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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
、

永安寨的泥石流治理效益

云南省梁河县人民政府

一
、

概 况

梁河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
。

全县总面积 1, 1 54 平方公里
,

人 日 1 1
.

95 万

人
,

居住着傣
、

景颇
、

阿倡
、

栗粟
、

崩龙
、

瓦
、

汉等民族
。

地形北高南低
,

县内最高点为撼痢山
,

海拔

2
,

6 72 米
,

最低点为猛养坝的老芒东
,

海拔 8肠米
。

气候属南亚热带气候
,

立体差异较大
。

在河谷坝

区年平均气温为 1 8
.

3 ℃ ,

最高月平均气温 2 2
.

7 ℃ ,

最低月平均气温 11 ℃
。

年降水量 1 ,

04 8一 1 , 8 68

毫米
,

山区降水受地形影响偏多
,

在 l
,

6 00 一 2 ,

00 0毫米左右
。

县内大盈江流域
,

是主要泥石流暴发地区
,

尤以东岸各支流泥石流发展更为活跃
。

大盈江在

梁河县境内有 17 公里长
,

有 5 1条支流
,

全属程度不同的泥石流沟
。

每年输入大盈江泥砂量约 20 0万

立方米
,

加上盈江县挥水沟泥石流
,

每年共倾泻 3 00 万立方米泥砂入大盈江
,

极大超过 了大 盈 江

的输沙能力
。

这些泥沙除一部分向下游入缅甸境内 (大盈江在缅甸境内又称伊洛瓦底江 )
,

大部

分淤积在河床内
,

使河床以每年 5 一 10 厘米速度上升
,

导致河床抬高
。

一到雨季江水猛涨
,

经常

决堤
,

给当地工农业生产
、

交通运输及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危害
。

如 1 9 7 4年 6 月 18 日大盈江

洪水冲毁洪堤 9 公里
.

淹没稻 田 4 , 0 00 亩
,

损失粮食 1 00 多万斤
。

由于各支流泥沙的淤积
,

使水利

工程的渡槽变为涵洞
,

公路桥淤埋后过水泛滥
。

大盈江两岸每年投入治江
、

防洪 2万工 日
,

占两

岸劳动工 日的郭%以上
。

每年投入治江防洪经费均在 15 万元以上
。

据 1 9 8 3年全县水资 源 调 查 结

果
,

水土流失总面积达 5 0 7
.

8平方公里
,

占全县总面积的 4 4
.

5% , 因滑坡及泥石流 活 动造成居住

危险的村寨达 36 个
,

近 2
,

0 00 户
。

就其面大量广
、

危害程度而言
,

滑坡活跃
,

泥 石 流灾害严重
,

在云南省境内仅次于东川小江流域
,

居第二位
。

三家村
、

永安寨滑坡泥石流治理区
,

是梁河县危害最严重的泥石流— 在囊礁河上游左支流

猛科河流域内
,

属大厂区大生基乡及永安寨乡
,

人 口密度大于坝区
。

据 1 9 8 0年调查
,

每平方公里

达 18 5人
,

每人平均占有田
、

地 8 分
。

由于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
,

林木被毁
,

陡坡开 荒 种植
,

过

度放牧
,

使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

三家村沟流域面积 1
.

8 5平方公里
。

滑坡区内有 3 个生产队 81 户 41 4人
,

共有农 田 7 5 1亩 , 水安

寨沟流域面积 0
.

刹平方公里
,

滑坡 区内有 5 个生产队
, 9 5户 4 5 5人

。

这两个治理 区属滇西地槽区
,

出露地层为下古生界变质兴
,

位于大盈江断裂转折区东侧
,

其

北大盈江断裂为南北向
,

其南转北东向
。

横向断层十分发育
,

治理区有猛陇一孟科断层及大生基

断层二条
,

由于受断层影响
,

岩层软弱破碎
、

风化严重
,

原始构造均遭破坏
,

产状十分凌乱
。

根据 1 9 8 1一 1 9 8 3年资料
,

该地区降雨 1 , 6 1 3
.

2一 1 , 8 5 7
.

4毫米
,

集中在 5 一 1 0月
,

且多局部性

暴雨
。

据对 1 9 8 1一 1 9 8 3年 17 次产生泥石流的调查分析
, 1。分钟降雨强度达 4 毫米时

,

均暴发泥石

流
。



二
、

治理措施

根据实地查勘
,

三家村
、

永安寨滑坡泥石流
,

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地貌
、

地质
、

降水
、

气温及

人为因素等
,

其中滑坡活动又是产生泥石流的本质因素
,

只有稳定滑坡
,

才能抑制泥 石 流 的 产

生
。

从治本着手
,

采取工程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针 以稳定滑坡
:

1
、

为防止泥石流掏刷沟床
,

造成滑体下缘临空面增大失稳
,

因此采取工程措施在三家村沟

和永安寨沟修筑拦砂坝和谷坊
,

防止沟床下切
,

拦淤泥砂
,

埋压滑动面
,

2
、

改变不利于滑坡稳定的耕作方式
,

将滑体上的水田全部改为早地
,

对溉灌渠进行处理
,

舫止水分渗入滑体
;

3
、

开展植树造林
,

增加地面覆盖
,

减少冲刷和侵蚀
,

达到稳定滑坡
,

根治泥石流的目的
。

三
、

治理试验方案的实施

1拐 。年 7 月
,

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大盈江泥石流队
,

梁河县水电局
、

县科委
,

在 以前

多次调查的基础上
,

又与大厂区大生基乡
、

永安寨乡干部对滑坡 区进行了全面的查勘规划
,

并制

孙 定出治理规划方案
,

并完成了工程设计工作
。

(一 ) 工程措施进程

由于梁河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
,

受亚热带气候影响
,

降水多
,

分为早季和雨季
。

一般施工只

能在当年 11 月至次年 4 月进行
,

使得整个治理工程跨越时间长
,

整个施工从 1 9 8。年 10 月 25 日动工
,

至 1 9 8 4年 4 月 7 日竣
_

F
,

共历时 42 个月
。

(二 ) 农林生物措施实施

1
、

水 田改早作措施
。

在治理 区范围内
,

经过区
、

乡各级领导广泛深入的做群众细致的思想

五作
,

打消社员群众担心改种玉米
、

小麦后口 粮不习惯的顾虑
,

县上有关部门每年及时拨出稻谷

5 万斤
,

以每亩兑换 2 50 斤计
。

所 以水田改早地工作进展很顺利
,

在 1 9 8 1年底前
,

已基本
一

L把 2 04

亩水田改为早地
,

超过了规划设计的 1 89 亩
。

2
、

渠道引水工程改建
。

把 3 ,

肋。米渠道改为用无缝钢管引水
,

兴建 1
,

5 00 米的管道
,

既解决

了社员的生活用水
,

又防止水流渗入滑体
,

且极大地节约了三面防渗的工程经费
。

同时水 田改早

地后废弃的灌溉引水沟三条
,

总长约3
.

5公里
。

3
、

林业措施
。

在进行工程施工的同时
,

指挥部育苗 0
.

4亩
。

自1 9 8。年 10 月一 1 9 8 4年 9 月 的

四年中
,

自育大量杉木
、

椿木
、

油松等树苗
;
治理区荒坡

、

沟旁撒树种 1 , 7 40 斤
。

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
,

随着农村林业政策
“ 三定

” 工作的落实
,

解决了林权到户的问题
,

调动了广大群众造

林的积极性
。

几年来
,

种杉木 4
.

46 万株
,

其它树种 1 1
.

82 万株
,

竹子 5 ,
0 00 余笼

,

共计 16
.

3万株
,

约 8 00 亩
。

同时在三家村
、

永安寨制定了乡规民约
,

划出了植树育林区
,

选定两名护林员负 责 监

督条约的实施
,

为幼林的成
一

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

四
、

科研观测

梁河县泥石流分布广
,

类型多
,

危害大
。

为了能早 日根除泥石流的灾害
,

必须摸清泥石流形

成的原因和活动规律
,

以及发展
、

消亡过程
,

进一步论证有关理论
,

使试点工程更 趋 合 理
。

因

此
,

在治理工程开展的同时
,

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及简单的工具在三家村总口坝
,

建立了简易的观



测站
,

进行了有关泥石流 的四个项目的观测
:

1
、

降水量观测
,

目的在于了解泥石流产生所需的降水条件
,

并了解泥石流大小和降水强度

的关系 ;

2
、

滑坡位移观测
,

目的在于观测
、

对比泥石流治理效果
,

及滑坡活动与泥石流 发 生 的 关

系 ,

3
、

泥石流流量
、

输沙量观测
,

是 了解治理效益
、

泥石流与滑坡活动
、

降雨等关系 ;

4
、

坝下地下水位及出流量观测
,

目的在于了解拦沙坝淤积物的地下水位变化
,

为今后合理

确定拦砂坝的荷载提供依据
。

自1 9 8 0年 8月 2 0 日一 1 9 8 3年 1 2月 3 0日止
,

各项 目已观测 1 , 3 5 7次
,

共取得 1 4 , 3 9 9个数据
。

五
、

工程质量

为了保证施工质量
,

施工人员加强了科学的施工技术管理
。

竣工后工程指挥部会同设计方进

行了质量检查
,

一致认为质量基本上达到了设计要求
。

从 1 9 8 1年 5 月 5 日第一期工程结束己经受

4 年 16 一 70 次泥石流和洪水的考验
。

1 9 81年 7 月 21 日三家村沟
、

永安寨沟所属流域范围内
,

出现

大暴雨
。

据自记雨量记录
,

每 10 分钟最大雨强为 1 1
.

7毫米
,

三家村沟暴发了流量 1 68 立方米 /秒
,

容重 2
.

0的粘性泥石流
,

其洪水频率相当于 1 50 年一遇
,

极大地超过 50 年一遇的设计标准
。

但除一

座低坝坝肩有部分损坏
,

并经及时修复外
,

其余 25 座坝均安全渡汛
。

到现在为止
,

兴建的拦挡坝
、

谷坊共拦淤泥砂总量为 5 万立方米
,

所兴建的拦挡坝和谷坊等工程
,

未发生滑移
、

倾覆
、

错位等

现象
,

工程质量 良好
。

六
、

治理所取得的成效

经过 4 年来的连续治理工作
,

三家村
、

永安寨泥石流及滑坡活动已得到基本控制
,

保护了两

村寨社员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

由于采取了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

农
、

林
、

水
、

牧综合治

理措施
,

已基本上恢复了该区的生态平衡
,

治理工程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

1
、

滑坡活动明显得到控制
。

在进行治理的同时
,

对 6 条滑块位移桩线进行观测
,

到 1 9 8 3年

底为止
,

共观测 1 20 余次
,

取得 2 ,

88 0个位移观测数据
。

这些数据表明
,

滑坡活动趋于减弱
。

如三

家村滑坡
, 1 9 5 0年 s 月至 1 9 5一年 4 月 s 个月中

,

其垂直位移量达 3 1厘米
; 1 9 8 1年 通月至 1 9 5 3年 3

月两年分别降为 3 一 4 厘米
: 1 9 8 3年 3 月至 1 1月 8 个月中 (属雨季滑坡活动高峰时期 )

,

位移量

仅为 1
.

3厘米
,

而该年降雨量反而是 3 年中最多的一年
。

2
、

泥石流活动减弱
。

1 9 8 1年至 1 9 8 3年
,

共观测到泥石流 25 次
,

收集整理得 9 ,

10 4个 观 测数

据
。

分析表明
,

随着滑坡活动得到控制
,

泥石流活动及规模随之减少
。

如以大小 3 立方米 / 秒的

泥石流统计
,

则 1 9 81年暴发17 次
, 1 9 8 2年暴发 7 次

,
1 9 8 3年降为 1 次 ; 1 9 8 1年泥石流最大流量达

1 68 立方米 / 秒
, 1 9 8 3年最大流量才 7 立方米 / 秒

。

过去当降雨量强度达 4 毫米 / 10 分 钟 时
,

便

暴发泥石流
,

而 1 9 83 年雨季中有 13 次降雨强度超过了 4 毫米 / 10 分钟
,

其 中一次 10 分 钟 雨 强达
9

.

4毫米
,

但未发生泥石流
。

3
、

年输沙量逐年减少
。

1 9 8 1年为 8
.

6万立方米
, 1 9 8 2年为 6

.

9万立方米
, 1 9 8 3年 降 为 2

.

9万

立方米
,

仅为 1 9 8 1年的 1 / 3
。

4
、

保护了三家村
、

永安寨滑坡区11 个生产队1
,

1 50 余人的生命财产及 房 屋 的 安 全
,

并 减

(下转第36 亥 )



2
、

必须保证沟道幅通
。

过水断面本身就小
, 加之几次洪水带下来的大量泥沙也没清除

,

沟道

两岸的居民又将垃圾倒往沟中
, 使其断面又减小

。

再则
,

又在排洪道上乱搭柴棚
、

简易房屋
、

材

料堆放场
,
使沟道严重受阻

, 加剧泥石流的破坏作用
。

故应以此为戒
,

坚决制止在排洪道上乱搭

乱修不必要的设施
,

保证沟道便于清淤
,

使沟道畅通无阻
。

3
、

加固河堤
、

房屋跪筑及其它设施
,

尽皿离开河提
。

排洪道河堤本身就单薄和低矮
, 一 些房

屋却以河堤为基础
,

泥石流将河堤冲垮
,
房屋也随之倒塌

。

这次沿沟两岸的房屋及其它设施
,

都

遭到泥石流不 同程度的破坏
。

因此要加厚加高河堤
,
对靠近沟岸的建筑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

4
、

必须在中上游修建水土保持工程
。

该沟床比降大
,

两岸坡度又较陡
,

使其汇流快而集中
,

易将坡面上不稳定的固体物质冲入沟内
,

并且沟床下切作用强
,

在沟内修筑一些谷坊和拦沙坝
,

可将固体物质拦蓄在中上游
,

并可防止沟床冲刷下切
,

固定沟床
。

再是严禁在流域内陡坡上开荒 种

地
,

坡度大于 25
。

的耕地应退耕还林
,

减少水土流失
。

四
、

结 束 语

从这次泥石流形成原因来看
, 固体物质以河床物质再搬运的形式补给

,

在东川地 区是比较典

型的
。

从该沟地质地貌上看
,

虽无大规模的不 良地质现象
,

也无明显的形成区
,
从而给人们造成非

泥石流 沟的假象
,

未引起重视
,
所以受到这样严重的灾害

。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

从这个教训

中
,

使我们加深了对泥石流沟的认识和判别
。

当河床中有丰富的河床质时
,

在一定的阵雨量和降雨

强度的作用下
,

同样能形成巨大的泥石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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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对下游孟科
、

丙介
、

九保
、

遮岛等地 1
.

5万亩农田和公路交通的威胁
。

保护农田 9 80 余亩
,

年产粮食达 68 万斤以上
。

经过治理以后人心安定
,

安居乐业
。

四年来
,

仅

三家村寨的 87 户社员就有 44 户建新房
,

占全村户数的一半以上
,

同时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搬迁费

和征用土地面积
。

5
、

在治理 区内造林植树面积达 8 00 亩
,

16 万余株
。

随着林木的茁壮成长
,

减少 了水 土 流失

和沟谷冲刷
,

抑制了泥石流的发展
。

七
、

存 在 问 题

去年 9 月的工程验收会议上
,

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
,

三家村
、

永安寨泥石流科研试点工程的规

划
、

治理措施是切合实际的
,

是合理的
,

实施结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

但是也存在不足的地方
:

l
、

在治理区内还有少量 的崩塌
、

溜滑
,

另外还有生活用水及部分地表水的处理排导不善
;

忿
、

所治理的范围仅只是支流的一段
,

所以应该继续开展对三家村沟上游及永安寨沟部分滑

坡及上游的治理
,

使整个治理工程更加完善
。

3
、

随着工程的阶段性结束
,

要加强后期的管理养护
,

克服只建不管的偏向
,

继续以工程洽

理及造林为主
,

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效
,

4
、

妥善解决好三家村水 田改早地后粮食兑换延期问题
,

并对滑坡区上游应改水田作调查
,

扩大现有的改种面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