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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康县城区泥石流及其防治对策

唐 晓 春

(西南师范大学 )

提 要

本文根据作者 1￡8 了年 5 月和 8 月两次对马尔 康县城区泥石 流实地考察的资料
,

对该区的

4 条泥石 流沟的有关 自然要素
、

灾害状况和潜在危险进行了分析 研究
,

提出了对 4 条危害较

严重的泥石流沟进行治 理原则
、

方案和措施
。

关健词
:
泥 石流 活 动性 治理

马尔康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的首府所在地
,

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高原南缘的高山峡谷

地带
,

境内山岳纵横
,

地势高耸
,

东为南北走向的鹅鸽山
,

南连东西走向的梦笔山
,

西接壤塘高

原
,

北有四寨梁子
,

地表一般海拔 2 2 00 二一 5 o o o m
。

城区海拔 2 6 0 Om
,

棱磨河呈北西一南东向流

经马尔康县城
。

县城位于棱磨河 的河谷阶地上
,

城 区周 围的山地多为海拔 3 s o o m 以上的高山
,

相

对高差达 1 0() o m 以上
。

近年来
,

马尔康县城镇建设发展较快
,

但建设的布局缺乏合理而统一的规

划
。

由于当地地质
、

地貌
、

气候以及人为等因素的影响
,

泥石流常有发生
,

使马尔康县城区的城

镇建筑
、

工矿企业
、

公路交通和人民生命财产均受到严重威胁
。

每当泥石流发生季节一到来
,

居

住在泥石流沟附近的人 们 总 是 人心惶惶
,

泥石流 已成了马尔康建设和发展的一大 隐患
。

一
、

马尔康县城区泥石流概况

一 ) 泥石流的分布 马尔康县城区泥石流主要分布在棱磨河的干流和支流上
,

自大郎足沟

口 至阿坝州党校 以西 5 k m 的河段上
,

就有泥石流沟 10 余条
,

其中主要对城区造成严 重威胁的泥

石流沟有纳 日斯查足沟
、

大郎足沟
、

公墓沟和查木桥沟
。

纳 日斯查足沟和大郎足沟是近期活动性泥

石流沟
,

查木桥 沟是一条近百年来都
一

l
一

分活跃的泥石流沟
,

公墓沟则是现今仍有很大潜在危险的老

泥石流沟
。

马尔康县城区泥石流的特点是
: ( 1 ) 泥石流沟沿断裂构造分布

,

呈东北一西南向或

近南北 向
,

明显地受到构造控制
。

( 2 ) 泥石流 沟谷的源头
,

大都分布在海拔 3 5 0 Om 和 3 2 o o m 两

级高原夷平面上
,

发源于 3 s o o m 附近的泥石流为沟谷型泥石流 ( 多系棱磨河的一级支流 )
,

发源

于 3 2 00 m 附近的泥石流为坡面泥石流
。

(二 ) 泥石流形成的原因 马尔康 县城区出露 的地层主要是 中生界三迭系上统的朱楼组 ( T
3

z
h) 和新都桥组 ( T

3 x n )
。

前者的岩性主要是深灰色细粒变质石英砂岩夹板岩
、

灰岩
,

砂岩呈

中厚层或薄层
,

成分 以石英
、

长石为主
,

硅质胶结为主
,

岩石坚硬
,

岩层中裂 隙发育
。

板岩 由页

岩
、

硅质页岩和凝灰岩变质而成
,

呈灰色或灰黑色
,

致密结构
,

片状构造
,

层理发育
。

后者
,

岩

性为板岩夹砂岩
、

凝灰质砂岩及灰岩
〔 ” 。

这些地层软硬相间
,

受到后期地壳构造运动的 作用
,

形成紧密褶皱
,

岩层被强烈地挤压而十分破碎
,

加上高山寒冻风化作用和流水侵蚀以及现代地震

等的强烈作用
,

从而形成大量松散的岩屑石块堆积
,

为泥石流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固体物质
。

马

尔康地处高山河谷区
,

两岸山坡地势陡峻
,

一般山坡坡度都大于 3 0
“ ,

沟床纵比 降 为 1 00 ~ 30 0编
,



水土保持通报 第 1 0卷 3 霉

具有高山峡谷地形的特点
。

马尔康县城 区及附近
,

降雨充沛
,

据当地气象站 的统计 资 料表 明
,

该 区年均雨量为 7 60 m m
,

降水集中
, 5 月至 9 月的降水占了全年降水总量的 85 % 以上

,

且 多暴

雨
,

并伴有冰雹
。

总之
,

马尔康地区的各主要自然条件均有利于泥石流的形成
,

故该区是一个泥

石流的多发地区
。

二
、

泥石流发生及其危害状况

马尔康县城区泥石流发生的历史较长
,

从对查木桥 沟泥石流堆积扇上的多期沉积物的分析
,

不

难看出
,

该沟在历史上 曾多次暴发规模不等的泥石流
。

在老泥石流堆积扇上
,

由于近期暴发的泥

石流切开老堆积扇
,

而形成一个新老泥石流堆积物的剖面
,

我们通过剖面上各期泥石流沉积物成

分
、

颜 色和沉积结构上 的一些差异
,

可以比较确切地知道近期至少有过 3 次泥石流暴发
。

马尔康

县城区的泥石流
,

近年来都有明显的新活动
,

现代泥石流的堆积扇多叠置在老泥石流堆积扇上
。

笔者从堆积层的各层厚度及相互关系
、

堆积体的规模和堆积体的平面分布来综合分析
,

得 出了老

泥石流比现今发生的泥石流规模大
、

分布广
、

活动性强
。

现就 4 条主要泥石流沟泥石流的活动情

况及其危害程度分述如下
:

1
.

纳日斯查足沟 此沟位于棱磨河左岸的阿坝州人民医院背后
,

流域面积 为 l o
.

s k m
“ ,

主

沟长 3 0 00 m
。

主沟以上分为两支
,

主沟沟床的纵坡为 1 1
“ 。

流域最高点海拔为 4 2] o m
,

与沟口 的相对

高差约 1 3 00 m
。

据记载
,

建国以来
,

该沟大约以 10 年左右的周 期暴发泥石 流
,

每次暴发几乎都是

连续 2 年都有泥石流发生
。

该沟曾在 1 9 8 2年发生过一次灾害性泥石流
,

泥石流部分冲进州医院
,

造成了重大损失
。

1 9 8 2年州人民政府投资 40 万元
,

在沟内修建了 24 道钢筋架干砌消力坎和 3 道钢架

干砌坝
,

至今这些工程 中的一部分 已被洪水 冲毁或部分损坏
,

对 防御泥石流 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

沟谷下游
,

当地群众开山取石
,

不仅破坏 了沟谷两 边山坡的稳定性
,

而且开山取石形成的弃碴还

为泥石流的暴发准备了丰富的松散固体物质
。

该沟仍具备发生 灾害性泥石流的各种条件
,

这直接

威胁着州医 院
、

县建筑公 司等单位和居 民区共 1 8 50 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

同时还有泥石流堆积物冲

出沟口堵断棱磨河的可能
,

使 5 2 8
.

6万元的固定财产受到直接威胁
。

2
.

公墓沟 此沟位于棱磨河右岸 马尔康城南
,

流域面积为 2
.

6 k m
Z ,

主沟长 2 s o o m
,

主沟

沟床纵坡为 2 6
“ 。

流域最高点海拔 3 5 20 m
,

与沟 LJ 的相对高差约 8 00 余米
。

该沟在历史上 曾 发生过

几次较大规模的泥石流
, 1 9 4 9年前发生的一次泥石流

,

把沟内的一个村寨 冲毁
,

当时沟内仅幸存

下来 3 户人家
,

故后人又称此沟为三家寨沟
。

该沟于 9] 53 年和 1 9 57 年
一

也发生过泥石流
。

现今沟内

植被较差
,

松散堆积层较厚
,

沟床纵坡较大
,

岩层也较为破碎
。

该沟右岸近年来 曾发生过较大的滑

坡
,

左岸 也有滑坡体存在
。

因此
,

笔者认为此沟有暴发较大规模泥石流的潜在危险
。

一旦泥石流

发生
,

因沟口 处的大量居民住宅和商业局的办公大楼
、

宿舍等建筑物堵塞了泥石流的出路
,

而将

会被冲毁
; 同时冲出沟口 的泥石流还会危及马尔康通往金川县和壤塘县的公路交通

,

估计可造成

公路 以上69 0多万 元固定财产的损失
,

并严重威胁沟 口及 附近 1 3 00 多人的生命安全
。

3
.

大郎足沟 此沟是一条有较大流域面积的溪 沟
,

由川多条支沟组成
,

沟床宽 5 一 cI m
。

沟坡的岩层较 为破碎
,

加上人工开 山取石
,

使山体更为破碎
,

沟内松散固体物质丰富
。

沟内现有

新老泥石流 10 余处
, 19 8 7年发生的有 5 条

。
一 旦这些支沟的泥石流同时暴发

,

大量的泥石流堆积

物进入主沟
,

势必造成主沟的堵塞
,

被堵在主沟中的泥石流体
,

一旦溃决
,

冲出主沟沟口 ,

将会

使沟口 以外 的 2 3 0余人的生命财产和 2 51 万元 的固定财产造成 巨大损失
。

加之主沟下游众多建筑物

侵 占沟床
,

压缩了沟床的过流断面
,

这将加重灾害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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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查木桥沟 此沟位于棱磨河左岸
,

马尔康通往金川县及壤塘县的公路 8 k m处
。

该沟流

域面积为 4 k m
Z ,

主沟长 2 10 0 m
,

主沟上游分成两支
,

沟谷纵坡为 12
“ 。

流域最高点海拔为 3 7 2 0

m
,

与沟口 的相对高差达 1 1 40 m
。

该沟历史上曾暴发过多次大规模 的泥石流
,

目前见 到 的老 泥

石流堆积扇较宽大
,

扇体外缘直径超过 30 0 m
,

扇体可见厚度在 6 m 以上
。

1 9 8 0年后
,

几乎 每年

都发生泥石流
,

曾多次造成泥石流堵断棱磨河
、

冲 击公路路基和淹没棱磨河两岸大片农田的严重

事件
。

口前泥石流堆积扇的前缘与对岸 山坡之间的距离仅 1 0余米
,

也就是说平均河宽约 50 m 的棱

磨河
,

到此河床被压缩到仅 10 余米宽了
。

如果再发生较大规模的泥石流
,

就很容易造成堵河
,

直

接危及对岸的公路
,

堵河形成的回水将淹没上游河岸上的大片农田
,

而堵河一旦溃决
,

就会直冲
一

F游的工厂和电站
,

还可能危及上游的阿坝州党校
。

1 9 8 3年发生的一次灾害性泥石流就曾造成过

类似的后果
。

三
、

马尔康县城区泥石流的防治对策

建国以来
,

特别是近
一

卜年来
,

随着马尔康县城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日 的逐年增加
,

过去城区缺

少统一的规划和布局
,

在可供建房的土地减少的情况下
,

一些工厂
、

商业及民用建筑都纷纷去占

用泥石流的沟谷和坡地
,

从而增大了该区泥石流治理的难 度
。

在综合考虑该区各泥石流沟的自然

条件
、

成灾特点以 及当地财力
、

物力等各种因素之后
,

笔者确立了以下防治原则和建议采取的治

王. {)措施
:

(一 ) 防治原则 在治理该区 泥石流时
,

应贯彻以 防为 上
,

防治结合
,

综合治理的嚎则
,

并

以此作为该区泥石流防治的长期指导思想
。

对 于各沟都应 以生物措施为主
、 ’
仁物措施与工程措施

相结合
。 `
卫物措施应 以封山育林

、

植树造林
、

退耕还林相结合
;工程措施应 以拦为主

、

拦排结合
。

( 二 ) 建议采取的具体治理措施 由于各泥石流沟的 自然要素
、

泥石流规模 大 小
、

发 生 规

津
、

成灾特点以 及防护对象等都不尽相同
,

所以对每条泥石流沟应采取不 同的治理措施
。

1
.

纳 口斯查足 沟 (洪槽 沟 )
。

自 1 9 82 年发生 泥石流后
,

为防治泥石流造成的灾害
,

当地政

府投资 4 。万兀在 卜游沟段修建 3 道拦挡坝和 2 4道肋板 (消力坎 )
。

VJJ 板顶部均为干砌块石结 构
, 一

〔

程结钩
一

下价合防御泥石流的要求
。

该工程完工之后 不久
,

就经历 J
’

几次小型泥石流和洪水
,

结采

是 一部分工程受到 J’ 程度不】司的破坏
,

有的甚至 已遭冲毁
。

因而
,

需要对 其进行改 造
,

加 固 改

进
,

以增强其防御泥石流的能力
。

具体措施包括
:

( 1 ) 1 一 3 号坝应改建为浆砌块石重力坝
,

坝肩应嵌入岸坡华 宕或堆积层中至少 Z m
,

坝基应下到地面以下 Z m
,

坝体背水坡应为垂直或采

川 l : 。
.

2的边坡比
。

( 2 ) 排导槽的防冲肋板应改为棍凝土结构 与槽连成一个整体
,

并加 固 防

护堤
,

以增强其抗冲能力
。

( 3 ) 沟 口的一孔拱桥应改为 平板桥
,

以增大其过流 断 面
,

桥 的 进

孔处应 与排导槽相衔接
,

而月
_

桥孔出 11 处应扩成喇叭形
。

( 4 ) 沟的中下游应停止 开 山 炸 石
,

以免破坏山体的稳定卞卜
,

增加泥石流固体物质的补给
。

沟道两侧山坡
_ _

仁应 封 山 育 林 或 植 树 造

林
。

2
.

公墓沟 ( 三家寨沟 )
。

该沟的中小
`

游段为一些单位和居民修建的建筑物所 占据
,

它们完

全堵塞了沟道的出 1L
。

目前
,

甚至 出现雨季时地表水 也无流路的严重状况
,

给治理该沟的泥石流 {诊

来 丁困难
。

该沟沟头为修建的台阶式的公墓
,

沟道两侧山坡 仁有明显的滑坡体存在
,

从而成为该

沟泥石流的源头
。

根据 该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
,

笔者认为治理方案应 以封 山育林为主
,

辅之 以工

程措施
。

在源头有滑坡体的地方修儿道低坝或潜坝
,

以抑制滑坡活动
、

稳定沟床
。

在沟口上方修

一道高 2 二
,

长约 3 Om 的混凝土拦淤 “ 腰
`
{特” ,

以拦蓄部分泥石流固体物质
。

即使这些措施都用



0 2水土保持通报 第 0 1卷 3期

上了
,

笔者仍认为无法完全排除大规模泥石流带来的威胁
,

因为沟口 的建筑物已完全堵死 了泥石

流和洪水的流路
。

因此
,

建议拆除沟口处的部分建筑物
,

从拦淤
“
腰带

” 处向下游方向修一条排

导槽
,

用以将那些拦不住的部分泥石流物质排泄到沟外的棱磨河中去
。

3
.

大郎足沟
。

大郎足沟的主要问题是主沟下游沟道严重不畅和中上游沟道多条支沟泥石流

的频繁活动给下游造成的潜在危险
。

为解决这个问题
,

笔者建议采取如下治理措施
。

( 1 ) 中上

游应停止开山炸石
、

取土和串坡集材
,

以稳定山坡
,

抑制泥石流的发生和发展
。

( 2 ) 下游沟道

的原排导槽应清淤
、

扩宽
、

加高
、

加固和取直
。

原排导槽下段为浆砌块石
、

中上段为干砌块石
,

断面大小不统一
,

高低也不一致
,

且多弯道 ; 没有排泄较大洪水和泥石流的能力
。

因而 需对原排

导槽进行改造
,

以控制泥石流和洪水
。

沟内采石处的沟床 已被弃碴填满
,

需清淤并 停 止 采 石
。

( 3 ) 劳改 队左侧的支沟
, 1 9 8 7年发生的泥石流堵塞了主沟

,

影响到主沟下游的安全
。

应在该支

沟沟 口修建一道 防冲拦挡坝
,

将泥石流拦死在支沟中
,

防止其再次堵塞主沟
。

( 4 ) 取直木器厂

沟段的排导槽
,

原该段的排导槽比较顺直
,

可是建木器厂后
,

人为向排导槽内弃碴
,

将公路和河

道挤向了右岸
,

从而使排导槽流路不畅
,

应将排导槽改 回原道
,

才有利于该沟下游的排导
。

4
.

查木桥沟
。

该沟的主要危害是泥石流冲出沟口后堵断棱磨河
,

冲毁马尔康至金川和壤塘

的公路路基和堵河 回水浸地以及溃决等带来的灾害
。

因此
,

工程措施治理的主要目的是 防止泥石流

堵河
。

除在该沟上游滑坡区和水土流失区用植树造林
,

退耕还林等生物措施来控制或消除泥石流

外
,

还应在沟口处改变泥石流出沟口后 与棱磨河直交的流向
。

建议从沟口处向河流下游方向开挖

一条 1 00 m 长的人工沟道
,

与主沟呈锐角相交
,

或从沟 口处向下游方向修建一道 50 m 长
、

3 m 高

的导流堤
,

以迫使泥石流出沟口后改变流向
,

达到防 止泥石流堵河成灾之 目的
。

四
、

结 论

( 一 ) 马尔康县城区历史上的老泥石流比现今暴发的泥石流规模大
、

分布广
、

活动性强
。

( 二 ) 马尔康县城区地层破碎
,

松散堆积层厚度较大
,

植被较差
、

山坡陡峻
,

加之地震和断

裂在该区时有活动
,

因而该区的泥石流将长期地活动下去
。

(三 ) 马尔康县城区 4 条主要泥石流沟的各自然条件都反映出它们存在暴发较大规模灾害性

泥石流的可能
。

( 四 ) 鉴于城区 4 条主要泥石流沟都存在程度不同的潜在危险
,

当地政府及有关部 门应对 此

引起充分的重视
。

建议 四川省
、

阿坝州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

尽快投资治理该区的泥石流
。

(五 ) 该区泥石流的治理应采用以防为主
,

防治结合
,

综合治理的治理原则
。

采取 以生物措

施为主
、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总体治理方案
,

因各沟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各异的治理措

施
。

(六 ) 纳 日斯查 足沟内原有的防治工程
,

目前已失去防御泥石流的能力
,

必须对其加以改造

或重建
。

注
:

本文承 蒙中国科 学院成都山 地灾 害与环境研究所 唐郑兴研 完员和柳素清老 师指导
。

阿 坝

州的程 昌矩
、

刘显德
、

肖义福等 同志参加野 外考察工作
。

写作和修 改过程中还得到 四 川省 防汛 办

甘存 惠工程师和西 南师 范 大学郭敬谊
、

廖 天富以 及陈玲同志的帮助
,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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