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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谟县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后重建分区与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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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贵州师范大学 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０１；２．贵州省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

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０１；３．贵州省科技风险投资管理中心，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０２）

摘　要：贵州省黔西南自治州望谟县灾后重建关系到灾区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发展，必须全面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科 学 规 划，合 理 布 局，要 立 足 灾 区 实 际，做 好 重 建 分 区 与 功 能 定 位。

在灾区范围内根据流域的生态环境背景，通过对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充分考虑其国土开发

强度、产业发展方向以及人口集聚和城镇建设的适宜程度，对其指标体系进行分层聚类，以定量为主，定性

为辅 进 行 生 态 环 境 建 设 分 区，同 时 兼 顾 行 政 单 元 的 完 整 性，将 灾 区 范 围 国 土 空 间 分 为 生 态 保 护 区（面 积

３７６．０７ｋｍ２）、适度重建区（面积７１６．０６ｋｍ２）、适宜发展区（面积４０７．４７ｋｍ２），分析其功能定位，使管制原

则与城镇建设更趋于合理，为灾后重建的规划布局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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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谟县隶属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
处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全县国土面

积３　００５．５０ｋｍ２，辖８个镇，９个乡，１６４个行政村和

２个社区。２０１０年末总人口３１．７４万人，其中少数民



族占８０．２％。望谟县“６·０６”特大山洪泥石流灾 害

主要涉及复兴镇、打易镇、乐旺镇、新屯镇、郊纳乡、打
尖乡、坎边乡、岜饶乡８个乡镇的７９个行政村，２个社

区，受灾面积１　３４３．２３ｋｍ２，受灾人口１３．９４万人，紧

急转移安置４．５４万人。受泥石流冲击的区域，耕地大

面积损毁，城乡居民住房大量倒塌，交通、供水、供电、
通信等基础设施陷于瘫痪，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生
态环境 遭 到 严 重 破 坏。因 灾 死 亡３７人，失 踪１５人。
倒塌房 屋１　００７户３　０２１间，损 坏 房 屋７１１户２　１３３
间。水毁农田３　０６６．６７ｈｍ２，旱地５　６００ｈｍ２。农作

物受灾８　８１３．３３ｈｍ２，成灾面积６　４００ｈｍ２，绝收面积

４　２１３．３３ｈｍ２。损毁防洪堤４０．８１ｋｍ，水渠１２７．４０ｋｍ。
水毁２０９省道４９．５０ｋｍ，县乡公路２７３．０４ｋｍ，通村公

路７８８．８３ｋ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２０．６５亿元。

１　重建分区分区评估

１．１　分区原则

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综合评价，本着“因地制

宜、因害设防、分类指导”的指导原则，将特征区划与

功能区划相结合，生态环境特征与人类活动相结合，

生态与经济相结合，以揭示区域内生态经济系统的相

似性和差异性［１］。因此，望谟县该次特大山洪泥石流

灾害灾后重建分区遵循以下原则：（１）相似性原则，
即同一流域单元在自然资源、地形地貌、社会经济条

件和 主 要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特 征 等 方 面 具 有 相 似 性；
（２）一致性原则，即同一区域内资源利用方向、治理

措施布局及 生 产 建 设 发 展 方 向 基 本 一 致；（３）综 合

分析与主导因素相结合的原则，即在综合分析基础上

结合影响各 区 分 异 性 的 主 导 因 素 进 行 划 分；（４）乡

镇（村）域完整性及集中连片原则，使分区更具可操作

性，便于地方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５）生态环境整治结合流域治理的原则：即把相关流

域治理纳入区域生态环境整治当中来。

１．２　分区指标体系

望谟县该次山洪泥石流灾害灾后重建分区指标

体系包括：地貌类型指标、温度指标、水文指标、植被

地带性及垂直性分异指标、土壤特征指标和社会经济

主要指标等。灾后重建分区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从

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特征因素和生态环境恢复与建设

的制约因子着手构建指标体系［２］（图１）。

图１　望谟县重建分区指标体系

２　重建分区与功能定位

在灾区范围内 根 据 望 谟 河 流 域、乐 旺 河 流 域、打

尖河流域、油迈河流域的生态 环 境 背 景，通 过 对 其 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充分考虑其国土开发

强度、产业发展方向以及人口集聚和城镇建设的适宜

程度，对其指标体系进行分层聚类，以定量为主、定性

为辅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分区，同时兼顾行政单元的完

整性，将灾区范围国土空间分 为 生 态 保 护 区、适 度 重

建区、适宜发展区［３］（表１）。

２．１　生态保护区

该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利用条件差，灾害风险很大，
建设用地严重匮乏，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代价极

大，不适宜在原地进行较大人口集聚规模的重建。
（１）区域 概 况。该 区 域 地 处 望 谟 河、乐 旺 河、打

尖河上游，海拔高，地处位于望谟县中北部，东面与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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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接壤，南连乐旺 镇、新 屯 镇，西 邻 石 屯 镇，北 邻 坎

边乡，面积３７６．０７ｋｍ２。２０９省 道 穿 越 该 区，主 要 包

括打易镇、郊纳乡、新屯镇（纳 包 村、塘 家 坪 村）、打 尖

乡（打尖村、喜 豪 村）。涉 及４个 乡 镇，共２８个 行 政

村，人口共计５．０５万人，９７％为农业人口最高点为跑

马坪，海 拔１　７１８ｍ（亦 是 全 县 海 拔 最 高 点），山 高 坡

陡，坡度大多在３０°以上，森林覆盖率达５５％，降雨集

中，强度大。地质灾害 隐 患 点 多，属 于 地 质 灾 害 高 易

发区，主要地质灾害 类 型 有 滑 坡、崩 塌、泥 石 流，其 中

尤以滑坡数量最多，威胁最大。极端强降雨是导致该

区山洪地质灾害的关键因素，２０１１年６月５日夜晚至

６日凌晨，区 域 内 的 打 易 镇、打 尖 乡 的 降 雨 量 分 别 达

到３１５，３１０ｍｍ，是导致望谟县“６·０６”特大泥石流灾

害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１　望谟县“６·０６”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后重建分区

区域类型 所含乡镇（村）
面积／
ｋｍ２

占规划区
比例／％

人口／
万人

占规划区
比例／％

生态保护区 打易镇、郊纳乡、新屯镇（纳包村、塘家坪村）、打尖乡（打尖村、喜豪村） ３７６．０７　 ２５．０８　 ５．５０　 ２９．７１

适度重建区
油迈乡、岜饶乡、乐 旺 镇、坎 边 乡、打 尖 乡（羊 架 村、边 界 村、喜 独 村、洒
琴村、坡毛村） ７１６．０６　 ４７．７５　 ６．４１　 ３４．６３

适宜发展区
复兴镇（县城）、新屯镇（纳林村、纳坝村、小米 地 村、巴 巴 坪 村、坪 相 村、
柯杉村、交角村、竹山村、里牛村、弄林村、新屯村、牛角村、红岩村） ４０７．４７　 ２７．１７　 ６．６０　 ３５．６６

　　（２）功能定位。以保护和生态修复为主，少量人

口分散居住的区域。将这一区域建设成在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调蓄洪水、维系生物 多 样 性 等 方 面 具 有 重

要作用的生态功能区，有选择地划定一定面积予以重

点保 护 和 限 制 性 开 发 建 设，保 护 区 域 重 要 生 态

功能［４］。
（３）管制 原 则。严 格 控 制 开 发 强 度，对２５°以 上

陡坡耕地全部实行退耕还林，因地制宜地制定生态保

护区的财政、产业、投资、人口和绩效考核等社会经济

政策，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监 督，加 强 生 态 功 能 保

护和恢复，引导资源环境可承 载 的 特 色 产 业 发 展，限

制损害主导生态功能的产业扩张，走生态经济型的发

展道路［５］。
（４）城镇建设。基本保留原乡（镇）行政建制，保

留乡（镇）基本公共服务功能，严格控 制 其 发 展 规 模，

建议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农户分散安置，尽量减少人口

聚集引起的对自然山体的破坏，加大劳务输出和人口

外移的政策扶持力度，逐渐减少该区域的人口压力。

２．２　适度重建区

该区域资源环 境 利 用 条 件 一 般，灾 害 风 险 较 大，

在控制规模的前提下可以适度在原地 或 条 件 较 好 地

点重建，适度聚集人口和发展特色产业。
（１）区域 概 况。该 区 域 位 于 望 谟 县 主 要 河 流 清

水江两岸、打尖河中游，生态区位十分重要，主要包括

油迈乡、岜饶乡、打尖 乡（羊 架 村、边 界 村、喜 独 村、洒

琴村、坡毛村）、乐旺镇、坎边乡，面积７１６．０６ｋｍ２，含

括３６个 行 政 村，人 口６．４１万 人，其 中 农 业 人 口 占

９６．７４％。森林植被覆盖率较高，山高坡陡，海拔多 在

５００～１　１００ｍ，坡度多在２５°以上，出露岩石以砂页岩

为主（乐旺镇出露岩石以石灰岩为主，属 于 喀 斯 特 石

漠化综合防治区，生态环境脆 弱），岩 层 陡 斜 疏 松，属

于地质灾害中易发区。区内油 迈 乡 近 几 年 多 次 发 生

山洪泥 石 流 自 然 灾 害，打 尖 乡、乐 旺 镇、坎 边 乡 在

“６·０６”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中受灾严重。
（２）功能定位。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

人口规模适度、生态环境良好，产业特色鲜明的区域。
（３）管制 原 则。加 强 地 质 灾 害 治 理、生 态 修 复，

实施人口避让搬迁，控制人口 规 模，有 效 减 少 地 质 灾

害风险，遏制生态恶化趋势。在不危害生态环境功能

的前提下可以适度开发生态旅游业等洁净产业；对已

经破坏的重要生态系统，要结 合 生 态 环 境 建 设 措 施，

认 真 组 织 重 建 与 恢 复，尽 快 恢 复 其 生 态 系 统 的 稳

定性［６］。
（４）城镇 建 设。在 地 质 条 件 较 好 的 地 带 适 度 发

展城镇规模、着力完善城镇基 本 服 务 功 能，尽 量 提 供

机会或以劳务输出形式进行人口转移，缓解该区域的

人口压力。

２．３　适宜发展区

该区域资 源 环 境 利 用 条 件 相 对 较 好，灾 害 风 险

小，较适宜在原地建设县城和 乡 镇，可 以 相 当 规 模 集

聚人口并发展有关产业。
（１）区域概况。位于乐旺河与望谟河下游，包括

复兴镇（县城）、新屯镇（纳林村、纳坝村、小米地村、巴
巴坪村、坪相村、柯 杉 村、交 角 村、竹 山 村、里 牛 村、弄

林村、新屯村、牛角村、红岩村）需要避让的区域、县城

周边需要重点进行灾害治理和生态修复的区域，面积

为４０７．４７ｋｍ２，涉及县城在内２个乡镇共１４个行政

村，人 口６．６０万 人。山 高 坡 陡，海 拔 多 在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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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００ｍ。坡度多在２０°以 上，复 兴 镇 和 新 屯 镇 出 露 岩

石以砂页岩为主。该区是望谟 县 主 要 的 经 济 发 展 区

和石漠 化 综 合 治 理 区，２０９，３１２省 道 交 汇 于 此，交 通

相对便利。
（２）功能定位。全县重要的人口和经济密集区，

振兴经济，承载产业和创造就业的区域。
（３）管制原则。适度扩大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

加强灾害综合治理，消除灾害隐患，把恢复生态、保护

环境作为必须实现的约束性目标，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投入，切实 严 格 保 护 耕 地，保 护 好 城 镇 周 围 的 绿 色 空

间，改善人居环境。围绕县城明确各乡镇的功能定位和

产业分工，增强城镇就业吸纳能力。优化交通、能源、水
利、通信、环保、防灾等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７］。

（４）城镇建设。县城以行政、教育、商贸、居住等

功能为主，同时建设转移安置居民住房及配套设施。

３　结 论

望谟灾后重建综合治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面对受灾面积大，受灾人口多，自然条件复杂，基础设

施损毁严重的困难局面，重建任务十分繁重。灾后重

建综合治理关系到灾区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发展，
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坚 持 以 人 为 本，尊 重

自然，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政策支持，合力推进，立足

望谟灾区实际，借鉴汶川、玉树 和 舟 曲 灾 后 恢 复 重 建

的成功经验，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相结合，让分区更适合灾区重 建 实 际 情 况，使 其 功 能

定位、管制原则与城镇建设趋于合理。
结合分区同时还要兼顾考虑城乡建设的适宜性，

规划区（９个 乡 镇）均 处 在 多 山 多 谷、沟 壑 密 布、坡 陡

谷深的地貌区，采用多因子综合评价的 方 法（主 要 评

价因子包括交通可达性、用地适宜性、空间拓展性、生

态安全性、环境协调 性、动 搬 迁 成 本、产 业 发 展 潜 力、
水文水资源条件、基础设施保障等），对选址方案的各

评价指标进行评定，再对各项 因 子 按 权 重 进 行 累 加，
得出总的评价结果 为：打 易、打 尖、坎 边、岜 饶 等 乡 镇

及新屯北部地区不适宜进行规模化的城镇（集 镇）建

设，不适应居民追求城镇化的生产生活需求；郊纳、乐
旺、油迈基本满足居民追求城 镇 化 的 生 产 生 活 需 求，
可适度进行规模化的城镇（集镇）建 设；复 兴 镇、新 屯

镇南 部，结 合 局 部 的 陡 坡 地 改 造，可 形 成１０．０～
２０．００ｋｍ２的连片用地，完全 满 足 贵 州 山 区 居 民 追 求

城镇化的生产生活需求，适宜适度规模 化 的 城 镇（集

镇）建设，可满足望谟县城市长远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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