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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核工业地质调查院茂县特大山体垮塌应急工作纪实 

 

 

地调院无人机成功升空，开展倾斜航测 

 

序：“6〃24”6 时，茂县叠溪镇新磨村发生山体高位垮

塌灾害，一百多人失联，灾情严重，当地紧急启动特大型地

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大灾面前，尤需担当，四川省

核工业地质调查院作为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指导

中心的航测应急技术支撑单位,迅速作出响应，调集人员和

设备组成地灾应急组紧急赶赴应急现场。地调院利用无人机

高精度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成功预测了滑坡隐患，第一时间

为现场的决断提供科学支撑，避免人员二次伤亡，受到了省

委省政府的肯定，在应急抢险救灾中又建新功。 

 



 - 2 - 

 

争分夺秒，专业队伍勇担当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24 日 10 时，在地质生

产经营的大忙季节，地调院火速从各项目组先后抽调了 14

名技术骨干，调集３台车辆、1 架旋翼无人机及其他若干专

业应急设备，根据职能分工成立了无人机和地灾两个小组，

由教授级高工、院长朱西养亲自带队奔赴茂县开展应急工

作。 

17 时 45 分，应急组抵达距离灾害现场 9 公里多的松坪

沟口，由于救援车辆众多，自松坪沟口到灾害现场实行了交

通管制，应急车辆无法进入。时间紧迫，朱院长当机立断，

迅速将两个应急团队分为 3组：第一组由测绘专业总工程师

熊先源和航测遥感项目负责高飞云两人步行到救援现场与

现场指挥部联系报到，第二组飞行小组检查无人机航测设备

随时待命，第三组守车并负责联络。第一组在湿滑弯曲的山

路中艰难跋涉，时不时要躲避路上穿梭的救援车辆，还要摸

黑穿过 300多米长漆黑的隧道，持续步行了 2个多小时终于

到达灾区现场。“原本美丽宁静的小村落，顷刻之间被泥沙

掩埋，无数个家庭就这样被埋于地下，无声无息”，测绘总

工程师熊先源讲到，“我们能做的就是争分夺秒，与时间赛

跑，尽快发挥我们单位无人机与地灾技术专业特长，为应急

救援工作贡献一份力。”他们马上与现场指挥部取得联系对

接后，待办理完现场工作证已近午夜，两个人就在凳子上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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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紧张的一夜。 

 

不畏艰难，专业精神立在前 

经过与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6 月 25 日 8 时 45 分，其

余两个小组所有人员和仪器设备都到达救援现场。依据计

划，无人机小组负责灾区倾斜摄影航测，制作高精度三维影

像图；地灾小组负责地质灾害概况核查，全面排查地面隐患。

但山区高精度航测难度很大，灾害现场海拔约 2300m，而山

顶坡源高程近 3600m，相对高差达 1300m。如何规划最佳航

线，如何保证航测成果精度，则成了首要任务。经过与地灾

小组的沟通讨论，朱院长决定，首先开展 2800m以下滑坡区

域航测，然后搬运设备至半山腰，尽可能地获取 2800m以上

靠近山顶坡源处的高精度影像，为现场应急决策第一时间提

供准确资料和专业化的抢险建议。 

方案已定，技术人员马上开展准备工作。15分钟后，地

调院自主研发的第二代倾斜云台随着旋翼机迅速升空。至 11

时 30 分，完成 3 个架次的倾斜航摄数据采集，下部区域的

高精度航测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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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组装 

 

为了加快进度，组员们一边下载数据、充电，一边啃了

几口干粮。13 时，3 组电池充电完毕。为了监测到 3600m 处

坡源位置周边的具体情况，就必须将仪器设备运到半山腰，

只能沿着不时有石块掉落的滑坡体爬上去才行。“飞！我们

扛着设备上山！应急监测事关重大，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任

务，做到不留死角，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要对现场应急救

援人员生命安全负责！”朱院长一马当先，不由分说带领大

家背着电池、旋翼机、操控台、计算机、地面站等设备，向

事先计划的比较安全的高坡攀爬。由于是陡坡，到处都有杂

乱的岩块，不时有人失足跌倒。为了保证仪器安全，组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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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身体先倒下，也不让仪器受到损伤。肩上的设备越来越重，

脚也越来越疼。历经了 2 个小时的艰苦攀爬，他们终于到达

航测的预选位置，把航飞高差直接缩小了 500米。 

       

航线规划                          数据下载 

组员不顾上午工作的劳累，发扬连续作战精神，15 分钟

后，旋翼机在半山腰再次腾空而起，拔高冲向山顶坡源处，

800m 的高差，直接突破了旋翼机 500m 的极限高度，不仅考

量着旋翼机的性能，也直接考量着飞控手的技术水平。凭借

稳定的操控能力，下午 17 时 45分，顺利完成了全部航测工

作，当天共完成 7 个架次的倾斜航测任务，对山体高位垮塌

区域进行了高精度全面覆盖。 

 

成功预警，专业技术建新功 

晚饭后，技术人员克服白天的疲劳，又投入到数据处理

工作中，于 26 日凌晨 3 时许技术人员完成了倾斜数据正射

影像快拼工作。通过影像观察，经过院测绘专业总工程师熊

先源和地灾专业总工程师曾四和等技术人员的仔细推敲、反

复核实，发现山顶坡源垮塌区左侧有一条近 500m 长的新鲜

大裂缝,最宽处达 12m，该地段推测为一滑坡隐患，而且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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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体的右侧发现一处不断扩大的渗水区，可能诱发次生灾

害，时刻威胁着下部区域抢险施救人员、设备及周边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形势严峻，技术人员一刻不敢耽搁，急忙将

影像判评结果、预测危险区和应急建议汇报给现场指挥部国

土应急办。 

 

 

高位垮塌区裂缝及渗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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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垮塌全景三维影像图 

 

高位垮塌全景三维影像裂缝及透水区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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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省国土厅分管地灾工作的领导先后两次带领院长

朱西养和技术人员就发现的滑坡隐患分别向省委主要领导

和省委省政府现场指挥领导小组进行了两次专题汇报，得到

了高度肯定。领导小组认为此发现为现场抢险工作提供了重

要决策依据。抢险救灾指挥部根据意见调整了抢险救援工作

方案，避开危险区域，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要求地调院

继续发挥技术专长，加强现场监测分析，为进一步作出应急

决断提供科学支撑。 

6 月 27 日 11 时 02 分，地调院 26 日预测的滑坡隐患体

部分发生二次滑塌，由于人员及时撤离，成功避免了人员生

命财产的损失。 

四川省核工业地质调查院作为专业的地勘队伍，始终重

视创新驱动，自主研发了倾斜摄影云台并不断改进，在应急

监测中不仅可以全景 360 度展示垮塌区域现状，而且可以直

接量测地灾现场范围内的长度、宽度、高度、面积、垮塌区

或泥石流方量，更可以清晰展示垮塌区情况，便于分析垮塌

区每一处是否有裂缝、悬石等潜在隐患，为地灾应急救援等

事故现场快速提供第一手资料。 

目前，地调院正在承担灾区附近地质灾害应急巡排查任

务，为应急抢险继续发挥着作用，同时也将不断提升专业化

应急应对能力，守护好生命的希望。 

                         （地调院 张航 王晓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