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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灾难的教训谈起

阎 国 辉

(江西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 )

提 要

1 9 8 8年 6 月艺1 日
,

江西上饶县朝阳乡发生一起大滑坡
,

下源村被彻底摧毁
,

伤亡 7吕人
,

财产损失惨重
。

今后应加强科普宣传
,
引起全社会重视 , 综合考察规划

,

重点观测预报 ; 坚

持预防为主
,

先治险急点
。

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灾害是有时间性
、

地域性
、

条件性
、

诱 l目性

和前兆性的
,

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
,

完全可以防患于未然
,

实现
“
人定胜天 ” 。

1 9 8 8年 6 月 2 1日
,

上饶县朝阳乡发生一起大滑坡
。

该乡 14 5户人家的下源村被彻底摧级
,

伤
’

亡

78 人
,

财产损失严重
。

这次灾害使人们受到很大震动
,

有
“ 吃一堑长一智

”
的深刻教训

。

一
、 “ 6

·

21
” 灾害的性质和教训

上饶县 t’6
·

2 1,, 灾害发生后
,
由于当地罕见而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
解释

” ,

然百
一

这 “
解释

”

越有疑问
,

甚至有些神秘感
。

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间题
:

一是上饶县 t’6
·

2 1,, 发生的是什么灾害? 有人说是
“
神龙发怒

” 、 “
鬼狐作怪

” 。

这种明显

的迷信
“
解释

” ,

揭穿后就失去了市场
。 “

崩落式岩质滑坡
” 、 “ 恶性地质灾害

” ,

这种道貌岸

然的所谓权威
“
解释

” ,
也没有说明灾害的实质和真象

,

谁也没有从而 明白地了解到 什么东西
。

回答这个间题
,

必须从实际出发
。

据下源村目击者朱贤旺说
: “ 山上的泥石象大海的波涛滚滚而

来
,

冲进水塘
,

激起 10 多米高的浪花
” , 又据下源村灾害幸存者彭朝清说

: “
从山上滚下来的泥

流
,

淹没到了我的膝盖上…
,

泥块象旋风似的
,

载着我飞出了 70 多米远
” ; 另一位灾害幸存者王

德石老人说
: “ 一阵泥浪冲来

,

淹到了我的腰部… ,

又一阵泥浪象潮水似的滚来
,

把我从浮土
`
!

,

托了上来
。 ”

再经地质人员实地考察得到的数据是
: 山体岩石倾角为 43

。

左右
,

衍坡 体 积 7
.

4万

立方米
,

推移距离 2 30 米
,

滑落体覆盖面积 1
.

6万平方米
。

从上述当事人经历和专家测 1办 }
, ,

证明

当时连续发生了三个过程
:

崩山

一
滑坡
一

泥石流
。

这是证据确凿的客观事实
,

也就 是 上 饶 县

t’6
·

2 1,, 灾害的全貌与正名
。

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
,

在江西的庐山
、

井冈山等处
,

在永新
、

莲花
、

宁岗
、

遂川
、

宜黄等县
,

在鹰厦
、

文竹铁路和部分公路沿线
,

都曾发生过并造成不 同程度危害
。

1 9 8 2年在井冈山周围各县发生 3 万余处崩山滑坡
,

以永新和莲花两县数量多和规模大
,

三湾和龙

田两乡各有一处 20 余万立方米的崩山滑坡
,

莲花
、

永新和宁岗三县经考察测定的泥石流忧有 5 条

(详见 《江西红壤研究 》 1 9 8 4年第 8期
、

《水土保持通报》 1 9 8 5年第 4 期 )
。

二是上饶县 ,’6
·

2 1,, 灾害为什么会造成 78 人伤亡呢 ? 这同样需要考察客观事实的全过程
,

才

能确定造成这次人员伤亡的真正原因
。

上饶县朝阳乡下源村
,

在 6 月 2 1日15 时 25 一 45 分钟
,

被崩

山
、

滑坡和泥石流摧毁
。

在这以前 40 天的 5月 n 日
,

就发生了摧毁五间房屋 和一个牛栏的小型崩山

滑坡
,

当时就发现还要发生大型崩山滑坡的明显迹象
。

在这 40 多天的时间里
,

上饶县和朝阳乡两级



干部
,

包括县委书记和县长在内
,

多次动员农民安全转移
,

但是仍有一些人不相信或抱侥幸心理

而不迁走
。

就是在灾前鸣锣报警和大喊 t’, 决跑
”
时

,

也还有些人不相信有危险而续继玩牌
,

于是

转瞬间就被泥石流埋葬了
。

凡是听信政府劝告及早迁移或临时听从指挥撤离者
,

不仅人未伤亡
,

就

是财产也损失较少 (详见 1 9 8 8年 7 月 19 日 《江西 日报》 )
。

1 9 8 2年江西 曾发生那样多那样大的崩

山
、

滑坡和泥石流
,

除文竹铁路线上 2 人不听劝离而死亡外
,

再无人员伤亡
。

可见这类灾害能够

避免或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

三是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是否为突然性灾害 ? 从暴发的当时当地确属突发性自然灾害
,

但是这

种突发性是经过许多量变过程积累起来的结果
。

上饶县 6tt
·

2 1,, 灾害也是按照这个规律发生的
,

不

仅在 40 天前发生过小崩塌
,

而且在 6 年前的 1 9 8 2年还发生过 5
.

3万立方米的大崩塌
。

这两 次 崩塌

实际上是
“

6
·

2 1”

灾害的
“

预兆
”
滑坡

,

好比是 经过
“ 十月怀胎

” ,

才有 6 月 21 日的
“ 一朝分娩

” 。

二
、

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的特点和规律

上饶县
“ 6

·

21
”
灾害

,

是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三者连续发生的自然灾害
。

凡是山体崩塌
,

必

有顺坡滑落物 ; 滑坡形式虽有差异
,

也必有物体滑移下落 ; 只有土石 同水混合推移一定距离
,
才

成为泥石流
。

江西省各地发生的多属崩山或滑坡
,

形成泥石流的数量则 比较少
。

单纯性崩 “ !或滑

坡
,

其规模和危害大小不一 ; 崩山或滑坡物质同水混合形成泥石流
,

就常具有规模大
、

来势猛
、

威力强
、

破坏重等特点
。

上饶县
“ 6

·

2 1), 灾害就属于后一种类型
。

上饶县 ,’6
·

21
”
灾害的成因

,

一是山体土石相间
,

结构松散
;
二是坡度陡

,

址陡处 4 30 ; 五

是雨大而集 中
,

灾前 8 天降雨 38 1
.

2毫米
。

以上各点是形成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的 自然 因 索
,

在

全国以至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性
。

上饶 t’6
·

2 1,, 灾害还有人为 因素的一而
,

即开采磷矿 对 山 体 结

构
、

坡度和地表植被的影响
。

在全省还有修路
、

挖渠等墓本建设
,

对山体切削面过陡 l i(l 未搞好处

理措施
。

这类人为因素可单独形成灾害
,

但绝大多数是同前述自然因索相互作 .lIJ 的结果
。

崩山
、

沿坡和泥石流
,

在江西省山区分布广泛
,

发生的历史也很久
。

早在 9 0州卜前
,

月之代文天祥在

《文山观水记》中曾写道
; “

戊辰岁 (公元 1 0 2 8年 )
,

五月十四 日大水
,

雷霆劈两山
,

震荡不 可御
,

伐石例

羊肠
,

开滩通燕尾
” 。

又据 《莲花县志》 记载
: “

乾隆四十九年 ( 1 7 0 5年 )
,

西境出蛟 (即今 日崩

山
、

争肴坡和泥石流 )
,

山崩
,

洪水
,

毁田屋
” 。

出蛟处
“

索无草木
” 、 “

蛟畏荆村
” (茂密的乔灌树木能

抑制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 )
。

这些记载同现代考察所见堪本上是一致的
,

只是时代越近人为因素越

大
,

而且也是今后的重要发展趋势
。

据考察
,

江西省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的发生有一定规律性
:

一是有时间性
。

据近千年来的史料分析
,

江西省主要在 6月份 ( 阴历五月 )
,

发生崩山
、

汾坡和泥

石流三者兼有的自然灾害
。

在其他时间因地震或基建引起的
,

仅有崩山或淞坡
,

很难形成泥石流 ;

二是有地域性
。

这类灾害只发生在相对高差较大的丘陵山区
,

又是山体结构松散
、

岩石风化

强烈或土石相间和混杂的陡峻处
,

`

过去屡次发生
,

现在还有迹象 (裂缝
、

沉陷等 )
,

未经人工治

理者今后仍 可发生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 ;

三是有条件性
。

山体表面树木的有无
、

大小
、

稀密
,

是能否发生崩山
、

淆坡和泥石流的重要

条件
,

`

乞比地质
、

地形和降雨 等条件重要得多
。

因为茂密的大树根系纵横交错
,

囚土保水能力同

树冠一样大
,

林术 的生态效益比它本身价值高27 倍 ,

四是有诱因性
。

自然诱因主要是暴雨和山洪
,

人为诱因则有破坏山林 和务项违章华建
,

如开

山炸石
、

采矿
、

筑路 川挖架等
,

切削陡坡后未作处理
。

绝大多数崩山
、

沿坡和泥石流
,

邵有人为因

素的诱因
,
而且 日益成为主导诱因 ;

五是有前兆性
。

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
,

亦称重力侵蚀
,

山体重力失去平衡才 ij] 塌沿落
。

在此

1 3



以前的酝酿过程中
,

逐步由小到大出现山体断裂
、

倾斜
、

移动等征兆
,

土石棍杂
、

裸露和 凸凹陡峻

处尤为明显
,

而且大崩塌前常有多次小崩塌
。

再遇到连降大雨至暴雨并形成山洪
,

土石等固体崩

落物 > 15 %才成为泥石流
。

三
、

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的预防和治理

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
,

是江西省极其严重的 自然灾害之一
,

从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索观察
,

还有

继续扩大的危险趋势
。

因此
,

必须尽快开展科普宣传
、

综合考察规划
、

重点观测预报和防治工作
。

开展科普宣传
,

引起社会重视
。

江西省山区面积占64 %
,

有近 1 / 3 的山岗曾经发 生 并了f再

次发生崩滑的可能性 ; 全省 6 月份降雨 占全年雨量 1 / 5 一 1 / 6
,

连续大雨至暴 雨 更占 1 / 2一

1 / 3 ,

常在局部区域暴发山洪
,

因而形成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
。

这是二个客观 白然 条 件
,

但是

并非形成上述灾害的必然条件
,

起主导作用的是两个主观人为条件
:

一是江西省森林覆盖率山五

十年代的 52
.

8 %降为八十年代的 33
.

1 %
,

而水土流失面积则由同期的 6
.

6 %上 升 为 2 0
.

5 % ; 二是

挖矿
、

采石
、

修路和开渠等基建工程逐渐增多
,

使山体原有平衡及其表面植被受到破坏
,

又未严

格按照有关法规进行认真处理
。

这是两项治本性的战略任务
,

必须广泛动员与综合治理
,

逐步实

现这个任务
,

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战胜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
。

综合考察规划
,

重点观测防报
。

通过多学科综合考察
,

按照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时空分布规

律
,

作出有轻重缓急的分区规划
,

绘制图表与类型标志
,

使各级主管部门和当地群众都能
“
胸

`
!

,

有数
” ,

分期分批地进行防治工作
。

对于紧急而严重的潜在危险区或山头
,

则应设立观测点定期

报告观测数据
,

在雨季或出现险情时
,

要及时测报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

坚持预防为主
,

先治险急点
。

防治原则 以植物与工程
、

治山与治水
、

防治与开发 利 J行相 结

合
。

防治措施都以造林为主
,

幼林抚育和经济林垦复
,

坚持等高条穴作业
,

反对顺坡
“

大剥皮
” 。

工程治理以护坡堵沟
、

抛水导渗法为主
,

有的以定向爆破法削平山头
,

有的筑造梯级台地并种草

木或农作物
,

务使不再造成灾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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