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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关于要求批准松阳县
新兴镇下源口村“12·17”山体塌方

事故调查报告的请示

丽水市人民政府：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浙江省人民

政府令第 310 号），丽水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以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副

局长李雄平为组长，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市公

安局、市总工会等部门相关人员为成员，聘请矿山采矿、地质、

安全方面的专家参与，组成松阳县新兴镇下源口村“12·17”山

体塌方事故调查组。调查组依法对本起事故进行了全面、认真地

调查，现形成《松阳县新兴镇下源口村“12·17”山体塌方事故

丽水市应急管理局文件

丽应急〔2020〕52 号 签发人：王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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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并经省安委办审核，现报市政府批准。

丽水市应急管理局

2020 年 9月 21 日

（联系人：王丽华，联系电话：207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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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县新兴镇下源口村“12·17”
山体塌方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12 月 17 日，松阳县新兴镇安路源建筑用石料（凝灰

岩）矿上部终了边坡及界外山体突发塌方，导致松阳县新兴镇安

路源建筑石料有限公司 2人死亡、1人失联, 约 2000 m
2
生产厂房

及设备损毁, 744㎏炸药、60 发非电导爆管雷管及 100m 导爆管被

埋。

事故发生后，省、市、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浙江省委副书

记、省长袁家军，常务副省长冯飞，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丽水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东等领导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

救失联人员，排查自然灾害风险，加强安全风险防范。省应急管

理厅副厅长王旭昉带领相关人员到现场指导救援工作，省自然资

源厅派专员现场指导救援工作。松阳县县委书记王竣、县长李汉

勤等坐镇现场指挥，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世强坐镇现场指导救援。

省第七地质大队派专业团队第一时间进驻现场进行边坡稳定性实

时监测，公安、消防、民兵和天狼救援队、山鹰救援队等救援队

伍积极投入抢险救灾。

根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12 月 18 日，市人民政府成立了松阳县下源口村

“12.17”山体塌方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

查组由市应急管理局任组长单位，市公安局、总工会、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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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划局为成员单位，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聘任省安

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陈志勇高级工程师、省地质调查院葛送来教授

级高工、浙江远普矿业有限公司朱愉火工程师为事故调查组专家,

并委托中国冶金地质总局浙江地质勘查院开展矿区地质环境调查,

为专家分析提供基础数据。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

学严谨、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综合分

析等各项工作，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

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

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建议意见。

一、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一）松阳县安路源建筑石料有限公司

松阳县安路源建筑石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路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24307481216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地址：松阳县新兴镇下源口村；法定代表人：李英杰；

注册资本：三千万元整；成立日期：2014 年 3月 11 日；营业期

限：2014 年 3月 11 日至 2034 年 3 月 10 日；经营范围：建筑用

石料（凝灰岩）露天开采、销售（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 年 6

月 26 日）；市政园林工程；土建工程。总经理：郑建标(李英杰

丈夫)，矿长：王友芳，工程技术人员及注册安全工程师：骆中友

（外聘，遂昌金矿职工），安全员：洪金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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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松阳县国土资源局向县政府提交了浙江省第

七地质大队编制的《浙江省松阳县新兴乡安路源普通建筑用凝灰

岩矿勘查地质报告》； 2013 年 12 月 2 6 日,安路源公司（预核

准）通过公开挂拍取得采矿许可证，证号：

C3311242013127130132532，开采矿种：建筑用石料（凝灰岩），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8.00 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

0.061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4 年 6 月

26 日；开采深度：由 376 米标高至 220 米标高。

2014 年 8 月 ，安路源公司委托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了《安全设施设计》。2017 年 10 月，委托

浙江兴达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

2017 年 12 月 4日，安路源公司取得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浙）FM 安许证字〔2017〕KKS004；许可范围：18万立方米/年

建筑用石料（凝灰岩）露天开采；有效期限：2017 年 12 月 4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日。

事故发生前，矿山作业平台为+308m 平台，+308m 米标高以

上矿量已完成回采，形成+365m、+352m、+342m、+332m、+323m、

+308m 最终台阶，台阶坡面角 44°～57°，小于设计的台阶坡面

角 65°。2018 年 10 月 6日，矿山南部终了边坡发生过一次坍塌，

塌方量约 100 m
3
。

（二）浙江利化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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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路源公司将爆破作业承包给浙江利化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利化公司）。利化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23763942872X，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浙江遂昌庄

山；法定代表人：汪艮忠；注册资本：壹仟捌佰万元整；成立日

期：1998 年 8月 14 日；经营范围：爆破工程施工、安全评估、

安全监理，各类爆破技术和拆除工程，土石方施工工程，隧道工

程施工，锚喷加固技术与工程的技术服务及施工。利化公司持有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证书编号：00001300050，资质

等级：二级；安全生产许可证号：（浙）FM 安许证字〔2019〕KCJ001，

许可范围：金属非金属露天、地下矿山采掘施工作业。爆破现场

技术负责人:章保民。

（三）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

安路源普通建筑用凝灰岩矿地质勘查项目承担单位为浙江省

第七地质大队地质环境研究院丽水分院，属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

下属二级单位。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330000470045756P,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编：01201211102051，

资质类别和等级：区域地质调查甲级、气体矿产勘查甲级、固体

矿体勘查甲级、地质钻（坑）探甲级。

二、事故经过

2019 年 12 月 17 日 8时许，利化公司爆破技术员章保民带领

本公司爆破作业相关人员从遂昌出发，到安路源公司矿山实施日

常爆破作业。8时 30 分许，章保民等一行 5人到达矿山+308m 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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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作业平台，9时 30 分许，接收到松阳民爆公司送来的爆破器材

后开始装药。10 时 30 分许，31箱共 744 公斤炸药装药完成，开

始连接爆破网络。10 时 40 分许，在现场安全警戒的安路源公司

矿长王友芳发现+308m 爆破作业平台上部山体有许多碎石滚下

来，立即发出警示，王友芳和利化公司爆破技术员章保民等 5人

迅速撤离。约 2分钟后，+412m 至+308m 标高山体（含部分界外）

发生大面积整体坍塌，迅速冲垮+308m 平台后，沿山体坡面继续

向下塌落，直至山脚处，造成了下方+190m 标高位置砂石料生产

加工厂房（约 2000㎡、砖混+钢棚结构）、设备，以及+308 米作

业平台驾驶挖掘机撤离的公司职工叶伟峰和正在生产厂房巡查作

业的洪德校、陈长清被埋。塌方的碴石基本覆盖了塌方体下部的

+308m 平台和山坡面，总塌方量约 20.8 万 m
3
。

三、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 松阳县委县政府立即启动矿山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成立以县长为总指挥，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公安局长为副

总指挥的救援现场指挥部，分设综合、救援、信息、卫生医疗保

障、现场秩序维护、后勤保障、群众工作等 7个工作组，组织应

急管理、公安、消防、电力、社会救援队等共计 300 余名救援人

员开展抢险救援，充分研判天气、地质等条件后，科学制定救援

方案，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经过 60 小时紧张搜救，救出洪德校，64 小时搜救出陈长清，

但两人均已无生命体征。针对第 3名失联人员为挖掘机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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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队借助金属探测仪确定挖掘机方位，12 月 28 日找到了挖掘

机，但至今未发现挖机司机叶伟峰。

12 月 29 日开始，在继续搜寻失联人员的同时，搜救工作重

点转为爆破物品清理工作，截至 6 月 20 日，共清理出炸药 170

公斤、雷管 11发。

死亡和失踪人员的赔偿善后工作已经结束。

四、事故损失情况

（一）人员损失

事故造成 2人死亡，1人失踪。

死者 1：洪德校，男，身份证号：330621********5654，安

路源公司职工，破碎加工厂负责人。

死者 2：陈长清，男，身份证号：332528********3218，安

路源公司职工，破碎加工厂作业人员。

失踪：叶伟峰，男，身份证号：332528********3013，安路

源公司职工，挖掘机司机。

（二）直接经济损失

截止目前，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240 万元。

五、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1.矿山工程地质条件不良。塌方体后缘面为软弱结构面，赋

存有夹层泥；软弱结构面倾向，与坡向基本一致，倾角远大于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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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的自然安息角。岩体节理裂隙发育，矿岩受节理裂隙影响呈碎

块状、块状；地表残坡积层加下伏强风化层，厚度较大。

2.作业活动影响。矿山采矿作业活动，破坏了塌方体支撑，

使塌方体在重力作用下，沿着软弱结构面（带）产生剪切位移而

整体向下滑动。

（二）间接原因

1. 矿山企业对矿山地质条件变化引发的边坡坍塌风险认识

不足，现场应急处置不到位，未能有效警示破碎场地作业人员；

对 2018 年 10 月 6日发生矿山南部终了边坡坡脚小规模坍塌未作

为重大隐患进行治理，未及时书面向相关部门报告。外聘技术人

员（注册安全工程师）未提出合理建议，仅强调依据设计开采，

控制边坡参数，也未作为重大隐患进行治理。

2.地质勘查单位未严格按照《浙江省普通建筑石料矿产地质

勘查技术要求》进行地质勘查。未对因开采诱发的滑坡、崩塌、

泥石流等次生矿山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及其危害程度进行有效分

析。

3. 原松阳县国土资源局 (松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勘查

地质报告把关不严，向县政府提交了未严格按照《浙江省普通建

筑石料矿产地质勘查技术要求》进行勘查而编制的《浙江省松阳

县新兴乡安路源普通建筑用凝灰岩矿勘查地质报告》，并据此设

立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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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松阳县应急管理局对安路源公司隐患排查治理督促不够，

未督促企业按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进行治

理。

（三）事故性质

综合上述原因，本起事故为矿山生产作业活动诱发矿山终了

边坡及后缘界外山体整体塌方的次生地质灾害事故。

六、事故教训及建议

1.责令安路源公司停止松阳县新兴镇安路源建筑石料（凝灰

岩）矿开采，依规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并按照有关规定做

好矿区地质灾害风险治理。

2. 建议松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进一步加强采矿权设立

管理，严格把关矿山勘查地质报告，合理选址，科学划定矿权范

围；依法做好安路源公司松阳县新兴镇安路源建筑石料（凝灰岩）

矿矿区地质灾害风险治理监管和采矿证吊销、注销工作。建议松

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未严格把关《浙江省松阳县新兴乡安路

源普通建筑用凝灰岩矿勘查地质报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处理。

3. 建议松阳县应急管理局进一步加强安全监管，认真落实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等安全生产法规标准；

依法办理安路源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吊销、注销工作，对安路源

公司未将 2018 年 10 月 6日发生矿山南部终了边坡坡脚坍塌作为

重大隐患治理的行为立案处罚，对安路源公司外聘工程技术人员、

注安师骆中友进行监管约谈。建议松阳县应急管理局对未督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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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源公司按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进行重大

隐患治理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处理。

4.建议地质勘查单位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勘查地质报告

质量管理，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地质勘查工作，对编制《浙

江省松阳县新兴乡安路源普通建筑用凝灰岩矿勘查地质报告》相

关人员进行处理。

5.建议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丽水市应急管理局等职能

部门进一步加强在丽服务技术中介机构的监管、指导，规范服务

行为。

附件：1.松阳县下源口村“12·17”山体塌方事故专家组技

术分析报告

2.事故调查组成员签名表

松阳县新兴镇下源口村“12·17”山体塌方事故调查组

2020 年 8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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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松阳县下源口村“12.17”山体塌方事故
专家组技术分析报告

专家组成员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 职称

葛送来 浙江省地质调查院 采矿工程 教高

朱愉火 浙江远普矿业有限公司 地质 工程师

陈志勇 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采矿 高工

2020 年 4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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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概述

1、企业概况

松阳县新兴镇安路源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是一家露天开

采建筑用石料的矿山企业，采矿权人为松阳县安路源建筑石料有

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取得采矿许可证（证号

C3311242013127130132532），矿区面积 0.061km
2
，开采标高

+220m～+376m，开采最大高差 156m，开采矿种：建筑用石料（凝

灰岩），生产规模为 18 万立方米 / 年 ，有效期自 201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4 年 6 月 26 日。

该矿山采矿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齐全有

效，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持有安全资格证。

矿山采用采用山坡露天山坡开采方式，公路开拓，＋376m～

+315m 矿体，采用分层开采，+315m 以下矿体，采用台阶式开采，

自上而下分层分台阶开采，中深孔爆破落矿、挖掘机铲装、自卸

车运输的采矿工艺，其开拓、开采方式符合设计要求。

工业场地：破碎加工场设置于矿区东侧宕底，整个场地约

5000m
2
，初破口布置在 J3～J4 拐点东侧运输道路边（标高约为

+200m），距矿界约 52m，通过胶带输送送至下部破碎加工场地。

爆破施工单位：矿山爆破作业委托浙江利化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负

责，该公司具有矿山采掘施工资质，主要承担爆破施工、爆破技

术服务工作。

矿山生产总体按照《安全设施设计》要求指导开采生产，台

阶高度、安全平台宽度及开采顺序基本符合设计要求，在采矿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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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范围内生产，未出现越界及超边坡开采现象，属证照齐全有

效、正常经营的矿山。

2019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10 时 43 分，松阳县新兴镇安路源建

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区在生产过程中，上部最终边坡山体发生

塌方，造成二人死亡，一人失联。塌方面积约 16000m
2
，塌方方量

208479m
3
。

2、事故发生的地理位置

松阳县新兴镇安路源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位于松阳县城

北西310°方向直距约12km处，行政区划隶属松阳县新兴乡管辖，

矿区距离东侧 50 省道约 5km，有县乡公路相连，矿区中心地理坐

标：东经 119°21′31″，北纬 28°30′25″，矿区有县乡公路

相连。交通条件一般，矿区交通位置见示意图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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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矿区前期卫星图片

3、矿山地质条件

通过现场踏勘，根据《《浙江省松阳县新兴乡安路源普通建

筑用凝灰岩矿勘查地质报告》（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2012 年 12

月）、《松阳县新兴镇安路源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安全设施

设计》（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并参考了其他相关资料。

1）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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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位于浙西南山区，地形地貌为低山区，山脊整体走向北

西 334°，地势西高东低。矿区最高高程+376m，最低高程+220m，

相对高差 156m，自然地形坡度 30°～50°，局部陡峭，地形切割

程度较深，坡向 70°～90°。矿区西侧塌方体后缘高程+412m，

后缘上面植被发育，主要为松树、灌木及乔木，采场下部台阶坡

面大部分已被塌方体覆盖。

2）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有侏罗系上统髙坞组（J3g）和第四系残坡积层

（Q4），地层由老到新分述如下：

侏罗系上统髙坞组（J3g）

岩性主要为浅棕红色流纹质含角砾晶屑熔结凝灰岩，凝灰结

构，假流纹构造，风化后岩石呈碎块状。晶屑呈棱角状，成份主

要为钾长石、斜长石、石英及少量黑云母。该地层在矿区广泛分

布，山体地表广泛出露。

第四系残坡积层（Q4）

岩性主要为灰黄色含碎石粘性土，稍湿，可塑-硬塑，碎石成

分主要为流纹质含角砾晶屑熔结凝灰岩，直径 2～8cm，呈棱角～

次棱角状，含量约占 10～35%，混杂堆积。地表出露岩石呈全风

化和强风化状态，风化层厚度不均，厚约 0.5～3.0m，平均厚约

2.0m，局部堆积厚约 4.0m。 该层广泛分布于矿区地表，发育植

物根系。

3）地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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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岩体存在软弱构造面，地层岩性单一。节理发育，节理

主要分为 3组，产状分别为：45°～89°∠45°～82°、60°∠

19°、335°∠48°，塌方区后缘发育一断裂构造，断层倾角 70°，

倾向于坡向基本一致，走向延伸 160m。

4）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地形地貌为低山区，自然坡度 25～40 º ，局部较陡，

地形切割程度较深，自然排水通畅；最低开采标高为+220m，当地

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186.5m，开采矿体最低点标高位于当地最低

侵蚀基准面以上，因此无地下水干扰。

矿区内无大的地表水体，北侧矿界附近发育一条小冲沟，沟

底基岩裸露，汇水面积较小，平时干旱无水。

对照《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GB12719-91）的

规定，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5）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位于浙西南山区，区域地质条件较为稳定，经现场实地

调查，区内出露工程地质岩组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岩组

[dl-plQ3]和较坚硬块状火山碎屑岩岩组[J3g]。地表出露的岩石

风化强烈，节理发育，呈张开状，纵横交错、相互切割，受裂隙

和断层影响，岩石呈碎块状、块状，岩石结构大部分被破坏，碎

石可用手折断。塌方体物质成分以强-中风化流纹质含角砾晶屑熔

结凝灰岩和残坡积层含碎石粘土为主，基岩含量约占 80%，粘性

土占 20%，结构松散。塌方区后缘发育一断裂构造，断层倾角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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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坡向基本一致，走向延伸 160m。裂隙倾向（45°～89°）

与坡向（70°～90°）基本一致。

对照《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GB12719-91）的

规定，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属复杂。

二、事故现场勘查

2019 年 12 月 25 日受丽水市应急管理局邀请，由浙江省安全

生产科学研究院陈志勇、浙江省地质调查院葛送来、浙江远普矿

业有限公司朱愉火为事故调查技术专家，组成专家组，分析事故

发生机理，查清松阳县“12.17”山体塌方事故直接原因。通过踏

勘现场，查阅相关资料，事故现场表述如下。

1、事故前情况

矿山设计边坡参数为：采矿许可证最高开采标高 +376m，最

低开采标高+220 m ，台阶高度 10～16 m ，安全平台宽度 5 m ，

清扫平台宽度 8 m ，终了台阶坡面角 65 °， 最终帮坡角（最

大值）50° ，+315 以上分层、下部分水平台阶开采。

矿山开采从上至下分层、分台阶段开采，已形成+365m 安全

平台宽 6m、+352m 安全平台宽 6m、+342m 安全平台宽 6m、+332m

安全平台宽 6m，+323m 清扫平台，宽 8～10m，+308m 铲装平台长

×宽 70m×44m，为当前生产平台。

+308m 平台以上实际最终帮坡角 小于设计最终帮坡

角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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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事故发生前矿山现场

2、事故发生过程情况

从事故发生现场视频及目击者了解情况来看，山体滑坡先从

矿区界外约+420m 标高的位置开始松动滑塌。自上而下滑塌半分

钟左右，逐渐加速，塌方体进入矿界内，将矿山上部已形成的最

终边坡向下方坍塌，滑坡松散岩体挤压推动矿山+308m 生产台阶

坍塌后，引起山体边坡坍塌，直到山底破碎加工场地。

3、事故发生后现状情况

事故后现状山体呈为一山体单面坡，相对高差 156m，坡度

30°～50°，局部可达到 60°，坡顶植被发育，坡体存在高陡边

坡台阶，地形原有状态受到破坏，山体表部残坡积层、基岩堆积

厚度大，塌方体平面形态呈圈椅状，塌体为舌状，主塌方向 70°，

塌方体长约 150m，后缘宽约 140m，前缘宽度约 150m，厚度 4～15m，

均厚约 9.6m，面积约 21750m
2
，矿区内+308m～+420m 标高塌方方

量约 208479m
3
，塌方体物质成分以强-中风化流纹质含角砾晶屑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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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凝灰岩和残坡积层含碎石粘土为主。塌方体后缘拉张裂缝呈弧

形，长 1～5m，宽 0.2～0.5m，垂直下错 31～37m；控塌结构面为

基岩裂隙（断层），断层产状为 65°∠75°，断层泥发育。

距离塌方体西侧后缘 2m 处，可见明显弧形拉张裂缝，长 1～

5m，宽 0.2～0.5m。

据现场人员反映，2019 年 12 月 24 日，塌方体北侧边坡顶部

发生二次塌方，方量约 50m ³ 。

图 2-2 事故发生后矿山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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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事故发生后矿山现场

三、事故技术分析

专家组通过二次踏勘事故现场，结合已提交的相关资料，以

及在现场收集的资料和图片，对事故发生机理进行分析。

矿山岩体存在软弱构造面，裂隙发育，存在与坡体延伸方向

近乎平行的构造结构面，对坡面岩体的切割、分离，为崩塌的形

成提供脱离体(山体)的边界条件。

后期矿山采用爆破方式开采，在山体上部岩土根部形成临空

面，岩土失去支撑而下滑，部分岩土在重力作用下，沿着的软弱

结构面（带）产生剪切位移而整体地向下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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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滑坡体后缘面

图 3-2 滑坡体后缘面及断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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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3-1 是“12.17”山体发生滑坡后，2019.12.23.滑坡体

后缘面中间边坡顶部发生二次塌方后拍摄的照片

图片 3-2 是“12.17”山体发生滑坡后，经雨水较长时间冲刷

后于 2020.4.9.拍摄的照片。

山体发生滑坡后，滑坡体后缘面总体平整光滑，走向与工作

平台走向相基本一致，倾向与边坡坡向基本一致，滑坡体后缘面

倾角约 70°；经雨水较长时间冲刷后，滑坡体后缘面部分松软的

泥层被冲刷掉，破碎体掉落；在滑坡体后缘面可见到擦痕，沿滑

坡体后缘面地表顶部出现开裂现象。

图 3-3 地表基岩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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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新鲜基岩裂隙

图片 3-3 表土层剥离后经雨水冲刷，地表基岩呈碎块状、块

状，图片 3-4 新鲜基岩也呈碎块状、块状；图片 3-3、图片 3-4

均可见 3组节理。从工程地质角度分析，矿岩裂隙发育。

图片 3-5 为地表堆积的残坡积层， 图片 6 为山体发生滑坡

前修建工作台拍摄的照片，所见岩体均为全风化至强风化岩层。

从图片 3-5、图片 3-6 来分析，地表残坡积层加下伏的全风

化至强风化岩层，厚度较大，至少局部可达 10 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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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地表堆积的残坡积层

图 3-6 揭露出全—强风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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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滑坡体后缘面是断层构造的断层面（地表离

矿界约 55m），断层倾角大，同时沿断层面分布断层泥，可见擦

痕。

由于矿山生产活动，山体上部岩土形成临空面，岩土失去支

撑而下滑，部分岩土在重力作用下，沿着的软弱结构面（带）产

生剪切位移而整体地向下滑动，造成山体塌方事故。

四、事故原因分析结论

通过经过以上技术分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分析结论：

1.滑坡岩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岩体裂隙发育，矿岩受裂隙

和断层影响呈碎块状、块状；地表残坡积层、全风化层和强风化

层厚度较大；塌方体后缘面为一平滑的断层面，分布有断层泥，

断层倾向，与坡向基本一致，断层的倾角大，远大于矿岩的自然

安息角，致使上盘矿岩产生自然下滑的作用力，当该力大于断层

面上的粘着力时，使矿岩产生顺层滑动，是造成此起事故发生的

直接原因。

2.诱发因素：经过矿山开采活动，使断层上盘形成临空面，

在断层上盘进行的采矿和爆破作业破坏了岩体的支撑，失去平衡，

加速了处于不稳定的矿岩发生顺层滑动，是造成此起事故发生的

另一诱发因素。

3.按照岩体受力状态，山体上部岩土失去支撑，在重力作用

下，沿着的软弱结构面（带）产生剪切位移而整体地向下滑动，

挤压下部台阶岩体产生变形，产生推移式滑坡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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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年9月21日印发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