，或泥石流已发生并堵断沟槽，这是泥石流即将发生

最明显的前兆。在这些现象发生时，一定要根据预先制定防灾预

案，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 

泥石流发生时，携带巨石撞击产生沉闷的声音，明显不同于

机车、风雨、雷电、爆破等声音。听到沟谷远处有轰鸣声，沟谷

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有轻微震动感，说明泥石流在向外流动，要

马上离开沟谷，跑到附近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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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泥石流沟谷易发性判定 

 

 

 

当一条沟谷在松散固体物质来源、地形地貌条件和水源三个方 流水是形成泥石流的动力条件。局地暴雨多发区的沟谷、有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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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有利于泥石流形成时，可能成为泥石流易发沟谷。有的土石开

始滑动的位置在很高的山上，在向下滑动的过程中还有沿途的土石

加入，规模不断加大，对山脚下的房屋造成破坏。 

坝危险的水库或塘坝的下游沟谷、季节性冰雪大量消融区的沟谷，

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流水，容易诱发泥石流。有时虽然沟口未

下雨，但山沟里下暴雨，也会发生泥石流，而且更危险。 

 

 

26. 临时避灾场地的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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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灾场所的选定，一定要选取绝对安全的地方，尽量选在地形平坦开阔，水、电、路易通入的区域；避灾场地要请专业人员选择，

避开可能受滑坡、崩塌或泥石流威胁的地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避灾场地距原居住地越近越好，地势越开阔越好，交通和用电、

用水越方便越好。 

27. 撤离路线的选定 

发生地质灾害险情，收到预警信息时，要按照事先制定的路线撤离。转移路线应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

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撤离比沿山谷更安全。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53752/5378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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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预警信号的规定 

撤离地质灾害危险区，应事先约定好撤离信号（如广播、敲锣、击鼓、吹叫笛等）。制定的信号必须是唯一的，不能乱用，以免

误发信号造成混乱。 

 

 

29. 发现地质灾害险情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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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如果发现房前屋后出现裂缝，或在滑坡

前缘坡脚处堵塞多年的泉水有复活现象，或者出现泉水（井水）突然

干枯，井、泉水位突变或混浊等类似的异常现象，要及时报警，请专

业人员速来勘查，判断险情。 

  郊区游玩时，如果发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

较多柴草、树枝；或者深谷内传来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等

现象时，一定要马上报告，提醒处在河流或沟谷下游的人员及时

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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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现地质灾害前兆，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区域和地段，应当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在地质灾害危险区的边界设

置明显警示标志，封闭危险区。必要时设专人把守，禁止人员进入，以确保安全。 

 

 

30. 灾后如何抢险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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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发生后，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开展灾后自救，包括被困人员自救、家庭自救、村民互救，要充分利用抢险救灾的

黄金时间减少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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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发生后，不要贪恋财物，首先要保证人身安全。即使地质灾害暂时停止活动，也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去挖掘和搜寻财物，

避免灾害体进一步活动导致人员伤亡。 

31. 转移避让后何时撤回居住地 

发生地质灾害撤离后，不可自行随意返回危险区，要经专家鉴定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已消除，或者得到有效控制后，当地县级人

民政府撤消划定的地质灾害危险区，转移后的灾民才可撤回居住地。 



 48 

 

 

32. 滑坡简易监测方法 

大型滑坡形成过程中，地表要出现变形开裂，依据裂缝开裂速度，可分为微裂变形阶段、匀速裂变阶段和加速裂变阶段。如

果在匀速裂变阶段开始对滑体进行观测，到加速裂变，就可以对滑坡发生的时间做出较准确的预测。木桩法是对滑坡进行监测的

有效方法之一，如果发现山坡上有裂缝，及时在裂缝两侧埋设木桩，定期测量桩间距并记录下来；在雨季要特别关注裂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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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或雨后要加密测量时间，发现裂缝突然变大或开裂速度加大，要及时报告。 

 

 

 

33. 发生滑坡时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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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发生时，如果处在滑坡体上，首先应保持冷静，不能慌乱。逃生以向两侧跑为最佳方向，向上或向下跑是很危险的。当遇无

法跑离的高速滑坡时，更不能慌乱，如滑坡呈整体滑动，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等物，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自救措施。如 1983 年 3 月 7

日发生于甘肃省东乡县的著名的高速黄土滑坡——洒勒山滑坡中的幸存者就是在滑坡发生时，紧抱滑体上的一棵大树而逃生。 

34. 滑坡应急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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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滑坡中后部裂缝及时进行回填或封堵处理，防止雨水沿裂隙

渗入到滑坡中，是非常重要的滑坡应急治理措施之一。可以利用塑

料布直接铺盖，或者利用泥土回填封闭滑坡后缘裂缝。另外还可开

挖排水和截水沟将地表水引出滑坡区。  

当山坡前缘出现地面鼓起和推挤时，表明滑坡即将滑动，尽快

在前缘堆积砂石压脚，可以减缓滑坡下滑的趋势甚至稳住滑坡。如

果滑坡仍在变形，还可以在滑坡后缘拆除危房，设置清除部份土石，

减轻滑坡的下滑力，提高整体稳定性，为财产转移和滑坡的综合治

理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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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应急处理措施，对浅层滑坡可在滑坡体上打入几根长度穿过滑面达到下部稳定地层的木桩，也能起到稳定滑坡的作用。但对

于滑坡的长期防治，还需专业部门进行勘查，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 

 

35. 发生泥石流时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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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处于泥石流区时，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离开沟道、河谷地带，但应注意，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

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失稳下滑，应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的地方暂停观察，选择远离泥石流经过地段停留避险。同时要迅速报

告，让下游的人员赶紧撤离，还要说明自己的位置，以便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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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泥石流时，不应上树躲避，因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

其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泥石流，所以上树逃生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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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口诀二 

灾前常会有前兆，以下现象早预防 

 鸡鸭乱跑鼠乱串，动物行为有异常 

 

 泉水突冒墙开裂，塘水井水很快降 

岩石碎裂山欲动，斜坡变形在增强 

 

地面鼓起沟水浑，山上肯定有情况 

山谷突发轰鸣声，沟口莫停速避让 

 

崩塌发生要绕行，滑坡来时奔两旁 

身外财务别贪恋，安全之处把身藏 

 

临灾避险有预案，应急处置有保障 

报警信号事先定，撤离路线早商量 

 

服从命令听指挥，灾中逃生互相帮 

广播电视要收看，暴雨来临灾先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