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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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 1年 7月 28日
,

盖县的杨运
、

杨屯

公社的山洪泥石流
,

是辽宁省南部地区
l

特

大暴雨形成的山洪泥石流的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它的发生对受灾地区危害极大
。

为了

吸取教训
,

防患未然
,

辽宁省营口市科学

技术协会组织了七个学会
,

到灾区进 行了

考察
。

现将我们的考察情况介绍如下
:

一
、

灾害基本情况

杨运和杨屯公社
,

分别位于熊岳河和

碧流河流域的上游
。

杨运公社总面积 32
.

5

万亩
,

耕地面积 2 万亩
,

总 人 口 2
。

83 万

人 , 杨屯公社总面 17
.

2万亩
,

耕地面积 2
.

4

万亩
,

共 1
.

37 万人
。

(一 ) 特大暴雨
。 19 8 1年 7 月 2 6 日晚

n 时
,

杨运开始降雨 , 1小时以后
,

杨屯

也开始降雨
。

到 27 日晚 6 一 7 点钟
,

这两个

公社已降雨 50 一 60 毫米
。

晚 8 一 9点钟以

后
,

雨似瓢泼
,

到 28 日早 4一 6 点雨停
。

杨 运降雨 31 小时
,

杨屯降雨 28 小时
。

杨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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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以防止或减少水土流失
。

3
、

江河洽理要统一规划
,

综合洽理
,

防止江河泛滥
。 1 9 8 1年映南的水灾

,

首要原

因是降雨时间长
,

强度大
,

范围广
,

一般河防工程的防洪标准 已抗御不了这次罕见的洪

水
。

但是从工作上看
,

与现有江河治理缺乏统一规划及治理上的各自为政是分不开的
。

秦巴地区的河流均属山地型河流
,

洪量大
,

水势猛
,

沿江低阶地和河漫滩极易遭受洪水

危害
。

因此
,

治理江河必须上下游
、

左右岸统一规划
,

山川兼治
; 同时要采取生物措施

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办法
,

实行综合治理
,
还要修筑必要的控制性蓄水工 程

,

拦蓄 洪

水 , 修筑堤坝时
,

堤内造护堤林
,

堤外造防浪林
,

实行林
、

草
、

堤
、

捻成龙配套
,

以期

达到最大的防护效益
。

要统筹兼顾
,

团结治水
,

加强管理
,
才能确保安全

。

4
、

提高认识
,
建立佑全流域性的水土保持机构

,

切实加强映南山区建设的顿导
。

汉江
、

嘉陵江均属长江的主要支流
。

这两条江的流域内山高坡陡
,

土层很薄
,

一 经 流

失
,

后患无穷
。

加之该区河流众多
,

径流量大
,

保护和开发这里的水土资源
,

不仅可以

减免这里的洪水灾害
,

而且关系到长江的开发和利用间题
。

但是
,

过去人们总认为这里

山青水秀
,

没有什么水土流失
,

不重视陕南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
,

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

误
,

必须记取这个教训
。

为了开发建设陕南山区
,

充分合理利用这里的水土草木资源
,

保护生态系统
,

减少水早灾害
,

建议成立流域性的水土保持机构
,

以协调农
、

林
、

水
、

收有关部口开展综合性的治理工作
,

尽快把陕南地区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的新山区
。



公社王屯大队南山降雨最大
, 3 日降雨达

到 7 3 8
.

8毫米
。

按照气象部 rl标攀衡橄弘扬运
、

杨屯

两个公社的 t 日降雨天于幼。毫来均演 特

大暴雨
。

(二 ) 百年大水
。

在特大暴雨的袭击

下
,

杨运
、

杨屯两个公社山洪 泥 石 流 暴

发
,

发生了自1 8 79 年 (光绪 5年 ) 以来的

特大洪灾
。

据省
、

市水文部门调查测算
,

杨运公社的六道河 2 1 1
.

9平方公 里
,

洪 峰

流童 2 , 1 1 0秒立方米 , 杨屯公社 4 7
.

9平 方

公里
,

洪峰流量名7 4秒文方米
。

(三 ) 罕见灾咨
。

在特大暴雨
、

百年

大水和泥石流的共同作用下
,

杨运和杨屯

两个公社房屋被冲
,

农 田被毁
,

河流被堵
,

交通中断
。

倾刻之间给灾区人民的生命和

财产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和灾难
。

据不完全

统计
,

这两个公社主要损失统计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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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灾害成因分析

这次灾害是由特大基雨诱发下
,

导致

山洪泥石流暴发造成的
。

其中
,

人为破坏

森林植被
、

加重水土流失
、

生态失调是重

要成因
。

具体分析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

(一 ) 雨沮多
,

瓷度大
。

这两个公社

这次降雨是多年平均 3 日降雨量 的 2
.

2一

`
.

名倍
。

杨屯公社这次最大降雨强度 达 到

了每小时 68 毫米 晦小时降雨 16 毫米 就

为暴雨 )
。

它是形成灾害的直接原因
。

(二 ) 成林少
,

_

班盆奉低
。

由于 19 5 8

年大跃进
、
三年困难时期和十牟内乱的严

重破坏
,

这两个公社的森林遭到了大肆乱

砍滥伐
,

再加上人工造林进度缓慢
,

成林

愈来愈少
。

据市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
,

杨运目前的成林仅有4
、

加万亩
,

占全社总

面积32
。
5右万亩的 13 % , 杨屯公社 的 成林

地面径流
,

这是加重灾情的重要原因
。

(三 ) 土旅松傲
,

保水性差
。

据调查
,

这两个公社土壤侵蚀严重
,

表土殆尽
,

母

质裸露
。

因覆盖层薄
,

颊粒松散
,

持水量

少
,

保水能力差
,

,

亥似二遇特大暴雨就形

成大量山洪泥石流
.

(四 ) 山
.

坡硅
,

河盆比降大
。

这两个

公社的山坡一般为 15 一 60
。 ,

河道 比 降 一

般为 15 一20 编
。

因此
,

山洪集流快
,

峰值

高
,

使山洪泥石流具有巨大的破坏力
。

(五 ) 主程少
,
标准低

。

这两个公社

在山坡上缺少拦截山洪的水平沟
,

山脚和

山坡的水平梯田缺少排水设施 , 在沟道 中

缺少谷坊
、

塘坝和小水库一类的蓄水拦砂

工程 , 在河道中由于
“
与河争地

”
致使河

道狭窄
,

泄洪能力低 , 这也是加重灾害的

重要原因
。

杨运北沟的周屯和杨 卜子两座小型水

为工
.

49 万亩
,

占全社总面积 8
.

7%
。

由 于 库
,

在这次防洪中起到了很大 的 作 用
。

成林少
,

筱盖率低
,

所以大部分降雨形成 1 9 7 5年周屯降雨25 石毫米
,

冲殷了八 个 大



队 3,

00 。亩耕地
、

河堤 80 华里 , 而这 次 降

雨 2 83 毫米
,

这八个大队却安然无 恙
。

这

充分地说明了水库工程的防洪作用
。

三
、

水土保持方向

通过灾害成 因分析不难看出
,

除了特

大暴雨是灾害的诱发因素以外
,

其余四个

方面的成因都与水土保持密切相关
。

它不

仅是根治水早灾害的治本措施
,

也是山区

致富的根本出路
。

为了控制水土流失
,

合理利用 自然资

源
,

首先要从恢复森林植被入手
,

加强水

土保持工作
。

按照
“
全面规划

、

因地制宜
、

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
、

综合治理
、

坡沟兼

治
、

治坡为主
,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

合
” 的原则做好水土保持规划

; 以小流域

为单元对坡
、

沟
、

河进行综合治理
,

重新

建立生态平衡
。

结合这两个公社的实际
,

对山区水土

保持方向提出三点意见
:

( 一 ) 治坡
。

以生物措施为主
,

提倡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过去
,

治坡

只着重植树造林和修水平梯田
。

现在
,

通

过总结经验教训提倡
:

1
.

灌草先行
。

杨运和杨屯两个公社水

土流失严重
,

土质瘩薄
、

干早
,

在这种土质

上直接植树不易成活
。

因此
,

要灌草先行
。

灌木 (例如棉条 ) 优点很多
,

它不仅

郁闭快
,

繁殖力强
,

而且投资少
,

效益大
。

特别是对改 良土壤和增加肥力效果好 , 草

(例如草木择 )是灌木助手
。

它生长迅速
,

茎叶繁茂
,

植株丛密
,

根系发达
,

种草当年

根系就交错成网
,

特别是雨季
,

发育更快
。

先植灌种草后植树
,

不仅易活
,

而且

还能增加蓄水保土的能力
。

这是水土保持

的重要措施
。

2
.

工程 配合
。

在 25
。

以上的坡 面
,

除

了采用生物措施外
,

还要自山筛山梁向下

一阶一阶的修水平沟截流蓄水拦砂 ;在 25
“

以下的坡面上修筑水平梯田或果树梯田
。

调整坡度
,

切断坡长
,

蓄水拦砂
,

保水保

土
。

为了保障梯田安全
,

还要有排水设施
。

(二 ) 治沟
。

以工程措施为主
,

提倡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

过去
,

只重

视治坡而轻视治沟
。

现在
,

我们应该吸取

这个教训
。

1
.

切 沟
。

切沟是坡面侵蚀 较 大 的 浅

沟
,

是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发源地
。

根据

外地的经验
,

最好是采取植灌保持水土
。

由于切沟数量多
,

应以生物措施为主
。

2
.

冲沟
。

冲沟是大型切沟的进一步发

展
。

因水流更加集中
,

水流下切深度愈来

愈大
,

并向两侧扩展
。

因此
,

必须修筑工

程先控制水土流失
。

在冲沟的上边修沟头

防护
,

防止冲沟上延 ; 在冲沟里修谷坊
,

蓄水拦砂保水保土
。

待谷坊淤满后植树种

草
。

如果冲沟长
,

还可以多修几个
,

以提

高拦洪拦砂效果
。

3
.

沟谷
。

沟谷是冲沟发展 到 老 年 阶

段
。

因沟谷 比冲沟开扩
,

所以自山上流下

来的洪水流速减缓
。

为了控制 山 洪 泥 石

流
,

最好措施是修坝淤地
。

据 陕 西 的 经

验
,

修坝不仅可以拦洪蓄水
,

而且还可 以

淤地造田
。

这是除害兴利的重要措施
。

(三 ) 治河
。
要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逐步提高防洪标准
。

过去
,

不管山坡治理怎

么样
,

也不管沟里是否有工程
,

总是追求
“
与河争地

” ,

多建农田
。

平 时 得 点 微

利
,

可是一遇大雨或特大暴雨 就 吃 了 大

亏
。

这次水灾就是一例
。

为了吸取教训
,

我们提倡治河先治山
,

山河兼治
。

治山要治本
,

治河要留有余地
。

随着治山的发展
,

山洪也逐步得到控

制
。

河道的防洪标准也相应得到提高
。

但是
,

值得注意的是
,

已经发生泥石

流的沟谷
,

至今还布满了 (下转第 20 页 )



量发生
。

渭庵县南坡村大王镇黄土梁顶部原有个大庙
,

由于地震引起滑坡
,

庙里的房屋

和大钟一块滑到坡脚
。

因此遭地震时
,

要特别提防泻馏
、

滑坡
、

崩塌
、

走山给人们带来

的灾害
。

重力侵蚀的防治

通过调查
,

分析出泻溜
、

滑坡
、

崩塌
、

走山等重力侵蚀
,

发生的原因是错 纵 复 杂

的
,

有的是相互促进
, 彼此关联

,

因此必须根据不同因素
,

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措施予

以防治
, 把灾害减少到最小程度

:

(一 ) 现讨盆力任位发生蔺的班象
。

泻溜
、

滑坡
、

崩塌
、

走山在即将发生前
,

都会

产生某种征兆
。

如山坡之间出现 了低洼缓坡地段
,

其上部显露出环谷
、

弧形陡坎
,

或环

形裂缝
,

坡面地形起伏
,

有错台
、

鼓丘及水泉湿地等现象
。

沿河两岸的堆积物使河水拐

弯改道
,

或两岸地形不对称
,

主流流向反常等
。

在岸坡陡壁斜坡露头处
,

发现土石层位

出现重叠倒置
,

或因滑动关系将某一地层推走而使延伸方向上层位缺失
、

不连续或高程

突变
。

只要观察到某一迹象
,

就须综合分析
,

如 确系某种重力侵蚀
,

就要固定专人
,

昼

夜值班
,
观测发展情况

。

一遇险情
,

若有人畜房屋财产的立即动员搬迁
,

保证安全
。

(二 ) 回璐在工力恨位游在区进行甚趁
。

重力侵蚀这一自然灾害
,

在现有科学技术

的条件下
,

有些是人力难以抗御的
。

巨大的滑坡
,

可以将几搂粗的大树推走数里
,

几十

吨的岩石推上山坡
。

如果在地形地质复杂的地区开挖不当
,

都会引起古老泻溜
、

滑坡
、

崩塌
、

走山的复活
,

或产生新的重力侵蚀
。

因而必须在有重力侵蚀潜在危险的地区严禁

动土以建设厂矿
、

新修水 利
、

安排军事设施
、

兴修公路和铁路
。

社员的居 民 点 和 小 型

建设
,

都应布置在安全地带
,

回避危险
,

以防止国家的和个人的财产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

( 三 ) 积扭对贡力俊蚀予以趁治
。

根据秦岭地质的特点和重力侵蚀的性质
,

是地下

水起主导作用的滑坡
,

整治时采取
:

l
、

在可能发生的边界以外
,

不少于 5 米处
,

兴修撤水槽或环形截水沟
,

截断地表

补给水 ,

2
、

一面在危险区设置树枝状的排水系统
,

以免本区径流下渗
,

加多滑体的水分
,

3
、

在地下水露头和在土壤中形成坍塌之处
,

顺滑体移动方向开挖支撑盲沟
,

或借

助勘探钻孔群穿透猾床一隔水层转移到下伏另一较强的透水层
,

以便将滑体 内 的 水 疏

干
,

减免滑动
。

对于重力起主导作用 的滑体
,

具有上陡下缓的滑动面
,

通过滑坡推力计算出各个滑

动面的滑坡推力
,

可分别采取逐级修台
,

减缓坡度
,

或借用植树造林
,

浆砌石块
,

护坡

固根
,

使滑体上部减重和下部反压
,

达到滑体的力学平衡
,

即可保持稳定
,

减免滑坡
。

总之
,

不论那种重力侵蚀
,

都必须掌握其发生发展规律
,

根据性质
,

采用排
、

植
、

护等

单项治理
,

也可排
、

植
、

护同时并举
,

使其稳定
,

防止泥石流的产生
。

(上接第27 页 ) 许许多多的大石头
。

现有

堤防已经破坏
,

河床普遍抬高
,

对来年防

洪威胁极大
,

因此
,

必须抓紧整治
。

我们

建议利用沟谷里的大 石 头 修 谷坊
、

筑坝

淤地
。

同时
,

还要加固水库
、

修复梯田和

整治河道
,

确保防洪安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