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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石阡县葛彰司岩石崩塌体的成因探讨 

王尚彦 1，梁操 1,2，张贤文 1，唐德龙 1 

( 1贵州省地震局，贵州贵阳 550001 ；2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 

【摘 要】在贵州省石吁县本庄镇葛彰司，存在一体积达 80 多万耐的巨大岩石崩塌体，称石叶葛彰司崩塌体。 

1308 年 6 月 21 日，在该崩塌体附近发生过地震。综合分析认为，石叶葛彰司崩塌体可能是由 1308 年的地震诱

发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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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崩塌是指陡峻山坡上岩块、土体在重力作用下，发生突然的急剧的倾落运动。崩塌的物质，称为崩塌体。崩塌体为土质者，

称为土崩；崩塌体为岩质者，称为岩崩；大规模的岩崩，称为山崩。贵州省石吁县本庄镇葛彰司村有一岩石崩塌体，我们将这

个岩石崩塌体称为石吁葛彰司崩塌体。该崩塌体总体呈北东一南西方向的梯形展布。东侧的根部宽约 338m ，西侧前端宽约 

582m ，长约 368m 。石吁葛彰司崩塌体积约 85 万耐，约 180 多万吨。本文在介绍石吁葛彰司崩塌体地质背景的基础上，对

其成因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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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质背景 

石降葛彰司崩塌体位于河坝向斜东翼。该向斜位于长林坝一本庄一河坝一带，南西端于河坝南西以 25 
。
的仰角逐渐扬起，

北东伸展到本庄一带。轴面走向北东 30
。
左右，长 58 km 以上，幅宽 12 km 。平面上略呈“ S ”状。向斜轴部由三迭系组成。

河坝附近出露最新地层为中三叠统狮子山组，轴部地层倾角 20
。
一 25

。
。两翼均由二迭系、志留系、奥陶系及部分中上寒武统娄

山关群组成。北西翼，倾角 40
。
一 50

。
，南东翼大部倒转，倾向南东，倾角达 20

。
 - 50

 。
，远离轴部逐渐直立，然后转为正常西

倾，倾角 25 
。
左右。该向斜为轴面东倾局部倒转的开阔歪斜向斜。该向斜两翼的二叠纪地层产煤、黄铁矿、褐铁矿等矿产。小

高王一带的中晚寒武世及早奥陶世地层产铅矿，铅矿主要受断裂构造控制。 

岩石崩塌发生在下三叠统茅草铺组。崩塌体岩石由薄一中厚层的灰岩和白云岩组成。岩层近于直立或倒转。 

岩石崩塌发生在一山脊走向近北东向的山体的北西坡。根据崩塌体两侧地貌特征分析，崩塌发生前，山体西侧是一陡崖，

但陡崖没有悬空。 

崩塌体四周没有明显断层通过。西侧为一顺层展布的陡崖，东侧为和岩层一致的裂隙，南侧受一节理裂隙控制，北是一河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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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因探讨 

一般的岩石崩塌的形成原因是：岩层具备崩塌的基本条件（陡峭、悬空、断裂发育等）的岩体，在外界力量诱发或自身失

重，崩塌形成堆积体
[1]
。在我国西部岩溶石山地区，地震是诱发崩塌地质灾害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

[2-6]
。 

贵州省石降县本庄镇葛彰司的这个崩塌体，规模很大，从两侧地貌和岩层结构来看，靠自身重力作用自然垮塌是很难形成

的，一定要有巨大的外界诱发力量才可能形成。那么，葛彰司岩石崩塌体是在什么样的外力诱发下形成的呢？ 

笔者采访了当地（葛彰司） 90 多岁的老人，她们小时候这个崩塌体就已存在了。在崩塌体前缘，村寨（葛彰司）修建的

房屋中，一些垮塌的老房子，屋基坐落在崩塌的岩块上，房屋周围的高大树木也有很多是生长在崩塌的岩块上，说明崩塌体在

这个村寨房屋建设和这些树木还未生长之前就已存在。历史记载，葛彰司村西约 500m 的长官司，在清朝的时候就有居民，葛彰

司村子的一些垮塌的老的房屋建筑，至少有 100 年以上的历史。这些资料说明，葛彰司岩石崩塌体，形成于距今 100 多年以

前。 

100 多年前，在石降的葛彰司及其附近，没有大型的人工活动（爆破、修建水库等），能够诱发形成大规模的岩体崩塌。但

文字资料记载， 1308 年 6 月 21 日，岩石崩塌体附近，发生过地震。这是贵州文字记录的最早的地震。乾隆 《 石降府志 》 

卷 7 详页 170 记载：至元大元年六月初三日（注： 1308 年 6 月 21 日），石吁等处军民长官司（今石降县）地震
[7]
。 《 石

降县志 》
[8]
记载：“大德九年（公元 1305 年）（注：可能是 1308 年，估计印刷错误）六月三日，葛彰葛商长官地发生地震，

长官司署迁河坝场，今震痕犹存”。 《 石吁县志 》 还介绍：“元世祖至元初年（公元 1264 一 1270 年）置石吁等处军民长

官司于今石吁治所，置葛彰葛商长官司于今本庄镇葛商屯，后因地震迁河坝场，属思州安抚司，隶属湖广行省”。石降自元代设

长官司，一直沿袭至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 1704 年）才废除
[8]
。这些记载说明，岩石崩塌体附近，确实发生过地震。 

根据以上分析，葛彰司崩塌体很可能是 1308 年 6 月 21 日发生在崩塌体附近的地震诱发产生。 

4 结论与讨论 

葛彰司崩塌体规模巨大，地质地貌条件看不太可能由自身重力崩塌形成。综合调查分析认为，葛彰司崩塌体形成于 100 多

年以前，当地没有重大爆破等人工震动诱发这样大规模的岩崩。历史记载资料表明， 1308 年 6 月 21 日在崩塌体附近发生过

地震。因此，推测葛彰司这个巨大的岩石崩塌体，可能由 1308 年 6 月 21 日的地震诱发产生。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推论，

在准确的时间证据支持上还不完善，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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