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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历史时期的泥石流及其成因分析

王 汉存 张林源

(江西工学院水利分院) (兰州大学地理系 )

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
,

它北临长江
,

东濒都阳湖
,

系一座由其东侧 的赣江大断裂与其西侧的

沙河大断裂挟持而起的复 向斜褶皱断块山
。

它走向北东一南西
,

一般山岭的海拔高 度 为 1 ,

20 0一

1 ,

40 0米
,

与山麓丘陵地带相对高差达 1 , 0 00 米左右
。

山体峻峭挺拔
。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
,

我

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就开始了庐 山地质地貌及相关沉积物的调查研究工作
,

并提出了庐山

地区曾多次发育过第四纪古冰川的见解
。

半个世纪以来
,

中外地质地理工作者
,

对庐山第四纪冰川

间题进行了长期的
、

激烈的和反复的争论
。

解放以后
,

我国在西部地区进行了多次包括冰川及其地

质地貌作用在内的综合科学考察活动
。

通过对比
,

一些地学工作者逐渐发现
,

我 国 东部 (包琳

庐 山在内) 的 “
冰川地貌, 和 “泥砾” ,

同西部现代冰川外围地区真正的 冰 川 地 质 地 貌 现 象

(即古冰川遗迹) 是极不相同的
。

1 9 8 0年夏
,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和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办了一个冰川沉积学研究

班
,

邀请中外学者到庐 山现场进行考察
,

结合国际冰川沉积学的新进展
,

展开了庐 山第四纪冰川

间题的讨论
。

我国地学史上这一长期的科学争鸣活动进入了一个更深入
、

更健康的新阶段
。

经过近几年的研究
,

进一步发现了庐山地区从上新世以来
,

在长期湿热气候环境下发育的古气

候地貌和沉积
,

庐 山的泥砾存在着非冰川成因的多解性
,

对被认为是典型冰碳的部分山麓泥砾和

“表皮构造
”
现象提出了泥石流成因解

。

对于泥石流解释
,

有人认为庐山并未发生现代泥石流
,

亦无这方面的历史记载
,

不足为信
。

1 9 8 3年 6 月井岗山北麓海拔仅四五百米的低山丘陵区
,

发生了一场规模罕见的严重暴雨型泥石流

管理好
,

这样排土作业才能有保证
。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迅速制定排土法规
;

2
、

生产一定要按设计规定进行排置废土石
,

设计一定要根据土石的物理力学性质
,

大气降

雨的精确资料
,

安排好雨季
、

早季的排土顺序
,

为增强稳定性尽量做到土石分排 ;

3
、

大格排土场泥石流防治效益观测站的观测证明
,

排土场主体构筑物和防排水工程需同时

设计
, 同时竣工

,

投入使用
。

绝不允许在同一排土场内部部分投产
。

坚决杜绝在排 土 场 内 的平

台
、

坡面
、

坡角
、

坝肩
、

坝基
、

排土道路等影响稳定性的范围内积水
;

4
、

严密和加强排土场管理系统
,

协调农业关系
,

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危害
。



灾害
。

这引起了我们对庐山地 区泥石流活动的注意
。

根据搜集到的资料
,

写成此文
,

或许能为庐

山部分地质地貌现象成因上的解释提供某些值得参考的线索
。

(一 ) 明清时期蛟患发生史

我们从庐山及其附近地区的地方志中
,

搜集到庐山在历史时期确曾多次发生
“
蛟患

” (史籍
中对江南地区泥石流灾害的称谓)

。

手边有文献可查者 目前仅局 限于明清两代
,

尤 以清代记载较

详
。

(二)蛟患的危害

本区历史时期泥石流的危害
,

根据地方志记载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

1
、

伤害百姓
。

如
“
漂没僧人三口 ⋯ ⋯滨 (淹)死男妇六 口 ” (1 6 6 8年)

、
“寺中僧 人 泻 去

”

(1 8 4 8年) 等记载
。

2
、

房舍倒塌
。

如前述的
“
蛟出太平宫岭

,

毁宫角
,

纪桥” (1 6 2 2年)
、 “ 坏 僧 舍 民房甚

多” 、 “冲倒愚日寺
” (1 6 6 8年)

、 “
城窦多纪

” (1 7 7 0年)
、 “冲倒 五 乳 寺

” (1 8 4 8年)

“
冲坏民房一千余间

” (1 8 17 年) 等等
。

3
、

冲压田地
。

如
“
奔沙数里

” (1 6 2 2年)
、 “

破坏近 山田地 山塘
” (1 6 6 8年 )

、 “冲压民

屯田七百余亩
” (1 8 17 年 )

、
“冲压滨涧田地十余里处

” (1 8 5 8年 ) 等记载
。

4
、

冲垮桥梁
。

这类灾情在德化
、

星子两县县志中记载甚详
。

( 1 ) 方礼重建华封桥记
: “

庐山之泉以百计
,

其源而流长者唯莲溪港⋯ ⋯山下故有新桥
,

明经历张汝翼创建
,

九江卫舍人杨朗重修之
,

旋毁于蛟水
。

天启间 (1 6 2 1一 1 6 2 7年) 德化令萧上

达重建
,

改名安桥
。

不旋踵而又毁
。

乾隆十年 (1 7 4 5年)
,

德化学生员桂登拒
,

瓷 以石
,

改名乐善桥
。

不知纪于何年⋯ ⋯迄今二百余年
,

而石址无复存矣⋯ ⋯嘉庆十七年 (1 8 1 2年 ) 冬⋯ ⋯捐金建是桥

⋯⋯未几
,

而是桥又坏
,

普九江无桥工
,

遂为所误
,

乃募匠氏于徽州⋯ ⋯四阅月而大工始毕
。

桥
凡三洞

,

长八丈八尺
,

宽一丈五尺
,

计用银三千五百有奇⋯ ⋯于是骚道如康庄矣
。 ” ((( 德 化县

志)))
。

( 2 ) 朱桑重建得阳骚七桥记
: “ (嘉庆二十二年) 六月壬辰

,

大风雨
,

庐 山 蛟 起
,

水骤

涨
,

七桥俱纪
,

邮传阻滞
,

商旅病涉
,

及非钱四百余万不能复⋯⋯越明年七月桥俱成
。 ” ((( 德化

县志》)
。

( 3 ) 庐 山地区桥梁破坏史
,

县志更详
。

关于庐山地区泥石流的活动周期和形成原因
,

从地方志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

在 《庐山志》
“
庐 山之蛟及灾异汇记

” 一节中言及
“蛇雄蛆蜕之类穴 山而伏

,

三十年则化为蛟
,

常 以夏月乘雷

雨去之江湖
,

三数年一次
。

盖凡山中皆有蛟患也
。 ” 。

除去其中的迷信色彩
,

原作者认为存在着

三十年和三数年两类活动周期
,

并指出整个庐山山地都有山洪泥石流活动
。

诚然
,

地方志中所记载的从公元1 5 0 4一 1 8 7 1年的36 7年内所发生的15 次
“
蛟患

” ,

是 否都是

泥石流呢 ? 受当时的认识水平所限
,

前人对于山洪与泥石流不可能有明确的区分
。

我们认为
,

所

谓 “
蛟患

”
实为山洪灾害和泥石流灾害的总称

。

上述 15 次
“
蛟患

”
仅为漫长历史时期许多次中的



一小部分
。

仅从这巧次 “蛟患
” 的历史记载中

,
就可看出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泥石流灾害

。

其理

由是
:

(一) 史籍中描述了泥石流的特征
1

、

发生时间
。

15 次蛟患中记载发生时间者有 10 次
,

都是发生在阴历三至八月东南季风降水

季节
,

和主要的降水天气过程一致
。

2
、

发生过程
。

所有蛟患都是在数天暴雨之后
,

并伴有山崩发生
,

如
“
大雨如注

” 、 “
石崩

数十处
”

和
“

山崩若凿
” 等记述

。

山崩和山地中广泛分布的古红土型风化壳
,

为庐山暴雨型泥石流

提供了丰富的固体物质
。

3
、

具有泥石流的冲淤特征
。

如
“毁宫角纪桥

” 、 “
奔沙数里

” 、 “冲压滨 涧 田 地 十余里

处” 及 “
冲压民屯田七百余亩

”
等记述

,
都说明了这一特征

。

4
、

有泥石流运动方式的记载
。

在德化县志的
“
盘浦港

” 一节中
,
有这样的记述

: “
在城西

半里许
,

昔有人于此洗盆
,

忽水暴涨
,

盆坠浦中
,

遂投取之
,

见一龙衔盆而去
” 。

这 “衔盆而

去” 似可理解为被泥石流的石块挟持而去
。

(二 ) 庐山具有形成泥石流的有利条件

1
、

地形条件
。

山高坡陡
,

山坡坡度一般都在30 一40
。

以上
,

谷道平直
,

源头汇水面积大
;

2
、

降雨条件
。

雨量丰沛
,

并多暴雨
。

庐山年降水量 为 1 , 8 3 3
.

6 毫 米
,

其中 4 一 7 月 占

5 3
·

1 %
。

最大降雨强度是一昼夜 4 00 毫米
,

远远超过了1 9 8 2年井岗山北麓低山丘陵区 发 生泥石

流的降雨强度
。

3
、

山区残坡积发育
,

山崩频繁
。

庐山广泛分布着节理粗疏的震旦纪石英砂岩
,

其中坚硬的

粗粒石英砂岩
,

常风化为 巨砾
。

暴雨时极易引起山崩
。

山地上部含大量粘土物质的中更新世 网纹红

土风化壳和残坡积层
,

也为泥石流的发育提供了 良好的物质条件
。

除前述
“
蛟患

”
中多伴有山崩

之外
,

在 《星子县志》 中尚有一些较大山崩的专门记载
。

4
、

现代构造运动活跃
。

主要表现地震多和山体继续上升
。

根据庐山
、

星子
、

德化县志统计
,

庐 山地区从公元 沁 1一 1 8 2 7年
,

即发生地震n 次
,

较江西省境内其它地区频繁
。

李 四光先生早 已指出
,

庐山
“观其侧面削壁横亘

,

瀑布怒号
,

宛若幼年之貌
,

其四面下降
,

抑或山体上升
,

今 日容未歇止钦
。 ” 这是对庐 山地区现代构造运动的正确推断

。

又据《人民日报》

1 9 8 3年 7 月巧日报道
: “

九江县赛城湖发现了隋唐时期沉没了的古得阳城址
” 。

据 《德化县志》 记

载
: “

古得阳城址从隋开始地面下沉
,

至唐代便没于湖中
” 。

现代地壳运动表明了山体和周围地区

相对高差在继续增大
。

上述有利于泥石流发育的诸条件
,

现今仍然具备
,

因此庐山不仅有史前泥石流
、

历史时期泥

石流
,

也有现代泥石流
。

四

我们在庐山山麓地带的沟 口和沟床
,

常常可以看到最新的泥石流扇形地和沟床内的巨砾
,

表

明 即使在现在
,

庐 山的山洪和泥石流活动并未停息
。

在这里
,

我们根据庐山气象站和星子县水利

局提供的资料
,

对 1 9 7 5年 8 月 13 日于庐山东西两侧暴发的泥石流作一简要介绍
:

(1 ) 起 因
。

受 1 9 7 5年 8 月 4 号台风影响
,

庐 山地区产生了特大暴雨
。

降雨过程历时 8 天
,

总降雨量达1 , 0 51 毫米
,

为多年年平均降水量的4 2
.

7 %
,

超过多年雨季 ( 4 一 7 月 ) 平 均 降雨总

量 (9 7 2
.

3 毫米)
,

其中
: 13 日24 小时降雨量高达 4 7 7

.

5毫米
, 1 小时最大降雨 为 5 8

.

2毫 米
,



10 分钟最大降雨为 1 6
·

9毫米
。

与引起井岗山北麓低山丘陵区泥石流灾害的1 9 8 2 年 6 月 n 一1 8 日

的降雨过程相比
,

强度大致相当
,

但降雨总量大大超过后者
。

如此集中而持久的暴雨
,

是造成此

次暴雨型泥石流的直接原因
。

(2 ) 活动 情 况
。

在暴雨期间伴有山崩发生
。

塌方现象多出现在山坡更为陡峻的山体 东南

侧
。

在海会公 社 上 方 即五老峰一带
,

塌方更为严重
。

泥石流灾害最严重的是海会公社和庐 山西

侧 的赛阳
,

大片土地为砂砾石层所覆盖
。

(3 ) 受 灾 情 况
。

这场山洪泥石流灾害
,

死 3 人伤 3 人 ; 淹 埋 农 田 7 , 0 00 亩
,

冲 毁 1 00

亩
,

损失粮食 40 万斤 ; 原有河堰 431 条
,

冲毁37 2条
;
毁房屋 24 栋

, 公路中断 10 天
。

五

庐山及其周围地区的县志
,

记录了明清时期庐山发生山洪泥石流的历史
。

本区在雨季
、

暴雨期

伺或暴雨之后
,

常伴有山崩
,
泥石流有时能

“
奔沙数里

” 、 “去之江湖
” 。

明清时期仅仅是我国

悠久历史的一页
。

可想而知
,

在此之前漫长的第四纪地质时期
,

该有多少泥石流发生
。

特别是在山

地强烈上升
、

山体广泛覆盖的中更新世网纹红土风化壳
,

对泥石流活动更为有利
。

就今论古
,

我

们 认为
,

对被庐 山冰川论者认为是典型冰碳物的那部分泥砾
,

实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

研究庐山在历史时 期和第四纪地质时期的泥石流活动
,

不仅有上述理论意义
,

也有重大的实

践意义
。

鉴于庐山频繁的山崩和山洪泥石流的活动
,

我们建议庐 山及其山麓地区的建设
,

应注意

防范这类 自然灾害
。

城卜州豪卜

(上接第77 页 ) 九寨沟恢复森林生态系统
、

保护幽美环境等方面
,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

但由于 自

然环境复杂
,

有形成泥石流的条件
,

近期泥石流活动频繁
,

危害严重
。

目前沟内居住农户的吃饭

烧柴
、

烤火用柴
、

盖房用材等
,

都在沟内砍伐林木 ; 还滥放乱牧牛羊马匹
,

践踏啃食幼苗幼树
,

这都对泥石流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

因而
,

九寨沟宝地的美景
,

正面临着泥石流的严重破坏
,

呢
‘

待治理
.

1
、

九寨沟泥石流较多
,

目前对九寨沟的湖海威胁和危害较大的泥石流沟有10 余条
,

其治理

主要采取拦挡措施
,

并辅以生物措施
。

季节海子沟
,

日则 1 号
、

2 号沟
,

荷叶沟等
,

应在沟内修

建拦砂坝
,

沟口 以下修筑停淤场
,

使大量的泥砂石块停淤在河床
、

坡地和岸坡上
,

使其既不进入

湖海
,

又能保护公路畅通和旅游人员的安全
。

2
、

建立在老泥石流堆积扇上的 日则招待所
,

除在沟内修筑拦砂坝外
,

在下游靠近建筑一侧

的沟岸应修标准较高的防护堤
,

以防泥石流翻堤造成灾害
。

3
、

由于采伐森林加窜坡集材而形成的坡面泥石流和冲沟泥石流
,

应以生物治理恢复植被为

主
,

受到泥石流危害的公路
,

近期在上边坡修筑挡墙
,

有的路基改修过水路面
。

4
、

由岩崩形成的岩屑流和公路上边坡小型滑坡等
,

修筑坚固挡墙
,

以护路和防止 污 染 湖

海
。

5
、

鉴于1 9 8 1一1 9 8 4年来
,

九寨沟 内泥石流活 动频繁
,

严重破 坏幽 雅 秀 丽 的环境
,

污染

碧蓝的湖海
,

威胁旅游者的安全
。

目前急需进行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重点沟巫待采取 工 程 治

理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