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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19 8 1年的泥石流相当活跃
,

泥石

流灾害也很严重
。

四川泥石流历史上活动

和危害情况怎样 ? 今后发展趋势如何 ? 这

是很值得研究的重要间题
。

本文从历史上

分析全省泥石流分布
、

危害和活动特征
;

预测泥石流未来发展趋势
,

从中探索防治

泥石流的对策
。

一
、

泥石流分布

又一 ) 概况

四川泥石流分布很广
,

西自巴塘
,

东

到巫 山
,

北起若尔盖
,

南达会理
。

泥石流

散布在海拔 9 。一 4 , 0 00 多米的空 间
。

四 川

泥石流流域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五分之
· 。

川西山地和四川盆地周围山地中的眠

刽
_ 、

大渡河
、

金沙江
、

沱江
、

涪江
、

嘉陵

江
,

长江南岸的支流和于流沿岸的
一

些支

流
,

穿越山地的各条水系的上中游
,

几乎

都有泥石流分布
。

就行政区域看
,

全省除成都
、

自贡两

市外
,

其余 1 6个 专
、

州
、

市都有泥石流分

布
。

全省共计有 1 3 5个县分布有泥石流 (截

至 1 9 8 1年底前统计 )
.

占全省县级行政单

位总数的 6 9%
。

四川有泥石流的县
,

按其

听在的专
、

州
、

市分布统计于表 l 中
。

f二 、

从丧

分布特点

中可见四川泥石流分布的一些

特点
:

l
、

四川泥石流分布范围广
,

主要集

中在川西山地和盆周山地
。

甘孜
、

阿坝
、

凉山
、

渡口和雅安这 5 个专
、

州
、

市
,

80 %

到 1 0 0% 的县有泥石流
。

川西 山区 泥 石流

又主要密集成群
、

呈带状分布
,

泥石流带

达 9 条之多
:

( l ) 巴塘
—

德荣泥石流带 (金抄

江上游 ;

( 2 ) 会理— 雷波泥石流带 (金抄

江下游 ;

( 3 ) 炉霍
—

道孚泥石流带 (鲜水

河 ) ;

( 4 ) 西昌
—

渡 口泥石流带 ( 安宁

河
、

雅碧江下游 ) ;

( 5 ) 金川— 沪定
—

汉源泥石流

带 (大渡河 ) ;

( 6 ) 甘洛—
美姑泥石流带 ( 牛 日

河
、

美姑河 ) ;

( 7 ) 宝兴
·

— 天全泥石流带 ( 青衣

江 ) ;

( 8 ) 汉理茂黑泥石 流 带 (山民江 {
_

游 ) ;

( 9 ) 南坪 -

— 松潘泥石流带 ( 白龙

江上游
、

涪江上游 )
。

上述泥石流带与地震带分 布 大 体
-

致
。

这些泥石流带内的泥 石 流 沟
,

或 交

错
、

或对称
、

或单侧密集分布在各河段
。

2
、

四川泥石流分布区范围多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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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
,

局部具有翁
:

生性或潜在性
。

从表 l 中可见
,

四川解放前和解放后

都暴发了泥石流的县 100 个
,

占全省有泥石

流的总县数的 7 4%
。

这说明四川泥石流分
一

布区范围
,

解放前后差别不很大
。

四川 有飞、个县
.

解放亩未 见 有 泥 石

流
.

解放后才出现的
,

这丧明 占泥石流总

县数的 1。
。

凌%的县是解放后新 生 的 泥 石

流
。

近 3 0多年来 四川泥石流分布区范围

局 部有所扩大
。

从表 了中还 可 见
,

四川有泥石流的县

总数中
,

还有 15
. 。 % 灼县

,

仅在解放前有

泥石流
.

解放后这雌年采未 见有泥石流
。

这并 不戈明这些县内的泥石流 已经消亡
,

只 毕暂时处 犷活动的间歇期 还潜在着活

功的
, }

份琶性
.

还有不可忽视的潜伏区
。

弓
、

四川泥石流分布区
,

既是多种自

然灾害共存区
。

又任多种自然 资 源 汇 集

火
。

尤其 牡川两山地泥石流分布区这一特

点杆令外重要
。

一此泥石流分布区
,

地震
、

洪水
、

山

炭
、

绵雨等多种 自然灾害同 白
一

个区内存

汽
。 `

自们在全间上邻接
、

交错
、

穿插或重

叠
,

相互制约
。

或互为因果
。

空间上直接

联系
。

可转为成因上内在联系
,

易于
·

灾

捉 灾
.

一灾变多灾
。

因此
,

防泥石流要

月意防其它 自然灾害 (来自地
一

卜的
、

天
_

L

的
、

沟里的和坡上的 ) ; 防其它自然灾害

要注意防泥石流的危害
。

四川泥石流区
.

森林
、

水力
、

矿产
、

上地
、

光能和风能等多种 自然资源和能源

汇聚
。

其中有些能源和 自然资源
,

不仅在

省内而且在国内都占有重要地位
。

近 30 多

年 开发泥石流区的白然资源时
,

多次遭

到泥石流和其它自然灾害袭击
,

这预示今

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

还会与泥石流

或其它自然灾害打交道
。

四川泥石流区这

一 大特点
.

要求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中都必

须能动地把兴利和除害统一起来
,

忽视或

强调其中任何一面
,

迟早会遭到大 自然的

报复
。

二
、

泥石流危害

(一 ) 危害情况

四川省截至 19 79底前
,

因泥石流造成

的损失计有
:

损失耕地 4 35 处 6 1
.

5 万亩
,

粮

食 I 5C 处 4
,

09 4万斤
,

房尾 2 8 2处 5万多问
,

电站 6 3座
,

厂矿 37 处
,

桥梁侧 9 座
,

火 车

站 8 个
,

受害铁路 3 条
,

省管公路干线受

害 19 条
,

县城巧座
,

场镇 T盯处
。

还 有 渠

道
、

航道
、

自然保护区
、

飞机场
、

学按
、

库房
、

车辆
、

建材
、

百货
、

牲畜
、

机具设

备等等
,

因泥石流造成的直接损失
。

其中

耕地
、

粮食
、

房鼠
,

还有己知的损失处数

(耕地 4 9 7处
,

粮食 2 2 5处
.

房尾 2 8 0处 )
,

因无损失的具体数目
,

尚未统计
。

(二 ) 四川泥石流危害特点

1
、

四 川遭泥石流危害的部 门己不限

于农业
、

交通
、

城镇
,

随泥石流地区进一

步开发
.

受害部门越 来 越 多
,

矿 山
、

化

工
、

森工
、

水不,1电 力
、

商 业
、

物 资
、

I牛小

电
、

文教
、

以及军事部门等
,

均受泥石流

不同程度的危害
。

2 泥石流危害的对象
`

无选择性
’ ,

泥石流流路上
,

遇什么就危害什么
。

因此

受害的对象多种多样
,

因时因地 不同
,

但

位置固定的地物
,

或线状延仲的构筑物
,

更易于受害
。

3
、

泥石流的成灾率大
。

全省的
`

区

域泥石流成灾率
’

为 96 %
。

这是从长时期
、

大面积的数千次泥石流 中 统 计 得到的一

个数据
。

它说明在四川境内每
,

暴发 1 00 次

泥石流
,

其中有96 次成害
,

只有 4 次可能

不成害
。

但各地区
“ 区域泥石流成灾率

”



大小不同 (见图 z )
。

J I!西的成灾率比川

三
、

泥石流活动规律

二 , `
,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卜 , 一照

的
宙l

成灾率一、

阿 甘 凉 渡 雅 绵 温 乐 宜 南 内 水 重 达 力 闭

坝 孜 山 日 安 阳 江 山 宾 充 江 川 庆 县 县 陵

图 1 四川各地区区域泥石流成灾率

东小些
,

以凉山州最小
,

但也达 93 %
。

区

域泥石流成灾率的大小
,

与人口密度和人

类经济活动有关
,

因时因地
,

随预防和治

理泥石流的效果而变化
。

4
、

四川泥石流的危害
,

包括直接危

害和间接危害两部分
。

直接危 害 易 于 察

觉
,

便于统计 , 间接危害 由 直接 危 害引

起
,

有时难于立即察觉和统计
。

间接危害

不局限于泥石流分布区内
,

不 能 忽 视
。

19 8 1年 7 月 9 日成昆铁路利子依达沟翻车

失事
,

不是泥石流直接冲撞客车造成
,

而

是泥石流冲毁桥墩之后
,

桥断客车出轨造

成
,

属间接危害
。

泥石流的间接危害有时

甚至还大于直接危害
。

四川泥石流带来的

间接危害实例很多
。

只有预防了泥石流的

直接危害
,

随之就可避免泥石流的间接危

四川泥石流的危害是在泥石流活

动中造成的
,

防治泥石流的危害就需

要了解泥石流的活动规律
。

四川泥石

流有下述活动规律
:

i
、

山民江上游
、

大渡河 中游和金沙

江下游的支沟
,

陆续发现老的泥石流堆积

层
,

考古发掘表明
,

这些老泥石流堆积层

属秦汉之前的产物
。

由此看来
,

四川这些

地 区的泥石流由来 已久
,

至少有两千多年

的泥石流活动史
。

隋唐时代
,

文献中记有
`

蛟为患
’ 。

宋
、

元
、

明
、

清 有关泥石流

活动的记载 日渐增多
。

近百多年来
,

有关

泥石流活动的记载更为详细
,

还可看 出19

世纪90 年代泥石流相当活跃
。

2
、

20 世纪 以来
,

四川每年都有泥石

流暴发
。

从图 2 中可见四川泥石流在本世

纪中
,

出现了 3 个活跃时期
,

高峰出现在

19 3 4年
、

1 9 4 7一 1 9 4 5年
、

19 7 5年
。

四川泥

石流活动有波动性
,

一个活跃期接一个相

对低潮期
,

交替出现
。

高峰暴发泥石流的

县数明显增多
,

泥石流活动的 间 歇 期 减

县敌ō个

图 2 四川泥石流历年暴发县数



少
。

四川境 内泥石流沟活动的间歇期
,

长

短差别大
.

有的间歇不到一年
,

有的可上

百年
;
川西泥石流沟间歇期短

,

川东泥石

流沟间歇期长
。

处于间歇期的泥石流沟
,

易于给人造成非泥石流沟的错觉
,

但仍然

潜在着泥石流的危害
。

3
、

泥石流活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

由于四川以雨水泥石流居多
,

泥石流活动

主要在雨季
。

图 3 中可见
,

每年 5 至 9 月

多暴发泥石流
, 7

、

8 月是高潮
。

但早到

3 月
,

晚至 11 月仍有泥石流暴发
。

如 1 9 7 9

年 n 月
,

雅安县陆王沟就暴发了泥石流
。

雨季是防洪季节
,

也是防泥石流的季节
。

/一入

厂/ \

又4 压 ` 丁 8 , 10 1 1 月

图 3 四川泥石 流各 月暴发频率

4
、

四川泥石流有不少是在傍晚到凌

晨暴发
,

具有夜发忆
: 。

这与局地对流阵雨

的夜发率高有 关
。

泥石流夜间突然袭击
,

比 自天 更易于成灾
。

5
、 一

些地区
,

常因一场暴雨导致多

沟齐发泥石流
。

四川泥石流活 动 的 齐 发

性
,

易使城镇
、

厂矿的交通联系中断
,

受

困
,

成为与外界隔绝的 孤 岛
。

1 9 5 5 年 沪

定
,

! 9 7 2年昭觉
,

玲 7 6年松潘
,

均出现多

沟齐发泥石流
。

6
、

泥石流活动具有重发性
。

有的泥

石流沟历史重复暴发
,

反复遭 泥 石 流 危

害
。

如汉源富林东沟
、

仪川桃关沟
、

松潘

黄水沟
、

康定 日地沟均重复暴发
。

四川多

数泥石流沟均曾重复暴发
.

但各自重复暴

发期长知 不
」

。

7
、

泥石流活动有的是新生的
,

表现

在两方面
:

一是有些从未发生泥石流的沟

暴发了泥石流
,

如成昆铁路新基古沟
; 另

一是过去未见过的新的泥石流类型
,

如人

为泥石流的出现
。

8
、

泥石流活动 由多种原因引起
。

四

川境内
,

暴雨常常是引起泥石流活动的诱

因
。

冰雪暴融
、

坡体崩塌或滑坡
、

岸坝溃

决
、

强烈的地震
、

地下水的暴涌 以及种种

不恰当的人为括动
,

均可引起 泥 石 流 活

动
。

上述这些诱发条件一旦出现
,

就应特

别注意泥石流的活动
。

总之
,

多种原因均

可引起四川泥石流活动
。

19 8 1年
; 四川有 66 个县暴 发 了 泥 石

流
,

超过了历史上最高记 录 ( 5 3 个

县
,

1 9 7 5年 )
。

但就其分 布 的 县 境

看
,

绝大多数仍在 已往有泥石流活动

的县内 , 在不常发生泥石流的县
,

如

苍溪
、

简阳
,

和未曾有泥石流的沟也

暴发
。

1 9 8 1年 4一 9 月先后暴发
,

但

仍以 7
、

8 月为高潮
,

与往年相一致
。

泥石流类型
,

去年有 三 类
,

仍 以雨

水类型为主
,

还有人为的和滑地型的
。

泥

石流危害很多部门
,

但以交通运输最为严

重
,

西南交通大动脉宝成
、

成昆铁路
,

多

次
、

多处断道
,

停运
、

绕运多 与泥石流冲

埋桥涵
、

路基有关
,

其中利子 依 达 沟 泥

石流危害最为严重
。

眠
、

沱
、

涪
、

嘉上游

雨季泥石流暴发
,

使下游洪水 含 沙 紧 人

增
,

泥石流成为加剧洪水危害的重要因索

之一
。

四川泥石流之所以分布厂
` 、

类型多
、

活动频繁
,

主要在于四川具备形成泥石流

的基本条件和激发条件
。

四川山地面积很

广
,

占总面积的 2 / 3
,

为泥石流形成 创 造

了有利的地形条件
,
第四纪沉 积 类 型 多

样
,

为泥石流提供多种固体物质
; 加上坡

陡和破碎
、

重力作用
,

有利于
一

下达沟床
。



四川处在季风区
,

每年东南
、

西南季风均

可带来充沛的水汽
,

为降水创造了有利条

件
,

加上地形影响
,

使降水再分配
,

形成

局地暴雨中心和历年多雨中心
。

雨季又长

达半年之久
,

所 以雨季就成了泥石流活动

季节
。

兼因川西垂直气候作用
,

深刻影响

风化作用和降水
。

又因四川有几个强烈活

动的地震带长期活动
,

更有利于形成多种

多样的泥石流
,

既广泛而又集中分布
。

更由于四川开发历史长
,

特别是本世

纪五十年代以来
,

人 口猛增
,

本来人 口稀

少的川西 地区
,

因森林采伐
,

兴修公路和

铁路
、

采矿
、

大大小小的水利电力工程
,

新兴的城镇
,

人 口相对大量集中
。

大量的

人为活动
、

森林植被过伐 滥 伐
、

刀 耕 火

种
、

人为的大量开山动土
、

任意弃渣弃土

以及蓄水
、

引水
、

排水不当
,

加速坡地失

稳
,

生态失去平衡
,

在本来 自然泥石流就很

活跃的四川
,

又新增加了人为的泥石流活

动
。

四川泥石流在 自然的和人为 的共同作

用下
,

处在加速形成和加剧发展之中
。

石流活动的基地
,

又是今后泥石流发展的

基础
。

前面已指出
,

四川泥石流分布 区
,

近 3 0多年来局部有所扩大
,

但是
,

其中绝

大部分区界是相对稳定的
。

这是 由于四川

省 自有泥石流以来
,

泥石流分布区的 自然

环境因素 ( 地质
,

地形
、

气候 ) 没有发生

质的变化
; 即山河地势依旧

,

季风气候如

常
。

四川历史上遗留的泥石流分布区
,

是

目前泥石流活动的范围
;
现存的泥石流分

布区
,

将因它区界相对稳定
,

成为今后泥

石流活动的主要场所
,

未来发展的基础
。

(二 ) 近 30 年泥石流活动新动向

四
、

四川泥石流发展趋势

四川泥石流今后发展趋势如何? 将来

泥石流活动是加剧
,

是衰减
,

还是维持现

状呢 ? 这是防治和研究四川泥石流时很关

键的问题
。

很明显
,

发展趋势不同
,

今后

四川遭受泥石流危害的情况和危害的程度

会大不相同
。

推断泥石流未来发展趋势
,

实际关系到今后四川泥石流如何防治和采

取什么对策的问题
。

(一 ) 泥石流未来发展的基础

四川泥石流分布 区
,

是它所在地区环

境因素和历史背景长期作用下形成 的
,

也

会在它们共同作用下发展
。

四川现存的广

泛分布的泥石流区
,

既是历史止和当今泥

2 9 5 0一 1 9 7 9年这 3 0年 中
,

四川泥石流

有些新动向
:

l
、

各种 自然泥石流均在活动
,

又新

增加人为泥石流频繁活动
。 1 9 6 0年松播和

1 9 7 7年色达冰雪暴融型泥石流暴发
, 1 9 6 6

年西 昌溃决型泥石流成灾
, 19 7 3年合川和

1 9 7 4年南江崩滑型泥石流危害
, 1 9 7 1年马

边和 19 7 6年松潘
、

平武地震泥石流发生
,

1 9 7 8年德昌地下水暴涌型泥石 流 阻 断 公

路
,

还有大量的雨水型泥石流活动
。

30 年

中各种 自然泥石流都有活动
,

这在本世纪

五十年代之前是少见的
。

本世纪五十年代前
,

四川未见人为泥

石流活动
,

但五十年代以来
,

尤其是七十

年代
,

四川新出现人为泥石流
,

并且活动

频繁
。

在一些森林采伐 区
、

采 石 场
、

矿

山
、

电站
、

公路
、

铁路
、

库岸堤渠等地
,

由于人类经济活动强烈
,

加速坡地失稳
,

破坏了生态平衡
,

人为泥石流频繁活动
。

如 19 6 3年灌县
、

1 9 6 6和 2 9 6 7年渡 口
、

1 9 7 6

年马尔康
、

1 9 7 6年巴塘
、

19 79年理县等地

的灾害性人为泥石流就是实例
。

四川 自然

泥石流原来类型就多
,

又新增加了人 为泥

石流危害
。



2
、

特大型泥石流不断发生
,

小型的

坡而泥石流也很活跃
。

据我所知
,

国内外

一条泥石流沟暴发
,

带下上千万立方米泥

石的特大型泥石流并不多见
,

但四力}30 年

中却出现了 ( 1 9 7 3年南江 )
。

小型的坡面

泥石流也很活跃
。

一次暴雨
,

常在一些地

段
.

几十
、

几百个泥石流成群下流
,

把坡

而破坏得 “ 遍体鳞伤 ” 。

如 工9 6 9年青川和

19 7 6年松潘的泥石流规模虽小
,

但为数众

多
,

给沟谷泥石流再次暴发提供了有利的

固体物质储备条件
,

同时坡地本身也遭到

严重破坏
。

3
、

泥石流活动有向川西高原和四川

盆地推进之势
。

位在川西高原面上的若尔

盖
、

壤塘
、

色达等县
,

本世纪 七十年代多

次发生 J
’

泥石流
。

四川盆地内的大足
、

苍

溪等县
,

分别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出现

r 泥石流
,

沟数不多
,

但这预示在四川盆

地内的低山
、

深丘和川西高原
,

也有泥石

流活动的可能
。

4
、

泥石流活动周期明显变短
。

图 4

是四川泥石流活动周期变化对比图
。

对比

的时期是解放前后各连续的 30 年 ( 19 2 0一

1 9 4 9与 2 9 5 0一 19 79 )
。

首先在同一时期算

各县的活动周期
,

再统计同一时期各种周

期所 占百分数 ( 以该时期暴发泥石流的总

县数为 1 0 0 )
,

分别按前
、

后各 30 年 作 图
。

从图 , 中可
一

见
:

/

图 J

功 20 扔 周期 火年 )

四川泥石流活动周期

( 1 ) 活动周期 ( 5 年的县
,

解放前

30 年占 10 %
,

活动周期成 30 年的县
,

前30

年仅占80 %
,

还有20 % 的县活动周期> 30

年
,

后 30 年 10 0% 的县活动周期 ( 30 年
。

可见
,

解放前 30 年活动周期长的县数多
,

解放后 30 年活动周期短的县数多
。

( 2 ) 1 95 0一 19 7 9年累积百分曲线明

显偏在左边
,

向短周期方向 移 动
。

这 表

明四川泥石流活动周期
,

后 30 年 ( 19 5 0一

1 9 7 9 ) 比前 3 0年 ( 19 2 0

—
19 4 9 ) 明显变

短
。

活动周期的中值 由 1 5年变短为 5 年
。

5
、

年暴发泥石流的县数增多
。

一般

来看
,

四川除少数年份外
,

暴发泥石流县

数多的年份
,

暴发次数也多
,

因此
,

从历

年暴发泥石流的县数
,

大体反映了暴发次

数
。

现将 1 9 5 0一 2 9 7 9年这 3 0年
,

与 19 2 0一

1 9 4 9年前 30 年平均暴发泥石流 的 县 数 比

较
,

前 30 年年平均暴发泥石流的县数是 11

个
,

后 30 年是23 个
,

成倍增多
。

前 30 年
,

年最多3 4个县暴发泥石流
; 后 30 年

,

年最

多达 53 个县暴发泥石流
。

年暴发泥石流县

数
,

近 30 年在增多
。

四川 2 0世纪 以来
,

年暴发 泥 石 流 的

县数
,

近于成倍递增
,

泥石流活动 日益频

繁
,

七十年代泥石流活动猛增
。

四川目前

进入了泥石流活跃期
。

图 5 是四川 1 90 0年

以来
,

每 10 年平均暴发泥石流的县数
,

图

中十分明显地反映出四川泥石流加剧

发展的趋势
。

总之
,

近 30 多年来
,

四川泥石流

活动 日益频繁
,

危害明显加剧
。

预计

四川今后仍以雨水类泥石流为主
,

人

为泥石流会明显增多
,

崩滑型和溃决

型泥石 流 相 应 增多
。

现存的泥石流

分布区将是泥石流危害的主要场所
。

泥石流活动仍 以一个活跃期接一个低

潮期波动式发展
。

目前四川进入了泥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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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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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泥石流活动程度等级划分

为便于四川今后对泥石流的防

治
,

有必要进州步对有泥石流的 1 3 5

补县的祝石流皓动程度加 以划分
。

因为四川泥石流成灾率高
,

泥石流

活动越麦
,

相应危害也越大
。

根据

泥石流活动周期的长短与泥石流沟

的多少相组合
,

将各县泥石流活动

程度
,

划分为 3 级 ( 见图 G )
。

I
·

— 活动很强的县
:

泥石流活动周

期平均小于 5 年
,

泥石流沟多
,

泥石流危

害很大
,

计有 30 个县
,

l — 活动强的县
:

泥石流活动周期

平均小于 5 年
,

但泥石流沟数少
;
或泥石流

?919湘卿

图 5 四川泥石流活动趋势

石流活跃期
,

本世纪八十年代泥石流活动

和危害仍会加剧
。

这是就全省面上作的估

计
,

至子其体到某个 区
,

某条沟未来发展

趋势
,

`

述要冥休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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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事 不 忘
,

后 事 之 师

一从
4 42 次客车失事看水土保持科学的重要性

关 君 蔚

( 北京林学院 )

含有大量土
、

砂
、

石块 (亦称固体径流物

一 质 ) 处于超饱和状态的急流
。

其特点是突

1 9 8 1年 四川洪灾殃及铁路部门出现 了 然发生
,

来势凶猛
,

运动时间短
,

破坏力

一些事故
。

7 月 8 日由昆明开 往 成 都 的 大
,

常造成毁灭性的严重灾害
。

这种常常

44 2次普通客车
,

在 9 日 凌 晨 1 时27 分正 造成毁灭性灾害的泥石流
,

正是水土流失

点到达距成都23 6公里的甘 洛 站
。

35 分车 和生态灾难发展到严重而激烈阶段的表现

站指令发车
,

车未出站
,

站内突然断电
,

形式
。

此事曾引起司机注意
,

但仍按常规运行
,

以我国现有的水土保持科学水平
,

对

应在 1 时 45 分开上大渡河右岸
,

穿过全长 这场重大事故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

12 5米的利子依达沟大桥
。

因值雨中深夜
,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
,

不仅在泥石 流

又在弯道隧洞中行车
,

当大桥映入司机视 尚未发生前可 以预报
,

而且可 以 分 期 预

野时即发现异常
,

立即紧急刹车
。

不幸大桥 报 , 一旦发生泥石流立即可 以发出警报
。

早被冲跨
,

东风型内燃机车两台及行李
、

以上述利子依达沟为例
,

和其它泥石流沟

邮件和硬座等车厢各一辆冲入大渡河
,

至 道一样可在一小时前发出预报
,

至少可在

今下落不明
,
另两辆硬座车厢翻于桥下

,

l 一 2 分钟前发 出警报
。 4 42 次客 车 在甘

遂造成一起伤亡多人的不幸事故
。

事故发 洛车站发车当时
,

曾引起司机注意的车站

生当时的判断和事后调查表明
,

是在暴雨 断电
,

很明显是 与利子依达沟大桥过桥电

中发生了泥石流而造成的灾害
。

路有关
,

即使大桥冲毁 时 间 是 在 1 时 45

所谓泥石流就是山 区 由暴雨而引起的 分
,

如果当时车不出站也可防止此次伤亡

\ 户矿八
、 / \ / \ 了 \ / 、 / \

/
、
/ \ 尸 \ / 、 / 、 / 、甘产 \ 才与

产
\ 产 \ 2 、

沪、 了、 了 、
/ \ / 、洲 \ / \ / 、

/ \ / \ z
与

产
\ / \ / \

/ \ / \ / \ / \了 \ /

沟数多
,

但活动周期平均大 于 或 等 于 5 县应有专门单位经管
,

全面规划
,

因地制

年
,

泥石流危害较大
,

计有 60 个县 , 宜
,

编制出行之有效的全省泥石流防治规

皿

— 活动对的县
:

泥石流活动周期 划
,

作为防抬依据
,

这是四川防治泥石流

平均大于 5 年
,

且泥石流沟数又少
,

泥石 的重要战略
。

由于四川泥石流 分 布 广
,

流危害较小
,

计有 45 个县
。

类型多
,

活动频繁
,

危害相 当严重
,

而且 日

为使四川泥石流防治更有成效
,

省地 益加剧
,

涉及部门多
,

还需要作深入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