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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金城关地裂缝特征及成因初探

陈 佑 德
;贵州工学院资源工程亲<

摘 要 本文介绍 了责州省织 金县城关发生的地裂缝
,

着重 论述 了织金城关地

裂缝的分布状况
、

特征
、

地质背景和成因
,

探讨地裂缝的规律性
,

预防可能的地质

灾害
。

关键词 地 裂缝
= 地质灾害

中图法分类号 ># ∀ �
8

∀ > # ∀ �
·

�

在众多 自然灾害中
,

除岩溶塌陷
、

滑坡
、

泥石流等外
,

地裂缝也是我省常见的一种地质

灾害
。

地裂缝又称地裂
,

它是在 自然和 人为因素作用下
,

完整连续的地表岩体或土体开裂
,

形成具有一定长度和宽度裂缝的一种地质现象
。

它往往使道路
、

房屋开裂或毁坏成灾
,

是

一种地面地质灾害
。

! ? 年代初
,

我省中西部地区大面积发生地裂缝
,

其中以织金县地裂缝最为严重
,

其次

是平坝县
,

而其余地方相对较少或零星分布
。

本文据织金县城关地裂缝实地调查
,

总结地裂缝的特征
、

分布特点
,

并探讨其成因
、

规

律性及预防
。

 织金县城关地裂缝的特征

地 裂缝 在织 金县属 化起
,

龙场
,

八

步
,

阿 弓等多处发生
。

在人 口集中
、

建筑

物较多的织 金县城关 区不仅发 生地裂

缝
,

且殃及 了 �� 个单位
,

其经济损失 达

一百万元左右
,

具有地裂缝分布面积广
,

受灾单位多
,

损失严重的特点
。

织金地裂 缝总 体沿北北东向呈带

状
,

由城北斜穿城 区
,

向南西展布 ;见图

 <
。

按地裂缝位置
、

自然形成沿城两侧
,

盆地边缘附近
,

构成城西 和城东两个地

带裂缝带
。

城西地裂缝带
,

北宽南窄
,

带宽?
8

 

≅ Α 至 ?
8

0≅ Α 不等
,

长约 �
8

�≅ Α
,

使   Β

煤 田 队

加 工 厂

马鞍 山

Χ二互〕
中佗入 地裂缝发生

单位及地方

Δ Ε ? ? 川

图  织金县城 区地裂缝分布示意 图

 ! ! ∀ 一 ?  一 � ? 收 稿
=  ! ! ∀ 一 ? ! 一 � ! 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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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田地质 队
,

县 农机 厂等许多单 位受灾
。

城东地 裂 缝带
,

带宽变化 不大
,

一 般 为

?
8

 Φ≅ Α 左右
,

长 �
8

0≅ Α
,

在马鞍山
、

三中

等地
,

地裂缝带方向有所变化
。

不仅织金县城关地裂缝总体成带状
,

方向性强
,

呈北北东向
,

就在局部地 区
,

如

县农业局
、

县一小等地的地裂缝也具有这

一规律性
。

织金县农业局宿舍地面上
,

发育 了五

条总体走向北北东 向的地裂缝 ;见图 � <
,

缝宽  
8

−Γ Α 左右
,

最宽处可达 ΗΓ Α
。

地裂

缝的长度从 Β 米至 Φ? 米左右不等
,

裂缝面

向西倾
,

由于地裂缝相互大致平行
,

形成一

个长 Φ? 多米
,

宽 ∀? 余米的地裂缝带
。

广
匕二冲

【互习
宿舍

门日川内川川洲吕切序目

一
 ? 阴 巨口

地 裂缝

图 � 织金县农业局地裂缝分布示意 图

在城西地裂缝带的中部
,

织金县一小的操场上
,

发育了九条近于平行
,

缝距不 等的地

一Ι习缝一引川�楼一钊川�石一、、一一裂闷一学一一一一妇一、一螃一护一
呐

峭一巨一操一一地一尼一教尸日� 

裂缝
,

其地裂缝总体走向北北东向
,

并

有数 条东西 向地裂缝穿插其 中
,

对操

场的破坏作用极大 !见图 ∀ #
。

而在 织金 县农 机 厂厂房 的地面

上
,

发育方 向近东西 向
,

长 ∃% 。多米
,

断续分布的地裂缝
,

缝宽 ∃ & ∋( ) 不

等
,

并伴有数条与之平行次级地裂缝
。

由于地裂 缝发育
,

致使金工
、

铸工
、

机

修等车间受到较大的破 坏
,

厂房墙体

发 生开 裂
,

缝 最宽达 沉二 岁右
,

裂缝
图 ∀ 织金县一 小地裂缝分布示意图

面倾向北
。

与此同时
,

在厂操扬上
,

也发育一条近东西向
,

断续分布的地裂缝
,

从操场延伸

至县粮油加工厂
。

并使墙体开裂
,

房屋的基石被剪断
,

裂缝宽 。
∗

∀( ) 左右
。

+ 地裂缝的分布规律

,司 缝,闻曰司
∗

一二扫一二一房一−一地一亡一厂

.# 大多数地裂缝具有一定

的方向性
,

并成带分布
。

织金地裂

缝带总体呈北北 东向
,

而局部地

区
,

则主要发育北北东向和近东

西 向两组地裂缝
,

分布面广
,

规模

较大
,

受灾严重
。

+ # 地裂 缝发育
,

从时 间上
,

有一定间歇性和重复性
。

在 ∃ / 0 1

一一
& 2 君

“

卜卜卜卜卜一一 &

屯

茜弱卿
”33333

操操操场用用
∗

竺33333

图 4 织金县农机厂地裂缝分布示意图

年 0 月
,

在县三中等多处发生地裂缝
,

而 /% 年 0 月
,

又再次在织金县城关大面积发生地裂

缝
,

波及了 ++ 个单位
。

∀# 地裂缝大多发育在碳酸盐岩地区
,

与岩溶发育程度
、

特殊地形地貌密切相关
。

如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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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县新汽车站位于二迭系茅 口灰岩溶蚀洼地的边缘
,

基岩溶沟
、

溶槽发育
、

地面起伏较大
,

从而造成上覆土层极不均匀
,

有的  至 � 米可见基岩
,

而有的地方
,

深达十余米也不见基

岩
,

加之上部建筑物地基处理不当
,

使其发生不均匀沉降
,

导致汽车站地面产生地裂缝
,

而

最后重建了汽车站 ;见图 Φ <
8

反反 丫丫 乙∀∀∀ 心心
勺勺从从⋯达孕孕

‘

广广

鬓鬓鬓
乙匕匕
代代代夕

888

夕夕夕夕
户户士士

扮、
888

气气一竹竹

杂镇 土

素 续土

, , 塑拈 土 , 可 塑拈 土 , 软塑枯土 区困二迭系下统茅
口 组

图 Φ 织金汽车站 . ≅  # 一 . ≅  Φ 剖面 图 ;据责州工学院科技开发公 司资料整理 <

∀ < 气象 因素也是一活跃的因素
,

久旱无雨
,

持续高温的气候加剧了地裂缝的产生
。

织

金城关大面积地裂缝
,

主要发生在 !? 年 Κ 月
。

该月平均气温为 �!
8

Β ℃旧 最高气温达 � �8

� ℃
,

由于气温高
,

太阳辐射强烈
,

地表水份蒸发量大
,

为 � ∀�
8

� ;?
8

7Α Α <
。

降雨量则较少
,

仅为 �∀
8

! ;?
8

7Α Α <
。

据当地气象局 Κ? 年到 !? 年的资料
,

气温和蒸发量均为近十年来的

最高记录
。

因此气候是诱发地裂缝产生一个不容忽视的条件
。

Φ < 发生地裂缝时
,

附近井泉水也有所变化
。

ΚΦ 年织金城关发生地裂缝期间
,

在久晴

无雨的气候下
,

织金城关沿河两岸多处泉水
,

浑浊变黄如淘米水
,

这说明发生裂缝时
,

地面

下深处地下水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

#< 地裂缝次多发生在地表土层中
,

裂缝可见深度不一
,

最大可达 � 至 � 米
,

并且强度

也较大
,

墙体裂缝较宽
,

水泥圈梁被拉开
,

房屋地基基石被剪断而发生破裂
,

对房屋破坏程

度极大
。

Β< 地裂缝不是突变
,

而是缓慢的渐变
。

一般说
,

地震成 因地裂缝有突发性
,

伴随有震记录
=而织金地裂缝

,

是缓慢的渐变
。

据

观察
,

�? 多天 内有的地方地裂缝变化  至 � 毫米左右
,

并无地震前兆
,

这说明地裂缝不是

地震作用直接引起
。

� 地裂缝成因探讨

织金县城关地裂缝的空问分布
,

既不是零乱无序
,

也不是零散成片
,

而是表现出具有

一定方向性成带状分布的规律性
。

从织金地裂缝总体分布 以及局部地区
,

如县农业局
,

县

农机厂等地
,

都具有这一特点
。

很显然
,

它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事件
,

而是特定 区域地质背

景下的产物
。

织金县位于贵州西部
,

东经  ? Φ
?

� ? , � ∀ 即

一
? #

?

 ? ,  �即
,

北纬 � #
?

�  ‘∀ Β 即一� #
?

Φ #
‘ �

8

#
即 ,

地

势东低西高
,

属中低 山地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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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金县城关一带
,

主要为二迭系下统茅 口 灰岩
,

基岩岩溶较为发育
,

构成面积约 ∀ 至

Φ 平方公里的小型溶蚀盆地
,

盆地为厚数十公分至十余米不等冲
、

残积层覆盖
,

而地裂缝

大多发育在盆地两侧冲
、

残积的土层中
。

区域性北东向鼠场断层和北北东向绮陌断裂在城西北汇合
,

向西南方向延伸
。

在织金

县城以东地区
,

褶皱紧密
,

地层倾角较 陡
,

甚至呈倒转状
= 以西地区

,

褶皱相对宽缓
,

被一些

东西向断裂切割
8

表现为多褶皱
,

断裂发育
,

构造复杂 ;见图 # <
。

六少Λ Μ , 。 Λ ,

下守
厂

〔 〕
地裂缝带

口

爵一
Ν亘岌一科一卜获础

图 # 织全城关地质构造图
;据煤   Β 队资并改编 <

由图可知
,

区域构造线呈北东向
,

它主要在北西
—南东主压应力作用下

,

形成 了一

系列与轴向大致平行
、

呈北东向展布的背斜与向斜
。

由西向东计有张准背斜
,

三塘向斜
,

后

寨背斜
,

阿 弓向斜
,

地贵向斜
,

珠藏向斜⋯⋯等
,

这些规模不同的褶皱构成了本区的骨干构

造
。

总体走向北北东向
,

呈带状分布的织金地裂缝正发育在这样的地质背景中
,

与区域主

应力场吻合
。

而作为地裂缝个体而言
,

相互之间并不是孤立的
,

反映在地裂缝空间分布及

力学特征上
,

表 明了处鑫峨一应 力场下
,

相互之间是一个有着必然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
。

从县农业局的地裂缝来看
,

地裂缝形态 比较平直
,

而裂缝延伸长度相对较远
,

最长可

达 Φ? 多米
,

而裂缝之间相互平行
,

总体方向为北北东向
,

由于地裂缝最宽处达 ΗΓ Α
,

表明

了该地裂缝力学性质受剪为主
,

并伴有张 力作用
。

而县一小的操场上的地裂缝
,

相互近于

平行呈羽列状排列
,

其总体方向也是北北东向
。

而在县农机厂地裂缝
,

其方向有所 不

同
,

呈近 东西向
,

但地裂缝相互近于平行
,

断续延伸较远
,

近  ? ? 多米
,

致使厂房屋的

基石被剪断破裂
,

表明其地裂缝 力学性质

主要为剪力
。

根据该区构造线呈北东向
,

在

北西
—

南东主压应 力作用下
,

结合局部

地区地裂缝力学性质
,

作应变椭球体分析

;见图 Β <
,

不难看到
,

织金城关地裂缝空间

分布具有一定方向性
,

成带状分布
,

主要受

到基岩中走向北北东和近东西两组断裂构

;( 入 +Ο
‘吐∗ ’

泼
,
昌剪 切面

主 应 勺

图 Β 应变椭球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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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控制
,

故在第四系覆盖层地裂缝也具明显方向性
,

成带性
,

而时间上
,

则有间歇性和重复

性
。

另外
,

在织金县属马桑柴地方
,

整块厚层灰岩中
,

产生  至 � 厘米石裂缝
,

最宽处可达

� 厘米
,

石裂上宽下窄呈楔状
,

近 ∀? 多米石裂缝穿过公路
,

弯曲延伸
,

具有构造地裂缝的

特点
。

自然
,

地裂缝成因复杂
,

影响因素较多
,

但就成因来说
,

织金城关地裂缝
,

主要 以构造

地裂缝为主
,

并伴有非构造地裂缝
。

∀ 结束语

 < 从织金县城关大面积地裂缝分布成带性
、

方向性强
,

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

反映了

地裂缝空间分布受到基岩中北北东向和北东东向两组断裂构造的控制
,

其实质则是 区域

构造应力场的产物
。

� < 地裂缝成因复杂
,

种类很多
,

有内力作用产生的地震地裂缝
,

断层地裂缝
,

也有与

岩溶发育相关的塌陷地裂缝
,

受气候影响的干早地裂缝
,

当然也有人为因素
,

如不合理抽

取地下水及开采所引起地裂缝
8

总而言之
,

是由这些因素独 自或组合起来控制地裂缝的产

生
。

但就织金城关地裂缝空间分布
、

裂缝力学性质
、

地质背景推断
,

以构造地裂缝为主
,

并

伴有非构造地裂缝
。

� < 由于地裂缝影响因素复杂
,

因此在其防治上
,

要根据不同的成因类型
,

采取不同的

具体措施
。

由内动力地质作用形成地裂缝
,

其防治难度较大
,

一般以避为主
=
不能避的

,

则

要采取防灾抗裂措施
。

而对 人为因素所引起地裂缝
,

则相对易控制些
,

如合理抽取地下水
,

科学进行开采等
。

总之
,

因地制宜
,

综 合治理
,

采用多种方法
,

防患于未然
,

可以减少地裂缝

等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危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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