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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贵州省山体滑坡灾害的处置对策

中国消防在线 | 时间： 2013-02-25 | 文章来源： 贵州省消防总队 | 作者： 李联

摘要：随着贵州省经济进入到飞速发展时期，各种山体滑坡、泥石流、洪水等自然灾害也相继发

生，严重威胁到了贵州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山体滑坡发生较为频繁，危害

特别巨大，例如安顺关岭山体大滑坡、黔南长顺山体滑坡。公安消防部队作为一支应急抢险救援专业

力量，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积极参加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危险化学品泄漏、道路交通

事故、群众遇险事件等突发事件的救援工作。作为应急救援的骨干，我们必须正确掌握处置山体滑坡

灾害的方法，以弥补救援过程中的不足，成功处置此类突发事件，忠实履行胡总书记“忠诚可靠，服

务人民，竭诚奉献”三句话总要求，做令人民满意的消防队伍。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部高原山地，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山脉众多，重峦叠嶂，绵延纵横，山高

谷深。喀斯特地貌特征显著，岩溶地貌发育非常典型，境内岩溶分布范围广泛。各种矿产资源种类繁

多，分布广泛，储量丰富，各地因此大面积开采矿藏资源。这一特殊的地理特征导致贵州地区土质疏

松，岩体空洞，易形成山体滑坡灾害。每年因山体滑坡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一、山体滑坡的特征 

（一）产生原因  

1、由于贵州喀什特地貌的特殊性，山体多为坚硬的灰岩、白云岩，地下层则是松软的泥岩、砂

岩、页岩、凝灰岩、片岩、板岩，岩层软硬相间，加上中间形成的富水带，地下水通过长期侵蚀、软

化岩土，降低了山体的强度，山体坡度较大，这些都容易造成崩塌和滑坡。  

2、气候复杂，干旱季节持续时间长，降水量少，造成土质疏松。而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受连续

降雨、暴雨，尤其是特大暴雨的激发，山体滑坡往往伴随发生。  

3、山体滑坡也与地壳运动和人类活动相关。人类的开采矿产资源、滥砍滥伐、爆破、修筑交通

道路、修筑水渠等，以地壳的海啸、地震、风暴潮等外界因素，可以产生滑坡的基本条件，从而引起

滑坡。 

（二）危害  

1、破坏力强，人员财产损失巨大。 

山体滑坡灾害具有速度快，来势凶猛，冲击力大的典型特征，疏松山体在连降暴雨等情况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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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下部失去支撑，往往在一瞬间发生山体滑坡，夹杂着岩石、泥土，迅速下滑，出现大面积崩塌现

象，冲撞填埋房屋、村庄、道路、河道，堵塞交通，造成一定范围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如安顺

关岭大滑坡造成38户民房被掩埋，107人被掩埋，大寨村1000多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黔南州

长顺县延昌水泥厂发生山体滑坡，建筑物倒塌，9名群众被埋压。  

2、突发性强，危害较大。 

滑坡往往难以预测，在暴雨集中、土质疏松、坡度较大等情况下，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极短的时间

内，突然爆发，来势凶猛，严重危害社会经济和人员安全，也有可能引发次生灾害，如建筑物倒塌，

中断交通，影响供水、供电和道路交通安全，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3、救援困难，难度大。 

山体滑坡灾害大多发生在距离城镇较远的山区，距离县城上百公里，加上贵州山地特征，灾害地

点位置偏远，地势险要，道路交通不便，当地交通设施又遭滑坡破坏，严重影响了消防车辆的通行，

不能及时有效地实施救援行动。 

二、山体滑坡救援的要求 

（一）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各级领导要加强重视，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建立健全应急联动和

群测群防机制，成立以公安消防部队为主干，气象、卫生、环保、水利、国土、军队等部门密切配合

的综合应急救援机制。消防部队要完善应急救援预案，明确启动整体预案的程序、方法，充分考虑各

种因素，融合社会资源，确立相关负责人，保证各部门协同作战。同时加大应急救援投入，着力配备

各类抢险救援器材装备，建立完善山体滑坡自然灾害事故抢险救援社会资源库，做到科学有效，有所

保障。并定期组织联动单位开展应急指挥与力量拉动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处置此类灾害事故的能力。

其次，建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对灾害实时监控，做到准确预测预报，在典型的滑坡区域进行定

点观测研究。当出现滑坡征兆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以正规形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宣布有关

地区进入预警期，要求各部门根据预警级别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积极应对事故灾害。 

（二）快速反应、创新战法。 

在自然灾害面前，首先就是要快速响应机制，科学指挥决策，合力运用战术。第一时间成立决策

指挥部，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调集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地点，第一时间疏散群众，抢救被困人员。面

对现场各种不利的因素，指挥员要保持清醒的判断力，在人员装备有限的情况下，创新救援新方法、

新手段，合理判断，科学决策，制定正确的营救方案，果断处置险情。 

（三）各部门密切配合。 

在发生山体滑坡后，应迅速调集防化救援车、照明车、抢险救援车、吊车、铲车、挖掘车、后勤

保障车等车辆，以及防护、救生、起重、破拆、侦检、警戒、洗消等特勤器材。同时由政府应急办迅

速调集公安、卫生、安监、交通、水利、地质、气象、环保、供电、通讯、驻军等部门协助处置。公

安要维护好周围的警戒，交通部门保证交通的通畅，医护人员随时做好受伤群众的抢救工作，通讯部

门要保障救援通信网络的畅通，收集灾情，第一时间向对外发布救援信息，报道消防官兵救援进程。

只有依靠各部门的协同配合，才能共同完成好救援任务。 

（四）积极营救被困群众。 



坚持“救人第一”的原则，逐一排查，逐片转移，立即把周边群众疏散至安全地带，确保被困群

众安全。针对滑坡面积一般较大的特点，采取梯次搜救和反复搜救的方法，坚持把搜救人员生命作为

第一要务，全力搜救被埋人员。实行分组分区域作战，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器材装备，和听取

群众对被埋房屋和群众方位的意见，确定遇险群众位置，积极搜寻失踪人员，将可能有人员生存的现

场再次排查一遍，不放过一个角落、不放弃任何生命迹象，全力营救被埋压的遇险群众，尽可能早发

现、早救助，保证能够得到及时救助。  

（五）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后勤保障是灭火抢险救援行动成功的关键，由于山体滑坡范围广、难度大、持续时间长、救援任

务艰巨、参战官兵人数多，官兵在救援现场，经过长时间的高强度救援，体力会严重透支，因此必须

建立健全完整的战勤保障体系，保证官兵有充足的体力进行救援。例如关岭滑坡救援中，为确保一线

官兵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抢险救灾工作中，部队先后调集饮用水、牛奶、干粮等，确保了官兵的生活

保障；调集高原炊事车每天为官兵加工食品，及时的为官兵提供了救援所需的营养补给；调集消防专

用帐篷、抢险救援服、衣物、抢险手套、移动照明灯组等，确保了官兵的物资保障；调派了卫星通信

指挥车、对讲机等通讯装备，确保了通讯畅通。调配各类抗菌药、消炎药、降暑药、创伤药等，确保

了官兵的医疗卫生保障；调集加油车，确保了参战车辆油料的充足。 

（六）做好官兵的心理疏导。 

官兵在长时间、高强度救援行动过程中，容易身心疲惫，思想消极。且山体滑坡救援现场，受灾

面积大，房屋倒塌，破坏严重，人员伤亡大，遇难者遗体多，官兵在长时间搜寻、搬运遗体后，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