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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质灾害是指由于自然作用和人为因素造成的地质环境恶化及生态环境破坏，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带来危害的地质现象，主要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及地面沉降等。
广东省是我国地质灾害多发的省份之一，各类地质灾害分布广，活动频繁、危害严重，每年因崩塌、
滑坡、泥石流及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造成的伤亡人数占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比例较大，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可达数亿元。
目前，广东省各类地质灾害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呈现出逐年加大的趋势；地质灾害的活动
对广东省内的铁路、公路、江河航道等交通要道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省出现了多起重大地质灾害伤亡事件，如英德市石牯塘镇清水坑锡矿，1991
年4月29日发生岩石崩塌，导致2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3万元；2006年7月16日，潮州市饶平县新塘
镇外宫山角村发生滑坡，滑坡造成9人死亡，8人受伤；2006年7月31日，梅州市大埔县西河镇水祝村礤
下自然村发生滑坡，规模为12×104m3，滑坡摧毁房屋60余间，造成8人死亡；2006年8月3～4日，受强
热带风暴“派比安”的影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一带遭受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袭击，暴雨引
发西樵山北侧山体沟谷产生18处泥石流灾害，泥石流直接造成8人死亡，冲毁房屋51间，受灾人口约1
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85亿元；2008年6月29日凌晨5时左右，深圳市遭受百年未遇的强降雨过程，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办木棉湾沿河九巷6号楼西南侧边坡发生滑坡地质灾害，滑坡直接导致18人受伤
，5人死亡。
由此可见，广东省地质灾害活动所造成的安全损失触目惊心，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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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东省地质灾害及防治》以广东省的典型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和地面沉降
等地质灾害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现场综合地质调查、室内试验和野外现场测试、有限元数值模拟及
工程治理实践相结合的手段和方法，对广东省常见多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
地面沉降和水库、河口及港湾淤积的时空分布特征、成因机理、灾情特征及治理措施与崩塌、滑坡及
泥石流活动的分形特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对典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实例进行详细地分析总结。
全书分为10章。
第1章主要介绍广东省的区域地质环境背景特征、主要地质灾害的类型和地质灾害的灾情特征；第2章
～第8章主要阐述了广东省内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和淤积的发育特征
、分布规律、形成机理、变形破坏活动特征和各类地质灾害的灾情特征；第9章依据分形几何理论，
系统地研究了广东省崩塌、滑坡和泥石流活动时空分布结构的分维特征和自组织临界特征；第10章主
要介绍广东省典型崩塌、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的防治工程实例。
全书系统性强，地质灾害实例丰富，图文并茂，具有较高的参考使用价值。
　　《广东省地质灾害及防治》可供地质、土建、水利、电力、矿山、公路、铁路等领域从事工程地
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岩土工程或防灾减灾工程等方面工作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
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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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顺民，47岁，湖北英山人，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1987年6月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现任广东省矿业协会理事、广东省地质学会理事、深圳市地质矿业协会副理事长。
1987年8月～1991年8月在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第二地质大队从事矿区地下水资源评价、地下水源地
勘查、地质灾害调查与矿区工程岩土体稳定性评价方面的技术工作。
1991年9月～1998年11月在中国地质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从事工程地质、环境地质与岩土工程方面
的教学及科研工作。
1998年12月～2000年5月在四川大学水力学及山区河流开发与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四川大学水利工程
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环境，水力学、水污染控制和环境地质方面的科研工作。
2000年5月～2008年10月在广东省深圳市地质局和深圳地质建设工程公司从事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
防治方面的生产、科研和管理工作。
2008年10月至今在广州地理研究所从事地貌与第四纪地质、自然灾害和防灾减灾工程方面的科研工作
。
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科技攻关及省部级基础研究课题10余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三次。
负责完成地质环境评价、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断裂构造活动性监测研究、地质灾害风险评估和各类
地质灾害的勘查、设计及施工项目等200余项。
曾获国土资源部“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在国内外相关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裂隙岩体损伤力学导论》和《国土
资源系统地质灾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等专著两部。

    梁池生，48岁，广东高州人，广东省地质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
1982年6月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
现任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技术质量监督专家、水利部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专家、广东省国土资源系统
水文工程环境地质项目评审专家及广东省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具有建设部建设监理工程师、注册岩土
工程师和国土资源邵矿产储量评估师等执业资格。
1982年7月～2003年5月在广东省地质局水文工程地质一大队工作，其间于1989～1990年在意大利比萨国
际地热学校学习。
2003年6月至今在广东省地质局机关工作，现任环境地质处处长。
参加工作以来，主要从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方面的勘查研究和管理工作，主持和参与完
成了湛江市地热资源详查、广东省雷州半岛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化推进研究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应急水源地地下水资源勘查评价等多项省部级重点项目，特别是在地下水流场特征、地面沉降形成机
理及趋势预测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3-作。
先后共有5项成果获部级奖励。
作为广东省较早从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专家，参与了广东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及矿山地质环境影
响评价有关技术规定的制订，组织和指导完成了东深供水改造工程和阳春市大河水厍移民安置区等多
项重点工程的地质灾害评估、勘查及研究任务，在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抢险、协助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
门推进地质灾害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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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据广东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对广东省各县（市）地氟病区的环境水文地质调查结果，全
省地氟病主要分布于汕头、梅州、惠州、广州、佛山、韶关、肇庆、江门、茂名、湛江等10市共37个
县（市），病区人口已超过40余万，其主要病区分布在粤东地区。
地氟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地方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氟斑牙和氟骨症。
氟斑牙患者，不仅影响面容美观，而且影响咀嚼功能，不利于消化吸收；氟骨症患者，轻者腰腿及关
节疼痛，重者四肢变形，行走不便，严重者丧失劳动能力，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瘫痪床上不能走动。
地氟病给病区人民带来莫大的苦难，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其致病原因主要是由于在特定的地质环境中含有较多的氟，人们长期通过饮水或食物摄入超过生理需
要量的氟化物，并不断蓄积而引起的一种全身慢性中毒疾病。
地氟病区饮用水高氟环境主要是构造裂隙水深循环氟元素溶解富集、高氟温泉排放污染、隐伏高氟热
水渗入污染、萤石矿开采污染及化工厂废水污染等原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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