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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山崩滑坡的危害和防洽对策

刘新民 乔建平 李 娜

(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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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是我国山崩滑坡灾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

全省现有山崩滑坡 5 , 。00 余处
,

其 中 成

灾的有 2 00 余处
。

一般以中小型为主
,

少数山崩滑坡体积超过 i
, 0 00 万立方米

。

这些山崩漪坡

中
,

大多数为古滑坡多期复活
,

仅少数为近代新生
,
目前正处于活灰期

,

有逐年增多的发展趋

势
。

防治对策主要有
,
认宾研究山崩清坡的演变规律 , 傲好预讨顶报

,

组织撤离硫散 , 大面积

植树造林
,

琉谈水道
,

防治渗瀚 , 对典型山崩滑坡凉合治理
,

取得成效
,
逐步推广

。

云南省是我国山崩 滑坡灾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

据统计
,
全省有山崩滑坡 5

,

00 0余个
,
其中

成灾的有 200 余个
。

就规模而论
,

一般以中小型为主
,

少数山崩 滑坡体积超 过 1 ,

00 0万立 方 米
。

1 96 5年 n 月
,

禄劝县普福滑坡体积达 4
.

5亿立方米
,

死亡 4“ 人
,

为我国山崩 滑 坡 史 上 所 罕 见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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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堵江成湖
,

尔后溃决
,

使金沙江一丙
等滩恶化为乙等滩

。

堵断拉勒寺河
,

掩没农田 46
。

?公颐
。

堵断黄河约1 5个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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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滑坡性质而论
,

绝大多数是厉史上古滑坡的多期复活
,

仅少数山崩滑坡为近代 新生
。

就山崩滑坡发展的总趋势看
,

自七十年代以来
, 云甫省异常的暴雨天气增多

,

地震活 动频

繁
,
加之人为破坏

,

使山崩滑坡处于一个活跃期
。

据本次野外调查统计
,

目前云南省因山崩滑坡受灾或威胁的群众尚有 7 , 8 90 户
,

近 4万 人
,

危房 3 万余间
。

因山崩滑坡直接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5 亿元 以上
,

约占云南省白然灾害总损失

的 1 / 1 0左右
,

已构成国土资源开发整治中的障碍因子
,

必须于以高度重视
。

在翻定国土资撅开

发设计时
,
山崩滑坡灾害的防治应按投资比例纳入计划

。

本文概要介绍云南省山崩滑坡灾害的历史与现状
,

重点围绕山崩滑坡对国土资源开发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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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些阐述
,

最后对山崩滑坡防治对策
,

提出肤浅的看法和建议
,

供决策者参考
。

一
、

云南省山崩滑坡灾害的历史与现状

1
、

据 《东川府志》 记载
: 1 7 3 3年 (雍正十年 )

,

东川地展
,

造成 200 华里地裂 缝
,

宽 4 一

5 尺
,

最窄一尺多
。

阿旺村原有一村人
,

住在半山上
,
地展后移动 2 华里

,

但居民未受影响
。

小
·

江两岸垮山
,

阻断东川两天
。

2
、

据云南 《缓江县志 》 记载
:

a1 877 年 (光绪三年 ) 3 月 7 日
,

江水陡涨数丈
,
次日便落

河面
,

仅如小澳浅出可涉
,

河底现出
, 泥沙中埋金银铜铁甚多

。

3 月 9 日晨
,

洪涛骤至
,

超过原

迹数丈
,

泛如龙潭
,

如夏季水势
,

沿河拾物者弃避不及
,

多数漂没
。 ”

从上述记载分析
,

江水陡

涨数丈发生在三月早季
,

表明并非暴雨洪水所致
,
判为山崩滑坡堵江无疑

。

从时间发展 序 列 上

看
,

第一天堵江
,

第二天截流见河底
,

第三天突然演决
。

从
“
超过原迹数丈

”
和

“
如夏季水势

”

描述中
,

得知天然堆石坝高度不超过 30 米
。

3
、

据 《云南通志 》 记载
: “

18 8 0年 (光绪七年 )
, “

巧家东 20 里
,

金沙江有岩山壁立江 中
,

宽 100 余丈
,

高亦如之
,

江外一村属蜀之会理州
,

居民数十家
。

二月六 日方晓
,

江中有声
,

岩 石

飞起移至江外村中
,

田庵夜压过半而山头树石依然
。 刀 《巧家县志 》 作了更生动的描述

:
,’l 880

年 (光绪七年 )
、

石膏山山崩
,

压毙村民数十人
,

金沙江断流逆滋百余里
,

三 日始冲开 仍 旧 故

道
,

对岸四川小田坪平成邺
。 ”

4
、

据《盐津县志》记载
: “ 1 9 1 7年 7 月 31 日 (民国六年 ) 拂晓

,

大关所属吉利铺后 山
,

因地展

引起山崩地裂
,

房屋倒塌
,

居民死者数千人
。

回龙澳两面山倒
,

将大关河塞断
,

河水暴溢
,

倒流

十余里
,

马
r

帮
、

过客及民兵死 1
,

80 0余人
” 。

5
、

据 《禄劝县志》 记载
: “

1 9 2 1年 7 月 18 月夜天
,

县属纳岔卡村的小龙潭忽崩裂
,

平地涨水

百余尺
,

冲走居民两户
,

溺死男女 7 人
,

自是深谷为平原
,

成陆地 30 余亩
。

1 9 2 2年禄劝县老深多

一带有港摩洛和鹊湾二村
,

居民约 30 户
。

烂泥沟北岸突然发生山崩
,

二村房屋及土地 1 00 余 亩 均

被埋没
,

幸有居民于数日前
,

见 山势欲崩
,

率众陆续迁往他处
,

二村人畜才得以幸免于难
。 ”

6
、

据 《绥江县志》 记载
: 1 9 3 5年 (民国二十四年 ) 12 月 28 日

, “
禄劝县沙坝沟村发生巨大

山崩
,

江水陡落二丈余
,

两岸河底可见
,

至 29 日半夜
,

大水骤至
,

高出原迹丈余
。

此次山崩埋掉

一个村庄
,

死亡 280 余人
” 。

7
、

禄劝撤马基古滑坡
,

始于晚更新世晚期
,

经多期复活
,

形成一系列的滑坡阶梯
。

滑坡面

积 3
.

3平方公里
,

滑体上亿万立方米
。

自六十年代 以来
,

该滑坡开始复苏
。

特别是 1 9 6 5年
,

受 普

福滑坡展动的影响
,

古滑体上出现多组裂缝 , 1 9 6 8年雨季
,

原有地裂缝不断扩大加深
,

并发现有新的

地裂缝 , 1 9 8 5年 7 月底
,

普福地区连续降大暴雨
,

古滑坡后缘出现三条弧形拉张地 裂 缝
,

长 300

一 500 米
,

宽20 一 30 厘米
,

已构成对大坪子
、

撤马基乡政府
、

白田
、

老荒地
、

租力
、

中对
、

下 火

山村等的严重威胁
,

觅待搬迁的有 1 10 户 60 9人
。

8
、

据中国科学院和地质矿产部联合调查组 1 9 6 7年提交的 《云南禄劝县普福垮山地区和天然

堆石坝查勘报告》 : 1 9 6 5年 1 1月 22 一 2 3日
,

普福沟的支沟烂泥沟发生空前规模的大垮山
,

包括老深

多村以上的出水坪和撤角海以西
,

海拔 2
,

70 。一 3
,
100 米的地方

,

以 4
.

5亿立方米岩块夹土
,

快速向

东滑移 5一 6 公里
,

至海拔 1
,
2 00 米的甸塘

、

自占斗和阿角迷一带
,

突然遇东部 . 干大山的 阻 挡

而停止
,

且大部分土石反射回来
,
造成巨大的破坏和伤亡 (表 2 )

。

与此同时
,

堆积物阻塞 普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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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 6年天然坝演决形成强
大泥石流

,

使金沙江险滩
更恶化

沟形成天然堆石坝
,

最大坝高179 米
,
库长 1

.

8公里
,

蓄水 500 万立方米
。

1 9 6 6年雨季
,

清水沟 一

带雨盆充沛
,

为解放以来最多的一年
,

洪峰流量达 168 立方米 /秒
。

7 月 10 日
,

天然坝西侧鞍部溃

决
,
冲出天然滋洪道 (溢洪道高出枯水位 30 米 )

,

冲垮土石方量 700 万立方米
。

这些土石洪 水 混

杂一起
,
形成破坏力极大的泥石流

,

把大量 固体物质带到金沙江 , 使普福沟与金沙江汇合处的丙

级险滩恶化成乙级险滩
。

这次罕见的滑坡发生时
,
昆明

、

下关
、

贵阳
、

西昌
、

成都等区域地展台站均收到了因滑坡反

动的讯息
,
平均展级 3

.

52 级
,
并准确地录下 了这次滑坡发生的时间序列

。

第一次滑动的起止时间

是 1 1月 2 2日 2 3时 1 4分 5 5秒至 2 5时 2 5分 i e秒
,
历时 1 3分 4 1秒 , 第二次滑动是 1 1月 2 3日零点 10分 3 7秒

至 2 2点 1 4分 2 1秒
,

历时 2 2小时 3 分 4 4秒
。

9
、

1 9 8 5一 1 9 8 6年
,

云南省出现大面积的暴雨滑坡 4
,

00 。余处
,

其中思茅地区仅公路崩 塌 滑

坡达 1
,
0 81 处

。

普洱县因山洪暴发引起的村寨坍山滑坡而不能居住
,

急需搬迁有 61 个村 656 户 3
,
280

人
。

墨江县并坝
、

巴豆
、

鱼塘 3 个乡
,

因山崩滑坡影响危及住房安全的计有 91 户 531 人
。 `

保山地区

因崩场滑坡死亡 19 人
,

伤 6 人
,

毁地 1 05 公项
,

毁防洪堤 235 米
,

堵怒江 30 分钟
,

堵 澜 沧 江 15 分

钟
,
毁省级干道 300 米

,
269 户 1

,
345 人因山崩滑坡受害

。

龙陵县大埂 口乡一个滑坡的滑体达 3
, 。00

万立方米
,

危及 l “ 户 l
,
0 61 人

,
毁耕地 70 余公顷

。

大理州全州公路崩塌 猾坡 长 达 n o 公 里
,

其

中直力一南涧 22 公里
,

用于治理山崩滑坡的费用达 120 万元
,

阻车长达 3 月之 久
,

因 山崩 滑坡 毁

房 1
,
6 70 间

,

受灾户达 3
,
8 11 人

,

毁田土 32 公顷多
。

近两年整个大理州出现灾害性滑坡近 60 个
,

其

中甫润县小里策滑坡 1
,

50 0万立方米
,

毁房 35 3间
,
毁地 31 8公顷

,

经济损失达 16 万元
。

弥渡县 小

新村滑坡体 500 万立方米
,
毁房 1 ,

026 间
,

危及 13 3户
。

10
、

1 9 8 7年 3 月 7 日
,

宁菠县长坪乡达底河右岸
,

发生一起煤系地层滑坡
。

滑体 300 万立 方

米
,

堆积于达底河谷
,

尔后被流水带到金沙江
,

至下游 300 公里 以远的渡 口市
,

尚可见到江 水 混

独发黑
。

这是滑坡造成环境污染的典型实例
。

二
、

山崩滑坡对四化建设的危害

1
、

山脚幼坡对交通运物的危 .
。

云南省地处横断山区
,

交通运枪十分 不 便
。

一直到 目前为

止
,

全省有铁路 1
,

9 6 3公里
,
公路 49

,
000 公里

,

水上运输 1
,
042 公里

。

这些交通线路经常因山崩滑

坡阻车断道
,

造成长时间的城乡之间
、

厂矿之间失去联系
,

山区烤烟
、

矿石
、

煤以及鲜货运不出
,

而群众急摇的生产生活资料运不进的被动局面
。 1 9 8 6年雨季

,

玉溪地区山崩滑坡严重
,

全区 3 ,

09 e

公里公路中
,

仅有 1
,
443 公里能正常通车

,

达标率仅 46 % , 思茅地区因暴雨酿成公路坍山滑坡 5 17

处
,

阻车78 次 , 昆洛线
、

弥宁线
、

0 3 5 8线
、

佛双线令交通中断
,

24 个区不通车 , 动先
、

黎明和普

义 3个区的 n 7公里公路坍方
,

使 弓万多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必须品难 以调运 , 红河州 1 9 8 6年 雨

季仅州管公路就出现山崩滑坡 4 82 处
,

总体积达 85 万立方米
,

涵洞全毁 1 04 道
,

挡土墙毁坏 228 处
卜

造成经济损失 285 万元
, 更为严重的是全州 1 51 个区镇中有 43 个与县城交通断绝

,

晋 (宁 ) 思 (茅 )



线阿土大桥被毁
,

直接影响边区 3 县的物资交流
,

河口
、

全平两县公路被山崩滑坡所阻
,

已无法
保证战备支前物资和军运任务的完成

。

滇西六库至下关
、

兰坪和贡山一福贡 3 条 公 路
,

因崩 场

滑坡造成的经济损失
,

加上治理费用在内达 2 ,

47 3万元
,

其中六库一下关耗资 2
,
000 万元

。
1 9 8 6年

1 0月 4 一 12 日
,

东川铁路支线大梨树
、

大梁子
,

分别发生两起大型铁路滑坡
,

滑体 分别 为 2 30 万

立方米和 50 万立方米
。

滑坡使东川通往昆明和矿山的公路
、

铁路以及水渠
、

村舍
、

农田
、

转运基

地等设施
,

遭受极大破坏
。

据东川泥石流研究所资料介绍
,

滑坡使 27 户受灾
,

毁坏房 23 间
,

农地

2 0公顷
,

通讯电路 5 00 米
,

高压线 326 米 ; 摧毁铁路桥代座
,

路基 18 0米
,

公路 240 米
,

引 水 渠 380

米 , 东川铁路支线因滑坡断道 90 天
,

仅绕道运输费就达 1 80 万元
,

加临时修复通车费计 2 20 万元
,

引

水渠改为隧洞 ( 3 4 6米 )投资40 万元 , 滑坡影响小春灌溉及电站发电 (2
,
6 0 0 k w )

,

间接损失费达数百

万元
。

全省因滑坡直接间接造成的经济总损失达 2
,

00 0万元以上
。

昭通地区省地两级管辖公路 5
,

7 21

公里
,

其中省道有 40 %
,

地区管辖公路有 84 %
,

属晴通雨 阻
。

昭通至大关的主要干道
,

每年雨季

都出现滑坡
,

白顺一带的碎石土滑坡已耗资 20 0一 3 00 万元进行整治
,

迄今尚未完 全 稳 定
。

盐 津

柏树坝矿区公路滑坡曾夺走 8 人生命
。

盐津一水富两碗水附近
,

滑坡切断公路
,

阻车 达 半 年 之

久
。

滇越窄轨铁路全长 4 60 公里
,

兴建于本世纪初
,

迄今已 80 余年了
。

线路北起昆明
,

向南 至 国

境县河 口
,

自六十年代起已发现 23 处古滑坡复活
,

其中 k 40 2滑坡 (大树矿 )
,

滑体 达 70 万 立 方

米
。

19 7 3年铁轨向左侧移动 10 厘米
,

路基同时下沉
,

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

2
、

山崩滑坡对水能资派的危容
。

云南省水能资源丰富
,

约占全国水能资源 的 20 %
,

其中以

拥沧江中段最优
,

金沙江的白鹤滩
、

向家坝
、

虎跳峡等都有良好的建坝条件
。

但是
,

这些地段往

往是深山峡谷
,

重力扩张强烈
,

山崩滑坡活动频繁
,

也成为水能资源开发中的障碍因子
。

因山崩

滑坡不能建坝
,

使设计作重大修改 , 或追加投资
,

延误工期
,

甚至使工程效益降低或报废的事件

时有发生
。

特别是山崩滑坡堵江
,

波决洪水对流域性的水能资源开发的影响最大
。

据统计
,

云南省已建成或正在兴建中的水利工程
,

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山崩滑坡灾害问题
。

滇

北以礼河三四级水电站的苏家坪台地
,

曾拟作为梯级 电站的联合变电站站址
,

在施工期表土剥离

之后
,

发现平台后缘开裂
,

经勘探证实系滑坡活动
,

滑体 3 00 万立方米
。

为避开滑坡以策 安 全
,

设计上作了重大修改和调整
,

对滑坡进行了整治
。

但 20 多年来滑坡活动却始终没有停止活动
,

最

大水平位移量达 136 毫米
,

对水电站的威胁始终没有解除
。

1 9 8 5年经有关专家鉴定
,

初步 计 划勘

察设计费超过 50 万元 , 还设想用抗滑桩锚固滑体
,

总的工程治理费高达数百万元 , 加之滑坡造成

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

总耗资达 2
,

000 万元
。

正在施工中的漫湾水电站
,

近坝库岸共发现 13 个 滑 坡

体和六个坍滑体
,

其中体积在 10 0万立方米 以上的有 5 个
,

累计方量 l ,
8 00 万立方米 (表 3 )

,

进水

目 滑坡体积达 40 0余万立方 米
,

对大坝有一定的影响
。

其余各滑坡尽管对大坝不会带来 毁 灭性的

影响
,

但山区河谷型水库
,

是花不少人力得到的有限库容
,

哪怕是被滑坡堆积物吞蚀掉很少一部

分
,

也是十分惋惜的
。

云南省山崩滑坡
,

不仅对大型水电建设带来严重危害和威胁
,

而且对小型水 电建设的发展也带

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

就全省范围看
,

近两年被山崩滑坡摧毁的水电站达 20 余起
,

其中
:

大理州 5

起
,

总发电量 7
,
0 00 千瓦

,

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达 2 00 万元 , 石屏与元江之间的小河底电站
,
引水渠

发生 15 。万立方米的基岩顺层滑坡
,

为避开滑坡改隧洞
,

耗资 1 14 万元 , 动连县拦马河二级电站引

水渠发生滑坡
,
尔后转化为泥石流

,

淹埋三座渡槽和部分明渠
,

机房进水深度 10 厘米
,

直接造成经

挤损失达 28 万元
。

这些小水电站的摧毁
,

使乡镇企业缺乏动力而陷入困境
,

人们又重新用松皮火把



班 8 水电站近场你岸粉旅旅计衰

编 号 距 大 坝
(公里 )

滑体方量
( 万立方米 )

大坝进水 口滑坡

平掌滑坡

沙坝对岸滑坡

温注河右岸滑坡

营盘山滑坡

0
。

0一0
。

50

9
。

00

1 2
。

00

1 3
。
0 0

1 8
。

0 0

90 0
。

0 0 4 2 2
。

00

10 9
。

0 0 20 5
。

0 0

14 9
。

0 0 10 0
。

00

98 5
。

0 0 17 9
。

0 0

927
。

0 0 1 4 4
。

0 0

丁

…
1

1
1一

照明
,

回到赶沙毛驴磨面的时代
。

8
、

山翔粉坡对城镇厂矿的危容
。

据统计
,

云南省近 10 年来已有 3 个市
、

12 个县城
、

8 个区

(乡
、

镇 ) 和 10 个厂矿不同程度遭受山崩滑坡袭击
,

使城市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受到很大的影

响
,

酿成城乡供播割断联系
,

市场失控的混乱局面
。

1 9了9年 9月 10 日一 10 月 10 日
,

滇西怒江流域中段
,

连续降幕雨 5 0 0毫米
,

怒江两岸发生大量山崩滑坡
,

其中
:

碧江县城出现城南城北两个滑坡
,

滑 体 总

t 约 200 万立方米
,

破坏建筑面积 0
.

41 平方公里 ,通往县城唯一的公路被中断
,

整个县城 1 ,
673 人受

灾
,
总经济损失达 43 3万余元 , 加上勘探滑坡费60 万元

,

估算治理费 4 30 万余元
,

总计费 用 923 万

元
。

考虑到治理该滑坡难度大
,

耗资多
,

如若迁城
,

附近又无建筑场地
,
最后有关部门注销了碧江

县城
。

镇雄县座落在一个古滑体上
, 1 9 8 5年 6月 30 日一 7 月 2 日因暴雨触发而出现明显的复活迹

象
,
整个县城的机关

、

学校
、

厂矿和居民受滑坡严重威胁
。

龙陵县龙马塘滑坡的滑体 3
,
0 00 万立方

米
,
受滑坡威胁的有乡政府机关

、

供销社
、

小学
、

公路道班等单位
,
计 1 6 6户 1

,
0 16 人

。

1 9 8 5年 6

月 1 5日晚20 一23 时
,

个旧市附近降暴雨 50 一 60 毫米
,
老熊洞发生 17 万立方米的滑坡

,
推翻公路挡

堵
,
直抵沟底

,

受对岸山体阻挡
,

又爬高30 米
,

后转向下游
,

横扫一个长 70 米
、

宽20 米的厂 区
,

共

12 座建筑物
,
一瞬间被摧毁夷平

。
1 9 8 5年 4 月

,

盐津县城花果山发生崩塌
,

崩塌体阻断交通
,
摧

毅民房及仓库
,

迄今坡体上地裂缝尚在扩张
,

崩塌还在继续
,

对盐津县城 2
,

53 8户 8
,
928 人构成严

重威胁
。

云南省矿产资源丰富
,

因采煤采矿引起的山崩滑坡灾害最见不鲜
。

近几年
,

全省已有华宁县向

阳煤矿
,
弥渡县平安庄煤矿

,

洱源县三营煤矿和乔石盐矿
、

三岔河矿等
,

都因滑坡危害造成居 民搬

迁
,
生产中断

,

甚至使整个矿区报废
。

华宁县向阳煤矿
,
年产褐煤 12

.

2万吨
,

开采 10 年后
,

在露

天场西北部和东部发现两处滑坡
,

滑体分别为 8 0万和 81 2万立方米
。

前者使房屋拉裂
,

梯田变坡地
,

沟底隆起 , 后者于 1 9 8 3年 9 月大雨之后
,

产生滑动
,

滑体菠盖了海拔 1
,
6 9 0

、 1 , 7 00 和 1
,
7 10 米 的

三级平台
,
淹埋三台电铲及一辆汽车

,

至今滑体上还有 5 7户 34 人亚待搬迁
。

据矿上负责人介绍
,

如果采矿区因滑坡报废
,

全区烤烟用媒无法保证
,

若绕道 20 0公里调运
,

每年需绕道运输费80 0万

元 , 若新建矿井
,
则需工期 3年

,

耗资 2
,

00 。万元
,

因滑坡造成的直接间接经济总损失在 5
,

00 0万

元以上
。

4
、

山翻淆坡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危容
。

云南省山崩滑坡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危

害
。

它淹埋了大量土地和村舍
,
使坡体基岩裸露

,
沟道变成一片石海 , 淤塞坑塘堰库

,

使灌概效

益明显降低
,
甚至被毁坏 , 还垫高河床

,

堵江成湖以致演决洪水
,

使山水林田路遭到破坏
,

成千

上万的人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

并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间题
。 1 9 8 6年 7 月 ,

凤庆县犀牛乡出



现 .丽滑坡0 4余处
,
一次性垫高里河河床 2 米

,

长 5 公里
,

毁地 50 余公顷
。

威信县 1 9 8 5年 7 月 14

一 16 日
,

全县出现幕雨滑坡
,

影响 91 户 45 9人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 1 9 8 6年 5一 8 月再次 出 现 暴 雨

滑坡
,
危及 304 户 1

,
547 人

,

危房 689 间
,

灾情比上年扩大了 2 / 3
。

宣威县 1 9 8 6年 6一 8 月
,
普降

大雨和基雨
, 日雨量达 194 毫米

,

由此而诱发大量坍山滑坡
,

县属格宜
、

宝山
、

龙场
、

阿 都 等 17

个区 59 个乡的 71 个村 1
,
086 户 5

,

34 1人 2
,

20 2间住房
, 2 70 间烤烟房遭受严重破坏

,

其中达乐村和同

店子村计 28 间住房被埋掉27 间
,

11 户被埋 10 户
,

“ 人中死亡 33 人
,
重伤 14 人

,

轻伤 n 人
。

赵德卫

一家 10 人被埋掉 9 人
。

后山头小村原住 7 户 44 人
,

住房 19 间
,

滑坡之后埋房 18 间
,

死亡 19 人
,

重

伤 12 人
,

轻伤 13 人
。

目前宣威县尚有 37 个村 2
,

77 4户 1 6
,
3 74 人

,

受山崩滑坡威胁
, 巫待搬迁

。

滇南

红河州 1 9 8 6年 7一 9 月
,

两次下大雨和暴雨
,

日暴雨量达 1 00 一 2 00 毫米
,

全州出现大面积暴雨
、

洪水
、

山崩
、

滑坡
、

泥石流灾害
。

当年播种面积近 30 万公顷
,

受灾面积达 7
.

6万公顷
,

占播 种 面

积的39
.

29 % , 受灾群众达 1
,
8 00 户 8 ,

3 00 人
,

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达 3
,
7 48 万元

。

灾民中
,

因山崩滑

坡成灾急需搬迁的有 1 55 户 91 8人
,

约占整个山地灾害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的 10 %左右
。

云南省有平坝 1
,
4 40 个 ( 1平方公里以上的 )

。

这些坝子是主要粮食和经济作物基 地
,

在 农

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但这些坝子的稳产高产与否
,

很大程度上受水利化程度的制约
。

据有关部门统计
,

缺水灌溉地区粮食每公顷产量 1
,

50 0公斤左右
,

水利化地区粮 食 每 公 项产 盘

6
,

00 。一 6
,
750 公斤 , 而水利化程度的大小

,

投资的多少
,
水利设施寿命的长短

,

都与山崩滑坡灾

害密切相关
。

动海县曼满水库于 1 9 7 2年兴建
,

由片岩
、

片麻岩组成的高边坡
,

因雨季失稳
、

挡土

坡失效
,

将死库容 30 万立方米淤满
,

并高出输水涵洞 3 米 ; 以后采取补救措施
,

增加坝高n 米
,

隧洞 300 米
,

仅补救方案一项造价达 1
, 。00 万元

,

超过曼满水库原设计投资的 1倍以上
。

该水库原

设计灌概 2
, 。 00 公顷

,

实际效益仅 700 余公顷
。

华坪县马差乡怕怕河出现 150 万立方米的古滑 坡 复

活
,

使已耗资 50 0万元的务坪水库不能继续施工
。

弥勒县太平水库引水灌概渠总长 3 公里
,

输 水

25 立方米 /秒
,

库容 7
,

00 0万立方米
,

第一次滑坡使水库蓄水减少 2
,

00 0万立方米 , 第二次滑 动减

少蓄水 1
,

00 0万立方米
,

两次滑坡仅灌概面积就减少 70 0一 1
, 4 00 公顷

。

蒙 自县工农大沟于 1 9 5 8年兴

建
,
渠道总长 5 4公里

,

其中藏村— 南河段年年出现滑坡
,

一直不稳定
,

已耗资 1
,

50 。万元 用 于

治理
,

在 19 7 8一 1 9 8 2年中治理费高达 6 0 0万元
。

普洱县 1 9 8 4年 7 月 1 2一 1 3日
,

1 3小 时 降雨 1 8 1毫

米
,

全县发生大面积的暴雨洪水
,

诱发严重的山崩
、

滑坡
、

泥石流灾害
,

仅普义区就毁 坏 引 水 渠

21 。条
,

长 2 53 公里
,
不能居住又急需搬迁的村寨 61 个 656 户 3

, 。00 余人
,

其中
:
秀柏乡白山村四面

坍山滑坡
,

全村 24 户 10 0人都有受害的危险 , 曼见乡 18 个村 406 户 2
,

09 8人受灾
,

毁地 256 公顷
,
占

耕地面积 75 %
,

损失粮食 420 吨
。

据民政部门统计
,
全县仅这场攀雨拱水造成的山崩滑坡泥石流

灾害
,
经济总损失达 1

,

01 9
.

2 万元
。

临抢地 区 近几年因山扇滑板受灾达 625 户 2
,
2 30 人

,
倒房 318

间
,

毁地 20 8公顷以上
,

毁小水电 4 座
。

全区因山崩滑坡堵车断道的地段约占 10 % ( 1 3 8
.

5公里 )
,

仅云县一临沧公路处理病险工程耗资达 1
,

500 万元
。

上述山崩滑坡灾害
,
使广大农村山水农田林路统一的农业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

导致农业

投资增加
。

这是构成山区长期不能脱贫致富的内在原 因之一
。

三
、

云南省山崩滑坡灾害防治对策

云南省山崩滑坡灾害已是国土资源开发中的障碍因子
,

在布丑工农业生产计划时
,

必须认真

对待
,
提出科学的预测和切实可行的治理办法

。



l
、

加强区域和综合观念
,
做好山炭清坡区城普查的研究工作

。

认真研究山崩清坡地域分布

漪点和随时间发展演变规律
,

特别要注意流域上中下游开发中的山崩滑坡问题
,

如四川雅著江唐

古栋清玻堵江溃决
,
曾波及到下游1

,
300 公里的金沙江三堆子

,

水位上涨 1 4
.

5米 , 怒江石头 寨 滑
`

坡演决
,

曾波及到下游83 公里的道街水文站
,

水位上涨 4
.

42 米
。

在研究区域山崩滑坡的同时
,

应

视地展
、

暴雨
、

洪水
、

山崩
、

滑坡
、

泥石流等为统一的自然综合体
,

充分利用它们之间互相制约

目素
,
对某些触发因子进行干扰限制

,
借 以削弱成灾条件

。

2
、

做好山崩滑坡的预测预报
,

组织险区撤离疏散
,

以减轻损失
。

从云南省已发生的一系列

山崩清坡实例看
,

都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临滑迹象标君 , 抓住临滑迹象和标志
,

组织指导抗灾抢险
,

完全可以减少
,

甚至杜绝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

3
、

搞好大面积的植树造林
,

疏通河道
,

防治坑塘堰库的渗漏
,

是从区域上整治山崩滑坡行

之有效的办法
,

应予以充分重视
。

4
、

对一些大型滑坡
,

应采取能绕就绕
,

不能绕就躲的办法
,

没有必要耗资巨 额 去 探 索成

因机制
,
或去搞贪大求全的抗滑设施

。

对一些中小型滑坡的防治应就地取材
,

因陋就简
,

讲求实

效
。

5
、

加强山崩滑坡的研究工作
,

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
,
选择适当的地段进行综合治理

,

成功

后再推广到面上去
。

这样少则儿年
,

多则 10 年
,

就有可能把云南省山地灾害的防治工作推向一个

新的阶段
。

(孔纪名
、

张小刚和罗利东等同念
,

参加了野外考察工作
,

甚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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