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卷 第6期
1 9 89年1 2月

水土保持通报
B u lle七in o f 5 0 11 a n d W

a七e r C o n s e r v a tio n

V o l
.

9 N o .

6

D e e 。 ,
1 9 8 9

中国泥石流危害的现状

谭 万 沛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提 要

本文统计分析了中国泥石流危害的县数
,
灾害泥石流发生的县次及主要 的 危 害

。

结 果

是 , 1
、

我国有29 个省 (市) 行政辖区
,

共有7 71 个县 (市) 存 在 泥 石 流 的 危 害
,

{其 中

四川是全国各省区最多的省份 ; 2
、

我国有92 个县 (市) 级以上的城镇
,

存在泥 石 流 的 危

害
,

其中四川占全国总数的40 % ; 3 、
据本世纪 (1 9 0 1一一 19 8 5 ) 资料统计

,

我国平均每年

灾害泥石流发生 18 县次
,

其中 1 9 0 1一1 9 5 0年平均每年为10 县次
, 1 9 5 1一 1 9 86年平均每年为29

县次
,

四川 占全国平均数的50 % 以上 , 4
、

部分资料统计
,
泥石流造成年平均死亡人数

,

解

放前1 17 人
,

解放后 1 79 人
。

泥石流年平均毁坏房屋
,

解放前60 多 间
,

解放后 1
,

590 间
。

文中
.

还讨论了泥石流对工矿方面的危害
。

研究泥石流的危害
,
是让人们对泥石流危害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有全面的认识

, 以便采取正确

有效的防灾对策
,
达到避免或减轻灾害的目的

。

本文根据历史资料
,

统计分析了我国泥石流危害

的县数
,
灾害泥石流发生的县次

,

及其主要的危害
。

通过上述分析
,

人们会对我国泥石流危害的

现状
,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

同时
,

也为我国在制定防治泥石流危害的方针和对策时提供了重要的

参考依据
。

一
、

泥石流危害的县数

这里
,

把凡有泥石流危害记载的县
,

或者调查曾发生过泥石流的县
,

记为是有泥石流危害的

县
。

统计结果
,

我国有29 个省 (市 ) 级行政辖区的7 71 个县 (市) 遭遇过泥石流 危 害
,

其中
:

最

主要的是四川省
,

遭泥石流危害的县数有1 30 多个 , 其次是云南省
、

陕西省
、

甘肃省
、

广 西 省和沏

南省
,

泥石泥危害县数都在50 个以上
。

由此可见
,

我国泥石流危害的县数分布十分广泛
,

但又相

对集中
,

并以四川泥石流危害的县数最多
。

二
、

灾害泥石流发生的县

泥石流不是每次都一定会造成灾害
。

所谓灾害泥石泥
,
是指给人类的经济活动带来了直接危害

的泥石流
。

这里
,

把一个县有灾害泥石流的记载
,

或调查到的灾害泥石流发生的场次
,

记为这个

县的灾害泥石流发生的县次
。

对于发生灾害而无记载
,

也未调查到的泥石流场次
,

显然未包括在

统计资料内 ; 也就是说
,

统计县次少于实际灾害泥石流发生的县次
。

据14 世纪以来的资料统计
,

我 国灾害泥石流发生的县次
,

随世纪变化增多
,

主要原因
: 一是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和文化的发

达
,

用文字记载的灾例越来越多
,

也越加详细 ; 二是由于人 口不断增加
,

人们经济活动的范围逐

渐从平原地带向广大山区扩展
,

相应的泥石流灾例增多 ; 三是年代越久的灾害
,

资料的查阅和调

查越困难
,

资料不全
。

因此
,

时代越久
,

灾害泥石流发生 的县次统计数越少
。

据本世纪 (1 9 0 1

—



1 9 8 5) 的资料统计
,

我国灾害泥石流共发生1
,

5 31 县次
,

平均每年18 县 次
。

其中
: 1 90 工一1 9 5 0年

间
,

平均每年为 10 县次; 19 5 1一 1 9 8 5年间
,

平均每年 29 县次
。

.

后者比前者多 1 9
,

县次
。

从地区看
,

四川在 1 9 5 1一 1 9 8 5年间
,

平均每年发生灾害泥石流16 县次
,

占了全国同期平均县次的55 %
。

由此

可见
,

我 国解放后灾害泥石流发生的县次
,

明显地比解放前增多
,

灾害频繁
,

四川又是全 国各省

区最多的省份
。

三
、

泥石流主要危害

泥石流对人类造成的危害
,

是多方面的
。

但这里只讨论我国泥石流灾害中
,

与人们生存和活

动最有密切关系的直接危害
。

(一) 危害人民生命
,

造成人员伤亡
。

泥石流对人民生命的危害
,

可认为是最严重的危害
。

世界上一些国家
,

一条沟的一次泥石流的危害
,

造成数百人死亡的灾例时有发生
,

甚至造成上万

人死亡的灾例也有所出现
【” 。

在我国泥石流灾例中
,

虽然未出现过一条沟造成上万人 死 亡的危

害
,

但一场泥石流造成数百人死亡的实例也是不少的
。

据资料统计
,

我国历史上的泥石流危害
,

曾造成死亡人数在1 00 人 以上的灾例就有63 次
,

其中解放后的灾例有19 次
,

占总 数 的30 %
。

据不

完全的资料统计
,

在 1 3 3 9一 1 9 5 0年间
,

我国因泥石流危害
,

造成的死亡人数达 4 0
,
5 0 0多人

,

平均

每年eo人
,

其中
:

1 9 0 1一 1 9 5 0年间
,

死亡人数在5 ,
8 5 0人以 上

,

平 均 每 年1 1 7人 , x 9 5 i一 1 9 5 5年

间
,

我国死于泥石流危害的人数
,

就有6
, 2 58 人

,

平均每扩死亡1 79 人
。

后者比前者多62 人
。

从地

区来看
,

解放后
,

四川泥石流危害
,

造成死亡人数在10 。人以上的灾 例 有 8 次
,

占全 国 同 期 的

4 2 %
。

可见
,

我国泥石流对人民生命的危害十分严重
,

解放后比解放前更严重
。

四川又是全国各

省区最严重的省份
。

(二 ) 危害民居
,

毁坏房屋
。

房屋是人类栖身之所
,

也是人们 主要活动的基本场所
。

因此
,

泥石流对民居的危害
,

不能不认为是仅次于对人民生命的危害
。

一场泥石流
,
或者一条沟的一次

泥石流危害
,

造成数十间到数百间房屋毁坏的灾例是常有的
。

据部分资料统计
,

我国解 放前 4 00

多问年
,

被泥石流毁坏的房屋仅有21
.

,

60 。多间
,

平均每年毁坏房屋 50 多间
,

其中
:
1 9 0 1一1 9 5 0年间

,

平均每年毁房在 60 多间 ;在 1 9 5 1一1 9 8 5年
,

被泥石流毁坏的房屋就达到55
,

70 0多间
,

平均每年毁房

1
,

59 0多间
,

比解放前平均净增 1 ,

53 0一1
,

54 0间
,

增加25 一31 倍
。

可见
,

我国泥石流对民房的危害

相当严重
,

特别是解放后
,

危害增加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

(三) 危害城镇
,

破坏建设
。

这里
,

把曾经遭受过泥石流直接危害的县 (市) 以上的城镇
,

称为是存在泥石流危害的城镇
。

城镇是政治
、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

也是人 口密集的地方利建设的:

重点
。

因此
,

城镇的泥石流危害
,
直接影响到人心 的安定和经济的建设

。

城镇的泥石流危害
,

在:

苏联
、

日本
、

美国
、

秘鲁和奥地利
,

以及我国都存在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或者受天时和地理的条

件的限制
,

我国山区有相当多的城镇
,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泥石流的危害
。

据初步统计
,

我国有e念

个县 (市 ) 级以上的山区城镇
,

存在着泥石流的危害
,

要比苏联的城镇泥石流 数 多30 多个
〔2 ’ ,

其中四川就占全国总数的40 %
。

从泥石流成灾次数来看
,
解放前在 40 。多年间

,

只有38 个城 镇 发

生过 65 次成灾泥石流的危害
,

平均每12 年才有 1 个城镇受泥石流的危害
,
成灾1

.

了次
;
解 放 后

,
·

就有 44 个城镇
,

发生过 83 次成灾泥石流的危害
,

平均每12 年有15 个城镇 受 泥 石 流危 害
,

成 灾

2 8
.

5次
。

泥石流危害城镇的平均数
,
在解放后较解放前净增14 倍

,

成灾次数
,

净增 16 倍
。

可以看

出
,

我国解放后城镇泥石流危害的增多和加剧趋势十分突出
,

其原 因主要是
:

一
、

解放后随着山

区经济的开发
,

城镇建设蓬勃发展
,

城区地盘逐渐扩大
,

使原来不存在泥石流危害的城镇
,

也加入

到泥石流危害的城镇之列 ; 二
、

原来虽存在泥石流危害
,
但危害范围不大

、

成灾轻微的城镇
,

因



建设或人为的破坏
,

发展成为泥石流危害面大
,

成灾严重的城镇; 三
、

原来根本不是城镇
,

由于

行政区划
,

或者工矿建设的需要
,

变成为泥石流危害的新建城镇等
,

都可使城镇泥石流危害数增

多和危害程度加剧
。

·

城镇泥石流危害
,

不仅对城镇已有建筑物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

而且严重地影

晌到城镇的规划和建设布局
,

也是对城镇建设的极大危害
。

(四) 危害工矿与工厂
,

造成停工停产
,

带来经济损失
。

我国工矿 (工厂) 泥石流危害
,

主要

发生在近代
。

尤其是解放后
,

山区资源开发的步伐和工矿建设的速度加快
,
促使泥石流危害严重

化
。

工矿的泥石流危害
,

在我国云南
、

四川
、

福建
、

宁夏等省区
,

都曾有发生
。

泥石流毁坏工矿

设施
,

危害作业场所
,

淹埋机器
,

毁坏厂房
,

危及人身安全
,

造成停工停产
,

带来 经 济 损 失
。

丈9 8 4年云南东川市因民铜矿
,

被泥石流危害
,

破坏坑井
,

淹没机器
,

毁坏房屋5 98 间
,

使12 1人丧

生
,

34 人受伤
,

致使停工停产14 天
,

直接经济损失达 1
,
1 00 万元

。

这是我国工矿泥石流危害损失最

严重的一次
。

泥石流危害工厂的灾例亦不少
,

在四川
、

甘肃
、

陕西
、

河南
、

江西
、

湖北
、

广西
、

宁夏
、

辽宁
、

云南等省区
,

都曾多次发生
。

例如
,

1 9 7 9年四川雅安化工厂
,

被泥石流危害
,

经济

损失达80 万元 ; 1 9 8 5年华莹市
,

泥石流危害某工厂 5 个车间
,

经济损失90 万元
。

·

(五 ) 危害铁路
,

中断行车
。

铁路泥石流危害
,

表现在线上
,

涉及到面上
。

它对各行各业
、

千家万户都有影响
。

·

因此
,

铁路泥石流危害
,

是对国民经济建设影响面最大的危害
。

铁路的泥石

流危害
,

不仅我国有
,

苏联也有
〔“’。

由于我国铁路建设历史并不长
,

特别是山区铁路 建 设历史

不长
,

故铁路泥石流危害历史也不太长
, 主要发生在解放后

。 子据统计资料 (谭炳炎
、

靳蕃
: “

泥

石流沟判释和数量化综合评判
” , 1 9 8 5)

,

自1 9 4 9年以来
,

我国铁路泥石 流危害
,

累计淤埋车站

和破坏铁路设施的较大灾例29 1起
,

平均每年 8 起
。

泥石流造成的一般灾例达到1
,

1 73 起
,

平均每

年32 起
,

其中
: 泥石流造成列车出轨和颠覆事故有8起

;
有19 个车站曾被泥石流淤埋过23 次 , 造成

死伤百人以上的灾害事故 2 起
。

由于上述危害
,

致使铁路行车中断
,

给国民经济建设造成危害
。

统计资料表明
,

解放后我国铁路泥石流危害
,

造成铁路中断行车在 1 个月以上的灾例有 4 起
,

在

丈00 小时以上的灾例10 起
,

在1 0小时以上的灾例数十起
,

在数小时以上的灾例更多
。

从线路来看
,

铁路泥石流危害
,

最严重的干线有成昆线
、

陇海线
、

宝成线
,

尤其是成昆线
,

几乎每年都有泥石

流危害工点
。

该线自1 9 7 0年通车到 1 9 8 5年
,

曾被泥石流危害淤埋车站 7 次
,

使列车 出 轨 事 故 2

起
,

造成列车停运 49 次
,

总计铁路 中断行车时间1
,

1 3 0小时
,

平均每年75 小时
。

1 9 8 1年利子依达沟

泥石流危害
,

冲毁铁路大桥一座
,

致使列车颠覆
,

造成死伤30 0多人
,

经济损失 1 ,

00 0多万元
。

这

是我国铁路泥石流危害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灾害
。

1 9 8 1年宝成铁路泥石流危害也严重
,

据调查
〔“’ ,

这年泥石流危害
,

淤埋车站 7 个
,

毁桥 15 座
,

淤堵桥涵 79 座
,

中断行车 2 个月
。

在铁 路 支 线泥

石流危害方面
,

以云南昆 (明) 东 ()l l市 ) 支线最为严重
,

仅据 1 9 7 1一1 9 8 5年统计资料
〔‘’ ,

因泥

石流危害
,

中断行车达到 5 14 天以上
,

平均每年在34 天以上
。

此外
,

兰新线
、

兰青线
、

青藏线
、

包兰

线
、

石太线
、

京奉线
,

以及甘肃镜铁支线等
,

泥石流危害都是较严重的
。

(六)危害公路
,

中断交通
,

冲走汽车
。

我国公路的泥石流危害
,

实在是太普遍了
,

不仅危害的

工点多
,

线路长
,

而且成灾率特别高
。

这些危害中
,

尤 以西南山区公路 (尤其是四川西部公路 )

最严重
,

原 因是
,

我国山区公路路面的等级标准不高
,

低标准和非标准的公路里程 所 占 比 重相

当大
。

这类公路
,

抵御泥石流危害的能力差
,

容易被泥石流危害中断交通
。

公 路 泥 石 流 的 危

害
,

以 “
堆

、

堵
、

冲
、

毁
、

淹 f 淘
”
等方式

仁“’ ,

造成公路交通的暂时或短期中断
,

给交 通 运输

和 经济建设带来危害
。

1 9 6 2年甘肃武都地区公路的泥石流危害
,

中断交通 3 个月 ; 1 9 7 6年云南沪

水县公路泥石流危害
,

中断交通 2 个月
;
仅川藏公路泥石流危害

,

平均每年交通中 断在 1 00 天 以

上
。

此外
,

公路泥石流危害
,

还冲走汽车
,

危及行车和人身安全
。 1 9 6 8年 日本岐阜县公路的泥石



流危害
,

造成客车翻车
,

致使1 04 人丧生的事故 〔‘, ; 我国在1 9 e。一 1 9 8 5年间
,

公路泥石流危害汽车

灾例达12 起
,

共计冲走或毁坏汽车1 14 辆
,
造成人员伤亡 事 故 2 起

,
死亡12 人

,

受伤 6 人
。

特别

是 1 9 8 5年西藏通麦地区公路泥石流危害
,
一次被泥石流冲走大小汽车80 辆

,

经济损失50 。多万元
,

使交通中断长达 9 个月
。

这是我国公路泥石流危害史上罕见的一次灾难事件
。

(七 )危害航道
,

影响通航
。

航道泥石流危害
,

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可能危害正常航运的安

全
,

或造成沉船灾例; 另一方面影响航道的开发利用
。

在我国历史上
,

早就有
“出蛟

” (泥石流)

“
被舟无数

”
的灾例记载

。

解放后1 9 6 9年
,

长江下马滩发生泥石流
,

因泥石流入江后形成涌浪
,

浪头涌上当时正值过航的1 05 号船头上
,

危及航运安全
。

泥石流危害航道的开 发 利用
,

主要在长

江上游的金沙江河段
。

由于该河段两岸泥石流堆积扇形成串珠状的险滩密布
,

致使航道开发利用
一

卜分困难
。

(八 )危害军事
,

毁坏设施
。

泥石流对铁路
、

公路
、

航道的危害
,

直接或间接地对军事行功是一

种危害
。

此外
,

泥石流也淹埋军营
,

毁坏军事设施
,

或淹死官兵带来危害
。

在我国古代灾害史料

中
,

就有蛟出
“
淹埋操军场

” , “
淹死兵丁

” , “
兵 民伤者甚众

”
的灾例记载 , 解放后也有类似

灾例发生
。

1 9 7 8年某部队坦克训练跑道和打靶场
,
被泥石流危害淹没

, 造成经济损失 5 万元
。

(九) 危害电站
,

造成停电
,

带来经济损失
。

泥石流危害电站灾例
,

在四川和云南两省较多
,

并以四川最严重
。

初步统计
,

近十多年间
,

两省共有96 座中小型 电站
,

先后发生过泥石流危害
,

其中
:
被泥石流危害造成停电事故的县 (市)级电站有 15 个

。
1 9 7 9年四川渡 口市新庄电站

,

被泥石

流危害造成停电事故
,

经济损失达 8 00 万元 ; 1 9 8 3年四川普格县 白水河电站
,

被泥石流淤埋厂房
、

电机
,

毁坏职工宿舍等
,

造成停电70 天
,

直接经济损失达 10 3万元
。

有时
,

一场泥石流 危 害
,

可

造成多个 电站同时成灾
,

尤其是小型电站
。 1 9 7 6年甘肃省宕昌县

,
‘

一场泥石流冲毁小电站 5 个之

多
。

(十 ) 危害水利工程
,

冲毁渠堰和库坝
。

泥石流对水利工程的危害
,

在西南和西北地区比较

严重
。

泥石流冲毁渠道
,

淤埋水库
,

甚至造成库坝失事
,
带来更大危害

。
1 9 8 2年江西蓬花县三板

桥乡
,

一场泥石流淤平 山塘水库 7 个 ; 1 9 8 4年四川渡 口市岗加沟水库
,

被泥石流冲入
,

造成汝坝失

事 , 1 9 7 3年甘肃庄浪县泥石流危害
,

造成水库溃坝失事
,
致使死亡 5 80 人

,

受伤71 人的 灾害
。

陕

西 省 绥 德 县韭园沟
, 一场泥石流造成 3 座水库溃坝失事

。

四川因泥石流使水库没坝
,

造成人员

伤亡的灾例也时有发生
。

(十一 ) 危害农 田
,

淤毁土地造成农业减产
。 ,泥石流对农 田的危害

,

称为农 田的 泥 石 流危

害
。

农田泥石流危害
,

具有零星分散的特点
,

、

统计工作比较困难
。

据云南东川市的统计资料
,

解放

以来
,

因泥石流危害损失的农 田有2 ,
0 9 6

.

3 公顷
,

占该市总土地面积 (1
, 9 52 平方公里 )的0

.

1 6% ,

又据四川攀西地区统计资料
,

平均每年有5 3
.

3公顷农田被泥石流危害
,

占该 区 总耕 地 面 积 的

1
.

5 %
。

我 国泥石流发生季节与大春作物成熟期同季
,

往往一场泥石流可把农 民大半年的劳 动果

实付之东流
,

造成农业减产
。

(十二) 危害 自然风景旅游区
,

影响旅游业
。

我国著名的 自然风景旅游区
,

80 %以上延在山

区
,

多半也是泥石流危害地 区
。

四川的九寨沟
,

江西的庐山
,

安徽的黄山
,

陕西的华山
,

山西的

五台山和 山东的泰山等风景区
,

都有泥石流
。

泥石流危害
,

不仅破坏自然风景
,

阻断交通
,

甚至

危及游客生命安全
。 1 98 2年陕西华山峪发生泥石流

,

造成 9 名游客丧生
。

综上所述
,

我国泥石流的危害
,

从点到 线
,

从线到面
,

涉及到各个方面
,

影响到许多部门
。

危害的性质和程度都是严重的
,

尤其是解放后特别严重
。

我们在制定泥石流的防 治 方 针 和对策

时
,

不仅仅是看到泥石流危害的现状
,

更要着眼于危害发展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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