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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峪河和甘家沟的泥石流危害

崔 炳 田

(甘肃省武都地区北峪河治理管理局 )

北峪河和甘家沟同属北峪河治理管理局直辖范围
,

总流域面积 47 2
.

56 平方公里
,

其中
:

北峪

柯流域面积 4 32 平方公里
,

甘家沟流域面积 4 0
.

56 平方公里
。

两流域共有 9 个乡
,

26 5个 自然村
, 9

.

26

万多人
。

它们的共同自然地理特点是山高坡陡
,

山顶至沟底相对高差 80 0一 1 ,

20 0米 , 地形支离破

碎
,

沟壑纵横
,

沟壑密度每平方公里沟长大于 2公里 ; 地质结构松散破碎
,

土层薄
,

石头多
,

滑
一

坡
、

崩塌
、

泻榴屡见不鲜
。

流域内长10 公里 以上 的支沟有 6 条
,

长 10 一 1
.

5公里的支沟 34 条
,

长

1
.

5一 0
.

5公里的支沟 8 88 条
,

。
.

5公里 以下的小毛沟 1 万余条
。

两流域有水土流失面积 4 1 4
.

56 平方

公里 (北峪河 3 7 4
.

7平方公里
,

甘家沟 3 9
.

8 6平方公里 )
,

占总流域面积的 87
.

7%
。

年泥土流失量

5 87 万吨
。

按流失面积计算
,

侵蚀模数为 1
.

4万吨
,

严重的达 3 万吨以上
。

据马街 水 文 站 1 9 7 8一

1 9 8 3年实测流量资料
,

该站控制北峪河流域面积28 2平方公里
,

占全流域面积的 6 5
.

3%
。

北 峪 河

出口处年平均流量 1
.

01 秒立方米
,

年径流总量 3 , 2 10 万立方米
。

一
、

舞雨洪水灾情

1 9 8 4年 7 月下旬和 8 月初
,
武都连续普降大雨和暴雨

,

洪水下山
,

泥石流出沟
,

城镇和乡村

遭到了严重灾难
,

损失之大
,

历史罕见
。

尤其 8 月 2 日和 3 日连降暴雨 7 小时
,

降雨 量 8 6
.

9 毫

米
,

武都城被淹 1 / 3
。

北峪河治理管理局派出 20 多 人
,

分 5 个小组
,

对所属的北峪河和甘家 沟 两

流域共 9 个乡调查统计
:

冲毁农田 5
.

5万多亩
,

倒塌房屋 5
,

1 37 间
,
死亡 14 人

,

伤 23 人
,

死亡大小

牲畜 20 0多头 , 冲毁林地 1
.

6万亩
,

草地近 1
.

9万亩
;
冲掉土石谷坊 l , 5 00 余道

,

北峪河千流两岸 30

公里长的护堤工程和水利设施受到严重破坏
。

流域内出现较大的滑坡
、

崩塌
、

泻溜 1 82 处
。

例如
,

马槽沟滑坡和杜家沟大湾里
、

油坊沟扎儿崖黄土崩塌
,

促发了泥石流
,

埋没村庄房屋
,

淹毁农田
,

一

情景很惨
。

跨越流域境内的甘 (肃 ) 川 (四川 ) 公路
、

略 ( 阳 ) 武 (都 ) 公路和武都县境内的金

(厂 ) 马 (街 ) 公路
、

安 (化 ) 龙 (坝 ) 公路
、

汉 (王 ) 龙 (凤 ) 公路等交通干线多处破坏
,

中

断交通
,

输电线路和通讯线路也受到严重损失
。

二
、

降雨洪峰

据武都水文站实测
, 8 月 2 日和 3 日一次降雨 8 6

.

9毫米
,

相当于五十年一遇
。

实测北峪河 口

大桥处的洪峰流量 76 4秒立方米
,

洪水频率接近七十年一遇
。

北峪河中游的马街水文站
,

实测 8 月 2 日和 3 日一次降雨 1 0 7
.

2毫米
,

其北峪 河测流断面 洪

峰流量 44 5秒立方米
,

泥沙含量 88 1公斤 /立方米
。

·

这场暴雨
,

不仅强度大
,

而且在全流域同时 发

生
,

流域内 7 个雨量站测得结果大同小异
。

如安化雨 量 站 实 测 1 9 8 4年 7一 9月 份 降雨 量 46 3
.

1

毫米
,

接近马街水文站 1 9 7 7一 1 9 7 9年平均年降水量 4 6 7
.

4毫米
,

占流域内平均年降水量 50 0毫米的

9 2
.

e %
,

比 1 9 7 7一 1 9 7 9年 同期降水量 2 33
.

2毫米增大一倍
。

尤其集中在 7 月下旬和 (下转第62 页)



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

落实路线的合理布局
,

确定正确的路线位置
,

并与必要的配套工程作总体设

计
。

由于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而可能提出的道路改建间题
,

应尽量避免或减少废弃原有工程而造

成不应有的损失
,

或者给日后的改建
、

提高造成困难
。

如甘川路灰崖子渡槽建成后
,

在整个线路

改建时
,

发现该处路基标高不够
,

如要提高路基
,

则需拆毁渡槽
;
武都城边的北峪河

,

原计划修

建明洞渡槽
,

但从 1 9 8 。年来
,

白龙江河床已淤高 2 米多
,

如继续淤高将会造成洞口进水等等
,

都

应作为借鉴
。

三
、

存 在 问 题

甘肃省使用泥石流渡槽虽然 已有较长的历史
,

对现有渡槽也进行过几次调查
,

但尚未作有系

统地深入研究
。

因此在渡槽设计的有些方面还停留在经验阶段
,

如渡槽的荷载标准
,

泥石流在槽

中的流动形态
、

流速计算
,

合理的纵横断面形式
,

以及构造物的合理结构形式等
,

都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

目前急需要解决 的是明洞渡槽的渗漏问题
。

小型渡槽 由于槽宽较小
,

又是干沟
,

平时无地表

水及地下水作用
,

泥石流流动时间短
,

槽身即使稍有漏水
,

影响述不太大
。

但在大型渡槽中
,

由

于地表水及地下水经常作用
,

槽身及台壁漏水现象就比较严重
,

虽在槽台上设有泄水孔
,

仍避免不

了漏水
,

尤以槽台与槽身连接处漏水最为严重
。

在修建泉家沟泥石流明洞时
,

加强了排水和防渗设

施
,

如槽台用混凝土
,

在上游侧槽台后设置 1 米圆管涵以排除地下水
,

并加强台背防水层等
,

对

槽 台的渗水间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

但在明洞梁底又发现漏水现象
。

由于泥石流的冲击
、

震动及

其他 自然因素的综合作用
,

漏水现象越来越严重 , 最早修建的大
、

小沙沟泥石流明洞
,

目前漏水

已象下雨一样
,

连行人通过都要躲来躲去
。

这说明
,

一般的沥青防水层或防水混凝土尚不能有效

地防止漏水问题
,

还需要有更好的防水层
,

并与结构设计同时考虑为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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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旬
,

20 天内降雨 22 7
.

8毫米
,

占多年平均降水量 50 0毫米的46 %
。

由此可以看出
,

短期内充

沛的降雨
,

山高坡陡的地形
,

大量的松散土石补给
,

是这次发生严重泥石流的重要因素
。

三
、

典型洲试

北峪河和甘家沟
,

是甘肃有名的泥石流沟
。

1 9 8 4年 8 月 3 日大暴雨产生的危害严 重 的 泥 石

流
,

它不仅考验了以往多年来治山治水
、

种树种草的效果
,

而且为今后的治理方向和措施提出了

新的课题
,

为从事规划
、

设计
、

施工的技术人员
,

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开阔了眼界
,

受 到 了 启

示
。

今后我们必须遵循 自然规律
,

认识自然
,

保护 自然
。

暴雨洪水灾害之后
,

我们抓紧时间
,

对甘家沟和北峪河的一级支沟杜家沟
、

米 仓 沟
、

油 坊

沟
、

马槽沟等 5 条沟的泥石流水力特性值
,

进行了现场测量试验
,

取得了一些资料
,

为今后治理

措施搜集了一些科学依据
。

甘家沟
、

马槽沟
、

杜家沟这三条沟产生泥石流的特点有两个
: 一是滑

坡崩塌提供了大量的固体物质
,

如杜家沟属黄土崩塌
,

堵塞沟道
,
聚坝成库

,

洪水又将坝冲决
,

推出沟口
,

截断北峪河半小时
;
马槽沟和甘家沟属上游多处大面积山坡耕地泻溜滑坡体

,

被洪水

推 出沟 口
,

漫溢沟床
,

在老冲积扇上堆厚扩大
,

堵塞白龙江
。

二是泥石流粘稠
、

泥深
,

沟床冲刷

下切严重
。

如甘家沟和马槽沟 8 月 3 日泥石流
,

新造沟床深度 3 一 5 米
,

当地居民说
,

把 30 多年

前的老沟底子冲出来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