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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江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泥石流活动

陈 循 谦

(云 南省东川市水利学会 )

云南省小江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
,

加剧了泥石流活动 ; 而泥石流的活动
,

又进一步促使生态

环境恶化
。

两者相互作用
,

互为影响
。

因此
,

治理泥石流必须和加强环境 的保护结合起来
。

一
、

生态环境破坏加剧了泥石流活动

云南东北部的小江流域
,

是我国四大泥石流区之一
。

这里泥石流分布集中
,

规模巨大
,

类型

齐全
,

形态多样
,

活动频繁
,

危害严重
。

它是山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

水土流失发展到严重阶段

的恶果
。

小江发源于滇东高原的车湖
,

流经云南省寻甸县
、

东川市和会泽县境
,

汇入金沙江
。

全长 133

公里
,

流域面积 2 ,

95 。平方公里
,

属金沙江的一级支流
。

该流域在历史上曾是山青水秀
,

五谷丰登的

富庶之地
。

百多年前
,

小江两岸层峦迭翠
,

松杉满山
,

这不仅老年人可以根据父辈的传说指点出

当时的锦绣山川
.

而且
“
大松山

” 、
“ 杉木警

” 之类的形象记述森林茂密的地名到处都有
。

据史

料记载
,

当时东川铜矿处于
“
密树交阴

”
的

“
丛山乱答

” 之间
。

嗣后
,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

了攫取东川矿藏资源
,

大量伐薪烧炭
,

进行土法炼铜
。

森林植被严遭破坏
,

使自然界长期形成的

生态平衡严重失调
。

从唐代开始在东川地区开矿炼铜
,

当时炼铜 1 00 斤
,

需炭 1 ,

00 0斤
;
清乾隆年

间最盛
,

最高年产 1
,

60 0多万斤铜
,

则每年需用炭 1
.

6亿多斤
,

估算约每年要砍伐 10 平方公里的森

林面积
。

到解放前夕
,

这里 已变成
“ 石同老山荒

” 、

童山灌灌的景观
。

解放后
,

虽经多次造林
,

现

在全流域 内有林面积还不足 10 %
。

森林植被对泥石流活动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
。

一旦毁掉了山林
,

破坏了天然植被和生态环境
,

在地形陡峻
、

基岩破碎
、

地震频繁的小江流域
,

就会加剧水土流失
,

并发展恶化为泥石 流 ; 而不

合理的人为活动
,

会导致泥石流愈演愈烈
。

据东川市小江调查队 1 9 6 6年调查过的 6 个公社资料表

明
,

面蚀和沟蚀面积占5 2
.

7%
。

由此推算
,

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占总面积的 80
.

9%
。

可以说
,

小

江流域泥石流的活动就是本山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具体反映
,

是本山区生态系统贫乏化
、

荒漠化

的重要标志
。

据考察
,

小江两岸有较大的灾害性泥石流沟 50 多条
,
占沟道总数的 8 3

.

5%
。

当地群

众用
“
条条沟口吹喇叭

,

座座山头走蛟龙” 来形容泥石流分布及活动情景
。

近十多年来
,

一些沟

谷泥石流活动频率增加
,

一到雨季
,

小江两岸泥石流纷纷暴发
,

倾入河谷
,

致使小江河床急剧加

积淤高
,

给东川市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带来巨大困难
。

小江上游段的大白泥沟
,

在 1 60 多年前
,

原是一条青山绿水的小溪
,

沟床狭窄
,

跨步搭板可通
。

沟 口有个名叫
“ 溜落

”
的村庄

,

有百多户人家
,

依山傍水
,

景色绮丽
,

层层梯田
,

肝陌相连
,

除

农耕之外
,

还有榨糖
、

水碾等作坊
,

可算是崇山峻岭中的鱼米之乡多 与大白泥沟邻近 的小 白 泥

沟
,

其下游也是个郁郁葱葱的山庄
。

由于伐薪烧炭炼铜
,

茫茫林海遭到破坏
,
生态系统失去了平

衡
,

加之地震强烈
,

从而加速了风化剥蚀过程
,

滑坡
、

崩塌
、

滚石等重力作用所形成的松散物质



堵塞沟床
,

在暴雨冲击下形成泥石流
。

现在
,

耕地
、

村庄均被冲毁
,

变成 了
“ 山上破坡烂筹

,

山下

沙滩石海
” ,

大小 白泥沟泥石流堆积扇毗连成片
,

面积达 1
.

8平方公里的大沙滩
,

成为 一 片荒凉

的不毛之地
。

大桥河在 1 00 多年前两岸盛产稻谷
、

甘蔗
、

花生等作物
,

沟口地带分布有九个村 庄
,

其中榨

糖作坊最多时有 48 盘
。

集镇上设有仓库和客栈
,

当时 曾是昭通
、

巧家和昆明之间的交通要道和物

资集散地之一
。

后来由于泥石流活动猖撅
,

破坏了耕地和村庄
,

变成为方圆几平方公 里 的大 沙

滩
,

迫使两岸村庄越搬越高
,

土地愈来愈少
。

象这样的实例
,

在小江流域屡见不鲜
。

小江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
,

摧毁 了自然平衡
.

造成土壤侵蚀
,

洪水来势迅猛
,

暴涨暴落
。

据

资料载
,

全流域侵蚀模数为 5
,

0 00 一 8 ,

50 0立方米 /平方公里
·

年
,

每年输入小江的固体物质约 2
,

0 00

一 3 , 。00 万立方米
。

一些江段
,

由于大型泥石流频繁暴发
,

成为高含沙水流 (一般含沙量高达 22 0

公斤 /立方米以上 )
,

造成小江河床在中游每年平均淤高 17 一 22 厘米
。

二
、

泥石流活动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泥石流的活动破坏 了自然资源和生态条件
,

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

小江近期泥石流活动
,

已有二三百年历史
。

它的频繁暴发
,

对山区河流泥沙来源和河道演变

起着重要的作用
。

1 9 8 1年 6 月 30 日达德沟暴发一次大泥石流
,

仅 1小时左右
,

冲出10 0多万 立 方

米固体物质
,

摧毁水渠渡槽
、

铁路桥梁
,

堵塞河道
,

使河谷地貌和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

据史料记

载
,

过去
“
小江阔四五丈不等

” ,

现在宽达百米 以上
,

下游区段河滩宽达 600 米
。

沿江原有土地

村庄
,

后因河床逐年淤高
、

拓宽而被埋没
。

其 自然环境的演变正如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 中所

揭示的那样
: “ 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

,

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
,

他们

没有预料到
,

这样一来
,

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 … 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

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 。

小江流域的自然景观是
: 山岭区

,

植被稀少
,

岩石裸露
,

童山秃岭 ; 沟

谷区支离破碎
,

冲沟发育
,

滑坡不断发生 ; 沟 口沙滩片片
,

砾石垒垒
,

坎坷不平
。

众所周知
,

森

林是水利的源泉
。

水靠林
,

林蓄水
,

林竭则水枯
,

山穷则水恶
。

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
,

水源得不

到涵养
,

雨季径流横溢
,

江河泛滥
,

洪水流量达 60 。立方米 /秒以上 , 早季风沙肆虐
,

干早频繁
,

枯

水流量仅 6 立方米 /秒
,

最大和最小流量相差 1 00 倍
。

大部份沟壑是干沟
,

无长流水
。

每逢暴雨
,

水流携沙带石顺坡而下
,

肥土大量流失
,

土壤贫瘩
,

肥力衰竭
,

土地抗灾能力 日益下降
。

小江水

质变浑变劣
,

浮游生物和绿色水生植物生长受到抑制
,

饵料不足
,

致使鱼类大量减少
。

水中汞和

砷的含量大量增加
,

地方气候变坏 (湿度下降
,

温差变大
,

大风日数增多 )
,

土壤风蚀加剧
。

生态环境的破坏
,

使降水成为地表径流而迅速流失
,

极大地减少 了对地下水的补给
,

致使地

下水储量不断减少
,

泉水枯竭
,

山区人民生活用水困难
。

一些村庄 要 用 强 劳动力到数里之外去挑

水
,

以解决人畜饮水间题
。

由于泥石流的频繁活动
,

泥沙的侵蚀
、

输移和沉积
,

使小 江 河 床 淤

塞
,

沙滩密布
,

河势变化剧烈
,

给本区的水利水电工程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间题
。

小江流域泥石流的活动使本区自然环境向着
“ 沙 石化

”
方 向发展

,

使河谷两岸逐渐变成秃岭

荒滩
。

使小江河床具有善淤善徙的特点
,

河床形态 ( 包括平面形态
、

断面形态和纵剖面形态 ) 不

断改变
,

河相关系 日益趋向复杂化
。

由于小江泥石流的活动
,

对沿江公路
、

铁路
、

农田水利和乡

镇建设等都造成危害
。

当地政府和人民每年都要为防治泥石流耗费大量的经费和物资
,

而且还不

能从根本上消除其危害和对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影响
。

三
、

洽理泥石流要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

泥石流的发育
,

是地质
、

地貌
、

水文和气候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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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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