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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寺沟峡－拉干峡段

形成了官亭盆地、循化盆地、群科-尖扎盆地、贵德

盆地和共和盆地等多个山间盆地。盆地与峡谷区由

于构造抬升和河流侵蚀切割等原因，滑坡、崩塌、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异常发育，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

有代表性和典型性（黄润秋，2007），在特殊的岩

土体性质、控滑的地层结构、复杂的地貌环境和独

特的季风气候交替控制下形成了我国滑坡、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的一个高易发区 （彭建兵，1997；张春

山，2000）。笔者 2012 年在国家地质矿产调查评

价项目的支持下开展了黄河上游官亭盆地与循化

盆地之间的积石峡戈龙布滑坡的调查研究工作，采

集了因滑坡堵塞黄河形成的堰塞湖湖相沉积物样

品，开展了戈龙布滑坡堵河事件和堰塞湖沉积物研

究工作。 

1 戈龙布滑坡基本特征1 

戈龙布滑坡位于黄河上游积石峡水库骆驼岭

西侧黄河大拐弯处，为一白垩系砂砾岩滑坡（图 1）。
地理坐标：102°35′～102°59′E，35°49′～35°50′N，

滑坡堆积体分布于积石峡的狐跳峡两岸。该巨型滑

坡分 2 期发生，其中第一期发生时间为 8 万年前后，

可能由地震活动诱发（李小林，2011）；第二期发

生时间为 0.9 万年左右，可能由气候诱发（殷志强，

2013），由于滑坡区地处黄河积石峡段曲率半径

小的凹岸带，也是 窄的地段，因此两次滑坡事件

均堵塞黄河，在堰塞坝上游已宝、循化等地形成了

大规模的湖积平台。野外调查发现，循化县城东约

1. 3km处的循化垃圾场Ⅳ级阶地和Ⅱ级阶地上分别

覆盖有湖积纹泥层，Ⅳ级阶地上湖相层底部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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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m，顶点 1900m，总厚 34m，属于早期滑坡湖

相沉积物。Ⅲ级阶地上未覆盖有湖相层，Ⅱ级阶地

上覆盖的湖相层属于晚期滑坡所致。晚期滑坡在早

期滑坡的东侧发生，主滑方面 340°，属顺层推移式

滑坡，滑坡发生后，在河对岸留下了大量滑坡堆积

体和上游Ⅱ级阶地上堆积有长约 20 公里厚约 25m
的湖相纹泥层。 

戈龙布早期滑坡前缘剪出口高程 1860-1865m，

高出现代河水位 45-50m，相当于黄河Ⅳ级阶地拨河

高度（李小林，2011）。滑坡后缘高程 2100m，后

壁顶界高程 2360m，总落差 500m。滑壁高差 240m，

主滑方向 51°。滑体长 1100m，宽 1200m，平均厚

度 90m，总体积 1. 2×108m3，方量上属于巨型滑坡

（Giant Landslide）。 
滑坡物质组成主要为砂砾岩层或岩块，层序基

本连续，平台表部有薄层黄土状土覆盖（图 2），

深切冲沟中间堆积有后期坡积块石或碎屑土，前缘

地带表部覆盖有堰塞湖相地层，整个滑坡体呈圈椅

状。该滑坡滑床由白垩系砂砾岩层组成，岩层产状

为 S230°E/8-15°NW，滑床上段陡立，坡角 45°左右，

大部分暴露于地表构成滑坡后壁，滑床产状主体为

N20°E/45°SE，据滑体中部深切冲沟的基岩产状推

断，滑床下段产状变缓，倾角 8-15°，总体形态上

陡下缓。该滑坡滑带特征不明显，上部出露于地表，

经后期风化作用，已被改造，表现为凹凸不平的形

态（周保，2010）。 
晚期滑坡对岸堆积体宽 780m，距目前水面距

离为 192m（图 1），考虑高原隆升和黄河侵蚀切割

的基本事实和后期的侵蚀剥蚀作用，推测当时滑坡

堵塞黄河的堰塞坝高应大于 192m，黄河左岸的滑

坡堆积体与对岸的砂砾岩水平地层界线明显，进一

步指示其为左岸滑坡堆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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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戈龙布滑坡位置及晚期滑坡全貌图（a. 戈龙布晚期滑坡右岸全貌，b.左岸堆积体） 

 

 

图 2 戈龙布晚期滑坡剖面图 

 

2 戈龙布晚期滑坡堰塞湖沉积物研究 

戈龙布晚期滑坡发生后，堵塞黄河形成了厚度

达 25m（顶部沉积约 0.5m 的黄土层）的湖相地层

（图 3），该套地层层理发育，岩性属于泛白色的粉

砂粘土沉积，其色调与这一带广泛出露的紫褐色白

垩系沉积岩形成鲜明的对比（吴庆龙,2009）。14C 结

果显示堰塞坝体湖相层底部年龄为 9100±40a B.P., 
指示戈龙布晚期滑坡发生的时间,其为末次冰消期

向全新世转换期。野外实地观察发现，湖相层层理

极其发育，厚度 0.2~15.0cm 不等，属于黄河上游水

流携带的粉沙与粘土快速沉积层，有机质含量很

低，颜色普遍发白或淡黄。笔者分别从粒度、磁化

率、土体结构等角度开展了该套湖相沉积物的研究

工作。 

 
图 3 戈龙布滑坡堰塞湖湖相地层剖面 

 
2.1 湖相沉积物粒度特征 

积石峡堰塞湖沉积剖面的两种典型粒度概率

累积曲线如图 4 所示，分别代表了浅水、强动力型

湖滨或漫滩相沉积和深水、静水型湖心相沉积，从

顶部向下水成粉沙与静水湖相粘土交错沉积，反映

了上游来水量或水深状况的波动特征，上游水量大

时沉积的粒度较粗，否则粒度较细。总体以湖心相

粘土沉积为主,厚度也较厚。静水湖相粘土沉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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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概率曲线表现为 2 个组分，其中优势组分为第

二组分，中值粒径范围为 5~10μm，表现为湖心相

的粒度组分特征（殷志强，2008），其普遍小于官

亭盆地黄河左岸二级阶地上的红色粘土沉积物的

优势组分中值粒径，反映了二者不一样的水动力条

件、搬运方式和搬运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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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积石峡堰塞湖水成沉积剖面粒度分布特征 

（a.浅水漫滩相粉沙沉积；b.深水湖心相粘土沉积） 

 
2.2 湖相沉积物磁化率及土体质地特征 

积 石 峡 湖 相 层 的 磁 化 率 值 普 遍 位 于

10×10-8~20×10-8m3/kg 之 间 ， 平 均 值 为

12.53×10-8m3/kg，本套地层的土体结构层理极其发

育、清晰，质地致密、无孔隙，胶结差，是典型水

成沉积特征。 
2. 3 滑坡堰塞湖与官亭盆地喇家遗址毁灭的关联

性 
研究发现，1）官亭盆地剖面的红色粘土层其

粒度特征以第 2 组分为优势组分，其中值粒径为

9~11μm ； 磁 化 率 值 主 要 分 布 在

20×10-8~40×10-8m3/kg 之间，明显高于戈龙布滑坡堰

塞湖湖相层的磁化率值，反映了二者不是一套沉积

相 ； 2 ） 喇 家 遗 址 的 毁 灭 时 间 为 3792±43a 
B.P.~3678±75a B.P（夏正楷，2003）,晚于戈龙布滑

坡堵塞堰塞湖的时间。综合多方面因素，官亭盆地

的红色粘土层与积石峡峡谷区的湖相地层在发育

年龄、颜色、粒度、磁化率、土体质地结构等方面

具有明显区别，反映了二者不同的成因机制，官亭

盆地二级阶地上的红色粘土层与积石峡堰塞湖溃

决无关。 

4  结论 

文章主要对青藏高原东北缘黄河上游地区的

积石峡戈龙布滑坡及堰塞湖沉积物进行了调查研

究，主要取得了以下认识： 
（1）戈龙布滑坡为一白垩系砂砾岩滑坡，曾

于 8 万年前和 9000 年左右分别发生滑动，均堵塞

黄河形成巨大堰塞湖，循化垃圾场剖面显示Ⅳ级阶

地和Ⅱ级阶地上分别覆盖有湖积纹泥层，分别属于

早期和晚期的产物。 
（2）晚期滑坡堰塞湖沉积剖面有两种典型粒

度概率累积曲线，分别代表了浅水、强动力型湖滨

或漫滩相沉积和深水、静水型湖心相沉积相。 
（3）积石峡峡谷区的湖相地层与官亭盆地的

红色粘土层在发育年龄、颜色、粒度、磁化率、土

体质地结构等方面具有明显区别，反映了二者不同

的成因机制，官亭盆地二级阶地上的红色粘土层与

积石峡堰塞湖溃决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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