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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六库一贡山河段泥石流初探

程 德 方

(重庆交通学院 )

怒江六库一贡山段位于云南省西北角的边缘
,

西与缅甸接界
,

东与大理地区和迪庆州相连
,

.

属横断山系中的怒江峡谷
。

瓦贡公路溯江而上
,

由六库至贡山共24 7公里
,

为沪水
、

碧 江
、

福 贡
、

贡山四县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
。

区内自然地理条件复杂
,

每年都容易暴发泥石流
,

对公路交通危

害严重
。

一
、

自然地理概况

1
、

地形特征
。

本河段经过地带位于怒江峡谷的中段
,

河谷底宽约 1 00 一3 00 米
,

沿河只有几处

零星分布的狭窄阶地
,

大致可分为三级
:

I级阶地高 5 米
,

I 级高20 米
,

l 级高50 米
。

两岸谷坡

陡
,

一般为3 5一7 0
。 ,

谷缘高度为5 0 0一 1 , 0 0 0米
,

到分水岭高差达 2 , 0 0 0一3 , 0 0 0米
。

怒 江 河床纵

比降约2
.

3编
,

水流湍急
,

两岸支沟发育
。

沿岸新老泥石流扇形地有 1 00 多个
,

规模都不太大
,

长

度在勃一30 0米之间
,

多数 已能伸入怒江
,

迫使河道往对岸迁移
,

或形成急流险滩
。

2
、

地质概况
。

六库至亚碧罗一段长约50 公里
,

为怒江断裂带穿过
,

河西为高黎贡山群 (时代
、

尚不明) 变质岩
,

河东为三叠系厚层石灰岩
。

从亚碧罗至贡山近 2 00 公里
,

则全 部 通 过 高 黎 贡

山群变质岩区
,

大部为眼球状片麻岩
、

变粒岩
、

大理岩
,

福贡附近出露有板岩及云母片岩
。

总的

看
,

多数岩石都比较坚硬
,

岩层较厚
,

节理不很发育
,

断层也很少见
。

沿河两岸大部分为基岩
,

只在局部洼地缓坡和阶地才有较厚的第四纪松散堆积物
。

本地区地震较多
,

贡山和福贡曾发生过 5 级以下的地震
。

较严重的地震 中心在本区范围以西

和以南
,

最大可达 6
.

5级
,

但对当地影响已较小
。

据州地震办公室资料
,

本区北部地震烈 度 为 7

度
,

南部为 8 度
。

3
、

气候
。

本区属暖温带高原季风气候
,

受印度洋季风影响
,

雨量 比较丰富
,

由南向北年平均降

水量为1 , 0 11 一 l ,

66 7毫米
。

雨季在北部地区有两次
:

一为 2一 4月
,

降雨量占全年总量的33 % ; 一

为 6 一10 月
,

降雨量占年总量的5 1
.

9 %
。

南部地区 5 一 10 月为雨季
,

降雨量 占年总量的86 %
。

最

大 日降雨量北部为 1 1 6
.

4毫米
,

南部可达 1 53 毫米
。

北部贡山气温最高月平均2 1
.

8 ℃
,

最低月平均 3
.

3 ℃
,

年平均 14
.

7 ℃ ;
南部六库最高月 平 均

2 5
.

3 ℃
,

最低月平均 12
.

6 ℃
,

年平均2 0
.

2 ℃
。

区内气候垂直变化比较明显
,

高山区 则 终 年 较寒

冷
,

一年有 4 一 6 个月的积雪期
。

4
、

植被
。

两岸山坡大部尚未开垦
,

但森林极少
,

草灌植被较好
,

覆盖度约在 60 % 以上
。



二
、

泥石流的特点

经调查
,

在本河段 2 4 3
.

1 5公里范围内
,

共有泥石流沟1 4 8条
,

平均每公里0
.

6条
。

其中绝大部

分都属于中小型山坡泥石流堆积扇
,

长度在2 00 米 以上的大型泥石流只有33 条
,

还没有了解到 泥 石

流暴发阻断怒江的例子
。

在1 48 条泥石流沟中
,

近 3 0年来只暴发过65 条
。

其中大部分是 在 1 9 7 9年

特大暴雨灾害中暴发的
,

只有少数先后暴发过多次
,

如蚂蝗等沟每 3 一 5 年暴发一次
,

没有见过

一年暴发一次以上的沟
。

在所有新近暴发过的65 条泥石流沟中
,

根据堆积地貌和堆积物质的组成

判断
,

其中有粘性泥石流26 条
,

稀性泥石流3 2条
,

水石流只有 7 条
。

区内地形坡度陡
,

雨量丰沛
,

但地质条件较好
,

如断裂破碎的岩体不多
,

地震较轻
; 植被较

好
,

大型崩坍和滑坡也很少
。

这对抑制泥石流的进一步发展
,

起了重要作用
。

从总的情况看
,

区

内泥石流的分布密度较大
,

但暴发频率低
,

规模小
,

应属初期发育 阶段
。

随着山区经济活动的增

加
,

如陡坡种植
、

烧山垦荒
、

公路弃土
、

水渠垮塌等
,

近十年来泥石流暴发频率 已有 加 剧 的 趋

势
,

值得注意
。

三
、

泥石流对公路的危害及对策

本区在 1 9 7 9年共发生泥石流40 条
,

是近 30 年来泥石流危害最严重的一年
,

冲毁桥梁19 座 ; 连同

崩坍
、

滑坡活动
,

还破坏涵洞69 座 ; 淤埋或冲毁路基 12
.

2公里
,

使公路断车达 1 00 天
,

造成 巨大损

失
。

其他年份仍有泥石流暴发
,

一般都发生在 7 一 9 月的多雨季节
,

与小范围地区性暴雨有密切

关系
。

因泥石流多属于山坡型
,

沟短纵坡陡
,

泥石流量不太大
,

但速度快
,

来势猛
,

只几分钟的

时间就可造成巨大损失
。

由于降雨的时间及小范围强暴雨区难于预报
,

当年可能在哪些沟暴发泥石流
,

还没有办法预

测
。

公路部门根据多年经验
,

采取了加大桥孔的措施
。

目前全线小涵洞 已极少
,

所有跨沟小桥
,

孔径都加大到 8米 以上
,

对 防止泥石流的破坏起了很好的作用
。

但对频率较高的泥石流沟
,

今后应

设计工程排导措施
,

以解除泥石流对公路的危害
。

四
、

结 语

1
、

根据很多老堆积扇分布情况看
,

可以认为怒江河谷泥石流发育期己经很长
,

但由于地质

条件较好
,

固体物质供应较少
,

使泥石流发育仍然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状况
。

、

20 多年来
,

公路部门一直还处于暴发了泥石流再去处理的被动局面
,

没有主 动 整 治规

划
。

又由于本州人口较少
,

工矿事业尚待发展
,

行车量不大
。

目前国家不可能用大量投资来防 治

泥石流
。

故建议公路科研部门可以配合管理部门每年加强调查和记录
,

不断积累资料
,

总结各沟

泥石流暴发规律
,

为今后治理提供可靠资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