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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泥石流的考察纪要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
四少!! 省南坪县九寨沟风景名胜管理局

九寨沟美在山水相映
,

林水相亲 ; 幽在山环水
,

水偎山 , 秀在林中飞瀑流水
,

林 间镜 海 万

景
。

因此
,

九寨沟的山
、

林
、

水有着不可分割的
“
亲缘刀 关系

。

在这美如画而胜似仙境
、

名扬中

外的绿色宝地
,

却有泥石流灾害
。

它污染明镜般的湖水和侵蚀碧蓝海子
,

危害通往 仙 境 的道路

及熊猫的故乡
,

威胁游人的安全
。

这应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

不然
,

九寨沟的海子将逐渐淤

塞
,

那儿的仙境将变成石海和浅滩
。

九寨沟 6 20 平方公里的境内
,

有较大的自然泥石流沟
,

也有大大小小的人为泥石流 沟
。

如果

九寨沟内原始森林至今仍是处女地
,

那山
、

水
、

林会更加秀丽
,

也不会有那一片片的荒坡
,

更不

会有因窜坡集材而发展成的坡面泥石流和冲沟泥石流
。

这是森林大面积破坏
,

加窜坡集材和乱砍

乱伐而招致的恶果
。

一
、

泥石流分布

九寨沟是南坪县泥石流较发育的流域之一
。

北起荷叶
,

东南至长海以南
,

西南到剑岩悬泉
,

均散布有泥石流
。

境内老泥石流沟分布较广
,

规模甚大
,

多为旅游区和居民点或风景区所在
,

现

无新的活动迹象
,

如日则
、

树正等处 , 现代泥石流沟分布遍及九寨沟
,

但规模远远小于老的泥石

流沟
,

多属小型和中型
。

据统计
,

日则沟内有泥石流沟 8 条
,

则查洼沟内有 14 条
,

树正沟内有 5

条
,

共分布有中小型泥石流沟 27 条
。

这些泥石流分布的特点
:

1
、

从地形上看
,

泥石流多发育于林线 以上石山陡坡
,

其分布多在海拔 4 , 0 00 米 以 上 的 山

岭
,

基岩裸露
,

风化强烈
,

崩解
、

滑溜和岩崩发育
,

成为泥石流发育的源地
。

因此
,

泥石流沟坡

陡峻
,

沟谷狭窄
,

且多呈直线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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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斜与本多一隆康一双河弧形旋回面断裂连接贯通
,

从而完成其破裂过程
。

因此该地区目前是地

震的主要危险区段
。

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

九 寨沟 流域今 后 地 震 将会频繁活动
,

接 踵而 来的就是不良地质现象

的发展
。

为此
,

我们一 方 面 通 过调 查 和研究九寨沟崩塌
、

泥 石 流的存在和形成历史
,

进而推

测沟中海子的成因
,

更重要的是崩塌与泥石流活动将对进一步开发九寨沟旅游区起破坏和阻碍作

用
,

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

有必要对流域内的各类地质灾害做详细考察
,

并提出防治 意 见 和 措

施
。



2
、

泥石流集中分布于暴雨中心区
。

9 1 84年 6月 7日和 1 7日
, 4 ,

19 2米的沃斯喀雄山岭 出 现

暴雨中心
,

在强暴雨作用下
,

在沃斯喀雄山的西坡发生泥石流沟有 3处
,

东坡有 4 处
,

成为泥石

流分布最集中地区 ,

3
、

泥石流多分布于森林采伐区
,

特别是一些坡面泥石流发育于窜坡集材道
。

这不仅在九寨

沟
,

而且在南坪县 以及阿坝州各林区都是较普遍的现象 ,

4
、

泥石流活动范围在海拔 2 , 0 00 一 3 , 。00 米
,

特别集中于 2 , 6 00 一 2 , 8 00 米
。

在 27 条泥石流沟

中
,

占有 2 / 3 左右
。

总之
,

九寨沟泥石流总体上沿沟谷呈带状分布
,

因受暴雨和人为活 动 的影

响
,

而有片状或点状分布的特点
。

二
、

泥石流成因及类型特征

(一 ) 泥石流成因
。

九寨沟泥石流的形成和南坪其它地区一样
,

必须具备有丰富 的 固 体 物

质
、

陡峻的地形和充沛的降雨等条件
。

此外
,

人们不合理的经济活动
,

也促使了泥石流的形成和

发展
。

1
、

固体物质条件
。

九寨沟流域山岭高差大
,

山地垂直分带明显
,

大约海拔 3 ,

80 0米林 线 以

上为草坡和岩石风化带的裸露山体
,

其构成主要为灰岩
。

由于岩层节理裂 隙发育
,

风化强烈
,

并

产生崩塌和岩屑滑溜
,

为泥石流发生提供了较多的固体物质
。

3 , 8 00 米以下为森林地带
,

发 育 有

山地棕壤和残坡积物厚 2 米以上
,

成为坡面泥石流的固体物质主要来源
。

总的来看
,

流域内储备

有较丰富的固体物质
,

有利于泥石流的发生和发展
。

2
、

地形条件
。

九寨沟内地形复杂
,

山地坡度陡
,

山体海拔 4 , 8 00 米 以上
,

相对高差为 1
,

5 00

一 2
,

0 00 米
。

特别是灰岩山地
,

由于倾角陡
,

多节理
,

经冰雪和寒冻风化作用和侵蚀
、

剥蚀 作 用

而形成刀脊或锯齿状山脊
,

以及悬崖峭壁
。

因此
,

泥石流沟流域地形多较陡峻
,

其形成区坡度可

达 60 一 70
。 ,

或为悬崖峭壁
,

沟床纵比降 2 22 一 6 12 编
,

且多为上陡下缓的折线
。

这种地形特 点 有

利于泥石流的形成和活动
。

3
、

气象条件
。

九寨沟内缺乏气象观测资料
。

根据南坪
、

平武等地气象资料分析
,

九寨沟气

候温暖
,

降水丰富
,

年降水量大约在 70 。一 8 00 毫米
,

高山地区还要多
,

使九寨沟森林植被生长茂

密
。

故泥石流发生的降雨条件要求较高
,

泥石流活动频率相对较低
,

规模一般较小
。

但由于地形

的影响
,

常出现局地暴雨
,

其强度较大
,

激发泥石流的发生
。

4
、

人为因素
。

九寨沟内泥石流形成与人类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
。

森林采伐过量
,

集材方式

落后
,

破坏了许多原始森林结构
; 则查洼沟破坏尤为严重

,

仅长海源头尚保留原始结构
。

因此
,

这条支沟两岸坡面泥石流与坡面冲沟泥石流发育
。

而且窜坡积材道密集
,

特别是干海子与季节海

一段
,

在 8 公里 内有 10 条泥石流沟
,

有的堆积扇伸入海子
,

严重污染明镜般的高山湖泊
。

还有九

寨沟内居住有 13 6农户 80 5人
,

耕地约 2 ,

00 0亩
,

养有 1 85 匹马
, 4 92 头牛

, 9 55 只羊
。

耕作方式落后

与乱垦滥牧
,

森林火灾以及烧柴等
,

都大量砍伐
、

破坏森林植被
,

造成一些山坡裸露
,

冲沟
、

崩塌

发育
,

促进了泥石流的急剧发展
。

(二 ) 泥石流类型特征
。

九寨沟 泥石 流按 成因主 要分为 自然泥石 流和 人为 泥石流两大类

型
。

自然泥石流主要由于 自然因素
,

如暴雨
、

地震
、

滑坡
、

崩塌和水土流失等原因所形成的泥石

流 ; 人为泥石流主要由于人们不合理经济活动
,

大量森林采伐加窜坡集材
,

乱垦滥牧等
,

破坏山

坡森林植被所形成的泥石流
。

这两类泥石流在地貌形态上表现为
,

自然泥石流多为沟谷型
,

人为



泥石流多是坡面型 ;从泥石流性质来看
,

流多是粘性
,

仅个别为稀性
`

近年来
,

九寨沟人为泥石流有所发展

流活动值得严重注意的一个动向
。

可划分为粘性和稀性泥石流
。 1 9 8 4年九寨沟暴发的泥石

,

特别是在则查洼沟内森林采伐区最为严重
。

这是泥石

三
、

泥石流的活动和危害

(一 ) 泥石流的活动
。

九寨沟的泥石流活动 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

从九寨沟的主流—
日则

沟内一些支沟泥石流的堆积扇来看
,

历史上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泥石流
。

在堆积扇上的森林植被

生长情况和树木直径可以判断
,

在 1 00 多年前
,

九寨沟曾有过较大规模的泥石流活动
。

据 1 9 8 3年

调查访问
,

在 1 00 多年前
,

树正沟曾发生过一次较大的灾害性泥石流
,

毁灭当时的 村 寨
,

并造成

人畜伤亡
。

可见
,

九寨沟的泥石流的活动是由来已久的
。

不过
,

因为九寨沟地处川西北高原
,

历来交通闭塞
,

人 口稀少
,

野兽成群
,

森林密布
,

过去

的泥石流活动频率低
,

强度也不太大
, 只有在相当大的暴雨激发下才导致泥石流暴发

,

且为 自然

泥石流
。

解放后
,

随着南坪地区的建设和经济发展
,

交通运输的发达
,

人 口的不断增加
,

特别是
“
文

革
” 以来对沟内森林的大量采伐

,

给九寨沟的原始 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

导致和加剧

九寨沟泥石流的活动和危害
,

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

使冲沟和坡面泥石流加速发育
。

因此
,

近年来

九寨沟的泥石流特别活跃
: 1 9 8 1年

,

九寨沟只发生泥石流 3 处 ; 1 9 8 2年
,

九寨沟内泥石流活动增

加到 5 处
;
到 1 9 8 4年截至 8 月初

,
已有 10 多处发生了泥石流

。

可见
,

九寨沟的泥石流
,

在近几年

来活动频繁
,

是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的直接后果之一
。

(二 ) 泥石流的危害
。

九寨沟的泥石流
,

就其规模而言
,

一般是比较小的
。

每次泥石流的物

质来量
,

少者几十立方米
,

多者几千立方米
,

上万立方米的不多
。

因此
,

九寨沟的泥石流规模和

危害
,

与其它危害严重的地区相比
,

规模较小
,

危害较轻
。

然而
,

九寨沟是国家重点 自然 保 护

区
,

是正在开发中的闻名中外 的旅游胜地
,

泥石流的危害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

九寨沟

的泥石流主要危害有
:

毁坏森林
,

一

冲毁和淤埋公路
,

阻塞交通
,

影响旅游活动 ; 更为突出的是
,

大量的泥砂石块冲入海子里
,

淤积湖海
,

缩小湖水面积
。

如 1 9 8 3年
,

季节海子沟的泥石流
,

不仅

毁坏公路几十米
,

而且泥砂进入海子
,

形成一片石滩
。

据长期在九寨沟工作的 同 志 反 映
,

号称
“
九寨之最

”
的镜海

,

因多处泥石流影响
,

在端部水草密生的范围内
,

近期沙滩以每年 2 0米的速

度向海子扩张
。

仅在 1 9 8 4年上半年
,

丹祖沟就发生 4 次较大的泥石流
,

每次都使明镜般的镜海严

重污染
。

泥石流的发生
,

极不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
,

甚至可能威胁旅游人员的生命安全
。

这里必

须指出
,

目前修建在过去老泥石流堆积扇上的房屋或其它建筑物和泥石流对公路危害 严 重 的 地

段
,

如不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

有朝一日泥石流灾害暴发
,

很可能带来严重的灾祸
。

如 日则接待

站
、

南坪林业局等
,

曾在此遭受过泥石流危害的危害
。

因此
,

从目前看来
,

九寨沟泥石流虽未直

” 接造成毁房死人的恶果
,

但其潜在着的危害性是相当严重的
,

应引起有关部门足够重视
,

并采取

有效的防治措施
,

保护好祖国的这颗宝珠
,

造福于后代 ;

四
、

防治意见

九寨沟内以保护 自然生态环境
,

发展旅游业为宗 旨
。

九寨沟管理处在建设 (下转第67 页 )



0 1分钟最大降雨为6 1
·

9毫米
。

与引起井岗山北麓低山丘陵区泥石流灾害的 198 2 年6 月 n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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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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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