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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1年 6 一 9 月
,

四川遭受的特大洪灾是由于大气环流异常
,

连续 6 次暴雨和洪水

的直接危害
,

致使全省 13 8个县 (市或区 )
、

2 , 0 00 多万人 口受灾
,

57 个县 城
、

7 76 个场

镇被淹
,

有的县城几乎全部淹完 (如金堂
、

合川等县 )
,

造成经济
、

财政和粮食的重大

损失
,

灾区人民亦
一

育伤
一

亡
。

一 、

如何认识洪灾与地质背景的联系

目前对洪灾的发生及其加剧因素普遍引起大家的注意
,

从地质学角度出发研究其与

洪灾的关系
,

仍然是 日后防洪工作 中较重要的一个方面
。

据有关部门的资料揭示
,

嘉陵江
、

涪江
、

沱江流域
,

五百年间 遇 涝 13 2次
,

大洪捞

17 次
,

可见区内的强暴雨历有出现
。

这启示我们一定的地质构造格架控制 了 一 定 的 地

貌
、

水系形态
,

从而出现了涝区不同的灾害程度
,

因此洪灾与地质背景不能没有密切的

联系
。

加剧洪灾的原因之一
,

是森林植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

致使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失

去平衡
。

四川省森林覆盖率已由五十年代初的 19 % 以上
,

下降到 10 % 以下
,

盆地内的森

林植被覆盖率仅有 4
.

3 %
,

其中少数县降到不足 1 %
。

这样光坡秃岭
,

岩土无蔽
,

尤其盆

周 的陡峻山地因毁林开荒
,

地表裸露
,

一降暴雨
,

洪水强挟泥沙
,

不但影响水位
,

而且

淹淤破坏力增大
。

初看起来
,

洪患仅与森林植被有关
; 细究可知

,

地质背景与植被又紧

密联系着
。

当植被覆盖率下降
,

地质背景亦遭恶化
,

岩石的侵蚀度增大
,

暴 雨 卷 走
一

的

泥
、

砂更成倍增加
。

若受新构造运动的影响
,

洪灾的派生灾害亦会 到 处 出 现
。

故此说

明
,

地质背景无论对植被或对洪灾都不应忽视
。

加剧洪灾的另一人为因素是综合规划不够
,

未按自然规律搞建设
。

不但人为地破坏

犷上壤生态
、

江河航道
,

而且破坏 了稳定的岩 (石 ) 层结构和地形地貌
,

且不于加固
,

故使生态的失调更加恶化
,

洪水的危害更严重
。

凡是没有综合性
、

科学性地衡量利弊的

厂矿
、

房舍
、

道路
、

水利及农田等工程
,

皆因在滑坡上 (或附近 ) 施工
,

陡坡峭壁下搞

建筑
、

掘渠
,

在断裂带或易滑岩层下建设
,

沙坝上修楼房
,

山洪 口修塘库
,

堵河滩造
“ 良

田 ” … … 等等
,

使 自身严重受害
,

也扩大了整个洪灾的严重性
,
还有某些施工修建中只

顾 自己节省和方便
,

将成千上万吨的泥砂
、

石块及矿碴倾入江河
,

造成人为的淤浅和堵



塞
,

也加剧了洪灾的危害
。

显而易见
,

人为地破坏 了地质背景必然导致一系列恶果
。

二
、

加剧洪灾的地质背景因素

四川农业地质中的地质背景因素对加剧全省洪灾起着较为厉害的作用
,

研究其影响

特点
,

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

(一 ) 地壳运动及其地质构造格架的影晌
。

在侏罗纪
、

白坚纪时的燕 山 运 动 影响

下
,

盆地的周边形成了高山峻岭
,

以古大 巴山和古龙门山最为突出
, 中 间 是 一 个大湖

泊
,

在河流的搬运堆积及成岩作用下
,

形成了今 日的红色岩层
。

再到新生代第三纪初期

( 约 0
.

3亿年前后 )
,

受喜马拉雅山运动的影响
,

亚州南部地壳板块 (印度 板 块 )
,

迅

速向北俯冲
,

不但开始了喜马拉雅山的形成历史
,

也波及到四川盆地
,

使其结束了河流

湖泊的沉积过程
。

波涛汹涌的长江水才得 以切开巫山三峡东流而去
。

由于青藏高原不断

升至四
、

五千米
,

西风大气环流通常会象
“
大瀑布

” 一样直泻入仅 3 00 一 5 00 米标高的四

川盆地 内
,

形成气旋
, 又在热带副高压 (或富水分的季风 ) 的影响下

,

当遇到北极区南

移的冷空气气流的牵动
,

在盆地西部和北部就形成数个 ( 19 81 年主要三 个 ) 暴 雨 中 心

区
,

形成阻塞性降雨
,

随即洪水泛滥成灾
。

由此可见
,

地壳运动导致 的地 质 构 造
“ 格

架 ”
制约着山势地貌的发展

,

从而影响着暴雨中心及降落范围
。

常年出现的暴雨区仍然

在龙泉山— 旺苍一线以西
,

雅安
、

名山地区年降雨量超过 1 ,

20 。毫米
; 而川中 南 充一

带年降雨量多小于 8 00 毫米
,

个别年份仅 60 0毫米左右
,

所以该区多早年
。

(二 ) 褶曲 (背斜
、

向料 ) 构造的控制
。

四川盆地内的褶曲构造
,

多形成正地形地

貌
,

华签山
、

龙泉山
、

总岗山 (熊坡 ) 等大小山脉恰好与背斜构造相一致
。

其构造线方

位多呈北东或北北东向
,

明显地控制了盆地内不对称的枝状水系
。

以长江为干流
,

北侧

受水面积广阔而丰富
,

有河道很长的嘉陵江
、

涪江
、

沱江
、

眠江四条大江河
,

并 以宽角

或近垂直交汇于长江
,

嘉陵江下游还聚汇着涪江
、

渠江之水
,

连续通过几个峡口才汇达

长江
,

显然这种水系特点不利于排洪
。

长江以南仅纳聚乌江及其他短促河流 (赤水河
、

永宁河
、

纂江等 )
,

故对导洪影响较小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长江北侧的江河正通过盆地中部丘陵区
,

只要
“
堤坝式

” 的背

斜山一阻隔
,

江河被迫穿越狭窄的峡口 区 ( 赵镇南的三皇峡口
、

合川南的沥鼻峡
·

一 )
,

形成一处处的
“ 死闸门 ” 。

结果因
“
死闸门

”
作用

,

在暴雨强度大
、

持续时间长的上游

洪峰到来时
,

由于排洪受阻导致洪水位增高 ( 有的地区较正常水位高 18 米 以上 )
,

洪峰

势头增猛
,

峡内一片汪洋 (如赵镇
、

合川 )
,

峡外低洼区也长时间受冲淤 (如简阳
、

资

阳 )
。

但由于洪水延缓消退
,

对长江中游的葛洲坝工程
、

荆江工程又起到一定的保护作

用
。

(三 ) 新构造运动的波及
。

四川盆地周边的中低山地龙泉山
、

华鉴山等相对抬升
,

以龙 IJ 山区最显著
;
而处于中间的成都平原或其它低洼浅丘区

,

则属相对 下 降的 凹 陷

区
。

这种俗称
“
撬撬板运动

” 的作用
,

近百万年来表现得非常突出
,

在凹 陷区内至今还

继续接受沉积物
。

成都平原
巍

县一带
,

第四纪冲积砂 (砾 ) 泥 石 层 厚 达 2 50

一
4。。

米 ; 平原一般厚均有数十米
。

这说明河道淤浅沉积的现象除人为因素外
,

大 自然也悄悄



干着淤塞和填平江河的事
。

1 9扭年降雨量增加
,

降雨区扩大
,

自然淤积就更加厉害了
,

使得下陷的成都平原及其他类似区域冲淤加剧
,

洪灾更加严重
。

新构造运动的波及
,

还反映在地震活动强烈或频繁的区域 (如平武
、

南坪
、

茂汉一

带 ) 不但易爆发 !
_

上l洪
,

把松散泥
、

砂冲入江河
,

致使盆地内河床的淤高
,

引起洪灾 ; 而

月会突然发生泥石流及滑坡
,

造成山区洪灾派生灾害的严重危害
。

(四 ) 降雨区岩石特性的作用程度
。

据 目前初步研究
,

降雨区的岩石组分
、

物理化

学性质对加剧洪灾有较大影响
。

依抗侵蚀度强弱可分为三种类型
:

.l 抗侵 蚀度弱 的岩石
。

暴雨降落在粘土岩类分布区 (如盆地内的红色泥岩
、

砂质泥

六
,

龙门山和大 巴山区的千枚岩
、

板岩
、

部分片岩等 )
,

因岩石的硬度
、

比重均小
,

细

微裂 隙 (节理
、

劈理 ) 十分发育 , 其泥岩
、

砂质泥岩易物理风化成
“ 石骨子 ” 状

,

千枚

岩
、

板岩
、

片岩等多呈现
“
岩屑片

” 状
,

抗侵蚀度最弱
。

一遇暴雨
,

此类岩石及其衍生

仁壤
,

极易遭到片蚀及沟蚀
,

甚至伴随着崩塌似的刨蚀作用
,

促使洪水变成浑浊度很 高

的 “ 红水 ” ,

好似流淌的
“
血

” . ,

不但助长了洪水位的增高
,

加深了对沿江河 流域 的

庄稼的淤害
;

一

也大量冲走了肥沃的土壤及土壤的
“ 天然供应库

”

—
上壤母质或毋岩

。

我曾在淹南县一处遂宁组红色砂质泥岩中观察
,

估计最强的侵蚀点可达 1厘米 /年 的

侵蚀速度
,

超过年 2毫米者较多
,

大于年平均 1毫米的侵蚀速率是普遍现象
。

秦岭南坡嘉

陵江上游是典型的侵蚀 区或侵蚀中心区
,

侵蚀非常严重 (如 白龙江三磊坝以上区域多年

的平均侵蚀模数M值为 6 4 6
.

2吨 /平方公里
,

径流深 y 为36 1
.

9毫米 )
,

水流 中 含 沙 量较

友
。

其巾泥沙带粘土岩类起 了很大的作用
,

变质的粘土岩及变质的砂质粘土岩占较大比

例
。

2
.

抗佼 沙 度中等的岩石
。

若暴雨降落在组分和颗粒不均匀的花岗岩
、

长石砂岩
、

钙

泥质砂岩出露地区
,

因其岩石裂隙较发育
,

风化壳作用较快
,

风化带亦较厚
,

一经强攀

雨迅猛地淋冲
,

疏松的块体立刻崩解成细砂粒
, 瞬时间就被股股小山洪卷进江河

,

成为

沙洲
、

沙坝沉积的主体
,

对加剧洪灾的危害仅次于粘土岩类
。

3
,

抗侵 蚀度强的岩石
。

当暴雨降落在石灰岩
、

大理岩
、

石英岩等岩石区
,

因岩石硬

度人
,

比 屯亦天
,

结构很致密
,

裂隙率较少
,

通常以缓慢的化学风化作用为主
,

物理风

化弱
,

强暴雨对其岩石的机械性冲刷或侵蚀作用
,

几乎是微不足道
。

这表明
,

这类岩石

对加剧洪灾的影响甚微
,

局部洪灾派生灾害滑坡
、

泥石流有少量岩块卷入
。

综上述可知
,

岩石类型与洪灾的关系非常密切
,

软弱的粘土岩类具有加剧洪灾的显

著作用
,

也是抗旱
、

恢复植被和生态环境最重要的目的层
。

(五 ) 地貌的璐异性影响
。

不同的地貌区
,

工农业生产水平和发达程度有很大的差

异
。

川西以高山峡谷区为主
,

河流坡降比大
,

排洪速度快
,

洪灾对林牧业 为主的经济体

系破坏较小 ; 川西南会理
、

会东等地区
,

多为山间盆地
,

遇强暴雨则易遭 山洪
、

滑坡
、

泥石流的危害
。

四川盆地遭受严重洪灾
,

其地貌特点具有显著的作用
。

分析主要受两种

致灾因素控制
:

1
.

四川盆地是一个相对凹陷的汇水盆地
,

周边的大江
、

小河及溪涧全部汇聚其中
,

仅靠偏东南的长江干流谊泄
。

当大区域强暴雨发洪时
,

必然易导致洪峰滞阻
,

偏低洼处

积水泛滥
。

前述的 “
堤坝山

”
及

“ 死闸门 ”
地貌决定了遭洪灾的可能性及其控制范围

。



由于盆 中凹陷
,

盆周山势陡峭
,

坡角 > 25
。

的地区较多
,

尤以大巴山
,

龙门山区最突

出
。

因松散的残坡积物很发育
,

暴雨时
,

盆周的泥
、

砂随水直泻入盆内
,

淤浅河床
,

沿江岸冲

淤农田房屋十分严重
;
而山区又是滑坡

、

泥石流大量爆发的场所
,

故加剧 了洪灾程度
。

2
。

盆地内的江河水系发育较成熟
,

多呈密集的枝状水系
。

同时普遍呈 现
“ 巴” 形或

蛇曲形河道
,

其濒临的冲积坝子易遭洪水危害
。

今年盆中的重灾区 (如资阳
、

内江
、

遂

宁
、

撞南及南充等地 ) 几乎均与此种地貌有关
。

在江河交汇 口 (合 川
、 ’

金 堂
、

新 津等

地 ) 或紧靠峡 口 区受灾亦很重
。

(六 ) 地质
、

地理条件与人类活动结合的弊病
。

盆地红层区及冲积平原 (或坝子 )
,

是 “ 天府粮仓
” 的支柱

。

各沿江流域自古以来土地肥沃
,

物产丰富
,

而且水路是古代的

交通枢纽
,

因此沿江一带人 口兴旺
,

房屋建筑密集
,

码头众多
,

成为商业物资的主要集

散区
。

至今
,

人们仍习惯于顺江发展
,

甚至 “ 掠夺 ” 江面 ( 即围河造田
,

沙滩建筑等 )
。

这应是加剧 1 9 8 1年洪灾的历史性原因
。

(七 ) 复杂的地质
、

地理环境区派生灾害的出现
。

1 9 8 1年 6 一 9 月的暴雨时期
,

四

川省西部
、

盆地西缘及盆西深丘低山区
,

64 个县 (市 ) 因暴雨的诱发
,

出现了大小数千处

的滑坡
、

泥石流
、

地裂缝和山崩
,

对工农业生产危害极大
。

部分地区因爆发了巨大的滑

坡
、

泥石流
,

严重阻塞 了交通
,

破坏 了工程建设
,

并给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
。

派生灾 害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特大暴雨的诱发
。

由于强暴雨的降落提 高了地下水位及

潜水的运移能力
,

一些较松散的土体和较软弱而不稳固的岩石因水分饱和
,

重量增加
,

起 “ 润滑油
” 作用的水浮托着已有滑坡痕迹的滑坡体

,

突然滑落
,

致成滑坡灾害
。

凡是

具有泥石流基本条件的隐患区
,

在水的诱发下
,

立刻会造成泥石流灾害
,

如 1 9 7 9年 n 月

雅安附近曾发生一次灾害性泥石流
,

给国家建设及当地人民带来重大的损失和伤
、

亡
。

地

裂缝形成的原因较复杂
,

但仍与水的作用相关
,

常同滑坡活动有关 (如去年苍溪一带发

生的地裂缝
,

中江常有出现 ) ; 亦有因地下溶洞和矿山采空陷落等因素引起
,

造成灾害

的程度多随地而异
。

山崩多属坚硬或较坚硬岩石的陡崖和绝壁 区出现的灾 害
,

水依然是

打破坠落的临空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

然而地质背景条件则是产生 滑坡
、

泥石流
、

地裂缝
、

山崩的基础
。

因为这些派生灾

害多发生在地质构造复杂 (断层
、

断裂交错 ) 的大巴山
、

龙门山
、

邓睐山及凉 山等中低

山地貌区 ; 部分常出现在盆西北的深丘一低山区 (如旺苍
、

苍溪
、

仪陇
、

南部
、

中江及

龙泉山等区域 )
,

其岩石类型常 以较弱易碎的粘土岩或砂质粘土岩
、

薄层泥灰最发育
。

它们不但抗侵蚀度差
,

而且易沿层面或裂隙面滑动
、

崩塌和破碎
。

同时暴雨期的水文地

质条件总是朝着有利于前述派生灾害方向变化着
,

故此
,

洪灾中的派生灾害与地质背景

条件的优劣有密切的关系
。

三
、

洪灾的地质背景分区

1 98 1年四川 的特大洪灾
,

其较重要的加剧因素地质背景条件
,

既显示地质背景分区

性特点
,

又呈现隐患性倾向
。

现依据各种地质背景条件的结合形式
,

综合性影响
,

历次

致 灾特点和当年的危害程度等方面
,

概略地将 四川西部划分为三个洪灾危害区
:

北部山



地滑坡
、

泥石流及蚀源区
,
盆地西北冲淤滑塌区

; 盆中冲淹淤积区
。

(一 ) 北部山地漪坡
、

泥石流及蚀东区
。

该区正处于秦岭构造带的 南 侧
,

褶 曲 构

造
、

断裂构造均较发育 (如龙门山
、

大 巴山构造带 )
,

而且新构造运动强烈
,

长期处于

上升活动
,

致使形成低中山— 中高山山地地貌
,

其间峡谷区的山间河流坡降比较大
;

区内枯土岩类
、

花岗岩及其他柔性或脆性岩石
,

因受地震的频繁影响和坡陡崖峭的临空

不稳定趋势所制约
,

故大量疏松破碎的岩石裸露
。

常年在暴雨诱发下就会爆发较多的滑

坡
、

泥石流
、

岩崩
。

1 9 8 1年受到罕见的强暴雨袭击
,

灾害十分严重 (如宝成路沿线 ) 也

就势在必然 了
。

同时
,

该区地表径流冲蚀力强
,

搬运砂粒迅速
,

属强侵蚀区或侵蚀 中心

区
,

大量的土壤颗粒及岩石碎屑被卷入河道
。

不但区内土壤及其母质损失很大
,

破坏 r

生态平衡
,

而且严重冲淤了盆地内的河床和沿江岸坝子
。

(二 ) 盆地西北冲淤滑场区
。

位于盆地西缘与龙泉山至旺苍一线之间
,

呈北东走向

展布
。

北段 以深丘低山地貌为主
,

大部分岩层为白里系
“ 城墙岩群

” ,

垂直裂隙发育
.

既遭到滑坡
、

地裂缝的危害
,

又呈现 “ 死闸门 ”
作用

,

严重地冲淤了旺苍
、

广元一带的

低洼区 (最 高洪水位普遍较正常水位高13 米以上
,

局部超过 20 米 )
。

该区南段
,

除三台
、

中江
、

龙泉山一带遭受滑坡
、

地裂缝致灾外
,

成 都 平 原 及 涪

江
、

沱江流域的第四纪冲积坝地造成严重淤害
。

其中赵镇南的三皇峡一带
,

由于侏罗系

砂岩形成的狭窄
“ 之 ” 状或 “

齿
”
状峡 口

,

在 “
堤坝山

” (龙泉山阻隔下 )
,

三皇峡一带

的 “ 死闸门 ”
作用更加厉害

,

使金堂县出现百年不遇的洪水漫淹灾害
。

新津南的狭窄河

道
,

乎缓河床夹于熊背斜北端的 白奎系岩层之间
,

曾经是洪水漫淹区
,

仍有 潜 伏 的 隐

患
,

因此与金堂一样都应注意防洪研究
。

( 三 ) 盆中冲淹淤积 区
。

在龙泉山背斜一线以东与川东平行岭谷区 又尤其华签山背

斜 ) 之间的地带
,

几乎全为侏罗系红色岩层的丘陵区
。

岩层 中泥质及砂泥质岩石 占70 %

以 上
,

浸蚀强度普遍较大
, “ 石骨子

”
岩屑及其单源类土壤常遭片蚀和沟蚀

。
1 9 8 1年洪

水致灾最严重的是嘉陵江
、

涪江
、

沱江沿岸
,

一方面因河流的蛇曲曲弯系数较大
,

河床

通常很宽缓
,

当洪水位增高后
,

洪峰尽力循直线开拓新的主航道运动
,

结果 肥 沃 的 坝

地
、

人口密集的村庄严重受灾
。

另一方面由于川东平岭谷区的典型
“
堤坝山

” 和 “ 死闸

门 ” 的综合作用
,

提高 了洪水位 ( 有的区域高出正常水位 18 米
,

甚至 20 米以
_

助
,

拖延

了洪峰消退时间
,

造成不少城镇 (如合川 ) 全部被淹
,

带来重大损失
。

显然
.

本区是历

史 上洪灾的受淹区
,

一遇灾害必然十分严重
; 而且还是洪灾的隐患区

,

故此应充分注意

防治
。

四
、

注意地质背景规律
,

采取综合性的防洪治害

洪灾的 自然发生规律是很复杂的
,

加剧洪灾的人为因素和 自然背景条件 (地质背景

是其中较重要的一项 ) 更多
。

但只要研究它
,

认识它
,

趋利避害
,

采取综 合性的防治措

施
,

从 “ 优选 ” 关键因子入手进行治理
;
若再次发生类似或更大的洪灾时

,

就一定会降

服它
,

至少可极其显著地减弱它的危害程度
。

首先
.

四川省的防洪应与农业的综合区划相结合
,

与当前的或长远的工业布局相结



保护环境资源
,

发挥地区优势

四川省环境保护局

一
、

洪灾对环境的破坏

四川省 1 9 8 1年发生的洪灾
,

主要在沱江
、

涪江
、

嘉陵江
、

眠江流域 20 万平方公里范

围内的人口稠密
、

交通方便
、

土地肥沃
、

物产富庶地区
。

这次特大洪灾
,

为什么集中在

几条主要江河
,

涉及如此大的范围
,

损失如此之严重呢 ? 究其原因
,

除不可抗拒的 自然

因素外
,

主要是人为活动破坏了环境和 自然资源
,

生态平衡失调
,

抗御灾害力弱
,

加重

了灾情危害
。

1
、

森林是环境中最大的生态系统
,

具有润节气候
、

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防风固

沙
、

净化大气
、

改善环境等生物效能 , 破坏了森林就失去了生态平衡的主体
,

使环境恶

化
,

后患无穷
。

四川省的森林复被率解放初期为 19 %
,

现下降为 1 3
.

3%
,

资源多集中于

阿坝
、

甘孜
、

凉山三州
,

既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
,

又是四 川 的 绿 色屏障
,

其利用的好坏
,

关系极大
。

但 由于大量的砍伐
,

资源开始枯竭
,

森林效益逐渐减退
,

一

些地方将具有特殊作用的林地也砍掉
。

如弓祯岭 ( 眠江
、

嘉陵江
、

涪江的源头 ) 的水源

涵养林
,

被砍成残林迹地
,

夹壁沟的科研教学林 已伐取殆尽
; 不少保护区的自然景观遭

到破坏
,

一些护坡护岸林
、

山脊林墙被砍伐
,

还有些草原向森林过渡的小块零星林地
,

遭 到毁灭性采伐等
。

这些森林对抗御灾害
,

维持生态平衡
,

保持水土都具有重要作用
。

毁掉了森林这个调节中心
,

势必要影响
“ 天府之 国

” 的农业
,

使长江有变成第二黄河的

危险
。

从这次特大洪灾发生的地点可以看出
,

几条主要江河上游的森林植被破坏都很严

合
,

并同时注意防洪与抗早措施
,

其中应把地质背景作为研究的基础
。

第二
、

防洪除了坚决克服人为的影响或加剧的其它因素之外
,

应充分考虑地质背景

的多方面
,

如地质构造
、

岩石组构
、

水文地质
、

地貌及第四纪堆积物等的变化规律
,

因

为地质背景条件是具有多向性和隐蔽性影响因素之一
。

第三
、

应注意四川的地质背景条件是很复杂 的
,

且随地区而变
,

这又往往容易被人

忽视
。

如地质构造的影响 (即构造
“
格架

” 的控制 ) 主要是掌握它的规 律 性
.

因 势 利

导 ;
地层特征及岩石类型的差异

,

与抗侵蚀强度和暴雨的携沙量有明显的相关性
,

所以

建议防洪先治沙
,

治沙先治岩的办法
。

尤其是抗侵蚀度低的粘土岩类区域和其它易破碎

的岩石 (如花岗岩 ) 地带
,

依据岩石特性
,

积极有效地植树造林
,

稳定岩 层 或 土 体边

坡
,

修建滤沙治沙工程
,

采取合理的耕作制和协调的工业布局
,

这样对防洪必奏良效
。

第 四
、

应普遍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

加速绿化
,

增加森林或植被覆盖率
,

是当前防洪



重
,

流域内复被率很低
,

眠江为 1 6
.

1%
,

嘉陵江 为 13
.

7 %
,

涪 江 为 11 %
,

沱 江 仅 有

6
.

铭%
。

在大致相同的暴雨情况下
,

森林复被率大的
,

灾情较轻
;
复被率小的

,

受灾较

重
。

如嘉陵江畔的苍溪县龙王公社
,

大跃进时把森林砍败
,

1 9 6 4年三天内降雨 2 50 毫米
,

冲毁耕地 1 00 多亩
,

以后大抓了造林
,

森林复被率恢复到30 %
,

这次两天内 降 雨 29 0 毫

米
,

土地一亩未冲毁 ; 沱江流域的资中渔溪区森林复被率为 2 4
.

8 %
,

这次降雨 2 59 毫米
.

淹没和冲毁农作物 1
.

5万亩
,

垮塌房屋 5 73 间 , 而相邻的水南区
,

森林复被率只有 1
.

9 %
,

降雨比渔溪区还少 4 毫米
,

却淹没和冲毁农作物 4
.

3万亩
,

垮塌房屋 1
.

5万间
。

这此都说

明
,

森林有明显的防洪
、

滞洪和保护环境作用
。

许多山区为 了 ,’I 句荒山要粮
” ,

农业跨纲要
,

不顾山穷水尽
,

毁林 开 荒
,

陡 坡 垦

种
,

结果是越垦越穷
,

越穷越垦
,

使生态环境遭至严重破坏
。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
,

解放 以来毁林开荒和火烧林地达 4 ,

00 0多万亩
,

相当于全省历年造林保存面积的总和
_

不

少山 区县的耕地都比解放初期增加 l 一 2 倍
:

南江县的耕地
,

解放初期为25 万亩
,

现扩

至 5 2万亩 ; 北川县 由10 万亩增至 27 万亩 ; 城口县 由2 。万亩增到42 万亩
,

加上轮歇地为 88

厅亩 ; 通江县 由不到 30 万亩扩大到 5 8万亩
,

算上轮歇地
,

实际为 1 10 万亩
。

植被破坏后
,

加剧水土流失
。

土地是发展农业的基础
,

是环境的重要方面
,

只有 土

地才能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要
,

而土壤的形成非常缓慢
,

要几个世纪才能形成 3 厘米衷

土
,

一旦流失
,

基岩裸露
,

很难恢复
。

因此发展农业再没有比保护土壤更为重要的事情

r
。

保住水土资源
,

才能够保护好农业生态系统
。

四川省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
,

每年流

经兰峡的泥沙量达 6
.

4亿多吨
,

相当于 50 0万亩耕地被 冲走表土半尺厚
,

所 带 走 的 氮
、

磷
、

钾肥料约 4 80 万吨
。

19 81 年的特大洪灾对土壤的破环力极大
,

被剥蚀的表
二L 滚 滚而

下
,

受淹地区的场镇
,

洪水退后
,

淤泥达 1 一 2 尺厚
,

长江的含沙量达 7 编
,

比 20 年 前

增加一 倍多
。

据重庆寸滩水文站监测
,

洪水最大流量达 8
.

5万立方米 /秒
,

巫山站监测 为

7 万多立方米 /秒
,

即洪峰期间
,

每小时有 1 80 多万立方米的泥沙出三峡
。

上 游 水 土 流

夫
,

下游遭殃
。

据反映
,

长江上游地区的土壤侵蚀
, :片全流域侵蚀总量的 54 %

,

使下游

的生态系统 日益恶化
,

环境演变
。

洞庭湖是过去的云梦泽被淤积消亡后出现的
,

解放初

期洞庭湖水面为 4
,

3 50 平方公里
,

现在缩小 3 5 %
。

目前湖面已高出江汉平 原 3 米 多
。

如

抗早不容延缓的任务
。

但须注意地质背景中的母岩特征和各种地质营力作用
,

对绿化树

种
、

营造方式及进行步骤起着地域性特殊性限制
。

第五
、

防洪应把疏浚河道
、

修建防洪堤与其它水利工程结合进行
,

但亦需加强工程

地质
、

水 文地质的研究
,

允分考虑地质背景的利弊性
。

第六
、

防洪还应积极加强对派生灾害 (滑坡
、

泥石流
、

地裂缝
、

山崩
、

地陷等 ) 阴

调查分析
,

认真研究地质背景条件与隐患性的联系
,

采取有效的
、

综合性的防治措施
。

第七
、

防洪不仅是一时之计
,

需组织多种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

在监 防洪灾发生的同

时
,

也要警惕早情的发生
,

加强地质背景研究应是综合性防治措施中较重要的方面之一
。

最后
、

鉴于过去工农业布局及修建 中的盲 目性或未注意其广泛后果 (如不少地区不

但破坏 了自然生态
,

而且破坏了土体结构及岩层的稳定性
,

也不予补救 )
,

故建议四川

省应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
,

确保洪早灾害的减弱或根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