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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的危害和防洽

阎 国 辉

(江西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 )

19 8 2年赣中局部山区
,

暴雨引起大量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
,

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
。

受灾

地区的干部和群众要求科学技术指导
,

以便进行有效的防治工作
。

据井 冈山麓的宁冈
、

莲花
、

永新等县的考察
,

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这种自然灾害的特点是突

发性强
,

暴发点多
,

破坏力大
。

宁冈县东上公社江山大队
, 1 9 8 2年 6 月 17 日降雨 3 18 毫 米

,

发 生

崩山滑坡 40 8处
,

大量崩落物在洪水和重力的作用下
,

形成了容重为 1
.

45 吨 /立方米的 巨 大 泥 石
流

,

在长达 10 公里的陡峻山沟内外
,

摧毁了大量农田
、

房屋和桥梁等建筑物
,

其中白竹园生产队的

农田 90 %被毁
。

莲花县三板桥公社 6 月 18 日降雨 2 8 2
.

6毫米
,

崩山滑坡暴发 1
, 1 71 处

,

毁掉油茶林

5 ,

00 0余亩
,

破坏了许多农田和房屋
。

山口大队扩家冲形成了固体物质占2 1
.

7%的一条泥石流
,

有 7

口山犷水库被淤平
,

毁田 4 80 亩
。

永新县的三湾
、

文竹
、

农田等公社
,

6 月 n 一 1 8 日降雨 5 72
.

5一 62 6
.

5

毫米
,

在 6 月 18 日发生崩山滑坡 8 , 。00 余处
,

损坏农田 3 0 , 0 0 0余亩
。

三湾公社将军坑一 处
,

崩 山
:

滑落土石泥沙 2 2
.

5万立方米
,

把公路
、

小河拦腰斩断 ; 文竹公社一条山沟叫岩坡冲
,

泥石流堆积

物 4
.

3万吨
,

占总流体 2 3
.

1%
,

从山上滚下大量巨石
,

其中一块 24 立方米重达 6 2
.

4吨
,

摧毁 1 ,

5 00

米灌溉渠道
,

使大片农田变成乱石滩 ; 在分 (宜 ) 文 (竹 ) 铁路线上
,

发生崩山滑坡 63 处
,

有 23

处一度中断行车
,

其中1 47 公里处一个塌方 2
.

5万立方米
,

毁房 4 幢
,

死亡 2 人
,

钢轨冲出 15 米埋

入地下
;
在永新一宁冈一井 冈山公路

,
有崩 山滑坡达 5 30 余处

,

公路
、

桥涵破坏严重
,

无法通车
,

要很长时间和很多经费才能修复
。

此外
,

还有不少地方今后将会暴发崩塌的断裂
,

最大的一处大

裂缝在遂川县杨芬公社樟木大队
,

长巧华里
、

宽 1米
、

深数十米
。

如果在暴雨
、

山洪或地震等的

诱发下会突然崩塌
,

将会酿成更大的灾害
。

总之
,

崩山滑坡还有继续发展的危险趋势
。

崩山滑坡的分布有琉有密
,

面积有大有小
,

落物有多有少
。

如永新
、

莲花两县交界的龙凤山

四周
,

多在山腰凹陷汇流处
,

发生深浅不一
、

形状各异的一条条一片片崩塌点
,

土石裸露
,

遍布

于崩山滑坡区
,

总面积约占山体表面 5 一 10 %
。

据调查
,

崩山滑坡的成因很多
,

但主要是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在自然因素
,

方面
,

一是 山坡陡而窄
,

据莲花
、

永新县部分崩点抽查
,

崩山滑坡处的坡度多为 35
。

以 上
,

有 的

达到 6。 。 ,

形成泥石流的纵坡降也有 10 一 30 %
,

宽50 一 14 4米 , 二是地质构造复杂
,

岩 性 软 硬 柑



间
,

挤压
、

风化强烈
,

表层破碎松散
,
雨水饱和后易于膨胀滑落

,

尤以花岗岩风化壳红壤为最 , 三

是暴雨多
,

强度大
,

径流集中
,

诱发山洪暴发
。

据宁冈
、

莲花
、

永新等县气象记录
,

19 8 2年 6 月

雨量比历年同期多 1倍以上
,

6 月中旬又连续降雨 6一7天
,

土层和碎屑层饱和后
,

在水力和重力作

用下
,

形成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
。

在人为因素方面
,
由于森林植被破坏后

,

形成大面积水土流失
二

的荒山秃岭
,

这不
1

仅现在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
,
而且在 2 00 多年前 《莲花县志》 就说

: “ 出 蛟
”

之处
“
素无草木

” 、 “
蛟畏荆树

” , 还有陡坡开荒
、

顺坡耕种和铲草皮积肥等
,

尤其对油茶等经
二

济林
,

采取自上而下 “ 大剥皮
” 、 “

剃光头
”
式的垦复

,
对表土覆盖物破坏很大

。

如永新县三板

桥公社神泉大队
,

在 22 处崩山滑坡中有 19 处因油茶垦复引起 , 谭坊大队 31 处崩山滑坡中有 25 处因
。

垦复诱发
。

至于铁路
、

公路和渠道傍山的崩塌滑坡
,

多是对山体的切割面太陡或防护不
{
牢造成的

。

大气降雨和地质构造等自然因素
,

虽然还不能完全控制
,

但人为因素对崩山
、

滑坡有重 要 的 影
“

响
,

在生产或基建过程中
,

认识并做到避害趋利
,

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免灾害损失
。

泥石流发生的时间
、

地点
、

条件
、

诱因和前兆
,

都具有明显的特点和规律性
。

因此
,

只妥
,

建`

立必要的专业或兼管的观测点和情报网
,

依靠群众和采用一些测试手段
,

能及时而准确地作出预

测预报
,

对于避免酿成灾害和进行防治工作
,

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1
、

泥石流发生的时间
。

据我们考察所见
,

历史文献记载和国内外资料证明
,

除少数因较大地

震
、

火山暴发和违章基建施工引起的滑坡
、

泥石流外
,

绝大多数发生于暴雨期和连续集中降雨形

成的洪汛期
。

莲花
、

永新
、

宁岗
、

安福等县 1 9 8 2年 6 月降雨 4 28 一 6 61 毫米
,

比解放以来多年 6 月

平均降雨 21 3
,

9一 2 3 6
.

6毫米多 1 一 2倍
。

其中永新
、

莲花交界地带 6 月 13 一 18 日连续降雨
, 6 月

18 日雨量达 2 82
.

6毫米
。

就是在 6 月 18 日这一天
、

莲花县三板桥公社和永新县文竹公社
、

农 田 公

社分水岭的龙凤山周围
,

几乎同在早上 8 一 9 时发生数千处崩山滑坡
,

其中永新县农田公社黄花

大队就发生千余处
,

每处崩塌面积 1一 5 亩
,

滑坍土石 10 。一 5 00 立方米
,

镇背大冲一条沟内
,

崩

坍面积超过山地 10 %
,

冲刷流出的堆积物即达 22
.

6万立方米
。

据其他各县和赣南
、

赣北许多地区调

查
,

都是在连续大雨或暴雨后产生崩山
、

滑坡等重力侵触
,

有的液固体混合流动一定距离后停淤
,

造成摧毁房屋和农 田的灾害
。

因此
,

凡属易发泥石流地区
,

气象台站和泥石流观侧点应及早预报
,

以便采取防范措施
。

2
、

泥石流发生的地点
。

从我们考察地区所见
,

发生崩山
、

滑坡
、

泥石流地区
,

多数能找到历史

上曾经发生过的痕迹 , 有的多年来或大或小不断发生过类似现象
,
甚至在已发生崩坍的附近就找

到多处即将发生的裂痕
。

如安福县龙云 口 2
.

5万立立米的大崩山
,

据当地老人介绍
,

30 年 前 就发

现裂缝至今才崩
,

在它南面有历史上崩坍的痕迹
,

在它北面又有一尺多宽的裂缝将会崩坍
。

又如

永新县三湾公社一处 3 万余立方米的崩山旁
,

从断裂带估算将会发生几十万立方米的大崩坍
。

再如

遂川县杨芬公社樟木大队的山上
,

社员黄昌通上山采药时
,

发现在半山腰大致等高延伸 15 华里长 1

米左右宽的大裂缝
,

从 1 9 7 7年发现到现在无明显变化
,

但经地质部门考察后
,

已劝告近裂处 8 户

农民迁徙别处
。

这个断裂一旦崩坍
,

滑坡的土石方不是几千几万而将以亿计 ! 为防止巨大灾害损

失
,

急需建立观测点
,

并定期报告断裂演变
,

必要时按照预报采取防范措施
。

至于其他地区
,

凡已

发现可能有很大崩坍的迹象点
,

特别是大中型水库周 围和铁道
、

公路两侧的迹象点
,

都应经过详细

考察后建立预测预报制度
。

3
、

泥石流发生的条件
。

用现在的观点来解释
,

设有草木的光山秃岭
、

水土流失严重 地 方
,

.



一

才暴发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
,

但是乔灌木馄交的茂密森林
,

对防止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有一定作用
。

从现场观察
,

莲花县三板桥公社的龙凤山确因少草无树
,

多为砂岩
、

页岩
、

千枚岩和第四纪红壤相间

的夹杂物
,

岩石破碎
,

土层松散
,

加之坡度均在30
。

以上
,

在连续 8 天降雨 6 2 8 ; 2毫米
,

其中 6月

18 日 9 个半小时降雨 2 8 2
.

4毫米的情况下
,

几乎同时发生 1 , 1 73 处崩山滑坡
,

大量水土砂石混合物

滚滚下泻
,

伴随着隆隆巨响
,

摧毁大量农田和村舍
。

镇背大冲在距崩山 1 公里处
,

堆积 物 长 23 0

米
、

宽 1 10 一 15。米
、

探 0
.

4一 1
.

3米的土石层
,

体积达 2
.

2万多立方米
。

采用当天雨量和洪水痕迹法

测得固体物质占57 %
,

容重为 1
.

53 吨 / 立方米
。

另据山口扩卞冲实测
,

在崩山 1
.

5公里 处
,

堆 积

土石长 5 11 米
、

宽 1 10 一 1 70 米
、

深 0
.

2一 1
.

2米
,

体积为 4
.

8万多立方米的土石混合物
,

占当天洪水

54
.

4 %
,

容重 1
.

5 5吨 / 立方米
。

其中有很多巨大岩石从十华里处冲来
,

石块锐角因长途滚动撞击

而磨圆
,

大小石块混杂一起
,

土石比例有多有少
。

从暴发点到堆积区的距离有远有近
,

堆积层地

形差异有大有小
,

堆积形状有宽有窄
,

有扇形也有条带等等
。

总之
,

连续降雨
,

特别是暴雨是主

导因素
,

地面植被少
,

尤其大树的多少和有无起重要作用
,

地壳浅层组成物破碎松 散 和 > 30
。

的

坡度
,

加在一起形成了泥石流发生的自然条件
。

4
、

泥石流发生的诱因
。

除了前述 自然条件外
,

许多是 由于生产和基建等人为因素诱 发 的
。

例如乱砍滥伐森林
、

毁林开荒
、

顺坡耕种
、

坡地铲草积肥
、

过伐
、

过牧
、

开矿
、

炸石
、

筑路
、

修

渠
、

采药和全垦
、

炼山造林等
,

都是形成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的诱因
。

如莲花县神泉公社有山地

1 1
.

8万亩
,

杉林 4
.

2万亩
,

油茶 3
.

1 5万亩
,

毛竹 1
.

2万亩
,

薪炭林 1
.

2万亩
,

有林面 积 占 82
.

6 %
。

1 9 8 2年山崩毁林 4 , 2 50 亩
,

其中油茶林占7 1
.

8%
。

为什么这样好的森林覆盖还发生 山 崩 ? 为什么

抽茶被毁比例这样大呢 ? 就是 由于油茶垦复方式不是按等高条带垦复或鱼鳞坑式 的 穴 垦
,

而 是

采取自上而下
“
大剥皮

” 、 “ 剃光头
”
式的垦复方法

,

结果是一片油茶林就成为一片侵蚀区
,

由

面蚀到沟蚀直至崩坍滑坡
。

据该社神泉大队考察 22 处崩山滑坡
,

有19 处发生在油茶林 , 谭场大队

31 处崩山滑坡
,

有25 处发生在油茶林
。

这种情况在龙南
、

全南
、

定南等县也很突出
。

据铁路部门

介绍
, 1 9 8 2年鹰厦线和分文线发生崩山滑坡 5 02 处

,

仅安福工务段即62 处
。

再据公路部 门 介 绍
,

在 1
.

4万公里的省级公路中
,

有近 6 , 0 00 公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崩山滑坡
,

摧毁桥 梁 100 余 座
,

要

用几年时间
、

花 40 多亿元方能修复
。

这些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
,

都是由沿山切割面诱发的
。

如果事

前预测并做好防范
,

只需损失代价的 1 / 10 或更少
、

即可减免危害
。

5
、

泥石流的前兆
。

从考察中进一步证实
,

确有一些山崩前的征兆
,

即出现一些同地 震 前相

似的异常现象
,

例如山泉
、

溪水
、

扩库突然猛涨或变为混浊
,

井水翻花冒泡
,

地下水位骤升或骤

降
,

地面开裂
、

凹陷或凸起以及稻 田急剧涨水或漏水
,

山鸣谷啸
, “ 冒烟

”
或岩石发声

、

散发异

味等
,

因而引起野生的蛇和 鼠等动物搬家
,

猪牛羊乱窜不进栏圈
,

鸡鸭狗惊恐狂吠等
。

山崩与地

震可能互相诱发或同时发生
,

但山崩的明显特点是只发生在雨季和山丘地区
,

所以是能够区 别和

预报的
。

四

泥石流的发生及其分布是有规律的
,

因而既能事前预报
,

也是可以预防的
。

事前搞好预报和

预 防工作
,

不仅可 以减免灾害损失
,

而且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首先
,

为了搞好泥石流的预防工作
,

必须全面认识它的发生
、

分布规律和特点
。

根据我们这

次考察所见
,

一是凡历史上发生过泥石流的地方现在仍然是易于发生区
。

据考证
,

莲花
、

川遂等

县远在二百余年前就发生过泥石流
,

至今这些县由于自然演变和人为 因素影响
,

比过去发生的次



数更多
、

规模更大
、

危害更重
,

如果再不采取 防治措施
,

还有继续严重恶化的趋势 , 二是泥石流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既有雨量大
、

坡度陡
、

植被少
、

土壤松
、

岩层碎等自然因素
,

又有

过伐
、

过牧
、

顺坡耕种
、

荆草积肥
、

炼山全垦以及各种基建工程没有搞好防护措施等人为因素
,

而且随着人 口增加
,

建设扩大
,

如不及早提醒和防范
,

后者将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主导诱因 , 三是

泥石流在江西省有广泛发生的基础和条件
,

崩山滑坡倾泄的固体物质
,

加上洪水和坡度的冲力与

重力推动
,

就是泥石流的物质来源和动力
。

江西省雨大而集中
,

山多而坡陡
,

在 赣 南
、

赣 中 和

赣北广大丘陵山区
,

早就有大量崩山滑坡发生
,

再加上植被逐渐减少和基建工程的不断增多
,

如

不付出巨大努力就不能控制泥石流的扩展 ; 四是长江流域和邻省泥石流 日趋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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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陕南部分就发生泥石流 2
.

5万处
,

四川省发生 7
.

4方处
,

湖南
、

湖北
、

广东等邻省的泥石流也都

不断发生和扩大
。

四邻报警
,

江西省怎能高枕无忧
; 五是据有关资料分析

,

环太平洋周围沿岸属

地壳变动带
、

火山带和地震带
,

易于发生或诱发泥石流
,

我们身居其中尤须重视 !

其次是加强泥石流的考察
、

观侧试验和科学研究工作
。

省府有关部门应成立泥石 流 学 术 团

体
,

主管部门应有专人负责这项工作
,

给以一定经费
、

研究条件和设备
,

积极开展现场考察
,

专题

讲座
,

学术讨论和基本资料积累及图表
、

测绘
、

统计等
,

每年至少选编一本有一定科学水平的专辑
,

以代替传布民间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县志》
、

《府志》
。

这既有重要的积累历史资料的作用
,

又

对当前 防治工作具有指导和参考的现实意义
。

还应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观测点和试验点
,

建立科

技情报网和防治技术推广站
,

以推动对这一严重灾害防治工作的开展
。

再次是在对形成泥石流的自然因素观测研究的同时
,

积极解决泥石流形成的人为因素
,

其中

盆点是预防植被的破坏和各项甚建工程的防护问魔
。

保护植被宇要是广辟能源
、

肥源
、

燃料和建

筑材料来源
,

如发展小水 电
、

办沼气
、

以煤代柴
、

推广省柴灶
、

太阳能和地热利 用 等
,

提 倡 绿

肥
、

牧草上山
,

钢
、

石
、

混凝土代替木料
。

基建工程的崩山滑坡防护
,

主要是加强管理和依法办

事
,

作到有法必依
、

执法必严和奖惩分明
。

更主要的是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

调动广大群众的

积极性
,

齐心协力搞好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的预测预报和防治工作
。

第四是作广泛的宣传教育和科普工作
。

这次考察中看到
,

广大干部群众对崩山
、

滑坡和泥石

流的危害非常关心
。

如在莲花县三板桥公社
,

当泥石流毁掉大量农田和房屋后
,

面对群众遭受严

重灾害的惨状
,

大队书记哭了
,

公社书记哭了
,

县委书记也哭了
。

考察时素不相识的老人
、

妇女

和儿童
,

纷纷主动带路和介绍情况
。

他们对党和政府寄以很大信赖
,

希望尽快摆脱这些自然灾害

之苦
。

因此急需加强宣传与科普工作
,

如集会讲解
,

广播讲座
,

图片展览
,

印连 环 画
,

编 通 俗

书
、

放映幻灯 电影
、

戏 曲等形式宣传教育
,

以提高广大群众 的认识和推动泥石流的防治工作
,

认

真贯彻执行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指出
: “

崩山
、

滑坡危险区
,

易产生
、

泥石流地区
,

铁路
、

公路
、

河流
、

渠道两侧的山坡
,

水库淹没区周围
,

自然保护区
,

风景区
,

名

胜古迹和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区
,

禁止开荒
、

挖沙和开山炸石
。 ”

还有与此有关的规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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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的陡坡地
,

禁止开荒种植农作物 , 严禁毁林开荒
、

烧 山开荒和在牧坡牧场开荒
;
严禁滥伐林木

,

破坏水土保持 , 在坡地上整地造林
,

幼林的中耕除草和油茶
、

油桐等经济林木的垦复
,

必须采取

水土保持措施 , 水利
、

铁道
、

交通
、

工矿
、

电力等部门
,

在山区
、

丘陵区
、

风沙区兴建工程和进

行生产时
,

应尽量减少破坏地貌和植被
,

开采土
、

石
、

沙料可能导致水土流失的
,

取土场
、

开挖

面等范围内的裸露土地由施工单位负责
,

采取植物措施和必要的工程措施加以保护
;
对于国营

、

集体或个人挖种药材
,

培育香菇
、

木耳
,

烧木炭
,

烧砖瓦
,

挖矿
,

开石等必须按水土 保 持要 求

办理
。



五

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的治理
,

必须坚决执行防治并重
,

治管结合
,

因 地 制宜
,

全 面 规划
,

综合治理
,

除害兴利的方针
。

1
、

治理规划
。

规划的依据
,

是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防治的客观需要和主观能力
,

作 到 通盘

考虑
,

抓住重点
,

有点有面
,

有近有远
,

有先有后
,

力争治早
、

治小
、

治好
,

代价小
,

效益大
。

规划的范围
,

尽量使自然单元
、

经济单元和行政单元相结合
,

基层 以小流域和 自然村为单位
,

省

地县则分别作出全面规划
。

规划的目标和措施
,

要实事求是
,

切实可行
,

如期兑现
。

2
、

治理原到
。

由于面广量大
,

应分清先后缓急
,

按照危害性与重要性安排 防 治顺 序 和 步

骤
:

在相同条件下
,

应 当先治源
,

后治流 , 先治急
,

后治缓 , 先重点
,

后一般
。

对于分布很广
、

数量很多又无直接危害的崩山区
,

主要靠封山育林和避免再搞人为诱发的破坏活动
。

例如
,

遂 JI!

县从六十年代初以来
,

中石公社和左溪两岸
,

发生过很多崩山点
。

由于面积小
、

土石方少
,

多未

危及田
、

房
、

路等生活和生产设施
,

因此在未作任何处理的情况下
,

就有 80 % 以上的崩坍点因草

木覆盖而 自行停止
,

并稳定下来
,

这是多数地区简便易行的有效措施
。

a
、

治理措施
。

总的要求是以小流域为单元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作到植物与工程
、

治坡与

治沟
、

田间工程与耕作措施
、

治理与生产利用
、

当前与长远利益相结合
,

讲求实效
。

( 1 ) 工程治理
。

多年来江西省各地治崩的共同经验是
:
上抛下堵和护坡导渗法

,

即在弧形

崩塌上缘 5 米处开抛水沟拦水
,

使之不进崩坍处 , 在崩沟中节节筑坝拦截泥砂
,

水大处 作溢 流

堰 ; 土石坝都要有导渗
、

反滤设施
,

如以草木作拦沙石栅就自行导渗
;
坍塌范围内视地形开挖等高

台阶加导流沟并铺草皮护坡
,

以固定坡面 , 城镇附近或交通要道处则要作坚固的砌石或钢筋混凝

土工程
。

( 2 ) 草木护坡
。

在崩山
、

滑坡的新剖面和铁道
、

公路
、

渠道
、

房屋傍山切割面
,

采用乔灌

草混合种植护坡法
,

是江西省各地早已普遍采用的有效措施
。

但据重要性和危险程度又多与一种

工程相结合
,

两者相互作用效果更好而且持久
。

在距路或渠很近的切割面
,

则只宜种草皮护坡而

不宜种植乔灌木
,

很高又陡的切面则应 以块石
、

浆砌块石或网格状块石或混凝土护坡
,

格中铺草

皮就更牢固
。

( 3 ) 农田整治
。

2 50 以上坡耕地要依法限期改水平梯地或退耕还林还草 , 在崩山滑坡经治

理和附近冲刷沟节节筑坝拦蓄后
,

沿山开拦沙截水槽
,

逐步清除泥石流堆积物
,

整修梯田
,

恢复

生产
。

( 4 ) 合理垦复
。

对油茶
、

油桐
、

果
、

茶
、

桑和各种林木的造林整地
,

幼林抚育
,

中耕除草

等工作
,

都要按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的规定进行
,

各主管和水土保持部 门严格 监 督 检 查
,

定

期评比
,

依法实行奖惩
。

( 5 ) 荒山造林
。

井冈山周围各县
,

原是遍山青翠的林区
,

但现在到处是荒山
。

安福
、

莲花

等县现有林地面积只 占35 一 41 %
,

连自然保护区的井冈山也只占63 %
。

可见治山 造 林
、

绿 化 荒

山
,

既是防治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根本大计
,

又是发挥山区优势
、

由穷变富的重要

途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