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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滩滑坡灾害及其发展趋势

刘新民 王治华 王少东 乔建平

(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

1 9 8 5年 6 月12 日凌晨 3 点45 分
,

长江三峡左岸的新滩镇发生一起灾害性滑坡
,

在仅1 5一35 分

钟的时间内
,

碎屑岩块从新滩镇后山的广家岩
、

姜家坡一带
,

迅速向下滑移
,

并在I级阶地 后 缘

剪出
。

滑舌伸入长江 1 00 米左右
,

激起水柱高80 余米
,

回浪高36 米
。

它波及到上游7
.

5公里的香溪

柯
,

浪高 7 米
,

距15 公里的秘归县附近浪高 1 米 ; 下游九湾溪 [J 浪高 2 米
,

距灾区27 公里的三斗

坪 (未来三峡坝址) 浪高约 1 米
。

这次滑坡分布在海拔高70 一9 00 米
,

相对高差80 0余米处
。

滑坡长2 ,
0 00 米

,

平均宽 45 0米 (沿江

宽70 0米
,

山体上部宽20 0米)
,

滑体平均厚度 40 一 5 0米
,

滑坡覆盖面积 0
.

68 平方公里
,

滑体总量

名
,

00 0多万立方米
,

其中约2 00 万立方米被推入长江
。

这次滑坡发生前
,

湖北省岩崩调查处在长期观测分析的基础上
,

提前10 多小时发出报警多 各

级党政领导措施果断
,

指挥得力
,

充分作好了疏散转移
,

滑坡区范围内无一人伤亡
,

实属当今世

界上滑坡预测预报和抢险救灾的奇迹
。

由于这次滑坡规模大
,

成灾时间短暂
,

所以给灾区人民造

成的经济损失仍然是不可低估
。

据株归县抢险救灾指挥部统计
,

这次滑坡将新滩镇全 部 推 入 长
·

江
,

使长江村一
、

二
、

三
、

四组
, 1 个居委会

,

13 个机关团
’

体 共4 57 户1
, 3 71 人受灾 ; 毁房 l , 5 69

伺 , 吞没农田 7 8。亩
,

其中1 47 户5 91 人的责任 田全部被毁
, 淹埋或冲走夏粮和库存粮 27 万余斤

;

击沉或涌浪颠覆滑坡区上下游40 公里范围内机动船 13 只
,

木船64 只
,

死亡10 人
,

伤 8 人
,

失踪 2

人
。

更为严重的是
,

滑体推入长江
,

占据江面宽度 10 0米左右
,

致使兵书宝剑峡出口过水断 面 缩

小 1 / 3 而成急流险滩
,

川江货客轮运输中断56 小时
。

据访问
,

上行船只在滑坡前能负载2 00 吨
,

滑坡后仅能负载 50 一80 吨
。

迄今滑坡堆积物的绝大部分
,

还堆聚在坡体中上部
,

重心位置还相当

高
,

长江航道仍然受滑坡隐患的威胁
。

事关重大
,

不能掉以轻心
。

随着险情的恶化
,

我们怀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
,

一方面布点

设网
,

加大工作量
,

坚持观测 , 另一方面建立月报制度
,

及时向领导反映现场变化发展情况
。

同

时于 1 9 8 4年底邀请20 多位专家
、

科技人员到观场
“

会诊
” ,

并把 《纪要》 上报
。

报警工作
,

按文件规定的任务是由
“
长办

”
负责的

。

因自1 9 8。年以后
, “长办

”
工作人员全

部撤离现场
,

结论又比较乐观
,

我们只好自觉地承担起来
。

从 1 9 82 年 3 月29 日开始至 1 9 8 5年 6 月

11 日止
,

先后发出 《简报》 3 期
,

险情报告 12 份
,

加急电报 2 份
。

总之
,

在新滩滑坡的监测预报

中
,

我们始终尊重科学
,

实事求是
,

尽到了我们应尽的责任
,

起到了我们应起的作用
。

(本文在地质矿产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唐贵智副研究员
、

王承辉工程师的

指导和肉明同志的帮助下
,

由陆业海工程师编写
,

最后由骆培云 同志校 )



本文重点介绍新滩镇历史上的崩塌
、

滑坡灾害争新滩滑坡的基本特征及其发育过程 ; 新滩滑
-

坡的形成条件和影响因素 ; 并对新滩滑坡的发展趋势作初步分析
。

一
、

新滩镇历史上的崩塌
、

滑坡灾害

据株归县档案馆
瘫的 《归州志》及有关文献资料记载

,

新滩镇历史上曾发生2。余 起 大型

和特大型山崩
、

滑坡
。

如宋天圣七年 (公元1 0 3 0年 ) 地震
,

姊归 山崩
,

石奎江心
,

水流不通
,

害

舟不可胜计
,

堵江二十余年
,

直到公元1 0 5 2年 (皇佑三年) 才疏通; 明嘉靖三十七年 (公元 1 5 59

年) 夏
,

新滩又崩
,

颓民房数十间
,

压死三百余人 , 民国二十四年 (1 9 3 6年) 古历六月初三
,

连

续七天七夜暴雨
,

姜家坡至柳林危险斜坡发生滑移
,

冲毁耕地
,

推柳林一带二十余间 房 屋 入 长

江 , 1 9 5 8年古历二月
,

鲤鱼山危岩局部崩塌
,

将公社煤矿塌平
,

死亡二人 , 1 9 5 8年 了月间
,

广家

岩一带出现岩崩
,

崩塌量约 3 万立方米 ; 1 9 6 4年秋
,

广家岩一带在暴雨后再次出现较大规模岩崩
,

崩塌量约 10 万立方米 , 1 9 7 7年4月20 日
,

九盘山至广家岩一带发生岩崩
,

崩塌量约 3 万立方米
; 1 9 8 0

年 4 月14 日凌晨 4 点 45 分
,

在高程5 00 一5 50 米的鲤鱼山
、

茅草岭发生局部崩塌
,

连续 1 小时
,

崩

塌量约6 00 立方米
,

其中有20 %顺槽滚入新滩镇西石灰窑料石场 ; 1 9 8 1年1 1月30 日下午 3 点45 分
,

广家岩两侧出现岩崩
,

崩塌量约 1 ,

02 仃立方米
,

有一块体积近 1 00 立方米的巨大岩块
,

从标高1 , 1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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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后缘滚落至 标 高7 80 米 的 公路上
,

公路

被毁 ; 1 9 8 2年 3 月 16 一18 日
,

广家岩连续发生

岩崩
,

崩塌体 己崩至岩顶
,

崩塌量约 1
.

5 万立

方米
,

崩塌块体最大的约 6 00 立方米
,

几十立

方米的有20 余个 (摘自1 9 8 2年 8 月 14 日的 调 查

报告) , 2 9 8 3年 6 月2 4 日至7月 1 3 日
,

株归新滩一

带连续降雨 4 6 1
.

6毫米
,

致使姜家坡一广家岩脚

下1 , 3 00 万立方米的堆积体下滑
、

下陷和局部崩

垮
,

滑坡体后缘的弧形拉裂圈不断扩大延伸
,

东

西端的裂缝已贯通
。

据 当地龙江公社观察记录
,

姜家坡滑体前缘 19 8 3年7月 1日下陷 2 一 2
.

5米
,

至 7 月 30 日下陷到4
.

5米
;后缘 7 月 1 日下陷50

厘米
,

至 7月 30 日下陷到1
.

5米
。

目前姜家坡一带

的滑坡体尚处于大滑动的前夕
,

情况十分危急
,

它直接威胁新滩镇的安全
,

同时有可能堵江断

航 (摘自长江三峡地区大型岩崩滑坡的历史与

现状初步考察)
_

。

1 一标高 (米) ; 2 一陡崖, 3 一分级代号 ,

4 一分块代号 , 5 一崩塌区 , 6 一滑坡周界 ,

7 一分级陡坎 ; 8 一反翘 , 9 一原水边线

10 一残留河漫滩 ; n 一分块界线 ; 12 一滑坡堆积物

二
、

新滩滑坡的基本特征

及其发育过程

圈 1 新滩粉坡平面位, 示愈圈
新滩滑坡就其性质而论

,

它是历史上古崩

滑体的一次全面复活
。

按其空间展布特点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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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二迭系 , 2 一石炭系 , 8 一泥盆系 ,

4 一志留系 , 5 一灰岩 , 6 一砂岩 ,

7 一页岩 ; 8 一崩积块石 , 9 一滑面 ,

1 0一原地面线 , n 一滑坡后的地面线 ;

1 2一滑动方向
。

圈 2 断滩粉城创面

! 一下汾体

姜家坡坡脚为界 (海拔4的米)
,

分上下 滑体
( I

、

I )
,

下滑体又分西中东三块
,

即图 i上

的 1
、

2
、

3 块
。

I一上滑休

主要分布于坡体上部的姜 家 坡一广 家 岩

一带
。

滑体最大厚度80 一 1 00 米
,

均由块石 和

少许风化粘土夹碎石组成
。

滑面倾角上徒下缓

(海拔 6 0 0一9 3。米
,

滑面倾角 为 4 0
。

一 4 5
“ 多

海拔4 0 0一6 0 0米
,

滑面倾 角 仅 1 0
。

一 2 2
“

)
。

据滑坡西侧新鲜断面的高度和现今残留滑体对

比
,

上滑体下座40 米
,

向前推出5 00 余 万 立方

米 , 向前推移50 一60 米
,

直接覆盖在下滑体的

顶部
,

并转化为下滑体巨大的驱动力 (图 2 )
。

但大部滑体还未脱离滑床
,

前缘以51
“

的陡坎

与下滑体后缘重叠
,

滑体总量约1
,

3 00 万 立方

米
。

主要分布于姜家坡以下至江边
,

海拔高80 一 4的米
,

相对高差 3幻米
,

滑体总量 1 , 7 00 万 立 方

米
,

其中有2 00 万立方米滑入长江
,

占据江面宽90 一 1 00 米
。

据滑体结构和形态特征
,

分西中东
,

即图 1 的 1
、

2
、

3 三块
。

西块 1 岩块破碎
,

有翻滚现象
,

滑舌伸入河漫滩阶地上
,

距水边线尚有 30

一 50 米
;
中块 2 滑体相对完整

,

原岩崩调查处的房屋
、

厕所及附近的柑桔树依然存在
,

并向山坡

一侧反倾
。

滑面倾角
,

中后部 22
“

一2 50
,

前 部 受残存的崩积块石或基岩阻挡而出现反倾
,

倾角

5
。

一10
。 ,

与地 表 建筑物变形倾斜的方位一致
;
东块 3 原始地面比中块和西块稍高

,

滑体受到

约束
,

挤压破碎
,

建筑物全部解体
。

新滩滑坡的出现并非偶然
,

它是鄂西滑动区典型的块体运动实例
。

据葛洲坝水利电力学院魏

廷亮资料介绍
,

自1 9 8 3年以来
,

姜家坡前缘有明显变形迹象
,

普遍出现块体松动
,

干 砌 挡墙倒

塌
,

东侧出现长达1 , 0 00 米的下座拉张裂缝
,

西侧原有近南北向长达4 5。米的裂缝也有复活
,

整个

坡体曾产生过滑动
。

据新滩镇群众口 述
:

新滩镇至姜家坡以下
,

滑坡发生前未出现过建筑物地基

基础变形错位
,

坡体上也未见到地裂缝 ; 6 月 8 日晚上姜家坡附近出现岩块断续翻滚
,

响声时大

时小
; 6 月10 日晚上 3 点钟左右

,

姜家坡西侧听到哗哗的流水声
,

嗣后整个姜家坡坡脚都在喷水
。

株归县气象局王福清资料介绍说
,

喷水时龙头高达 3 丈多
,

并可见到银灰色的雾气
, 4 点15 分

,

姜家坡发生70 万立方米的古崩塌体下滑
。

上述现象表明
,

这次滑坡起于姜家坡以上的坡体变形
,

经 1 9 8 3年滑动之后
,

又转入长时间 (1 9 8 3一 1 9 8 5) 缓慢I变 形 阶 段
.

至今年 6 月 8 日起转入加剧

变形阶段
。

这一阶段来自姜家坡以上的古崩塌体
,

经重力挤压变形
,

岩土密度增加
,

孔隙
、

裂隙

中地下水被迫挤压出来
,

与此同时出现崩塌岩块滚动加剧
,

地声增大
。
直至 1z 日 3 时30 分东侧开

始滑动
, 3 时 35 分整个姜家坡开始向下滑动

,

此阶段历时 1 20 小时左右
。

12 日 3 点45 分
,

整个 山

体都在震动
,

发出似
“
闷雷

”
的响声

,

距滑坡区约 1 公里的龙江镇居民有强震感
。

姜家坡以上的

古崩塌体
,

把强大的推动挤压力传递给姜家坡以下至江边的岸坡
,

于是上滑体就像推土机那样推枷
下滑体前进

,

上下滑体互相约束
,

互为一体
,

构成一次式的整体滑动
,

历时 1 5一35 分钟
,

结束了快



速滑动阶段
。

在这一阶段中
,

下滑体受原始岸坡结构的影响
,

分解成西中东三块
。

西块因冲沟深

切
,

缺少滑动障碍因子
,

前缘以滑舌的形式伸下河漫滩 , 东块因受前期柳林古滑坡松动的影响
,

滑体较破碎
,

抗阻力不大
,

滑体直接插入长江
;
唯中块前缘受江北砾右层或基岩隆起的阻挡而产

生反翘
,

滑体受阻后翻越崩积块石再跌入长江
。

据滑体占据江面的宽度和原坡体上房屋
、

果园与滑动
.

后的位置对比
,

这次滑坡在剧滑阶段的

猾程为90 一 1 00 米
,

时间估计为15 分钟
,

平均滑速为0
.

n 米/ 秒
,

最大滑速按能量守恒定律的关系

式初步估算在10 米/秒左右
。

三
、

新滩滑坡的形成条件和影响因素

1
、

地层岩性条件
。

滑坡区外围地层出露较齐全
,

前震旦系结晶岩构成东侧黄陵背斜的 核 心

部分
,

侏罗系砂页岩组成西侧株归盆地的主体
。

滑坡区附近主要分布志留系 (s) 砂岩
,

钙 质页

岩
,

粘土页岩
。

这套地层抗风化力弱
,

形成低缓的丘状 山坡
,

但其中砂岩夹层较硬
,

抗风化力强
,

致使缓坡呈台阶状
。

它反映在坡积一崩塌混杂堆积层上也具有阶梯状的特点
,

一定程度上控制 了

;新滩滑坡在纵向上的分级
。

志留系地层之上为泥盆
、

石炭
、

二迭系地层
,

因泥盆
、

石炭系在该区

出露厚度不大
,

对该区滑坡形成不起控制作用
,

肠肠肠留〔I 口‘

巨习
例 〔玉]

‘

巨习
匡习
巨巫{

巨到
巨玉」

; 匡回
。

,

1 一第三系砂砾岩 , 2 一侏罗系砂岩夹泥岩 ;

3 一三迭系至泥盆系以石灰岩类岩石为主
,

夹薄

层页岩和砂岩 , 4 一志留系页岩夹砂岩 , 5 一奥

陶系至寒武系下统天河板组
,

泥灰岩
、

页岩和

砂页岩 , 6 一元古界变质岩和岩浆岩 , 7 一断

层 , 8 一背斜 9 一地层界线
。

田 8 新滩滑坡区域地质圈

本文从略
。

现重点介绍二迭系 (P ) 深 灰色中

一厚层坚硬
、

次坚硬健灰岩
,

富含石结核
,

中

下部夹炭质页岩及煤层
。

灰岩垂直节理发育
,

溶蚀现象普遍
,

地貌上常形成悬崖绝壁 (兵书

宝剑峡 )
,

易崩塌
,

是滑坡区内坡一崩积层的

重要补给源
。

其下卧炭质页岩及煤层
,

构成该

区潜伏的软弱结构面
。

为该区基岩滑坡和崩塌

的产生奠定了滑面及下卧弱带的基础 (图 3 )
。

沿新滩镇附近的 I级阶地 (Q
‘
)

,

推 测

由崩 积 块 石 (或基岩突起) 组成
,

厚1 0一 2 5

米
,

构成了滑体向前运动的抗阻段
,

在滑坡体

东西两侧被早期流水或古滑坡作用破坏而不复

存在
。

坡积一崩塌混杂堆积层 (Q )
,

主要分 布于

新滩镇一姜家坡一带的丘状缓坡上
,

由二迭系

灰岩块夹少许石炭系砂岩块组成
,

含风化粘土

不多
。

坡积一崩积层块石上小下大
,

最大直径

达 20 米以上
,

10 一30 厘米者居多数
。

中前部厚

度约30 米左右
,

中后部姜家坡一带厚达 86 米
。

块石含量高
,

块石之间互相嵌合穿插
,

内摩擦

角大
.

有利于高陡岸坡的积累
,

为本次大型滑

坡的发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

2
、

构造地貌条件
。

滑坡区位于株归盆地的东翼
,

黄陵背斜之西南边缘地带
。

自燕山运 动 以



来
,

全面隆起为陆地
,

长期遭受剥蚀夷平
,

在海拔 1 , 7 0 0一 2 , 0 00 米
、 8 0D 一 1 , 2 00 米或海拔50 。米

,

形成二级夷平面 (即鄂西期
,

山原期)
。

之后
,

地壳间歇性的强烈抬升
,

原始长江的迅速下切
,

形

成高达1
,
0 00 余米的高陡岸坡 (即三峡期) 和 8 一 10 级河 流 阶 地

,

为该区崩塌滑坡的发育
,

创

造 了良好的地貌条件
。

除此以外
,

新滩滑坡被夹在北西向的仙女山活动断裂和北北东向的九湾溪
活动的断裂之间

。

仙女 山断裂的中段可见到第三系东湖砾岩
,

已抬升到海拔700 米的高度
。

据 长

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地震队及地震台站资料
,

两断裂带近期有活动迹象
,

两大断裂相交的周坪附近

于1 9 7 2年 3 月 13 日发生 了3
.

6级地震
。

3
、

水文地质条件
。

区内水文地质条件比较简单
,

主要是二迭系灰岩溶洞裂隙水
。

它以 下 卧

煤层
、

页岩为隔水底板
,

在深切割的冲沟中出露
,

以泉的方式流出后又潜伏于姜家坡坡积一崩积

层之下和志留系页岩之上
,

在坡脚新滩镇一带被推入长江
。

在通常情况下
,

这类地下水因运动于粗

大的岩块之间
,

流路通畅
,

并不存在对坡体失稳的影响向题
。

只有当坡体受到挤压变形
,

使通道

缩小
,

水被排挤出来
,

形成巨大的承压水头
,

对滑体起浮托作用
,

此时地下水面附近摩擦力大为

降低
,

构成加速滑坡进程的活动因子
。

这一论点
,

可以从上滑体临滑前姜家坡坡脚一带出现 “三

丈多
”
高的水头得到证实

。

除上述基本条件外
,

据秘归县气象局资料
, 5 月份龙江 (滑坡区附近 ) 总降雨量为 1 9 0

.

5毫

米
, 6 月上旬的降雨量为60

.

9毫米
,

其中 6 月 3 日降雨量达 3 6
.

3毫米
。

但这些降雨是滑坡 已发展

到接近临界状态时才产生的
,

降雨沿裂缝渗入参与了滑坡活动
,

所 以 6 月 8 日晚姜家坡一带出珑

岩块断续翻滚
,

6 月 10 日出现地下水喷射和70 万立方米的崩塌 (即前面所说的滑坡转入变形加剧

阶段)a 仅就这两次降雨量与多年同期降雨量相比无明显差异
,

不足以构成本次滑坡发生的触发

条件
,

只能作为加速滑坡进程的一般因子考虑
。

人们最关心的是葛洲坝回水是否导致新滩滑坡的发生 ? 在这里提出肤浅的认识供同行讨论
。

自葛洲坝回水以来
,

沿大坝上游至株归县近 1 00 公里的范围内
,

两岸 I
、

l级阶地 多 处 出 现 坡

体变形失稳
。

距大坝85 公里的香溪镇附近 已出现滑坡5处
,

该乡所属的学校因墙壁拉裂而报废
,

变

电站的铁塔 倾 斜 3
。

一 5
。 ,

电影院因边墙错位而成危房
,

居民郑炳昌的住房几经加固
,

裂缝仍

在扩大加深
。

前缘滑舌已伸入香溪 5 一 6 米
。

新滩滑坡前缘
,

除少数部分 崩 积 块万石或基岩隆起

外
,

均属松散的坡积一崩塌混杂堆积层
,

与香溪镇相类似
。

葛洲坝回水后
,

该坡体前缘经浸泡
,

强

度指标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
。

这可从以下的事例得到证实
: 1 9 8 3年 6 月 24 日一 7 月23 日

,

新滩一

带持续降雨 4 6 1
.

8毫米
,

致使姜家坡至广家岩脚下工
,

30 0万立方米的坡崩积层沿基岩面下滑
、

下陷和

局部崩垮
,

但并未推动姜家坡以下至水边线一带的坡体前进
。

而这次滑坡前的两次降雨过程累计

降雨量不过2 00 多毫米 ( 5 月和 6 月) ,
滑坡却推动了姜家坡以下至江边的坡体

缘因回水浸泡
,

强度指标降低有关
,

应当引起重视
。

。

这可能和坡体 前

四
、

新滩滑坡的发展趋势

新滩滑坡自有历史记载以来 (公元3 77 一1 9 8 5年)
,

共发生崩塌
、

滑坡 20 余起
,

其中造成重大

堵扛事件 6 起
,

分别是公元 37 8年
、1 0 3 0年

、
1 0 5 2年

、 1 5 5 9年
、 1 9 3 6年和1 9 5 5年

。

前后两次堵江向

隔时间分别是653 年
、 5 12 年

、

19 年
、

3 64 年和60 年
。

这些规律 (个别除外 ) 表明
,

新滩滑坡 出现

的周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
。

解放以后的3 6年中共发生崩塌滑坡 6 起
,

其中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各

一起 ;七十年代两起 ,仅八十年代的前五年就出现了三起
。

这些数字表明
,

新滩镇附近崩塌滑坡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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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动的频率在增加
。

从这次新滩滑坡发生前后的地表坡度对比 (表 1 ) 可以看出
,

滑体前部地表坡度降低 6
。 ,

中部降低 10
。 ,

后部降低 g
“ 。

单从自然斜坡失稳的临界休止角考虑
,

在一般情况下尚需经过一

段时间的累积
,

恢复到滑坡发生前或接近滑坡发生前的 自然斜坡的坡度
,

才有可能发生规模巨大

的滑坡
。

但是考虑到这次滑坡作用之后
,

滑体重心降低甚微 (20 一 30 米)
,

滑坡堆积物的85 % 以

上未脱离滑床 , 滑体松动之后
,

强度指标又有一定程度降低
.

特别是多种最不利的因 素 联 合 迭

加
,

诸如暴雨 (鄂西是全国暴雨中心之一 )
,

以及长江中上游出现特大洪水 (如1 9 8 1年) ; 鲤鱼

山
、

广家岩
、

黄岩危险崩滑体的突然下崩
,

新滩镇南岸链子崖危崖随之而失稳等
,

所以新滩镇近

期发生更大规模的滑坡的危险性依然存在
。

而且一旦发生滑坡
,

预计滑坡的速度可能比这次快
,

入

江的土石方量也将大大超过这次入江的数量
,

同时有堵塞长江
、

中断航运的可能
。

要提高警惕
,

防患未然
。

心岁补台令之病卜出命七命台分合病入今令 之浦入七令召令合分 屯满闪岁公心病人梦会心病卜 , 吕补屯月闪岁补心月叹出书 心病卜出宁心编闪梦补

(上接第31 页) 而泥石流活动的加剧则与人类破坏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

绵亘滇东北的乌蒙山区及小江流域
,

处于地质构造复杂
、

褶皱断裂发育
、

新构造运动强烈
、

地震烈度大
、

气候垂直分带性明显的地区
。

地形陡峭
,

沟谷深邃
,

岩层破碎
,

土壤含石块
、

角砾

甚多
,

稳定性较差 ; 加之
,

河谷焚风效应强
,

风 化 作 用剧烈
。

生态环境一旦破坏
,

泥石流便随

暴雨径流接踵而来
。

长期以来
,

人类对山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也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
,

不

自觉地破坏了生态环境
,

以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

山区泥石流的活动
,

就是生态环境失调所造成的

明显恶果之一
。

从长远的观点看
,

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
,

不能只顾眼前利益
,

忽视长远利益 , 违背

了自然规律
,

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报复
。

正如我国著名地理学家竺可祯教授所指出的
: “

在任何地

区的自然界中
,

各种因素相互制约
,

相互作用
,

都有一定的规律性
。

对自然界采取措施
,

必须掌

握推动 自然界变化的规律
。

违背规律
,

就会使自然走下坡路
”
和

“
不了解自然

,

破坏自然会造成

人民无穷的忧患
” 。

因此
,

在进行山区经济建设中
,

必须正确认识自然
,

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

利

用山地资源时
,

一定要扬长弃短
,

趋利避害
,

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

要有一个建立在

科学基础之上的长远规划
,

有步骤地利用自然资源
,

并使自然环境朝着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生

产的方向转化
,

不断更新和循环
。

因此
,

加强 自然环境保护工作
,

是当前面临的一项紧迫而又繁

重的任务
。

治理泥石流必须与改善山区自然环境结合起来
,

对可能造成的破坏
,

要采取相应的积
护 ‘ 夕

极弥补措施
,

保持持久的生态平衡
,

使祖国的山川大地成为人类永远赖以生存的美好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