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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决定重力侵蚀的危害程度

工作失误
,

上培 电站泥石流危害巨大

有备无患
,

发竹坑滑坡前就安全转移

陈敏才 陈明华 肖 恬

(福建省水土保持试验站 )

提 要

本文通过福建省屏南县泥石流
、

滑坡体的调查
,

说明泥石流
、

滑坡的产生与地质构造有

关
。

坡面上松散的残坡积堆积层是产生泥石流
、

滑坡的物质基础 , 坡陡
、

谷深为泥石流的发

生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条件 , 暴雨则是诱发因素
。

因此
,

必须保护森林生态系统
,

恢复植被
,

禁止森林出现赤字 ; 加强监测和建立小型排导工程 ; 普及山地灾害及防范措施的知识
,

以避

免不必要的损失
。

1 9 8 8年 5月 21 日 18 时至 22 日凌晨 5 时
,

福建省屏南县连续降雨
,

总降雨量达 n Z毫 米
,

山 洪

爆发
,

导致在棠口乡上培 电站发生一起较大规模的泥石流
。

此外
,

路下乡发竹坑的崩滑体裂缝由

1 9 8 4年的20 0米左右扩展到 1 ,

00 0余米
,
严重威胁全村 83 户农家的安全

。

滑坡是福建省常见山地危害之一
,

但泥石流尚不常见
。

因此泥石流发生后
,

福建省水土保持委

员会非常重视
,

随即派出 3 名科技人员前往现场调查
,

研究了此次泥石流
、

滑坡的性质和成因
,

并提出防治的意见
。

一
、

发生泥石流和滑坡的概况

( 一 ) 屏南县棠口 乡上培电站的泥石流
。

棠 口乡上培电站位于屏南县东部
,

距 城 关 约 24 公

里
。

当地山岭呈北西走向
,

电站所处的海拔高程 3 4 2
.

5米
,

电站水渠 (渠面 4 米
、

深 2 米
,

正 常

流量为 5 米 / 秒 ) 落差 1 98 米
。

山体挥圆
,

呈凸形坡
,

坡度 40
“

一 45
。 ,

属高丘陵地貌形态
。

地层岩性为上 侏罗 纪板头组 ( J拿) 灰黑色纸状页岩
、

沙岩
、

粉沙岩和夹长石石英细沙岩及凝

灰岩
,

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到假整合接触
。

岩层走向与坡向一致
,

倾角 30
“

一 50
。 。

电站的后 缘 有

一沟谷
,

高差悬殊
,

谷坡由残坡积堆积层组成
。

据电站的工作人员介绍
, 1 9 8 8年 5月 21 日18 时至 22 日凌晨 5 时

,

共降雨 1 12 毫米 (其中 22 日

凌晨 3 一 5 时共降暴雨 62 毫米 )
,

因而引起电站水渠的上缘发生一次小规模的坍塌
,

其土方量约

1 00 余立方米
,

堵塞了渠道
,

使水渠满溢
,

导致水渠下缘更大规模的坍塌
,

土石方量约为 1 ,

20 0余

立方米
。
因暴雨前 已连续降雨 16 天

,

土壤含水量 已趋于饱和
,

土石坍塌转移至沟谷
,

与满溢的水

汇集成泥石流
,

乱石滚动
,

声如雷鸣
,

最大的石块约有 15 吨
,

冲倒电站的外围墙
,

泥沙堆积有 1

米多高 , 加上河水倒流
,

使 6 台机组停机
,

造成县城工业生产和大部分居 民停电
。

正在建设的 1

万千瓦李大坪二级电站也被淹没
,

冲走手扶拖拉机 6 台
,

破坏桥涵 2 座
,

公路坍塌 19 处
,

土石方



量约2 ,

50 0立方米
,

死亡一人
。

据电站工作人员介绍
,

此次泥石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38
。

1万

元
,

村民损失 9
。

3万元
,

全县由于电站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1 00 多万元
。

(二 ) 路下乡发竹坑滑坡体
。

发竹坑村位于屏南县城西北约 45 公里处
,

海拔高程 1
,

00 0 米 以

上
。

该滑坡体位于发竹坑村后 (属复式滑坡
,

现 已处于机械平衡状态 )
,

海拔在 1
,

06 0一 l ,

巧。米

的山坡上
,

坡度 35
。

一 4 0 。 ,

山坡呈阶梯状
,

属中山地貌形态
。

在滑坡体的前端 共 有 农 户 83 户
,

46 5人
。

山坡由含云母 花岗岩 ( F 言
“

) 风化之残坡积堆积层组成
,

土质松散
。

此区域由 2条N一 S

向及N W一S E 向的断裂带控制
,

削弱了本区的稳定性
。

据当地村民介绍
, 1 9 8 4年 4 月 n 日夜晚

,

突然听到一声轰隆响
,

第二天凌晨发现山坡的滑体裂

缝
,

呈倒 U型
,

当时约有20 。余立方米
,

裂缝宽达助厘米
,

深未测
。 1 9 8 8年 5 月 21 日暴雨后

,

裂

缝扩大至 l
,

00 0余米
,

宽度 35 厘米
。

在雨季
,

农户住宅的庭院里可见黄泥水溢出地表
,

新建 民 房

挡土墙变形
,

推测为墙背填土压力所致
。
此滑坡后壁宽 30 米

,

最大宽度可达 80 米
,

长 23 。米
,

估

计土方量 6一 7万立方米
。

此滑坡体不稳定
,

若连续降暴雨
,

将产生更大位移
,

会给发竹坑村造成

巨大的损失
,

83 户农户住宅将不复存在
,

二
、

村前数十公顷农田也将毁于一旦
。

灾害成因分析

上述实例说明
,

泥石流和滑坡体均发生在活动性构造破碎带
,

地处新构造运动上升的地质条

件
,

地表切割深
,

河流天然落差大
。

从地质构造看
,

新华夏系构造为该县的主体构造
,

其构造形

迹为一系列北东向和北北东向断裂带
、

火山喷发带和隆起带组成
,

山脉 的走向和河流的分布都受

其影响
。

岩性为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

砂岩等组成
,

容易风化
,

抗剪强度低
,

坡面是 由残坡积松散

堆积层组成的砂包土
。

该县 8 00 米以上的低山分布广
,

面积达 l
,

04 7
.

9平方公里
,

占全 县 面积 的

7 1
,

3%
。

上培电站虽属高丘地貌形态
,

但水渠与电站相差 19 8米
,

具有高差悬殊
,

坡陡谷 深 的自

然景观
,

有利于水流的汇集与松散堆积物的崩垮
,

为泥石流的发生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条件
。

坡面由松散堆积层和破碎层组成
,

是孕育滑坡的物质因素
,

而活跃的地下水则是导致滑坡的

主导因素
。

上培电站的后山沟里可见到涂涂的泉水
,

发竹坑村的农民住宅处更可见黄泥水溢出地

表
,

均表示地下水强烈活动
。

除了产生滑坡和泥石流的潜在因素外
,

降雨则是泥石流和滑坡产生的触发因素
。

屏南县此次

从 5 月 4 日开始降雨至 5 月 26 日
,

除 3 天无雨外
,

连续降雨共 3 38 毫米
。

从雨量记录可知
, 5 月 21 一 2 2 日共降雨 1 2 9

.

6毫米
,

其中21 日白天基本无雨
,

雨量集中 在 晚

上
,

22 日的 3一 5 时雨量达 62 毫米
。

强大的暴雨
,

使大量雨水沿残坡积层孔隙渗入
,

使土体达到

水分过饱和
,

大大降低其凝聚力
,

地下水渗流使土层和基岩界面软化
。

又因水渠满 溢
,

土 体 浸

湿
,

增加了 自重力
,

土体终于在重力作用下发生坍塌
,

转移至沟谷
,

又与沟谷的水流汇集成泥石

流
。

因此
,

降雨特别是暴雨
,

是诱发这次泥石流的动力条件
。

此外
,

随着人 口 的不断增长
,

人类不合理的经营活动日益扩大
,

最近几年森林砍 伐 出 现 赤

字
;
年砍伐量为 19 一2 0万立方米

,

而生长量仅为 14 一 15 万立方米
,

许多 山峦实 际上 已很少林木
,

森林植被退化为灌丛
,

因而根系的固土
、

网络能力大大降低多 加上陡坡垦植
、

削坡修路和建渠未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

土壤含水量过高时
,

为泥石流的发生提供了大量的固体物质
。

此时
,

正遇上暴雨和连续降雨
,

当

土体的内摩擦力 和粘结力降低
,

诱发了滑坡
。

在发竹坑滑体上
,

坡脚处不适当地开挖边坡
,

建造住宅
,

破坏了坡体的支撑力
,

增加 了边坡

的不稳定性
,

也是
`

酿成滑体产生滑动的一个原因
。

该村 1 9 4 9年只有 20 余户
,

现已扩展到 83 户
。

除

上述原因外
,

滑坡体上植被破坏
,

修建水 田
,

2 6

使土体含水量过大
,

地表水下渗
,

增加边坡自重
。



三
、

滑坡和泥石流的防治措施

泥石流和滑坡
,

是一种突然爆发
、

破坏力很强的环境地质灾害
。

在它们形成过程中
,

自然因素

仅是灾害发生的潜在因素
,

并不是根本因素
。

根本原因是森林植被严重破坏
,

陡坡开荒
,

削坡修

路
,

开矿弃渣
,

为泥石流的发生提供了大量的固体物质
,

而暴雨则为泥石流 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

动力条件
,

·

因此应针对泥石流的发生和发展规律
,

采取防范措施
。

( 一 ) 滑坡和泥石流的兴衰行止与人类活动有关
,

应 当保护森林生态系统
,

保护自然生态环

境
,

加强大地绿化
,

恢 复植被
,

建立 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
。

首先应在不稳定 的山坡上禁止砍伐
,

保

护现有的植被
,

同时进行补植
,

提高森林的覆盖度
,

要求有林地面积应达到 60 % 以上
,

山坡地植被覆

盖度应在 80 % 以上
,

应加大营建水土保持林等防护林的比例
,

其面积应占有林地面积的 25 % ; 其

次
,

就屏南县来讲
,

应控制木材采伐量
,

防止出现森林赤字
。

从 目前福建省的省情来讲
,

山区的

工矿交通及其布局
,

应避开泥石流沟和滑坡体危险区
,

采取能避就避
,

能绕就绕的办法
,

没有必

要花费过多的资金去建设庞大的工程防护体系
。 、

因此
,

大型 的企业建设
,

应请地质部门探明地质

情况
,
以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头

。

有关滑坡酿成的经济损失
,

福建省也是有过教训的
。

龙海县糖

厂由于未探明地质情况
,

把厂矿建设在观音 山滑体舌上
,

以致于建厂资金只花费 2 50 万元
,

而 治

理该滑坡却花费达 3 20 万
_

)跳

( 二 ) 加强监测
,

也是滑坡和泥石流防治措施的重要一环
。

在滑坡体上设立简易木桩
,

按时

观测
,

了解滑坡的发展趋势
、

范围
,

至少在滑坡体的后缘及左右两侧应设立监测木桩
,

特别是在

雨季
,

应 日夜做好监 测工作
。

倘若发现有异于正常的情况
,

应向领导机关报告
,

及时组织群众撤

离
。

发竹坑村的滑坡体 已有明显的新 活动迹象
,

而且高差很大
。

县政府做了很好的组 织工作
,

搞

了简易的塔盖
,

同时规定先转移人
,

后转移财产
、

拆房
,

准备把村庄搬迁至安全地带
。

由于组织

得好
,

尚未造成人员伤亡及重大经济损失
。

(三 ) 建立小型排导工程
,

也是对付滑坡和泥石流的一种应急措施
。

在滑坡体上部及坡面上

开挖排水沟
,

排走地表汇集的水
,

防止径流沿裂缝渗入
。

同时把旧裂缝土掏出
,

填上新土夯实
,

以减少地表水下渗
。

这些措施在农村都比较容易办到
。

其次
,

应 改水田为早地
,

最好退耕还林
,

种上针阔叶林或乔灌混交林
,

提倡按 自然 坡 面 建

房
,

禁止在危险坡上建房
。

此外
,

在暴雨期间还应做好水渠的泄洪工作
,

上培电站 由于泄洪道设计失误
,

正对着村 口
,

以致于在洪水期不敢开闸
,

终于酿成水渠满溢
,

引起坍塌
。

( 四 ) 加强宣传
,

唤起人们对山地环境保护的认识
,

普及山地灾容及防范措施的知识
,

使人

们在灾容面前不致于茫然失措
。

同时
,

还应当严格贯彻执行 《福建省水 土保持工作条例》 中关于

25
。

以上的陡坡地退耕的规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