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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西地区人为泥石流和防治对策

柳素清 唐邦兴 刘世建

(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 )

摘 要

攀西地区人类经济活动频繁之处
,

泥石流活动强烈
。

该区由于在漫长历史过程

中和经济发展的资源利用
,

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
,

尤其是破坏森林 生 态 系 统
。

例

如
,

森林集中过伐
、

毁林开荒
、

陡坡垦殖
、

修路开山炸石而破坏山体
、

矿山开采
、

乱倒弃渣
、

过度索取生物能源等
,

都不 同程度地破坏了山地 自然环境
,

破坏了森林

而招致山地灾害发展
,

泥石流灾害频繁
。

泥石流给国民经济发展和建设布局极大影

响
,

它影响矿山开发
、

交通运输
、

水电建设
、

城镇发展和农牧业生产等
。

泥石流防治对策有预防保护措施和综合治理措施
。

人类进行经济活动时首先要

保护环境
,

预防泥石流发生
。

在短期尚不能治愈的泥石流地区
,

经济建设布局应避开

泥石流危险区
,

防患于未然
。

对泥石流的治理应当是应急 (工程 ) 先行
,

生物与工

程治理结合
,

重视社会防治措施
,

三者综合方能奏效
。

攀西地区泥石流与人类活动

自然生态环境和天然的区域
,

不受任何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
,

与世隔绝
,

其内部 会 产 生 压

力
。

一些动物繁殖过剩
,

或因饥饿而 自相残杀
,

或因强者消灭弱者
;
植物内部结构也会发生演变

,

由优变劣
,

迟早会使生态失调
。

可是
,

当人类经济活动不符合 自然发展规律
,

无节制
,

不合娜才
,

也

会破坏自然环境
,

造成 自然生态失调
,

甚至导致灾害发生
。

这个问题在攀西地区比较突出
。

在漫

长的历史过程中和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开发利用
,

破坏了森林生态系统
,

如森林集中过伐
,

毁林开

荒
,

陡坡垦殖
,

修路开山炸石
,

矿山开采乱弃废渣
,

过度索取生物能源等等
,

都不同 程 度 地 破

坏了山地自然生态环境
,

从而招致山地灾害发展
,

泥石流灾害频繁
。

就攀西地区的泥石流分区而

论
,

泥石流活动的强烈区
,

正是人类经济活动频繁地区
。

在此强烈区仅成昆铁路由于人为因素而

导致的泥石流约占54 %
,

其城镇泥石流 占64 %
。

1
、

矿山开采与弃渣
。

包括四川渡 口市和凉山州 21 个县 (市 ) 的攀西地区
,

矿产资 源 极 其 丰

富
,

国家
、

地方
、

群众都进行开采
。

在矿 山建设中破坏森林植被
,

加上矿山开采技术落后
,

有的矿

区露天剥离开采
,

弃渣不做合理处理
,

甚至有的乱挖乱采破坏 山体
,

一遇暴雨激发往往产生泥石

流
,

造成灾害
。

冕宁县沪沽盐井沟因采矿弃清使其泥石流复活
,

曾造成百余人丧生
,

至今泥石流

仍很活跃
,

威胁成昆铁路安全
。

会理县 1 9 8 1年雨季就有 15 个采矿区
,

因山洪泥石流暴 发 造 成 停

产
,

损失大量矿石
,

冲毁数十条公路
,

造成 1 10 多万元损失
。

宁南县的银厂沟
,

因群众开采锡矿年



年发生泥石流
,

危害下游公路 80 。米
,

淤埋附近大片农田
。

2
、

修筑公路与铁路
。

成尾铁路和川滇公路是攀西地区的主要交通干线
,

它们沿安宁河谷贯穿

中部的工农业发达地区
,

其东部与西部地区仅有等级较差的县级公路连接
。

成昆铁路泥石流灾害

严重
,

其中因人为因素而引起的就占一半多
。

成昆铁路自通车以来
,

年年雨季因泥石流灾害而不

伺程度 中断交通
,

仅 1 9 8 4年就有 6 条泥石流沟发生泥石流
,

中断铁路运输约 26 天
。

这些泥石流的

发生
,

多因通车后交通方便森林破坏严重
,

促进泥石流的发生发展
。

公路因泥石流灾 害 而 中断

交通更为严重
,

尤其县级公路
,

在修路养路时
,

往往只顾开挖取土方便
,

忽视山体的稳定
,

破坏公

路的上下边坡山体
,

造成山坡失稳
,

引起公路上下滑坡和崩塌
,

导致泥石流发生
,

影 响 交 通 运

输
,

破坏公路的工程设施
。

如川云西路
、

会理县等
,

因改道修路
,

上下边坡的林木 全 部 砍 光
,

1 9 8 1年 6 月 10 日在暴雨激发下形成泥石流
,

造成冲垮水库
,

淤埋良田的灾祸
。

3
、

农业发展与垦飨
。

攀西地区山地占全区总面积的 8 0% 以上
,

过去曾因向山地要粮而扩大耕

地 ; 随人 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问题
,

也靠毁林开荒
、

陡坡垦殖来解决
;
加之传统落后的刀耕火种亦

毁林
、

毁灌
,

从而破坏山地植被
。

同时 由于农业发展而扩大耕地
,

带动农田水 利发展
,

开山挖石

修环山渠道
,

也不同程度地破坏山体和 山坡森林植被 ; 有的修水渠弃渣不当
,

加之环山渠道防渗

措施差或无防渗设施
,

从而造成水土流失
、

崩塌
、

滑坡
,

为 泥石流形成创造有利条件
。

每遇暴雨

则泥石流活跃
,

不仅水流保不住
,

山地农田也一扫而光
,

给山下造成 巨大危害
。

例如喜德县 1 9 7 4

年 5 月 27 日的一场灾害泥石流
,

即是因在流域源头水源涵养林区毁林种田和环山渠道渗 漏
,

为 滑

吃.j

厂

宙
k

、

冲
·

“
’

“

、
·

毛二产 /
`

、

圈 1 1 西地区断裘遭带和泥石流分布困

坡活动提供泥石流固体物
,

在暴

雨激发下而导致泥石流发生
,

造

成严重损失
。

4
、

森林利用与经营
。

过 去攀

西地区森林的利用是掠夺式的
,

经营粗放 ; 尤其中部 13 个县的森

林
,

经营利用过度
,

森林面积仅

占林地 的 48 %
,

而泥石流恰在中

部地区集中发育成强烈活动区
。

过去因民族格斗
,

打冤家
,

反动

派为镇压少数民族
,

大面积强制
、 -

采伐
,

都使山地森林破坏而难以

天辉更新
,

形成荒山秃岭
,

水土

流失加剧
,

泥石流活跃
。

如宁南

县后山
,

曾因反动军队乱伐森林

植被
,

破坏了森林生态系统
,

至

今未能恢复
,

使泥 石 流 活 跃
,

每逢雨季
,

泥石流 危 害 县 城
,

中断交通
,

淤埋 农 田
,

造 成 灾

害
。

解放后
,

该区是我国飞播云南松造林成功之地
,

可是大面积的飞播林管理既不严格也不科学
,

基本上处于边造边毁的状态
,

仍然不能起到抑制泥石流的作用
。

也有的地区管理 较 好
,

森 林 已



进入抚育间伐期
,

已出产小径材
,

基本上控制了泥石流的发生或减少了危害规模
。

如西昌的东河

和西河
,

过去曾是两条有名的泥石流害河
,

解放后
,

多次飞播云南松造林
,

上游现 已成林并出小径

材
,

中上游经综合治理
,

泥石流一般很少发生 , 又如喜德县 的贺波洛区
,

飞播造林的 山地不加强

抚育管理
,

又毁林开荒种地
, 1 9 8 3年 7 月 1 日

,

因暴雨多沟暴发了泥石流
,

不仅淤埋 了 下 游 农
田

,

而且威胁成昆铁路的安全
。

该县曾因全面皆伐森林而多次造成灾害性 泥石流
。

5
、

能源利用和发展
。

能源问题在攀西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目前能源 尚能平衡
,

但是山区农村能源是一突出问题
,

多是索取生物能源
,

破坏山地森林植被
,

导致泥石流等山地灾

害不断发生
。

攀西地区的城镇
、

农村附近泥石流频繁
,

都与过度索取生物能源有关
。

例如
,

普格

县城区泥石流威胁县城安全
,

主要是由于乱砍滥伐后 山的森林植被
,

其中大部分是用于能源而导

致的泥石流灾害
。

攀西地区能源利用
,

多 以生物能源和化学能为主
,

水能利用相对较差
。

尤其山区农村
,

由于

民族习
`

质不同
,

加之彝族多分散居住于山
_

上
,

发展水能的利用更加困难
,

多半以生物能为主
。

条

件较好的城镇和山村虽修了小水 电用于生活
,

但由于修水电站挖渠
,

破坏山体或弃土不当
,

水渠

渗漏
,

雨季则形成泥石流
。

如木里县原博凹公社 1 9 8 0年 8 月 5 日一次泥石流
,

是因修水电站破坏

山林及施工弃土不当
,

由暴雨引起滑坡堵塞渠道
,

导致渠水漫流
,

汇同弃土酿成泥石流
,

冲入电

机房
,

造成重大损失
。

6
、

建设选址不恰当
。

攀西地区有 1/ 4个县城修建在老泥石流堆积扇上
,

受到泥石流 的 极 大 威

胁
,

其中多数因扩建或工厂企业建设选址不 当而常常受泥石流危害
。

由于对泥石流的形成
、

发展

认识不足
,

把建筑物布设在泥石流危险区内
,

又未加防护
,

实为攀西地区城市建设一大问题
。

如

喜德县的城区建立在东沟泥石流堆积扇上
,

有条横街
、

自来水厂和县政协的房屋曾遭 泥 石 流 冲

毁过
,

整个县城受泥石流威胁 , 普格县城两侧发育有 8 条冲沟
,

近年来多次发生泥石流
,

威胁城
区安全 ; 宁南县城建立在羊 圈沟

、

阴阳沟泥石流堆积扇上
,

常有泥石流发生 的危害
,

该县商业局

仓库修建在泥石流危险区内
,

也曾被泥石流冲没过 ; 会理县城近年来
,

因城河两岸乱砍林木
、

开
·

山挖矿
,

使一些支沟发生泥石流
,

严重威胁县城的安全
, 1 9 8 5年 6 月下旬一场暴雨

,

使城河发生
山洪泥石流

,

酿成灾患 , 会东县城因触鱼河上游支沟暴发泥石流
,

也构成对县城的威胁 , 越西
、

昭

觉
、

布拖等县均受到泥石流威胁和影响 ; 渡 口市的新庄电厂 (即 5 03 电厂 )
,

由于选址不当
,

经常

受到泥石流危害
。

这个 电厂的建厂总投资为 8
,

0 00 万元
,

而用于泥石流工程治理经费达 84 。万元
,

约

占总投资的 10
.

5 %
,

但泥石流 隐患依然存在
。

又如铁二局 在 修 成 昆铁路时把施工的工棚和住房

选建在老泥石流沟道 中
,

因其上游露天开矿引起泥石流活动
,

并在 1 9 7 0年 5 月 26 日暴发灾害性泥

石流
,

工棚和住房一扫而光
,

造成 1 04 人丧生
。

西昌的东河通过飞机播种造林
,

有效地抑制泥石流
、

的形成
,

多年来没发生过大型泥石流
,

但也并非是安然无恙 , 近年来
,

该市城市建设布局不甚合

理
,

在河道中乱修滥建
,

侵占河床
,

缩小过流断面
,

1 9 8 5年 7 月 8 日一场暴雨
,

东河暴发大型泥石

流
,

把在河道中修建的儿童乐园
、

农贸市场冲毁
。

因此
,

攀西地区的许多部 门和城镇
,

过去在建

设中对泥石流没有足够的认识和存在麻痹思想
,

从而造成的严重损失
,

在今后的经济开发和建设

发展布局时
,

应 引以为戒
。

泥石流防治对策

攀西地区泥石流危害久远
。

解放后随地区经济发展和公路
、

铁路建设等
,

有计划地开展了泥

石泥防治工作
。

本所曾对西昌黑沙河
、

扰井沟
,

喜德东沟
,

冕宁汉罗沟
、

盐井沟
,

普格贾家沟租



宁南阴阳沟等进行过石泥流成因
、

基本特性
、

治理规划措施的综合研究
,

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

经验
。

(一 ) 预防保护措施

攀西地区石泥流的发生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
,

由其分区看
,

石泥流强烈活动区
,

恰是过去人

类活动频繁区
,

亦是经济发达区
,

又是今后各项经济重点发展地区
。

但是
,

该区的泥石流则是经

济发展的拦路虎
,

因此
,

对其应有高度的重视
。

1
、

防患于未然
。

攀西地区泥石流的发生
,

多数与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有关
,

故在经济发展规

划中首先对自然灾害 (尤其是泥石流 )
,

防患于未然
。

应当保护森林生态系统
,

保护自然生态环

境
,

加强植树造林
,

恢复植被
,

禁止乱砍滥伐
、

过度放牧
、

毁林开荒
、

陡坡垦殖
、

刀耕火种等
。

加

强封山育林
、

育草
、

育灌
,

合理地利用与经营森林
。

工矿交通建设需考虑防止泥石流 灾 害 的产

生
,

工业布局要注意泥石流灾害
,

开矿弃渣需合理处理
。

公路维修需切坡和开挖的
,

应注意保持

山坡的稳定
,

并保护公路上下边坡的森林植被
。

山坡修建水利工程
、

水电工程与建筑工程等
,

应

注意附近 山体的稳定
,

防止泥石流的发生和危害
。

2
、

避开危险区
。

目前泥石流研究中尚有一些难题
,

因而泥石流治理多是试点工程 , 且多数

治理工程是在交通干道
、

城镇
、

工业基地等地区
,

而攀西地区经济发展较缓慢
,

未开发地区
,

尚

有泥石流危害
。

各种经济发展布局
、

建设选址
、

城镇建设都须避开泥石流危害的范围
,

应把划定

泥石流危险区的工作放在首位
,

在治好泥石流危害之前
,

避开危害区是上策
。

(二 ) 综合治理措施

攀西地区的有些部门防治泥石流中 已取得较好的效果
:

西昌飞播造林
,

面上恢复山地植被的生

物治理
,

控制泥石流形成条件等
,

治理东河和西河泥石流的效益显著 , 铁路部门对成昆线的泥石

流治理也有成效
,

基本能保证铁路在雨季的运营 , 公路部门对公路的泥石流所采取的防护工程
,

也能减少泥石流的危害
。

成都地理研究所在铁路
、

公路
、

矿山
、

城镇的泥石流治理中取得一定的

经验
,

也建立了一套综合治理泥石流完整的体系
,

在攀西地区经济 开发中对泥石流的防治有一定

的参考意义
。

1
、

工程治理系统
。

泥石流的综合治理
,

往往工程治理是先行的
、

应急的
,

它见效快
,

能在短

时间内削弱泥石流的作用
,

控制泥石流规模
,

减轻泥石流的危害
。

工程治理系统包括有防拦排等

工程
,

可根据泥石流的成因
、

类型
、

危害程度
,

采用整套治理系统
,

或其中的一种措施
。

( 1 ) 防护工程
。

这种适用于攀西地区活动微弱的泥石流沟
。

随着人类活动频繁 和 经 济 发

展
,

有可能引起泥石流活动的山坡和沟谷
,

采取防护工程
,

避免泥石流发生
,

防护工程可根据不

同的防护 目的
、

防护对象和经济活动分为
:
蓄水调洪

、

护坡防冲
、

排水防滑
、

山坡梯地等几种方

法
:

蓄水调洪
。

水是泥石流的动力条件
,

如果减少泥石流沟小流域中的汇集水量和洪峰流量
,

即

可减小泥石流形成的动力条件
,

防止泥石流发生
。

在小流域 (约 10 平方公里以上 ) 上游清水区的

汇水面积较大
,

沟道较宽阔平缓
,

可修筑调洪库容或蓄水池 (在滑坡体的上边最好不修 )
。

调洪

水库不仅是调节洪峰流量
、

减少径流的 良好措施
,

而且亦可将拦蓄的水流灌溉下游农田和利用水

面发展水上养殖业
。

护坡防冲
。

泥石流固体物来源于沟头
、

山坡
、

沟床
,

为减少其补给
,

防止沟头侵蚀
,

可做各种

小谷坊和生物谷坊
, 山坡坍塌应做护坡工程 ; 防止沟壁冲掏下切

,

可修筑护坝
,

护坦工程
。

排水防滑
。

灾害性泥石流多以粘性泥石流为主
,

主要由滑坡供给大量固体物质
。

为防止形成



滑坡或减少猾坡活动条件
,

可在滑坡体上做排水工程
,

或修筑排水沟把水排入安全地段
。

山坡梯地
。

攀西地区的山地农田
,

多是顺坡耕地和陡坡耕地
。

除陡坡耕地退耕还林外
,

一般

山耕地应做梯地工程
,

以免表土被冲入沟道
,

增加泥石流固体物质或防止形成坡面泥石流
。

( 2 ) 拦挡工程
。

为了防止泥石流危害下游各种建筑物
、

道路逻农田等
,

将泥石流的大部分

固体物质拦截于沟道
,

或让其停积在冲积扇的适当部位
,

可根据泥石流性质
、

规模
,

沟道中
`

的工

程地质条件
,

以及当地材料和经费状况
,

选择不 同类型的拦挡坝
。

拦挡坝作用还可以减缓沟床纵

坡
,

削减泥石流能量
,

减小泥石流的规模
,

又能 使 山 坡 稳定
,

减轻滑坡活动和沟壁坍塌
。

冲积

扇上修筑停淤场
,

以防止沟道拦不住的泥石流漫流
,

造成危害
。

如果是多松散层而石料丰富的泥石流沟
,

可修筑浆砌块石重力坝 ; 在基岩出露的泥石流沟道

中可建拱形坝
;
泥石流暴发频率低而且是粘性含巨砾又多又大的泥石流沟

,

最好修缝隙坝 , 一般

水石流或稀性泥石流修筑格栅坝为宜
。

( 3 ) 排导工程
。

这是各部门一般广泛采用的治理工程
,

尤其交通系统多修 此 工 程
,

能 将

泥石流顺畅地排泄入大江大河中
,

或排在下游冲积扇下部任其堆积
。

对常年流水沟的大型粘性泥

石流
,

采用 了拦挡工程后还需考虑排泄工程
,

给泥石流一定出路
,

将其拦不住的部分排于人们所

指定的场所
。

一般在下游修排导槽
,

流通段导流改道
,

导入一定场所 ; 还可以修渡槽
、

明洞
,

公

路
、

铁路部 门多是做此种工程
。

这类工程尽管是一种消极办法
,

但目前仍为保护公路
、

铁路
、

厂矿
、

城镇以及各种建筑设施的有效措施
。

而城镇泥石流防治工程采用排导
,

是护
、

拦
、

排整套系统中

一种措施
。

这种工程在泥石流暴发后
,

下游有较宽阔的排导场所
,

或者接大江大河
,

可采用直接

排导
。

2
、

生物工程系统
。

生物工程系统应是包括林业工程与农业工程的一整套系统
。

林业 工 程

有
:

封山育林
、

山地植树造林
、

山地森林利用 (经营 )
、

山地森林管理等
,

农业工程指山地农业

利用与农业水利灌概
。

如果这一工程系统科学地合理布设
,

就能保持和恢复自然生态平衡
,

山地 自

然灾害会减少
,

特别是泥石流活动会微弱
。

生物工程的周期较长
,

一般需 3 一 5 年
,

在攀西地区

由于其自然条件对植物生长有利
,

一般生物工程实施较快
。

生物工程虽然见效慢
,

但它是积极的

措施
,

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根本性的作用
。

( 1 ) 林业工程
`

攀西地区自然生态失调
,

泥石流灾害增加
,

很大程度上与其森林 利 用 过

度
、

林业管理粗放
、

森林面积减少有关
。

因此
,

泥石流沟小流域内的森林合理经营利用和林业管

理
,

严格 山封育林 (草
、

灌 )
、

荒山造林绿化
,

是治理泥石流的重要环节
。

( 2 ) 农业工程
。

攀西地区由于农作方式落后导致 泥 石 流 发生发展的例子举 不 胜 举
。

因

此
,

山地农业耕作需做农业工程
,

可从两个方面考虑
:
第一

,

山地农业梯地工程 , 第二
,

山地农

业引水渠道防渗工程
,

以利保持水土
,

防止崩塌
、

滑坡形成
,

减少泥石流形成的固体物质
,

同时

还应当严格贯彻执行
“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中关于 2 5 。

以上 的 陡坡地退耕的规定
。

3 、

社会防治措施
。

泥石流的综合治理中
,

工程和生物治理系统的付诸实施
,

很大程度上需

要社会防治的保障
,

否则难以完成
。

( 1) 泥石流治理应 当有统一的管理机构
,

而且应是政府机构里的权力机构
,

并有一定的行

政命令措施
,

方能保障治理措施的实施和各种条例的执行
。

( 2 ) 泥石流治理地区应统一规划
,

需结合当地的经济建设布局和发展规划
,

结合城镇建设

规划等
,

纳入总体规划中去
。

( 3 ) 泥石流沟小流域管理
,

应当有具体的管理条例
,

并列入政府的工作中去
。

3 1 艺



(4 )加强泥石流灾害的科普宣传教育工作
,

提高山区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和科学知识
,

从

而对防治灾害有足够的认识
,

自觉地保护 自然生态环境
,

恢复 自然生态新的平衡
。

〔 1 〕 唐邦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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