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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风暴雨常引发大量的滑坡灾害，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因而研究台风暴雨条件下滑坡地下水渗流特征及 成 因 机 制 对 滑

坡的防治、预警预报具有重要意义．以浙江省 中 林 村 滑 坡 为 例，采 用 有 限 元 数 值 方 法，模 拟 了 台 风 暴 雨 的 两 种 常 见 工 况（工 况

１：等强度降雨；工况２：渐变强度降雨）下滑坡地下水的暂 态 渗 流 场 及 稳 定 性．结 果 表 明：两 种 工 况 条 件 下，滑 坡 地 下 水 渗 流 特

征基本相同，地下水位响应迅速，地下水位位于强风化和中风化接触面附近，且在坡脚形成溢流；但是工况１较工况２地下水

水位上升速度快、幅度大；滑坡稳定系数与地下水水位及降雨强度等密切相关，在高强度降雨条件下，随地下水水位上升稳定

系数快速下降，水位稳定以后，稳定系数下降速度减缓；中林村滑坡为典型的滑塌－拉裂－蠕滑缓动型变形破坏模式，台风暴

雨引起斜坡岩土体地下水水位上升，基质吸力降低和孔隙水压力增加是其发生变形破坏的主要原因．本文所 得 结 论 能 够 为 东

南沿海地区台风暴雨诱发滑坡的预测预报与防治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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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我国 海 岸 线 全 长 超 过 １．８万 ｋｍ（邱 文 玉，

２０１４），每年平均 有７．２个 台 风 和 热 带 气 旋 登 陆，是

世界上台风 登 陆 最 频 和 台 风 破 坏 最 严 重 的 国 家 之

一．台风过境常引发大量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韩晖，２００５），造 成 严 重 的 财 产 损 失 和 人 员 伤 亡．例
如，２００４年第１４号台风“云娜”在浙江乐清引发２１
处滑坡、泥石流，造成４２人死亡、倒塌房屋２８８间；

２００５年台风“泰利”在浙江省引发１４处滑坡、６处泥

石流，导致１７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２　０００万元（陈
光平，２０１１；娄伟平等，２００６）；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１日０８号

台风“桑美”在浙江和福建交界处登陆，同样引发了多

处地质灾害，造成３５人死亡和失踪．大量事实和研究

证明，台风期暴雨是滑坡发生的主要诱因之一（孔维

伟等，２０１３；吴益平等，２０１４；Ｂｒ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
台风暴雨与一般降雨诱发滑坡的成因机理相似

（冯杭建等，２０１４；张 泰 丽 等，２０１６）．但 是，由 于 台 风

期暴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降雨集中（陈香和刘景

秀，２００７；韩俊，２０１２），故在其作用下斜坡具 有 地 下

水反映灵敏、地下水渗流速度快、坡表冲刷能力强等

特点（崔鹏等，２０１０），与一般降雨形成滑坡的机理又

存在显著的差 异 性．韩 俊（２０１２）建 立 了 覆 盖 层 与 基

岩接触面滑坡的物理模拟实验模型，模拟了斜坡在

一般暴雨、一般台风暴雨、特大台风暴雨３种工况下

不同断面孔隙水压力及位移变化特征，实验结果表

明：台风暴雨较一般暴雨诱发滑坡滑动的位移量大、
速度快，斜坡产生破裂面的位置高；而变形破坏的模

式基本相似，以蠕滑－拉裂为主．大量的调查数据显

示，台风期诱发的滑坡主要分为两种类型：覆盖层沿

基岩接触面发生的突变型滑坡和沿层内错动带发生

的切层缓动型滑坡（崔鹏，２０１０）．突变型滑坡为目前

专家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而缓动型滑坡由于发生

率较低等原因，目前尚缺少系统的理论研究．但后者

规模大，危害范围广，对其开展地下水渗流特征及成

因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夏敏等，２０１４）．
本文以浙江省文成县中林村滑坡为例，模拟两

种常见台风暴雨工况下缓动型滑坡的地下水渗流动

态特征及稳定系数，以期揭示台风暴雨条件下非饱

和岩土体中地下水渗流特征及滑坡成因机制，为东

南沿海台风暴雨型滑坡的预警预报提供理论依据．

１　浙江台风暴雨型滑坡的发育特征

１．１　台风期降雨特征分析

根据１９５９—２００７年 影 响 和 登 陆 浙 江 省 台 风 引

起的最大日降雨量统计，７０％台风能造成大－特大

暴雨，日 降 雨 量 一 般 在１００～４００ｍｍ／ｄ，最 大 日 降

雨量８６３ｍｍ（２０１４年“云 娜”台 风，百 年 一 遇 降 雨

量），受台风影响严重的浙江沿海地区最大日降雨量

一般都高于２００ｍｍ／ｄ，过程降雨量在３００ｍｍ以上

（韩晖，２００５）．台风期降雨呈单峰型变化（图１），一般

中期出现降水峰值，峰值前期降水快速增加，后期降

水缓慢下降．降雨周期为３～６ｄ，出现暴雨的天数一

般为１～３ｄ（图１），极大值为１ｈ左右（图２）．

图１　“海棠”台风降雨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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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泰利”台风降雨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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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突变型滑坡实例

Ｆｉｇ．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图４　缓动型滑坡实例

Ｆｉｇ．４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ｓｌｏｗ－ｍｏｖ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１．２　台风暴雨型滑坡发育特征

台风暴雨诱发的滑坡可以分为突变型滑坡和缓

动型滑坡两类，分别占总数量的６９．５％和３０．５％．台
风暴雨诱发的突 变 型 滑 坡 实 例 如 图３所 示．一 般 该

类滑坡的滑体为厚度小于２ｍ的松散物，滑床为较

坚硬完整岩体，滑体体积小于１　０００ｍ３，形态多呈长

条 形 和 半 圆 形（Ｃａｉｎｅ，１９８０；Ｃａｌｅａｔｅｒ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Ｃｈｅｒ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滑动面为岩土接触带或

风化层内错动带，多发育于２５°～４５°斜 坡 转 折 端 敏

感区．其特点是突发性强，其成因机理为台风期暴雨

形成地表径流，冲刷地表松散岩土体，使斜坡发生拉

裂破坏形成滑坡．
台风暴雨诱 发 的 缓 动 型 滑 坡 实 例 如 图４所 示．

滑坡物质主要为风化土层和呈碎裂结构的岩体，一

般厚度大于５ｍ，规模大于１０　０００ｍ３，主要发育 于

２５°～４０°的斜 坡 上；滑 动 面 为 层 内 错 动 带 或 风 化 层

差异错动面．此类滑坡早期出现拉张和剪切裂隙后，

斜坡达到新的 平 衡 状 态．台 风 期 初 期 持 续 降 雨 及 暴

雨导致岩土体含水量增加，地下水水位上升，岩土体

由非饱和状 态 过 渡 为 饱 和 状 态，抗 剪 强 度 降 低；另

外，地下水渗流场变化导致斜坡体内渗透压力增加，
两者共同作 用 使 岩 土 体 沿 层 内 错 动 带 发 生 剪 切 破

坏，发生较深层的滑动．

２　中林村滑坡的基本特征

中林村滑坡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５６省道

中林 大 桥 北 侧，滑 坡 前 缘 高 程１９８ｍ，后 缘 高 程

２５１ｍ，滑 坡 高 差 约５８ｍ，水 平 投 影 长 度 约１０７ｍ，

宽约４７ｍ，厚度４～８ｍ，规模约２４　０００ｍ３，主滑方

向８５°．滑坡地形上陡下缓，坡度介于３１°～２４°，发育

多个梯田台坎（图５）．
滑体物质主要为散裂结构和碎裂结构的全～强

风化凝灰岩岩体及其残坡积物．根据钻孔勘探揭露：
滑坡体组成物质自上而下分４层（图６）：（１）松散残

坡积 层（Ｑｅｌｄ）：黄 色－棕 黄 色 含 角 砾 粉 质 粘 土，厚

０．３～２．４ｍ，松散，可塑；（２）棕黄色－灰褐色全风化

凝灰 岩：为 白 垩 系 朝 川 组（Ｋ１ｃ），风 化 残 积 物，厚

２．４～４．９ｍ；（３）灰黄色－灰褐色强风化凝灰 岩（白

垩系朝川组，Ｋ１ｃ）：厚３．０～５．８ｍ；（４）浅灰－灰褐色

中风化凝灰岩（白垩系朝川组，Ｋ１ｃ）．
该滑坡受台 风“泰 利”影 响，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

日下午６时斜 坡 发 生 变 形 破 坏．滑 坡 后 部 出 现 拉 张

裂隙和剪切裂隙，裂缝长达３０ｍ，宽度２～３０ｃｍ不

等，下错一般有３～５ｃｍ；前缘公路边坡及坡脚处发

生连续的滑塌，规模约３００ｍ３．
２０１４年布设的 测 斜 管 测 到 的 滑 坡 深 部 位 移 数

据如图７所示，可以看出，滑坡目前处于蠕动变形状

态，监 测 期 内 累 积 位 移 量 约 在１０～３０ｍｍ，滑 面 埋

深在８．７～２．５ｍ之间．即，滑坡中部（ｚｋ０７）滑面埋深

较大，位移量较小；而滑坡前缘（ｚｋ１０）滑面埋 深 小，
位移量大．根据 对 变 形 破 坏 特 征 和 监 测 数 据 的 分 析

认为：（１）滑动面发育在全强风化凝灰岩与中风化凝

灰岩界面附近，前缘则在全风化层内剪出；（２）滑坡

前缘位移量大，前缘先行启动、滑塌，变形逐级向后

传递，导致后缘拉裂，从滑坡机制上属牵引式滑坡，

且为一典型的台风暴雨诱发的缓动型滑坡．

３　滑坡渗流场及稳定性数值模拟

为揭示台风暴雨条件下中林村滑坡的地下水渗

流特 征 和 变 形 破 坏 机 制，采 用 Ｇｅｏｓｔｕｄｉｏ 中 的

ＳＥＥＰ／Ｗ 模块模 拟 台 风 暴 雨 工 况 下 斜 坡 体 内 的 降

雨入渗过程和渗流场变化；在此基础上，将渗流场导

入ＳＬＯＰＥ／Ｗ 稳定 性 计 算 模 块 计 算 斜 坡 的 稳 定 性

６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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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中林村滑坡平面图

Ｆｉｇ．５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ｌｉｎｃｕ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图６　中林村滑坡工程地质剖面（Ｉ－Ｉ′）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ｌｉｎｃｕ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系数，分析台风暴雨对斜坡稳定性的影响．
３．１　模型建立及参数选取

以图６为地质模型而建立的数值模型如图８所

示，其中，物质组成为含角砾的粉质粘土、全风化层、
强风化层、中风化基岩等４个岩土层；根据地下水水

位监测数据，在枯水期斜坡体内的地下水位在中风

化和强风化层接触面之下．通过测试和经验取值，各

层的物理、力学及渗透系数等参数如表１所示．
采用暂态流方法模拟降雨入渗过程中渗流场的

变化过程，所需的渗透系数曲线和土水特征曲线根

据软 件 自 带 的Ｆｒｅｄｌｕｎｄ　ａｎｄ　Ｘｉｎｇ模 型、Ｆｒｅｄｌｕｎｄ
模型和饱和体积含水率、饱和渗透系数自动生成．

图７　中林村滑坡累积位移－深度曲线图

Ｆｉｇ．７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ｔｈ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ｌｉｎ－
ｃｕ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３．２　模拟工况

根据研究区台风降雨的降雨量分布特点，并参

考浙江省滑坡灾害预警预报的降雨阈值（谢剑明等，

２００３），本文将２００ｍｍ／ｄ作为滑坡发生的临界降雨

量．模拟工况包括：
工况１：暴 雨（２００ｍｍ／ｄ）一 直 持 续２４ｈ，相 当

于台风期极端降雨量．
工况２：降雨强度逐渐增大至２００ｍｍ／ｄ，相 当

于考虑台风暴雨的前期降雨量（图９）．

７５３２



地球科学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 第４２卷

图８　中林村滑坡模拟分析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表１　中林村滑坡各层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ｌｉｎｃｕ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参数
含角砾粉

质粘土
全风
化层

强风
化层

中风
化层

天然容重（ｋＮ／ｍ３） １８．７　 １９．３　 ２０．０　 ２５．０
饱和体积含水率（％） ３０　 ２８　 ２６　 ２５
饱和渗透系数（ｍ／ｈ） ０．０５０　 ０．２１６　 ０．１６０　 ０．１００

粘聚力ｃ（ｋＰａ） ２０．１　 １９．０　 ２１．０　 ２７．０
内摩擦角（°） ２１．８　 ２０．０　 ２３．０　 ２６．０

图９　工况２降雨强度变化情况

Ｆｉｇ．９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ｓｅ　２

４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４．１　工况１模拟结果分析

降雨强度为２００ｍｍ／ｄ时各个时刻斜坡体内孔

隙水压力的分布情况如图１０所示，图中显示：
（１）随着降雨进行，４．８ｈ后地下水位上升明显，

滞后时间短．水 位 线 在 坡 脚 处 达 中 风 化 层 与 强 风 化

层的分界面之上，但未出现坡面径流．主要是因为滑

坡表层的含砾石粉质粘土渗透性强，降雨能够很快

入渗，同时全风化和强风化的凝灰岩裂隙发育，透水

能力较强，表层土体饱和后浸润面迅速向深部发展．
（２）４．８ｈ后地下水水 位 线 出 现 差 异 性 上 升，中

后部上升较慢，前缘上升较快，地下径流速度开始增

加．降雨１４．４ｈ之后，滑坡中后部地下水位上升较为

缓慢，最终处于强风化层和中风化层中．地表开始形

成地表径流，前 部 地 下 水 位 继 续 上 升，溢 出 地 表．表
明地下水水位对高强度的持续降雨响应迅速，非饱

和土体迅速接近饱和状态，渗透系数降低．
（３）在台风暴雨的持续性作用下，地下水反应迅

速，短时间内快速上升，基质吸力降低，孔隙水压力

增加．４．８ｈ后 地 下 水 径 流 强 度 及 速 度 逐 渐 增 强；

１４．４ｈ后降雨入渗量降低．
将上述所得渗流场导入Ｓｌｏｐｅ／Ｗ 模块，可以计

算得出上述 相 应 时 间 斜 坡 的 稳 定 系 数，如 图１１所

示．斜坡在台风暴雨作用２４ｈ后的最危险滑动面如

图１２所示．可以看出，在台风暴雨作用下，由于地下

水上升导致的基质吸力降低和孔隙水压力增加，稳

定性系数迅速降低．台风暴雨４．８ｈ后地下水径流强

度及速度逐渐增强，在动水压力条件下，强风化与中

风化接触带附近土体颗粒粘聚力急剧降低，导致土

颗粒流失，岩土结构孔隙逐渐增加，形成空洞，其次

上部覆盖层逐渐软化，重度增加，在重力作用下上部

覆盖层发生滑塌，表层岩土体产生裂缝，稳定系数下

降；坡脚处随 着 地 下 水 水 位 上 升，逐 渐 接 近 饱 和 状

态，在重力作用下发生滑塌，坡脚应力重新分布，导

致上部岩土体向下发生滑移；在作用１４．４ｈ后，由于

降雨入渗量降低，斜坡稳定系数下降速度减缓．
４．２　工况２模拟结果分析

工况２不同时刻斜坡体内的孔隙水压力分布如

图１３所示．可以看出：
（１）在强度逐渐增加的 降 雨 的 作 用 下，４．８ｈ后

地下水位明显上升，与工况１相似，并于中林村滑坡

降雨量及地下水水位监测数据相一致（图１４）．
（２）在１４．４ｈ之后滑坡中后部地下水位上升速

度减缓，最终处于强风化层和中风化层中，前部地下

水位继续上升，稳定在全风化层和强风化层之间，在
坡脚处形成坡面溢流．和工况１相比，降雨１４．４ｈ之

后 地 下 水 位 上 升 速 率 较 为 缓 慢，且 地 下 水 位 低

于工况１．
斜坡在工况２不同时步的稳定系数变化曲线如

图１５所示，降雨作用２４ｈ后的最危险滑动面如图

１６所 示．可 以 得 知：在１４．４ｈ后 当 降 雨 强 度 变 为

１００ｍｍ／ｄ时，滑 坡 由 基 本 稳 定 状 态 进 入 不 稳 定 状

态，相比工况１（９．６ｈ）所需时间更多．２４ｈ降雨作用

之后，滑面跨越残积层、强风化层和中风化层，相较

工况１而言，最危险滑面的埋深稍浅，位于地下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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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工况１滑坡孔隙水压力模拟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Ｐｏ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ｅ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ｉｎ　Ｃａｓｅ　１
图中数值单位为ｋＰａ

图１１　工况１滑坡不同时刻稳定性系数

Ｆｉｇ．１１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ｅｐｓ　ｉｎ

Ｃａｓｅ　１

位线之上．随着降雨强度的增加，滑坡稳定性系数持

续下降，从初始的１．０５４下降到０．９４１．可以看出，两

种模拟工况下，工况１时斜坡的稳定系数下降更快，

经 过 一 天 降 雨 后 稳 定 系 数 更 低，且 最 危 险 滑 面

更深一些．
综上所述，在台风暴雨前期降雨量较小阶段（渐

图１２　工况１暴雨２４ｈ后最危险滑面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ｌｉｐ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ｆｔｅｒ　２４ｈｏｕｒｓ　ｉｎ　Ｃａｓｅ　１

变降雨阶段），由于火山岩风化层裂隙发育，降雨转化

为地下水和充填孔隙水两部分，导致岩土体含水率及

饱和度较工况１增加速度快，重度随之增加，在重力

作用下发生下沿浅层的层内软弱带发生剪切破坏，导
致局部岩土下滑，产生拉张裂隙和剪切裂隙．这时孔

隙水压力增加并不大（图１３ｂ、１３ｃ、１３ｄ），稳定系数趋

近但是大于１．０（图１５），因此，滑移速度较慢，基本处

于蠕滑状态．随着降雨强度增加（极端暴雨阶段），滑

面逐渐向深层扩展，由地下水径流对岩土颗粒的冲刷

作用为主导因素，形成深部滑裂面．特别是由于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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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工况２不同时刻边坡内部孔隙水压力分布图

Ｆｉｇ．１３ Ｐｏ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ｅ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ｉｎ　Ｃａｓｅ　２
图中数值单位为ｋＰａ

图１４　中林村滑坡降雨量与地下水水位对比图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ｔ　Ｚｈｏｎｇｌｉｎｃｕ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ｓｉｔｅ

处岩土体在降雨中迅速饱和，水位线上升并形成溢

流，动水 压 力 和 孔 隙 水 压 力 增 加 幅 度 较 大（图１３ｅ、

１３ｆ），此时坡体的稳定系数减小速度增加且迅速降低

到１．０以下（图１５），坡体前缘发生滑塌，位移逐渐向

后扩展并带动斜坡后部发生变形破坏．因此，在台风

图１５　工况２斜坡不同时刻稳定性系数

Ｆｉｇ．１５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ｅｐｓ　ｉｎ　Ｃａｓｅ　１

暴雨的一个持续降雨周期内，滑坡变形破坏的地质力

学模式可以总结为滑塌－拉裂－蠕滑模式．数值模拟

结果与 中 林 村 滑 坡“泰 利”台 风（过 程 降 雨 量８０～
１００ｍｍ）过境之后变形破坏特征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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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工况２中暴雨２４ｈ后最危险滑面

Ｆｉｇ．１６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ｌｉｐ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ｆｔｅｒ　２４ｈｏｕｒｓ　ｉｎ　Ｃａｓｅ　２

５　结论

本文采用Ｇｅｏｓｔｕｄｉｏ软件对文成县中林村滑坡

的渗流场和稳定性进行了数值模拟，获取了等强度

降雨和渐变（增）强度降雨两种工况下地下水渗流特

征及稳定系数变化曲线，分析了斜坡的地下水水位

变化与变形失稳规律，揭示了台风暴雨作用下缓动

型滑坡地下水渗流特征及成因机制，得出结论如下：
（１）在台风暴雨两种工况条件下，坡体内地下水

渗流场变化特 征 基 本 相 同．降 雨 作 用 下 地 下 水 水 位

迅速响应，天然状态下，地下水位位于滑面以下，而

在２４ｈ降雨后，斜坡体内中部地下水位位于强风化

和中风化接触面附近，而在坡脚位置形成坡面溢流．
相对于渐变强度降雨，等强度降雨作用下地下水水

位上升速度更快、幅度更大，而且地表和地下径流的

速度也更快．
（２）降雨入渗导致中林村滑坡的稳定系数迅速

下降，稳定系数与降雨强度和地下水水位等密切相

关．在高强度降雨条件下，地下水水位上升过程中稳

定系 数 快 速 下 降，水 位 稳 定 以 后，稳 定 系 数 下 降

速度减缓．
（３）台风暴雨诱发的中林村滑坡变形破坏模式

为滑塌－拉裂－蠕滑模式，前缘土体在迅速上升的

地下水作用下先行启动，形成局部滑塌；位移向后传

递，但是中部滑体相对较厚、位移较前缘小；后缘后

中部 位 移 的 作 用 而 拉 裂．滑 坡 目 前 处 于 蠕 滑

变形阶段．
（５）台风暴雨入渗导致斜坡体内地下水位迅速

上升，岩土体由非饱和转为饱和状态，孔隙水压力上

升，渗透压力增大等是中林村滑坡发生的主要原因．
（６）本文对中林村滑坡数值模拟的地下水渗流

场变化特征与现场监测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次数

值模拟研究的结果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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