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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旱天应月中农交之邀
,

赴 日考察治山治水
,

由南到北考察了许多山地的水土保持工作进

展
。

在此介绍北海道有珠山最近几年灾害的发生和采取的治山措施
,

通过这个点可窥见 日本治山

的一般面貌
。

有珠山位于东经 14 0 0

50
’
北纬 4 2

0

3 2 ’ ,

洞爷湖
、

蛇田盯
、

壮瞥盯
、

伊达市是 该 山 的 周 围境
_

界
。

有珠山是因地震引起
、

由地下上升到地表的粘性较大的石英安山岩构成
。

这个海拔高 7 25 米的

火山是第四纪冲积世 ( 1 万年前 ) 生成的
。

历史上
,

这个火山爆发喷火和洪水
、

泥石流灾害曾不断

发生
,

但缺少确切的纪录
。

从火山堆积物的分布 方面来分析
,

当今火山的再活动可能是三四百年

前的继续
。

公元 1 6 6 3年
、

2 7 6 9年
、

1 8 2 2年
、

2 5 5 3年均发生过喷火
, 1 9 10年

、
29 4 3一 1 9 4 5年曾发生地

裂和地盘隆起
,

地质上生成有名的
“ 昭和新山

” 。

时隔 32 年
,

火山再次大爆发
,

是有记载的第七次

喷火
。

1 9 7 7年 8 月 7 日午前 9 时 1 3分在小有珠山中部喷火
,

喷烟 高 达 12
, 0 00 米 上空 , 8 日和 9

日又相继喷发
,

延续到 8 月 14 日
。

这 8天的时间里
,

大小喷火达 16 次之多
。

火山爆发 降 灰 面 积

4 2,1
8 1平方公里

,

影响 1 1 9个市区村
,

降灰总量约 2 亿立方米
,

积灰厚度 10 一 30 厘米
,

火山 口 附

近积灰厚达 1一 2 米
。

受火山爆发降灰的影响
,

损失天然林和人工林 5 , 3 00 公顷
,

林道
、

牧 场
、

水土保持工程均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
。

森林被害
,

一是受喷射出的熔岩摧毁或因地裂爆发水蒸气

(我们前往考察时还见到许多处仍在继续喷发水蒸气 )
,

致使树木枯死
, 二是火山喷发过程中遇

雨
,

火山灰与雨水混合呈泥状 降落
,

粘附在树上
,

造成幼林倒伏
,

中径材树木被压弯或枝折
,

草场

积灰
。

至于林道
、

水土保持工程被害
,

是 由于火山性地震
、

岩浆上升
、

地盘隆起
、

断裂崩坏而造成

的
。

如火山爆发 3 年后
,

原来山地面貌出现了新的变化
,

诞生 1 74 米的山头
,

被命名为
“
有珠 新

山 ” ,

原欧加利山隆起 1 80 米
,

原小有珠山下沉 60 米
,

原有珠山的外轮山水平方向移动约 1 70 米
。

像这样的断裂崩坏
、

地盘隆起活动
,

至今未停
。

降落的火山灰和山体隆起
、

山地崩坏产生的岩石碎屑和土砂
,

又都是泥石流的物质来源
。

有珠

山是这样
,

日本 40 % 的火山岩类堆积层的山地也是这样
。

加上山高坡陡
、

山体破碎
、

河流短急
、

台风暴雨等不利因素
,

又都造成泥石流的多发性
。

自1 9 6 1年以来
,

几乎每隔 1一 3 年发生一次泥

石流或洪灾
。

火山性荒废地被细粒组成的火山灰所覆盖
,

透水性差
,

遇雨达到过饱和状态时
,

即顺斜坡流
J

失
,

因此侵蚀强烈
,

规模巨大
。

有珠山火山爆发后的当年 9 一 10 月间
,

曾有过数次降雨
,

火山灰

成泥状流失
。 1 9 7 8年 10 月 16 日一小时降水量 20 一 30 毫米情况下

,

有珠山周围产生 了泥石流
;
同年

1 0月 2 4 日降雨集中
,

暴雨强度 10 分钟雨量 21 毫米
,

发生了大规模泥石流
。

泥流挟带岩块从上而下

倾泻
,

洪水泥流卷起的岩块大到 2 一 3米
,

运动速度惊人
,

时速达 40 公里
。

泥石流的巨大能量袭

击了有珠山下的洞爷湖温泉街
、

西山川
、

小有珠川
、

壮瞥温泉川和板谷川
,

破坏了房屋
、

道路
、



桥梁和部分水保工程
,

并波及农田
,

沟谷下游洪积扇扩大
,

溪谷沟床堆满巨砾熔岩和火山碎屑
。

为控制可能再发生滑坡
、

崩塌和泥石流灾害
,

当地政府当即组成防灾对策组
,

制定防灾治山

方案
。

从涵养水源
、

预防灾害
、

保障生活环境的治山整体计 划出发
,

当时首先考虑控制不稳定的

土砂采用短期工事
,

但这不能达封完全控制主砂发生源
, 因呱

1 9 7 9牵又从保安意图出发确定如

下方针
:

一
、

用 2 年时间在遭泥石流重灾地域积极充实治理工程措施
; 二

、

国有林地和民有林地

设置保土工程
;
三

、

森林植被衰退山坡地积极恢复绿化 ,
一

四
、

地壳变动已成荒废地域按整体计划

实施治理
。

迄今
,

己连续治理 5 年
,

基本上实现了防灾预期 目标
。

为治山而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
,

是按小澳流 域治理
,

既搞工程措施
,

也搞生物措施
,

两者同

时并进又互相结合
,

其主要措施包括
:

1
、

应急工事的框架 ( r a h m e
n) 结构坝

。

即在沟谷中游地段打入二重钢板桩焊接成框架
,

其间填砂
,

或采用H钢材焊制编栅式框架作坝
,

作为应急工事
。

这类坝很起作用
。

可是
,

由于白本

多地震
,

遇上地盘变动容易损坏
。

因此
,

自1 9 7 9年以后已很少采用了
。

2
、

抑制泥石流的齿坝 ( 七。 。 t h d a m )
。

泥石流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冲击力 1 0 6
.

7吨 )
,

若

想在泥石流流路中加以阻止是 比较困难的
,

一般是选在泥石流发生地段和堆积地段
,

设置用钢筋水

泥林料制造的狭缝坝
,

即齿坝拦截岩块
。

狭缝坝的构成是受林地截留泥石流的启示而设计的 视
图 1 )

。

3
、

固定沟床的低坝群或谷坊工程
。

低坝群由三个低坝构成一组 (见图 2 )
。

上部的低坝受
泥石流直接冲击

,

起分解水头
、

拦截土砂石
,

让流 水输下
; 中部的低坝起截留流水和拦截越过主部项

流下的土砂
; 下部的低坝分散流水变成细流

,

其土砂流失力 已大大减弱
。

低坝的间距一般为 40 一

别米
。

一条沟谷分阶段设数组低坝群工程
,

能减免冲刷
,

防沟谷下切和改变V字形谷的沟床成平 床
,

也能保护下游大坝安全
。

低坝群的建筑材料
,

多为水泥和石料筑砌而成、 在浅谷上亦有采用密集
一

阶段式柳谷坊群或埋设编栅
,

用以拦截土砂流失
,

防止冲刷
。 亡 ·

4 、

拦截上游流下的土砂使之沉积而设拦砂坝和沉砂池
。

这是作为上游荒废地恢复绿化未完
成前的暂时性措施

。

例如 ; 有珠山大平左泽浅谷设的沉砂池长 2劝米
,

宽 1 2 5米
, `

贮砂量 12
.

4万立

方米
,

而入江川的防砂坝长达 1 98 米
,

贮砂量达 1 5
.

2万立方米
,

有效地控制了土砂
。

也有 为保卞

游水利工程和保护环境安全
,

在下游配合导流工程设置沉砂池
。

5
、

山坡荒废地绿化工程
。

火山灰覆盖而引起的植被退化地
、

荒废地
,

也正是土壤侵蚀发生

源
。

由于火山灰未熟土壤呈硷性反应 (P H ` 8 )
,

因 此 选 定恺木 ( A ln
u o m a iX m o w ic iz i

,

A l n u s b i r s u t a )
、

绣球花 ( H y d r a n g e a p a n i e u 一a t a )
、

桑 ( M 。 r u s b o m b y e i s )
、

娜

蕃蕃蕃
甲甲甲

图 1 齿坝示意图 (根据仲野图 ) 图 2 低坝群示意图 (根据东三郎图 )



略谈水上保持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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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对自然资源惊人的破坏作用
,

已日益为世人所关注
。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
,

由

于本旗侵蚀
,

全世界每年要丧失可耕地 5 00 一 7 00 万公顷 , 到本世纪末
,

有可能上升到 1
,

Q的 万公

项
。

我国 9 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中
,

水力侵蚀显著和风蚀严重的沙化面积共约 28 0万平方公里
,

占总

土地面积的 2 9
.

2%
。

因此
,

侵蚀何题已被认为是遍布世界各国的重要公害之一
。

为了有效地控制

最抽
,
本世纪以来

,

对于侵蚀规律及其防治措施和途径的研究
,

在许多国家 相 继展 开
。

几十年

来
,

国内外都已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

一门新的应用科学— 水土保持学
,

实际上已初步形成
。

几十年来
,

我国对于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水土保持治理工作的方针和重点
,
曾展开过热烈的

讨论
。

因提法上曾有过不少次变更
, 以致在工作上也出现过许多不必要的反复

,
造成严 重 的 损

失笋 时至今日
,

仍未得出统一
、

明确的结论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对水土保持的研究任务
、

研究内

容以及与其他有关学科的关系不够明确
。

这就是我们探讨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历史背景
。

我们认

为
,

为了推进中国水土保持工作的发展
,

首先必须明确水土保持学科的几个主要问题
。

一
、

水土保持学的主墓研究任费是
:

1 、

揭示水土资源的破坏及其保护
、

开发与利用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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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花 ( W
e i g e la h o r t e n “ 15 )

、

紫穗槐 ( A m o r p h a f r u t i e o o a )
、

K a l o p a n a x p i e t u : 等

树种和从国外引进牧草种 ( F e s t u e a e l a t i o r K
·

3 1
·

F
、

P h r a e u m p r a t e n o e
、

T r i f o l i u m r e -

eP
n : ) 作为绿化植物

。

在远山上部利用直升飞机播种草种
,

航空直播分为泥浆方式和干撒方式
。

前一方式
,

其主体是草籽和肥料
,

为使在陡坡上播种能保种子和肥料稳定
,

则需要混以辅助材料

和水
。

辅助材料包括扩散剂
、

稳定剂
、

粘着剂C M C
、

着色剂C G等与种子
、

肥料和水混合成泥浆

状后撒播
。

后一方式用于植物生长环境好的山坡
,

将种子和肥料混合后直接撒播
。

19 7 9年直升飞

机播种的山地
,

到 1 9 8 1年 7 月调查
,
覆被率达 48 %

。

为防坡地面蚀
,

在山腰地段设树枝编栅
,

栅栏行列间植树种草绿化
,

在土砂不稳定地段则铺

设尼龙网保土
,

以保证植苗存活
。

再一种绿化方法
,

在最易产生冲刷的坡地浅谷
,

成带状码设
“
植生袋

,
绿化

。

即利用尼龙网

袋内装种子
、

肥料和土壤
,

每条带上堆码数层
,

遇雨后种子发芽成苗
,

袋内所装肥料用以保证植

物生长
。

此法不但能达到绿化
,

也能起到拦截水土流失的作用
。

总之
,

有珠山上部荒废地
、

侵蚀沟
、

降灰侵蚀坡面
,

主要采取造林绿化工程
,

并辅以栅栏
,

远

山采用飞机直播绿化和侵蚀沟固沟工程措施
。

山麓荒废地
、

堆积地和侵蚀沟
,

主要是在沟谷流域

设置防侵蚀的阶段式低坝群工程和分散土砂的防砂坝工程
。

以上各类工程均由农林省林业系统负

责
。

下游
,

山前冲积
、

洪积扇 (城镇市街地
、

公共设施地 ) 主要 由建设省水利系统负责设置导流工

程和防止有害土砂的砂防工事坝及沉砂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