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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灾害暴雨泥石流预报分区研究

谭 万 沛

(中国科学院成都 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采用多因素相似组合分区原则
,

对我国 灾害暴雨泥石流进行了小 比例尺 的 预 报 分

区
。

丈中综合考虑了泥石流分布
、

活动特点与地形
、

地质构造因素的关系
,

泥石流发生与气

候
、

气象和降水的关系
,

提 出了灾害暴雨泥石流各个分区预报的季节
、

天气尺度系统
、

日降

雨量和小时雨量强度指标
,

并对各个分区做 了简述
。

分区 (或者区划 )
,

是地学研究领域中经常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

这种方法
,

着眼于研究对

象的各种自然 因素
,

在区域特征上的宏观综合一致性
,

或者显著差异性
,

而并不十分强调个别自

然因素在微观方面的特殊性
。

这是自然现象分区研究的特点
。

泥石流现象
,

.

受地形
、

地质和降雨

因素制约
,

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的地区性
,

在发生时间上有显著的规律性
,

即泥 石 流 现 象具有

分区研究的特点
。

但遗憾的是
,
至今未有一个全国性的泥石流分区

,

尤其是没有预报 方 面 的 分

区
,

因而
,

在我国泥石流的区域防治对策和防灾预报研究方面进展缓慢
。

本文在综合 考 虑 了 我

国泥石流分布
、

活动与地形
、

地质构造的关系
,
发生与气候

、

气象及降雨因素的关系
,

以及暴雨

区划的一致性
,

对灾害暴雨泥石流进行了综合分区
。

在此基础 上
,

提出了各个分区的预报指标
,

目的是为我国灾害暴雨泥石流的防治规划和防灾预报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灾害暴雨泥石流的定义

众所周知
,

暴雨是气象上经常使用的一个普通专用名词
。

按气象上的一般定义
,

暴雨是指在

24 小时内的降雨总量 ) 50 毫米的降雨
,

而不管降雨强度的大小
,

也不涉及降雨是否造成灾害的向

题
。

观测资料表明
,

泥石流现象的发生
,

与降雨强度的关系
,

要比降雨总量的关 系 更 密 切
,

并

且
,

泥石流往往是同灾害联系在一起的
。

显然
,

用上述一般暴雨概念研究泥石流现象
,

地区应用

的局限性很大
。

例如
,

同一量级的暴雨
,

在甲地区不一定能发生泥石流
,

而它降落到 乙地 区就很

可能形成灾害性泥石流
。

这样
,

在泥石流分区命名分类上就很不方便
。

为了突出降雨 的 强度 特

性
,

及其造成泥石流的灾害间题
,

我们提出了
“
灾害暴雨

”
的新概念

,

以区别气象上的一般暴雨

概念
。

它的定义是
:
突如其来的

、

稀遇的
、

强度大的
、

能造成灾害的猛烈降雨
,

这就是
“
灾害暴

雨
” 。

用灾害暴雨概念研究泥石流 灾害现象
,

就有了广泛地适应特性
。

因为在不 同地区
,

在不 同

量级暴雨量作用下发生的泥石流
,

就可用同一个概念来解释
。

顺理
,

我们把灾害暴雨激发的泥石

流
,

定义成 “ 灾害暴雨泥石流
” 。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

这里讨论的是在一个地区稀遇的
、

强

度大的灾害暴雨作用下
,

发生具有一定范围
、

一定规模的成灾泥石流
,

而并不是泛指该地区在一





因此
,
暴

`

雨区划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灾害暴雨泥石流发生的某些规律性
,

而具有预 报 上 的 意

丸 故
,

暴雨区划线
,

对划分泥石流预报分区有重要参考意义
。

将上述几种分区线
,

分别作在图上进行对比分析
,

并着重考虑泥石流成因的相似性和显著的

差异性
,

再作些适当调整
,
最后定出比较合理的一个综合分区界线

。

结果见下图
。

中日灾容母雨泥石流城报分区圈

(四 ) 分区命名的方法
。

在地学研究初级分区 (或区划 ) 的命名中
,

人们往往习惯于按行政
区划作为首要命名

。

我们讨论的是全国泥石流的小比例尺初级分区
,

也同样把行政区划作为第一

级命名
。

方法是将前面的分区
,

按行政划分进行一 些归并
,

令作一级命名
。

由子泥石流发生在山

区, 山脉自然应当成为泥石流初级分区的二级命名标志
,

即采用行政区划与山脉相 结 合命名
,

这既是为了便于人们使用习
`

质和方便记忆
,

向时也有科学依据
。

三
、

灾害暴雨泥石流各分 区预报指标的确定

(一 ) 泥石流发生季节指标
。

灾害暴雨泥石流发生季节
,

既是长期预报的根据
,
又是短期防

灾预报的参考
,

它在时间预报上具有意义
。

资料统计表明
,

我国灾害暴雨泥石流 发 生 季 节
,
有

明显的地区差异
,
例奴

:
西南地 区的灾害暴雨泥石流发生季节早

,

结 束 季节 晚, 西 北 地 区 的

灾害暴雨泥石流发生季节晚
,

结束季节乳 根据这种差异
,

提出了各分区泥石流预报 的 月 份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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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无灾害暴雨 泥石流 区

量指 标达 1 00 一 3 00 毫米的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

小时雨强在 40 一 50 毫采以 上
; I 尝一滇西南高黎贡

山
、

哀牢山区
,

泥石流发生比较早
,

从 4 月份开始到 10 月份都有可能发生灾害暴雨泥石流
, `

而主

要集中 发 生 在 6一 10 月份
。

影响天气系统有低涡
、

台风 (孟加拉湾风暴 )
,

日雨量指标在 50 一

20 0毫米以上的暴雨或特大暴雨
,

小时雨强在 30 毫米以 上都可能发生灾害泥石流
, I :一滇北川西

横断山
、

陇南眠山区
,

灾害暴雨泥石流从 4 一 n 月都有发生
,

主要集中发生在 6一 9 月份
。

影

响天气系统有低涡
、

低槽
。

低涡 (西南低涡 ) 天气系统
,

最容易在该地区
,

尤其是在川西边缘山

区造成局地性 灾 害 泥 石流
,

一般成灾面不大
,

但灾害程度往往十分严重
。

当 日雨量指标在 35 一
3 00 毫米以上的大雨 或特大暴雨

,

小时雨强在 30 毫米以上都能发生灾害暴雨泥石流
,

其变化幅度

最大 , 工轰一藏东川西北念青唐古拉山和沙鲁里山区
,

灾害暴雨泥石流发生在 7 一 9 月份
。

影响天

气系统有切变线
、

低涡
、

台风 (孟加拉湾风暴 )
。

日雨量指标为 30 一 1 00 毫米 以上的大雨或暴雨
,

小时雨强大于 2 `毫米
; 工盆一藏中冈底斯山区

,

灾害暴雨泥石流发生在 7一 8 月份
,

天气系统为切

变线
、

低涡
。

日雨量指标为 25 一 50 毫米的大雨
,

小时雨强在 20 毫米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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