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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泥石流危害及防治初探

李德基 吕儒仁

(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 )

摘 要

泥石泥危害山区城镇的间题具有普遍性
。

我国受泥石流威胁的城镇在许多省区

的山区都有
,

而 以横断山区一带最为集中
,

近加年来
,

儿乎每年都有不 同程度的灾

情发生
,

造成巨大的伤亡和损失
,

甚至毁坏部分城镇
。

泥石流危害山区城镇既和 自然因素有关
,

又与人类活动密切联系
。

我国受害城

镇多在高山峡谷 区或沿地形高差大的山麓分布
。

历史上 山区城镇发展还受人对 自然

灾害认识能力和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 限制
。

受害城镇多数建在泥石流沟 口的扇形地

上
,

尽管多 次受害却始终未能认识并解决好防避泥石流灾害这个重要间题
;
自六十

年代中期以后
,

山区开发和城乡建设发展很快
,

城镇规划和建设计划等技术工作和

管理工作跟不上需要
,

加之城市建设中对防灾问题考虑不周
,

或处理不 当而人为地

加重了灾情
。

我们根据山区城镇处在泥石流扇形地上的位置
,

以及沟河关系
、

城镇

布局等因素
,

对泥石流沟的危害性
、

危害类型和危险程度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

这对

城镇规划或制定防灾避难应急措施都有重要意义
。

当前应大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
加强泥石 流灾害调查

,

准确判定泥石流沟的危

害性 ; 编制泥石流综合治理规划
,

作为城镇建设总体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实行预防为主
,

防治结合的方针
,

积极地开展综合治理 ; 抓好典型
,

总结经验
,

以

点促面
。

近 20 年来
,

我国城镇
、

工矿区和居 民点
,

受到滑坡
、

泥石流和水土流失的严重威胁和危害
,

造成惨痛的事例每年都有多次发生
,

其 损 失极 重
,

影响很大
。

因此
,

城镇的滑坡
、

泥石流和水

土流失的灾难和防治
,

愈来愈受到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注
,

也引起了科学工作者 的 极 大 重

视
。

一
、

泥石流对城镇的危害

泥石流威胁
、

危害甚至毁坏城镇
,

在 山地灾害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

这是开发和建设山区
,

保护山地环境
,

进行国土整治的一个重要间题
。

(一 ) 泥石流在山地各种自然灾容中的地位

水土流失和泥石流
,

常是山区重大灾害中的一个类型
,

例如
: 日本在 1 9 6 7一 1 9 8 0年 13 年中

,

被 自然灾害夺去生命的 3 ,

47 6人中就有 2 ,

01 9人死于泥沙灾害
,

差不多有一半人死于泥石流 , 1 9 6 2

年和 1 9 7。年
,

秘鲁瓦斯卡兰山的冰川泥石流
,

造成了 4 ,

00 0一 5
,。00 人和 1 8

, 。00 人死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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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阿拉木图市的安全
,

美国为治理田纳西河流域和保障洛杉矶市的安全
,

奥地利
、

日本为了治

理泥石流灾害
,

保护山地环境
,

都投入了数以亿计的资金进行治理
。

根据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统计
,

历次洪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
,

属于泥石流危害的约占 1 / 3 到一半左右
,

数目相当惊人
。

(二 ) 水土流失和泥石流危容城镇的普追性

泥石流危害城镇的事例
,

在世界上泥石流比较发育的国家里几乎都有
,

如 苏联
、

美 国
、

日

本
、

奥地利
、

南斯拉夫
、

捷克斯洛伐克
、

瑞士
、

加拿大
、

秘鲁
、

新西 兰
、

印 度
、

尼 泊 尔
、

巴基

斯坦
、

印尼等
,

而以山地广布
、

地狭人稠
、

城镇密集的 日本
、

东南亚
,

尤其爪哇一带为多
。

国外

城镇受泥石流危害比较典型的事例有
:

苏联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市
、

格鲁吉亚的克瓦列里城
,

美国的洛杉矶市
〔 2 〕 、

加利福尼亚州的怀特伍德城
,

日本的长崎市
、

长野县
、

高知县
,

奥地 利 的

施瓦茨城
、

因津镇
、

迈尔霍芬城 〔 3〕
等等

。

我国受泥石流危害的城镇几乎全国各省区都有
,

以西南
、

西北诸省区为多
,

沿青藏 高 原 东

部
、

北部和南部边缘一带
,

尤以横断山区最为集中
。

例如
,

四 川 省 1 92 个 县 (市 ) 中有 1 35 个县

(市 ) 境内有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泥石流活动
,

有 40 个县城和 1 37 个场镇的安全受到威胁
〔 ` 〕 ; 仅川

西受泥石流威胁的县城就有 22 座
,

近年来都发生或多次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灾情
。

云南省东北部小江流域和西南隅大盈江流域
,

是我国泥石流最发育
、

危害最严重 的 地 区 之

一 〔 “ 〕 。

全省受泥石流危害的县城有 10 多座
,

其中以东川
、

巧家
、

思茅等为甚
; 属于横断山区的有

德钦
、

维西
、

兰坪
、

大理
、

福贡和六库等城镇
。

甘肃省的泥石流集中分布于白龙江与渭河上游谷地
,

跨 40 余县境
。

全 省 受泥 石流危害的 县

城有 10 座
,

村镇 30 多处
,

其中以兰州
、

武都和天水等城市最为严重
。

近百年来
,

兰州 市 区 西 固

城
、

东岗镇
、

盐场堡及十里店等地屡遭泥石流危害
, 1 9 6 4年以来每 3 一 5 年就发 生一 次 严 重灾

情 〔。 〕 。

此外
,

受泥石流威胁和危害的还有西藏的察隅
、

波密
、

通麦
、

亚东
、

樟木
,

新疆的库车
,

陕

西的凤县
、

略阳
、

留坝和辽宁的大连市郊区等
。

(三 ) 泥石流对城镇的巨大破坏力

同一般山洪相比
,

泥石流暴发突然
,

历时短暂
,

具有很大的运动能量和破坏力
,

因而危害性

更大
。

泥石流冲出沟口 以后
,

可对建在沟谷下游扇形地上或沿河一带的城镇产生冲刷
、

淤 埋
、

侧

蚀
、

冲击破坏
、

冲起爬高和掩埋等直接危害或堵塞主河
,

尔后溃决产生漫淤
、

冲刷等间接危害
,

造成大的伤亡和损失
,

甚至使城镇部分或大部分遭到毁坏
。

我国历史上因水蚀
、

风蚀和泥石流灾

害迫使城镇搬迁
、

改建的事例不少
,

比较典型的有甘肃的武都 〔。〕 ,

四川的南坪
、

宁南
,

云 南 的

巧家和湖北的株归等县城
。

近几年
,

山区城镇受害的典型事例有
:

1 9 7 9年 8月 17 日凌晨
,

渡口市新庄电厂厂区尖山冲沟暴发泥石流
,

冲毁输电铁塔
,

截 断 电

缆
、

供水管和公路
; 工棚及住宅底楼被淤埋

,

断电52 小时
,

损失达 8 00 万元以上
。

同年 11 月 2 日

晚
,

雅安城郊陆王
、

甘溪等沟暴发大规模泥石流
,

仅半小时就冲毁民房 3 61 间
,

耕地 56 公 顷
,

死

亡 1 00 多人 。 〕
。

泥石流还淤埋川藏公路
,

毁坏桥涵
,

阻塞青衣江
,

漫淤厂房
,

毁坏渠道
、

道路
、

输电线路等设施
,

灾情相当严重 c 7〕 。

(四 ) 由干人为活动不当
,

破坏了山地 自然环境
,

使泥石流危害城镇的问题日益突出

主要表现有
:

1
、

陡坡耕作
、

毁林开荒的现象
,

在广大山区
,

尤其在人口密集的城郊山地普遍存在
,

造成上



壤大量沐失
, 使江河上游流水含沙量剧增

。

2 、 无计划
、

无节制地采矿取土
, 炸石挖药

,

砍柴割草
, 严重地破坏了地表覆盖

,

使水土流

“ ”

髻:馨嚣纂翼犷翼豁鳌霭辈梦豁耀覆笋翼磊
活

大量新滑坡产生
;
集中乳

沟里的废土不仅阻塞流路
,
还增大土源

,

有利于泥石流发生
。

以上诸种因素
,

促使城镇泥石流灾害日益加剧
。

例如
,

四川金川县八步里沟原有较好的森

植被
,

由于大量砍伐
,

使流域内的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期的 82
.

, %锐减至 45
.

6%
,

几乎减小了

半
。

因过度放牧
、

修路挖坡
、

水渠渗漏等
,

导致三家寨水库右岸老滑坡复活
,

蔡家沟源头出现 i

的滑坡 , 大寨子沟
、

何家沟
、

嘎崩沟等支沟近年来泥石流频繁地暴发
,

流域内泥石流 十 分 活 主

( 图 i )
,

严重威胁着金川县城
。

又如
,

1 9 8 1年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县民警中队驻地的小沟暴发泥二

流
,

1 9 8 3年州医院附近纳日斯查足沟暴发泥石流
,

都相继酿成了重大灾害
。

究其原因
,

均与沟止

森林采伐和开荒扩种有密切关系
。

在巴塘
、

得荣
、

稻城和乡城等地
,

由森林过伐或森林火灾
,

峨

迹地遭到严重破坏
,

随后不久就有多处山坡泥石流发生
。

因人为活动不当
,

破坏山地环境
,

使 {

然泥石流暴发的周期缩短
,

人为泥石流灾害增多
,

使泥石流危害城镇的问题 日渐突出
。

上述严匡

的雅安泥石流灾害和 1 9 8 4年 8 月 n 日袭击四川得荣县城的泥石流
,

都是停息了10 0多年以后 再 金

暴发的灾害性泥石流
。

近年来频繁暴发
,

对南坪
、

金川
、

黑水
、

宁南和汉源 等县城构成较大威月

的泥石流
,

也都和山地环境被破坏有密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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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 金川八步里淘小旅城泥石旅危容a 防治帐况圈

谁违反 自然规律
,

谁就要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
。

19 叭年夏季
,

四川省特大洪灾中
,

66 个县

境内有泥石流发生
,

造成了较多的人员伤亡和数亿元的损失
,

有过惨痛的教训
“ ` 〕

。

至今
,

山地 自

然环境仍在继续破坏
,

泥石流灾害不断发生
。

1 9 8 4年 6 一 8 月
, 从甘南到横断山尸带

,

泥石流按



连地袭击山区城镇 , 云南东川铜矿因民矿区
,

四川黑水
、

南坪和得荣县城
,

以及甘肃 的武 都 县

城
,

大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损失
。

据不完全统计
,

毁坏房屋1
.

7万间
,

约 26
.

2万平方米
,

,

总 的 经

挤损失达 5
, 2 50 万元

,

为解放后少有
。

事实表明
,

山区城镇泥石流危害与防治间题 已经迫在 眉 睫

了
。

二
、

泥石流危害城镇的原因与特征

泥石流危害城镇问题既有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
,

又受当地历史条件的局限
,

而根本原因在于
_

近年来
,

城镇发展很快
,

技术工作
、

管理工作
,

尤其是城镇发展规划与建没计划等工作跟不上需

要
。

城镇发展普遍缺少指导长远建没的总体规划
,

仅有建设项目的单项工程规划
,

甚 至 没 有 规

划
。

因而 防灾避害
、

确保安全这个重要向题就被忽视了
。

(一 ) 高山峡谷区缺少城镇发展的有利地形

我国西南
、

西北诸省的中高山区
,

尤其横断山区
,

是众多大江大河 的中上游或发源地
。

山高

谷深
,

河流湍急
,

侵蚀急剧
,

主河阶地十分狭窄乃至缺失
。

汇入主河的许多支沟为泥石流沟谷
,

具有沟道短
,

流域小
,

地形高差悬殊
,

沟床纵比降大
,

输沙能力很强等特征
,

因而扇形地较为发

育或缺失
。

在丛山峻岭
、

深谷急流之间
,

难以找到大块平地
,

泥石流沟口的这些小块扇形地海拔

高度较低
,

比较平坦
、

开阔
,

气候亦较好
,

水源和交通也比较便利
,

宜人居住
,

因而 自古以来为

山区人民赖以谋生聚居的
“ 宝地 ” 。

有的高山峡谷区
,

像这样的小块低平开阔
“ 宝地 ”

也很难找

到
。

如怒江流域的碧江县连找一块扇形地建县城都不可能
,

只好将县城维持在地基 已因滑坡活动

而开裂
、

距怒江江面 1 ,

00 0多米的半山坡上
。

历史
_

L
,

许多边睡城镇是因势而建
,

据险以守 的边

关
、

要塞所在地
,

关 口
、

要塞则往往建在沟河交汇的泥石流扇形地 上
,

如汉川 (姜城寨 )
、

黑水

(芦花寨 )
、

南坪和宝兴等城镇
。

宝兴县城区因山河紧邻
,

平地狭窄
,

仅有 0
.

13 5平方公里
,

每人

平均占地面积为 31 平方米
,

县城四周被山河
、

沟谷挟持已无发展余地
。

历史上
,

南坪
、

武都
、

巧

家和宁南等县城
,

虽多次遭泥石流袭击
,

但由于社会生产力较低
,

居民无力远避
,

搬来迁去仍旧

在泥石流危害的范围内
,

不得安身
。

显然
,

这些由环境因素和历史条件局限所造成的遗留问题
,

应当在城镇泥石流防治间题的研究和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的
。

(二 ) 山区城镇发展
,

受人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和社会 节产力发展水平的亲件限制

历史上
,

由于生产落后
,

科学技术不发达
,

人们无法正确认识滑坡
、

泥石流
、

水土流失等 自

然现象
,

称泥石流为
“
龙起身

” 、 “
龙扒

” 、 “
走蛟

” 、 “
啸山

” 、 “
冰川爆发

”
·

~ … ,

视灾害

为 “ 天意不可抗拒
” ,

惟有消极逃避
。

在我国
,

泥石流学科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
,

至今不过 20 多

年
。

泥石流防治工作随铁路
、

公路
、

水利水电
、

建筑工程的修建而开展较早
,

但也不过是 30 多年

来的事
。

城镇泥石流防治工作则开始得更晚些
。

由于受认识和历史条件的局限
,

六十年代中期
,

在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中
,

城镇建设布局仍因循
“
就近

、

平坦
、

方便
、

节省
” 的原则

,

忽视了

防灾避害
,

确保安全的长远考虑
。

在城镇建设 中
,

许多地方既未仔细调查历史灾害
,

又未充分研

究城区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如何防灾
,
有的县城 (如汉源和金川 ) 因发展而搬迁时

,

仍忽视了泥石

流灾害这一历史教训
,

以至重蹈覆辙
。

即使像马尔康这座五十年代中期新建
、

平地拔起的州级新

兴城市
,
也未能妥善考虑并解决好防避泥石流灾害这个重要问题

。

由于在城镇发展中没有用系统论作指导 口〕 ,

缺少防灾总体规划
。

城镇建设与沟争 地
,

与河

争地
,

强行束窄沟道与河床
,

不给山洪和泥石流以出路的现象普遍存在
。

片面强调
“
大办农业

,



似粮为纲
” ,

把林牧业降到次要或附属地位
,
破坏了山区的经济结构

,
使生态失调

,

环境退化
,

不论山坡多陡
、

土层多薄
,

到处乱开
“
大寨田

” ,

甚至把作物种到沟床里
,

堵沟塞流
,

人为地加

重了灾情
。

城镇的许多建筑物
,

甚至象机关
、

学校
、

工厂
、

商店
、

仓库等重要设施
,

被摆在山洪

和泥石流冲刷
、

漫淹
、

淤积
、

回水淹没
,

甚至冲击危害的范围之内
。

沟道被挤得弯弯曲曲
,

颈道或

卡 口较多以至很不通畅
。

桥涵标准偏低
,

布置很不合理
,

尤其未按通过泥石流的标准考虑
,

因而

尺寸偏小
,

净空不足
,

堤高不够
,

凹岸没有超高
,

凸岸顶冲段不没护底
、

护坡等防冲设施
,

排导

效能低
,

易被泥石流
、

洪水毁损
。

平时不注重加强沟道的维护管理
,

如修损补疵
,

疏导
、

排险
、

清淤
,

甚至把大量垃圾和废土倾入沟里使排导不畅
,

造成堵塞
、

漫溢
,

人为地加重 了灾情
。

以上

事例在南坪
、

金川
、

黑水
、

宝兴
、

宁南和得荣等县城都普遍存在
,

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

( 三 ) 对城镇布局及受害情况的分析

我们根据实地调查及对四川省近年来已经治理和正在治理的 14 座山区城镇泥石流现状
,

从沟

河关系
、

城镇布局
、

沟道所处位置及危害性进行分析
,

大致可以分作以下几种类型
:

i
、

单沟穿城型
。

县城背靠山坡
,

面临主河
,

泥石流支沟穿城而过
。

城区处在山 口以外泥石

流沟的扇形地上
,

主要街道离

沟较近或沿扇弧平行于主河布

置
,

因此
,

沿沟一带及扇形地

上的低洼地段最危险
,
距沟较

远
,

相对较高
,

尤其是两侧靠

山边的缓坡地段相对地比较安

全
。

其危险区大致可用自扇形
_

地顶点所划不同半径的若干同

心圆来表示
。

实际受灾范围及

灾害程度还与泥石流的类型和

规模大小有关
。

金川
、

黑水和

喜德等县城属于这种类型
。

2
、

两沟挟持型
。

县城背

靠山坡
,

面临主河
,

城区两侧

被泥石流沟挟持
,

建在扇形地

和扇间地上
,

扇间地和沟槽沿

线地势最低
。

整个城区几乎都

在两沟山洪瑰石流危害的范围

之内
,

其扇间凹槽一带危险性

大
,

受害也最频繁
。

城区仅局

部较高地点和靠山缓坡地段相

对比较安全
。

属于这类的山区

城镇有宝兴 (图 2 ) 和汉源县

城
。

3
、

多沟穿 切型
。

城区座

落在主河狭窄的带状阶地上
, ` 昌 宝兴县城与泥石旅淘及主河关系田



一侧靠山
,

一面临河
;
有时城区夹在两山之间沿河按

“
非

”
字型布置

,

县城被主河两侧的多条泥

石流沟穿切
。

因此
,

除了各泥石流沟的直接危害之外
,

由于泥石流堵河
,

还会造成主河倒灌
、

漫

淤 (淹 ) 和溃决冲刷 (击 ) 等间接危害
。

城区内主河两岸及沿沟一带比较危险
,

仅两侧山边缓坡

地相对 比较安全
。

属于这类的山区城镇有武都 (图 3 )
、

马尔康和得荣等县城
。

. 8 玻娜 . 城与泥石旅沟及主河关系.

(四 ) 泥石流危容城镇的主要特征

1
、

暴发突然
,
成灾迅速

。

通常
,

泥石流是在突发性的暴雨
,

强烈的冰雪融水
,

溃决洪水或

瞬间起动的滑坡
、

崩塌等的激发或触发下暴发的
。

由于域流小
,

行程短
,

坡度陡
,

速度快
,

泥石

流形成后转瞬即至
,

使人粹不及防
,

若无事先有预防措施
,

否则是难以逃避的
。

2 、

破坏力大
,

摧毁性强
。

沟谷泥石流快速行进时流速可达 5 一10 米 /秒
,

容重可至2
.

0一 2
.

2

吨 /立方米
,

流体内含有粒径 1 至数米的巨石
,

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

足以击毁前进道路上的房屋
、

管道
、

桥涵
,

钢筋混凝土或钢结构的杆
、

塔
、

梁
、

柱
、

墩等构件或整体结构
,

可将长 31
.

7米
、

重

逾数百吨的钢筋混凝土组合梁或 2 50 米长的铁路轨道整体推移数百米远
〔 ` 。 〕 ,

甚至直径 4
.

8米的钢

筋混凝土桥墩也被拦腰剪断
,

其冲击力达 1 ,

20 0吨以上 〔“ 〕 。

3 、

危害方式多种多样
。

泥石流高速运动时直进性强
,

冲击力大
,

可产生强烈冲刷
、

侧蚀
、

淤埋
、

冲击破坏等直接危害
。

当运动受阻可冲起爬高 5 一 12 米
,

沿弯道运动时凹岸超高可 达 4
.

兮

一 5
.

1米
〔 ` . 〕 。

因此
,

即使不在主流线上
,

甚至洪水泛滥达不到的高处
,

或受障碍物屏障的 地 方

都难确保安全
。

泥石流减速后
,

大量泥砂石块停积下来可造成严重淤埋
,

引起漫淤和回水淹没等

次生灾害
。

泥石流堵塞主河后再溃决
,

会使灾情扩大
。

4
、

成灾率高
,

受害集中
,

损失较大
。

泥石流过程历时较短
,

灾害范围相对较小
,

属于破坏

性较大的一种自然灾害
。

山区城镇人口居住集中
,

安全措施较少
,

一旦受泥石流袭击
,

回旋余地

小
,

逃避不及
,

故成灾率可达 93 % 以上
。

由于破坏力大
,

并具有多种危害方式
,

泥石流在短时间

(通常在 0
.

5一 i 小时 ) 内可对山区城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或重大经济损失
。

由此可见
,

山区城镇泥石流危害问题突出
,

防治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

值得引 起 高 度 重视
。

.

三
、

山区城镇泥石流防治对策问题

为了加快山区开发和城乡建设
,

对子泥石流危害问题
,

首先必须抓紧防灾
,

确保人身和财产

5 2



安全
,

并进一步解决保护环境
,

维护山区生态平衡等问题
。

当前
,

在大力加强山地灾害研究中
,

尤其要抓好危害严重
、

影响较大的山区城镇泥石流防治的研究
,

解决防治工程中的实际问题
。

(一 ) 加强泥石流灾容的润查研究

这是为预防和治理泥石流所必须的前期准备工作之一
,

它包括
:

1
、

开展城镇附近的小区域泥石流调查
,

运用区域泥石流普查资料了解本区泥石流活动现状

和危害历史
,

进一步查 明对城镇构成威胁的是属于古老的泥石流沟谷
,

还是现代泥石流沟谷
,

其

活动性怎样 ? 等等
。

力戒把停歇多年的泥石流沟当成消亡了的非泥石流沟
,

或当成一般的山洪沟

谷来对待 c ` 名 ,
。

2
、

一旦确定是泥石流沟之后
,

要进一步查明泥石流活动的主要类型与规模
,

以便对它的危

害性和范围进行估计
。

,

3
、

根据泥石流活动历史
,

尤其是近百年的活动历史
,

典型泥石流的类型
、

流速
、

流量
、

泥

位
、

容重
、

固体物质总输送量与粒度分布等资料和数据
,

按城镇现状和发展范围划分危险区
。

这

是城镇规划和建设必需的重要依据之一
,

它也可作为泥右流灾害预 防及制定应急措施 的 重 要 依

据
。

(二 ) 编制泥石流综合治理规划
,

作为城镇魂设总休规划的一个 , 要组成郁分

泥石流综合治理规划
,

既是开展泥石流预 防或治理的一项前期准备工作
,

又是指导其实施的重

要依据
。

规划要全面考虑防治泥石流灾害
,

保护城乡山地环境
,

恢复生态平衡等问题
。

通常
,

对

危害山区城镇的泥石流沟要根据泥石流形成机理
、

活动规律和危害特征
,

因地制宜地开展流域综

合冶理
,

以解决
_

七述几方面的问题
。

综合治理就是要对流域的上中下游进行全面规划
,

把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和行政管理措施结

合起来
,

对山水林田路作统一安排
。

即在士游泥石流形成区采取措施
,

增加植被覆盖率
,

涵养水

源
,

保持水土
,

以预 防或阻止泥石流发生
,
在中游稳沟固坡

,

控制泥石流规模
,

不使其 继 续 扩

大
,

并尽可能就地拦蓄使之停积或消亡 , 下游则加强疏沟与排导
,

减弱泥石流在运动过程 中的冲

刷
、

漫淹
、

淤积和冲击等破坏作用
,

使其安全地排出城区
。

同时
,

泥石流防治还应将除害与兴利

相结合
,

通过实行综合治理增加农林牧副业的收益
,

合理解决群众生活中烧柴和增加经济收入等

实际问题 (生物措施 中适当种植经济林
、

用材林和薪炭林等等 )
,

使防治工作与人民切身利益融

为一体
。

这样
,

综合治理方能得到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
,

得以长期坚持下去
,

工程管理问题也才

能落实
。

( 三 ) 把泥石流预防与治理结合起来
,

实行预防为主
,

防治结合的方针

泥石流现象也是一种动力地质作用过程
,

它是 自然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以人们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
。

泥石流灾害是这一过程急剧发展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
。

因此
,

我们在研究泥

石流灾害防治时
,

必须把自然规律和人为因素紧密联系起来
,

而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去干
,

同时还

要立足于我国现有的经济条件和可能性
。

因为
:

1
、

泥石流成因复杂
,

规模大小和破坏力差别很大
,

有的可治
,

有的目前还无法治理 ,

2
、

即使技术可行
,

措施可靠
,

能够治理
,

还有一个经济上是否允许的间题 ;

3
、

除此之外
,

还需对预防
、

防避
、

抬理的多种可能方案进行比较
,

其中尤侧重于综合效益

和推广价值的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比较
。

因为泥石流防治工作现仍处在研究试点向逐步推广发展的

过渡阶段
。

因此
,

工作一定要做得慎重
、

细致
。

从目前泥石流防治学科进展
,

防灾实际需要和我国国力来看
,

对泥石流和对其他 自然灾害一



样
,

应当执行以预 防为主
,

防治结合的方针
。

除上述理由之外
,

这是因为
,

我国国土广阔
,

受泥

石流威胁
、

危害
,

造成灾害的山区城镇数量较多
,

防治任务十分艰巨
。

例如
,

按 1 9 8 4年四川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治理城镇泥石流的初步计划
,

列入首批待怡理的县级城镇有 20 个之多
,

即使

按
“ 民办公助

” 原则分担
,

尚需国家投资 3 , 5 00 万元
,

预计至少要 10 一 20 年才能逐步实现
。

全国

范围的防治任务就更艰巨
。

显然
,

由于条件限制
,

治理工作一时难满足 防灾治害的需要
。

我们既

不能坐等条件具备后再去治理
,

又不应侥幸灾害会推迟发生而听之任之
,

而要大力抓紧泥石流灾

害的预防工作
,

因为 :

1
、

根据国内外的经验
,

泥石流的破坏力尽管很大
,

但范围毕竟有限
,

可以通过搞好预 测
、

预报
、

防避和疏散等措施 (包括预测与观察
,

·

报瞥系统和避难系统等 )
,

较大减轻灾害所造成的损

失
;

2
、

把钱用于防治比事后用于救灾更有效
。

国内外经验表明
,

每投入 1亿元治理费用几乎可

以减少几亿
,

甚至 10 亿多元的受灾损失
。

泥石流预防的费用当会更省些 ;

3
、

泥石流预防的普遍开展
,

可对泥石流学科 (形成
、

运动及防治的规律 ) 的发展起促进作

用
。

.

同农林
、

矿山和交通等部门泥石流防治相比
,

山区城镇泥石流治理工程的保护对象 十分 重

要
,

可以集中力量搞
,

其范围小
、

工期短
、

收效快
,

因而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比较显著
。

城镇泥石流防治的一般原则是
;

1
、

集中力量解决好
“
确保人身安全

,

减少财产损失
” 这个关键问题

;

2
、

实行以生物措施为先导
,

工程措施为骨干的预防与治理结合
,

近期和长远结合
,

治灾与

保护环境结合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原则
;

3
、

按
“
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
” 的原则来决定工程布局

,

并选用相应的治理设施
;

4
、

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和管理措施紧密结合
,

无论哪种措施都必须符合
“
安全

、

经济
、

美

观
” 的原则

,

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

5
、

实行
“ 民办公助

” 的治灾原则
,

合理负担
,

节省国家投资
;

6
、

要有利于推广应用和管理
。

认真管好
、

用好现有防洪防泥石流工程设施十分重要
,

这是一项量大面广
,

任务繁重
,

但行

之有效
,

效益显著的工作
,

然而易被人们所忽视
。

即使新建工程也必须重视加强管理
,

才能充分

发挥其防灾效益
。

为此应当重视
:

1
、

加强宣传教育
,

提高对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2
、

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和岗位责任制
,

使凡事有人管
,

职责明确
,

措施有力
;

3
、

把城区及附近与泥石流沟有关的工程设施管好
、

用好
,

严禁破坏
,

勤于 养 护
,

及 时 琉

通
,

尽早维修
,

充分发挥其御防山洪泥石流的功能
。

对前述工程本身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

要尽快

采取措施予以改善
、

加固或整治
。

( 四 ) 抓好典型
,

总结经验
,
以点促面

我国山区城镇泥石流防治
,

经历了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
,

由
“
救火队

” 、 “ 马后炮 ” 到积极

开展预防和治理
,

把工作做到灾害发生前面的发展过程
。
四川现由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 室 主

管
,

每年由省计委列出一项专款用于治理
,

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大力协助做好技术工作
。

由于各部门目标一致
,

加强调查研究
,

做好规划设计和施工管理等工作
,

因而治理 的成效比较显

著
。

甘肃和云南等省受泥石流威胁的山区城镇数 目不少
,

做了一定的工作
,

其成效也比较好
。

但



就全国范围来看发展很不平衡
,

多数省区尚处在起步阶段
,

必须尽快地把泥石流危害搞清楚
。

四川省从五十年代后期至今
,

初步治理并基本解除泥石流威胁的有喜德
、

南坪
、

雅安和渡口

市的新庄电厂厂 区尖山冲沟 , 正在实施的有金川
、

宝兴
、

宁南
、

黑水
、

得荣和汉源 ; 虽采取了一

定措施
,

但尚未解除威胁的有马尔康
、

康定
、

沪定和普格等县城
。

为了把这项工作搞 得 更 有 成

效
,

当前
几育必要对防治工作中的一些共同性间题做好经验总结

,

如治理 目的与要求
,

规划原则
,

没计标准
,

泥石流计算方法
、

拦挡和排导工程的结构类型
、

使用条件
、

合理性分析
、

单位工程经

济指标
,

泥石流防治工程效益如何估算
、

综合治理的投资如何合理分摊
,

以及生物治理措施与环

境保护的关系问题
。

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
,

通过再认识
、

再实践促进泥石流学科向纵深发展
。

四
、

小 结

1
、

泥石流危害山区城镇具有普遍性
,

我国许多省区的山区都有这类问题
,

以横断山区一带
最为集中

。

近 20 年来
,

几乎每年都有城镇发生不同程度的灾情
,

近几年明显增爹
。

2
、

泥石流是山地灾害中危害性较大的一种
,

具有很大的破坏力
,

可对建在沟谷下游扇形地

上或沿河一带的城镇产生冲刷
、

淤埋
、

侧蚀
、

冲击破坏
、

冲起爬高
、

掩埋等直接危害 , 或堵塞主河

盔愿哗决
,

导致倒灌
、

漫淤
、

强烈冲刷
、

大量泥沙堆积等间接危害
,

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损失
.

3
、

泥石流危害山区城镇既同自然 因素有关
,

又与人类活动有密切联系
。

自六十年代 中期以

后
,

山区开发和城乡建设发展很快
,

城镇规划和建设计划等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跟不上需要
,

加

之城市建设 中对防灾间题考虑不周
,

或处理不当而加重了灾情
,

使泥石流危害间题日益突出
。

4
、

根据山区城镇处在泥石流扇形地 上的位置和沟河关系
、

城镇布局等因素
,

可对泥石流沟

的危害性
、

危害类型和危险程度作进一步分析
。

这一工作无论对城镇规划或制定防灾避难应急措

施都有重要意义
。

5
、

根据对山区城镇泥石流防治对策问题的分析
,

当前应大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
加强泥石

流灾害调查
,

准确地判定泥石流沟的危害性 ; 编制泥石流综合治理规划
,

作为城镇建设总体规划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执行预 防为主
,

防治结合的方针
,

积极开展综合治理 ; 抓好典型
,

总给

经验
,

以点促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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