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 卷第 3 期
19 9 1年 6 月

水土保持通报
B u l l e七i n o f 5 0 11 a n d W

a七e r C o n 吕e r v a t i o n
V o l

。

11 N o 。

3

J u n e ,

1 99 1

甘肃西峰地区
“ 1 9 8 8

·

7
·

2 3
”

特大暴雨灾害与水保措施调查评价

邢天佑 李 卓 刘平乐

(黄委会西峰水土保持试验站

提 婆

贾西安 刘
’

勇

甘肃西峰市 )

作者通过对甘肃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 19 88年 7 月 23 日发生的特大暴雨灾害 ( 3 00年一遇
,

中心 点的降水量 2 10 一 2 4 0m m ) 的调查
,

根据实地获取的资料
,

分析了该次暴雨系 由局部地

热对流而形成
,

由7 00 h p a 的
“
人刀 字型 二变所触变

。

降雨历时仅 2 h 5 m in 至 2 h 3 5 m in
,

但成灾是严重的
。

本文分析了暴雨在澡区造成灾害的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 ; 分析评价 了本区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

如条田
、

沟头防护
、

库坝
、

造林等的优点与不足
。

提出了垠
、

坡
、

沟综

合防治体系思想
,

并针对黄土高原暴雨多系局部地热对流所形成和降雨量大
、

降雨强度大的

特点
,

建议提高水保规划
、

设计和施工的抗灾能力
。

关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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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暴雨 产洪产沙 水保措施 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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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8年 7月 23 日凌晨
,

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西峰地区发生了一次罕见的短历时暴雨天气
,

并

伴有冰雹和大风
,

暴雨中心有两个
,

一个是庆阳县熊家庙
,

最大点雨量 2 40 m m
,

另一处是西峰市

董志乡
,

最大点雨量 2 10 m m
。

降雨 自东北向西南移动
,

全部降雨过程在 3 h左右
。

由于强度大
、

范

围广
,

造成大面积农田冲毁
,

水利水保工程破坏
,

邮电
、

供电
、

交通多处 中断
,

房屋倒塌
、

人畜

伤亡 (死亡 52 人 )
,

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危害
,

是西峰地区解放以来成灾最严重的特大暴雨
。

为分析该次暴雨 (简称 1 9 8 8
·

7
·

23 暴雨 )的成因
,

时空分布及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在特大暴雨

情况下的水保效益
、

破坏程度
,

探索黄土高原沟壑区特大暴雨水土流失特点
,

探讨 30 多年来水土

保持工作的经验教训
,

为治理规划及对新增水土流失因素的监控提供依据
,

暴雨后
,

我站及时组

织人员对暴雨覆盖区的南小河沟流域
、

砚瓦川流域
、

王家湾流域进行了调查
。

一
、

调查流域的基本情况

砚瓦川流域位于西峰市东南部
,

是马连河右岸的一条支流
,

属庆阳地区西峰市和宁县管辖
,

1 9 7 5年黄委会西峰水保站在该流域设立水文观测站
,

控制面积 3 29 k m
2 。

1 9 8 0年庆阳地 区成立了

砚瓦川流域指挥部
,

组织流域所属各乡镇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治理
,

各种水保措施控制面积

i i s k m
“ ,

治理程度为 3 5%
。

南小河沟是径河支流蒲河左岸的一条支沟从 1 9 5 2年开始为我站高原 沟壑区小流域综合治理的

典型示范流域
,

从 1 9 5 4年开始径流泥沙观测
,

进行水土流失规律研究
,

至 1 9 8 1年累计治理达 5 8咒
。

王家湾流域位于西峰市东北隅
,

整个流域为一般治理
, 1 9 5 6年在流域中游修建坝高 33 m的中

型水库 1 座
,

土坝以上集水面积 1 3 9 k m
“ 。

详见表 1
、

表 2
、

表 3
。

表 l 流域基本价况统计表

流域名称
沟道密度

( k m / k m
“ )

流 域 面 积

沟道比降
( % )

全流域
( k m

么 )
深
( k m

Z更 占流域 ( % ) 沟 壑
( k m

Z ) 占流域 ( % )

notlú勺4南小河沟

王 家 湾

砚 瓦 川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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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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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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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流域杜经情况表 ( 1 98 0年 )

原地 (万亩 ) 山地 (万亩 ) {
粮食单产

{
` “ g /亩 ’

.、2

人口流 人域名称
行政村
(个 ) 自然村 (个 ) }户数 (户 )

南小河沟

砚 瓦 川

7 7

3 6 5

1 8 73

}
9 0 11

1 3 ” 0 0

}
“ 3 ” 0 0

2
。

47

18
。

8

·

。g `

}
` 8 2

。

2 0 } 1 5 0

Q曰ǎ“,上一勺

西峰地区属黄土高原沟壑区地貌类型
,

地面全部为黄土覆盖
,

下游沟床内出现白翌纪沙岩
,

地质剖面 自下而上为沙岩
、

黄土状重亚粘土
、

黄土状亚粘土
、

红色黄土
、

黄土
。

地形地貌为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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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

沟三部分
,

源面地形宽广平坦
,

坡度为 1
“

~ 3
” ,

是农业生产基地和村庄
,

水保措施有条

表 3 流域主要水保措施统计表

一
!

一二…: 、 梯 田

(万亩 )
人工草
(万亩 )

人工林
(万亩 )

沟头防护
(处 )

水 库 淤 地 坝

(座 ) } (万 m
“ ) (座 ) (万 m

3 )

南小河沟

砚 瓦 川

。

0 4

8
。

3

0
。

6 4 0
。

0 5 9 { 3

0
。

03 3
。

50 8 7 1 2 5 ! 3 8

…
ū l

.

l
es

les
.

l
f

田
、

涝池
、

水窖
、

蓄水捻等 ; 坡是源和沟之间的缓坡带
,

坡度在 10
“

一 3护 之间
,

主要为牧荒地

和少量农耕地
,

水保措施有梯田
、

林草
;
沟是在原来沟谷 中由土壤侵蚀发育而成的新沟

,

呈
“
V

’ ”

字型
,

坡度在 40
。

~ 7 0
“

之间
,

主要为立崖陡壁和牧荒地
,

水保措施有林草
、

坝库工程
。

根据南小河

沟水土流失资料分析
,

流域多年平均侵蚀模数 4 35 O t/ k m
“ ,

径流模数 9 0 00 m
“

/ k m
Z ,

源
、

坡
、

沟

侵蚀模数分别是 8 1 6 t/ k m
“ 、

6 6 6 t/ k m
“
和 15 Z o ot / k m

“ ,

径流主要来 自源面
,

泥沙主要来 自沟谷
。

二
、

暴雨及灾情
(一 ) 撰雨成因 22 日 8 时 5 0 o h p a 图上

,

欧亚范围内中
、

高纬度为两槽一脊 型
,

急流轴偏

北
,

70
O

E的长波槽明显加深
,

槽前等高线呈散开状
,

槽前 后 伴 有 一 10 及 十 9 的△ H
: `
中 心

,

槽后有冷中心配合
,

斜压性强
,

预示此槽将继续发展
。

中纬度气流较平直
,

高原北部柴 达 木 附

近有一小槽
,

并伴有 一 6的△H 24 中心
,

青藏高压 已 分裂减弱东移
,

24 h 向东南方向移动并逐渐

与西太平洋副高压合并
,

高原低槽随之东移 ; 7 0 0h p a 陇东地处长波槽前气旋曲率最大 处
,

高原

东部低层为暖区
,

具有不稳定因素
,

在本地区上游有一
“
人

”
字型切变

。

相应地面图上
,

河套北

部一民勤一线有条弱切变线
。

从 50 0 h p a环流形势分析
, 2 4 h 内能直接影响陇东地区的高空系统只

有柴达木附近的小槽
,

而此槽到了 23 日18 时才到达本地 区 (各地降水约 10 m m )
。

地面图上的弱

切变线 22 日20 时 已原地变性消失
。

从降水量分布分析
,

22 日夜间西峰市降水量 7 2
.

g m m
,

而西峰西

部仅隔 40 多 k m的镇原县无降水过程
,

可见
,

这次降水过程主要是局部地热对流造成 的强雷阵雨

天气
,

而引起这次暴雨的触发机制是 7 00 h p a的
“
人

”
字型切变

。

(二 ) 县雨特点 7 月 22 日23 h 20 m in
,

西峰地区北部熊家庙
、

释马等地开始降雨
,

并在熊家

庙村火烧坡一带形成暴雨中心
,

最大点雨量 2 40 m m
,

23 日 l h基本停止
,

历时 2 h 2 0m in ;
与此 同

时
,

暴雨方向很快向南移动
,

西峰市董志乡等地从 22 日23 h 30 m in 开始降雨
,

在孙庙
、

南庄一带形

成又一暴雨中心
,

降雨量 Z i o m m
, 2 3 日 2 h 5 m i n 大雨停止

,

历时 2 h 3 5m i n
。

北南两暴雨 中
』

合

形成时差为 10 m in
,

移动迅速
,

降水量由北向南递减
。

暴雨覆盖西峰
、

宁县
、

庆 阳
、

华池四县市

6 00 0 k m
“ 。

用暴雨中心骚马关雨量站 30 年历年一 日最大降水量资料统计分析
, 2 40 m m 降 水 量

的频率为 0
.

3%
,

大约相当于 3 00 年一遇 (见表 4及图 1 ,

图 2 )
。

表 4 西峰地区 8 .8 7
·

23 . 雨特征值表

雨 量

( m m ) ( h : m i n ) ( m m / m i n )

王 家 湾

砚 瓦 川

南小河沟

15 0
。

6

6 3
。

8

1 : 3 0

2 : 4 0

6 5
。

0 2 : 30 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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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三 )灾情调查 三个流域合计受灾 2万户
,

9 万多人
,

毁灭庄宅 1 70 8处
,

倒塌房屋 5 8 53 间
,

倒塌窟洞 6 3 37 孔
,

造成危房 1万多间
,

死亡 43 人
,

(整个暴雨区死亡 52 人 )
,

死亡大小家畜 1 1 00 头
,

家禽 3
.

5万只
,

冲毁淤地坝26 座
,

水井 12 0眼
,

损失

粮食 5 00 多万 k g , 1 7
.

8万亩耕地受到不同程度 的水

毁
,

灾害的重点是源区
。

(日任à圳健

—
王铁

一
·

一 路北

一
·

·

一董志
一 一一下寺场

三
、

暴雨产洪产沙特点

( 23 日 ) 时间 ( h )

图 1 西峰地区 8 8
·

7
·

2 3暴雨主要量站降雨量累积曲线

(一 ) 由于植被的季节性变化
, 使场面成为径

流泥沙的主要来源地
,
场面产流产沙大于沟壑 王

家湾流域源面与沟壑径流之比为 1 : 0
.

78
,

泥沙之

比为 1 : 0
.

6 5 ,

源面平均径流系数 5 2
.

2 %
,

侵蚀模数

1
.

2 7万 t/ k m
“ ; 沟壑径流系数为 4 0

.

8%
,

侵蚀模数

0
.

82 万 t/ k m
“ 。

小 区资料也反应了这一情况
,

路堡

村源面麦茬地降水量 4 4
.

7m m
,

径流系数 3 5
.

6%
,

董

庄沟荒坡小区降水量 66 m m
,

径流系数 29 %
,

麦茬地产流能力是荒坡的 1
.

23 倍
。

源面产流产沙之所

以大于沟壑
,

是因为 1 9 8 8年前季雨水充沛
,

沟壑草木生长旺盛
,

植被度高
,

沟壑部位地形破碎
,

径流分散
,

冲刷能力较弱
,

加之上
、

中游沟床切入红胶土层
,

下游河床切入基岩
,

抗冲能力强
,

因而除小部分支沟冲刷较严重外
,

沟壑其余部位冲刷轻微
;
而源面正值夏收刚刚结束

,

大部分麦

茬地未耕翻
,

处于裸露状态
,

易产生径流
,

加之源面地形完整
,

径流集 中
,

冲刷能力强
。

与一般

暴雨 比较
,

沟壑部位产流量比重增大
,

产沙量比重减小
。

①源面麦茬地是径流的主要来源地
。

一是麦茬地面积大
,

占源面耕地 7 0
.

4% ; 二是麦茬地下

渗能力差
、

易产流
,

后官寨乡中心村一片面积 6 06 2
.

5 m
“
的源面耕地

,

麦茬地占67
.

8%
,

其它 占

3 2
.

2 %
,

降水量 i 4 0 m m
,

径流系数高达 7 4 %
。

②源面深翻裸露地是原面泥沙的主要来源地
。

深翻裸露地耕层土壤含水量超饱和状态下产生

泥流
,

在降水量 1 68 m m 的孙胡同
,

深翻裸露地侵蚀模数 1
.

03 万 t/ k m
“ ,

一般麦茬地 侵 蚀 模 数

4 6 0 0 t / k m
“ ,

产沙量增加 1
.

2 4倍
。

③一般暴雨源面部分产流
,

特大暴雨为全面产流
。

南小河 沟多年来实测资料表明
,

一般暴雨

源面农 田不产流
,

较大暴雨条田不产流
,

村庄道路产生的少量径流完全被涝池
,

蓄水捻拦蓄
,

不

会形成洪水灾害
。

1 9 8 8
·
7

·

23 暴雨恰逢源面汛期植被最差期
,

各种地形全面产流
,

超过了水保措

施拦蓄能力
。

(二 ) 场面集流槽水土流失活跃
,
新老集流抽交替发挥作用

,
新集流摺水土流失和对耕地的

破坏比老集流抽更严重 老集流槽是源面原有的独立汇流水系
,

径流产生后的冲刷一般是在集流

槽中冲走耕层土壤
。

修条田后的冲刷有三种形式
,

一是在不等高的地埂的导水作用下地块对角方

向集流冲刷造成新集流槽 ; 二是由于老集流槽部位的虚 土沉陷而再沿老集流槽汇流形成新的集流

槽 , 三是地埂残缺径流从缺 口下泄形成新集流槽
。

新集流槽虽然径流有所减少
,

但由于地面高差集

中在地埂部位
,

加之地埂残缺部位虚土层深厚
,

使冲刷加剧
,

泥沙流失更为严重
。

董志乡一老集流

槽长 3 29 m
,

本次降水量 1 68 m m
,

冲刷宽度 3
.

4m
,

冲刷深度 o
.

22 m
,

耕层肥沃土壤全被 冲 走 ,

董志乡南庄村一个流经 5 块条田的新集流槽长 2 00 m
,

冲刷宽 1
.

5~ g m
,

冲刷深 0
.

9~ 1
.

55 m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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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暴雨等值线图

般暴雨的冲刷多发生在集流面积较大的老集流槽
,

本次暴雨形成大量新集流槽使源面侵蚀现象发

生了质的变化
,

由未平整土地上 的细沟侵蚀转变为条田地块的切沟
、

冲沟侵蚀
,

直接影响交通和

耕作
。

(三 ) 场水下沟是导致沟头前进
, 沟蚀发展的主要因素 降水量 2 40 m m的熊家庙夏 家 咀沟

头前进 16 m
,

扩宽 15 m
,

下切 12 m
,

冲刷量 2 10 o m
“ ,

直接冲毁耕地 2
.

1亩
,

影响耕作 2 亩
;
降水

量 11 3
.

4m m的杨家沟
,

是以林为主综合治理的典型示范流域
,

振面积 o
.

3 k m “ ,

沟壑 面 积 0
.

57

k m
“ ,

源水下沟使沟头前进 0 。 7 m
,

冲刷量 1 4 o
.

5m
“ ,

并且使长度 1
.

s k m的沟道下 切 1 ~ Z m
,

沟道冲刷量 3 4 00 m 3 ,

总计 3 5 40 m 3 ,
占流域总产沙量 4 5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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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人类不合理的杜会经济活动增水增沙作用明显 一种表现是边治理边破坏降低了治理

效益
,

如条 田
,

沟头防护的人为破坏
,

集流槽的强烈冲刷作用
; 另一种是由于生产活动及修建住

房等不注意保持水土引起新 的水土流失
,

如修路建房弃土
,

社队企业废料的冲刷
。

董 志 乡 寺 沟

路
,

调查长度 3 00 m
,

弃土量 2
.

5万 m “ ,

本次暴雨冲刷量 1 8 10 m
“ ,

占总弃土量 7
.

24 % , 后官寨砖

瓦厂沟道弃土量 1 0万 m
3 ,

冲刷量 5 8 8 0m
“ ,

占总弃土 5
.

8 8%
。

四
、

水保措施减水减沙效益分析

(一 ) 条田 根据董志乡典型调查推算
, 1 %条田地埂封闭

,

田面平整
,

一般仍有少量溢水

而无大的破坏为高标准条田 ; 26 %条田虽有较大破坏
,

但仍能发挥一定拦蓄作用为 一 般 条 田 ;

73 %条 田由于修建质量差
,

耕作破坏严重
,

加之暴雨水毁
,

基本没有拦蓄作用为破损条田
,

降水

量 1 3 8
.

5m m
,

径流系数分别是 1 5
.

5%
、 3 3

.

5%
、 4 4

.

3%
,

径流深分别是 2 1
.

5 m m
、

4 6
.

4 m m
、

61
.

4m m
,

减水效益分别是 6 7
.

1 %
、

2 8
.

9%
、

6 % ;
降水量 1 68 m m

,

一般条 田麦茬地与 一 般源

面麦茬地产沙量分别是 3 o o o t / k m
“ 、

4 6 0 o t / k m
“ ,

减沙效益 3 4
.

5%
。

(二 ) 造林 杨家沟郁被度 0
.

9的山坡杏树林
,

沟谷刺槐林小区
,

在降水量 8 4
.

5m m时减水效

益分别是” %
、

96 %
,

均未产沙
。

这表明高质量造林水保效益很显著
,

而大部分群众造林地林木

稀疏
,

郁被度小
,

因而面上造林在大暴雨情况下水保效益很小
。

(三 ) 水库
、

淤地坝 南小河沟流域共有坝库 6 座
,

作为水库使用的 2 座
,

作为淤地坝使用

的 4 座
,

本次暴雨水库拦水 24 万 m
3 ,

拦泥 1 8
.

2万 t
,

淤地坝早已淤平无拦蓄效益
。

坝库拦水量 占

流域产流量 2 1
.

7%
,

拦泥量占流域产沙量 47
.

2 %
。

(四 )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发挥了较大减水减沙作用 南小河沟流域本次暴雨产流量 1 2 0
.

7 万

m
3 ,

产沙量 3 9
.

0 5万 t
,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拦水量 34 万 m
“ ,

拦沙量 1 9
.

73 万七
,

减水效益 2 8
.

2 %
,

减沙效益 5 0
.

5%
,

拦蓄效益主要来 自工程措施和少部分高质量的生物措施
。

五
、

水土保持措施水毁因素

源面
、

沟谷是本次暴雨产流产沙及水土保持措施水毁的重点部位
,

应对其影响流域水沙变化

的关键性措施条田
、

沟头防护
、

水库淤地坝水毁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

(一 ) 条田 典型调查结果
,

暴雨 区条田 ” %遭到不同程度水毁
,

73 %条田基本丧失拦蓄作

用
,

少部分条田遭受毁灭性破坏
,

在暴雨中心看不到完全拦蓄的地埂
,

其特点是高坎地埂比低坎

地埂破坏严重
,

源边地埂比源心地埂破坏严重
,

80 年代新修条 田地埂破坏严重
。

破坏 程 度 随着

每亩条 田地埂长度增加而减轻
。

主要因素有四点
:
一是条 田规划标准低

,

规划生产作用考虑多
,

水保作用考虑少
,

如田面与地埂等高
,

只蓄不拦没有防洪能力
;
二是条田施工质量差

,

基本农田

建设重数量轻质量
,

如田面的大平小不平
,

地埂残缺等 ; 三是地埂规划不按等高方向而 按 老 地

吵
,

修成的条田埂实际不水平 , 四是条田建设重治理轻管理养护
,

人为破坏严重
,

如地埂的耕作

破坏没有引起重视
,

护埂经验技术没有得到推广
。

(二 ) 沟头防护 南小河沟流域主要沟头防护 9 处
,

破坏 6 处
,

集流面积越大沟头防护破坏

越严重
,

沟头前进随集流面积中易产流面积比重的增加而严重
。

主要因素有两点
:
一是沟头防护

人为破坏
,

占总数 13/ ; 二是沟头防护工程拦蓄能力小于来水量形成破坏
,

占总数 1/ 3 ,

这种破坏

由于径流量大
,

沟头前进更为剧烈
。

(三 ) 水库
、

淤地坝 南小河沟流域现有水库 3 座
,

作为水库使用的 2 座
,

作为淤地坝使用

的 1 座
,

修建淤地坝 3座
,

建立了以花果山水库为骨干工程的坝库系统
,

本次暴雨 骨 干 坝 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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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万 m
“ 、

拦泥 8
.

2万 t
,

对调节洪水过程减轻下游灾害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上游 周 家 咀 水 库 拦泥

10 万七
,

为减轻骨干坝淤积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但花果山水库淤积降低了有效库容和使用年限
,

周家

姐水库淤积泥沙 10 万 t 丧失了水库功能
。

主要原因是上游淤地坝早 已淤平没有拦蓄能力
,

使坝库系

统工程总体功能遭到破坏
。

砚瓦川流域有淤地坝 25 座
,

水毁 14 座
。

淤地坝上游支毛沟沟谷治理差
,

削洪减沙能力低
,

形

成产流大于坝库拦蓄
、

调蓄能力
,

导致洪水过坝溢流
。

董志乡峻炯流域
,

源面
、

坡面为一般治理
,

沟内有建于 1 9 5 8年控制坝 1 座 (坝上集水面积 4
.

54 k m
“
)

,

尚有库容 5
.

5万 m
“ ,

近几年在水库上

游再建总库容 3
.

7万 m
“

养鱼塘 3 座
,

四座坝总库容 9
.

2万 m
“ ,

控制坝卧管减洪最大流量 0
.

4m
“

/ 8
,

本次暴雨面平均雨量 n 3m m
,

总产流量 17
.

7万 m
“ ,

四座库拦蓄能力 占总产流量 52 %
,

剩余洪水

靠卧管排泄需 59 h
,

而产汇流溢流毁坝至排完洪水实际只有 4 h
,

由于洪水量大
,

水位暴涨
,

首先在

坝顶产生 0
.

25 ~ 0
.

9m 过坝溢流
,

而后在左端土坝与坡面结合部位冲开缺 口
,

在产 流行 洪的 4
.

h5

内
,

调查过坝最大流量 6 4
.

3m
“

/ s
,

平均流量 4
.

63 m
“

/ s
,

属非常洪水短时漫顶毁坝
。

岭炯土坝破坏

后
,

对下游特别是 2 00 m m 以内有较大冲刷
,

且土坝 30 年的淤积土仍然保留
;
坝身左侧冲开缺 口与

坝顶不平整
,

方向性倾斜导致 冲刷能力不均匀有关
;
在洪水漫顶约 30 m in 内

,

除左侧冲开缺口外
,

坝面
、

背水坡其余部位经过冲刷仍然基本完好
。

六
、

对防治特大暴雨洪水灾害的几点意见

源
、

坡
、

沟三道防线综合防治体系在黄土高原沟壑 区水土保持治理中经过 30 多年实施
,

对该

区大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

一般暴雨
、

较大暴雨 的水土流失特点完全符合三道防线

的构思与设计
。

1 9 8 8
·

7
·

2 3暴雨源面防治体系破坏
,

不但形成严重的源面切沟侵蚀
,

沟头前进
,

加剧了沟道冲刷
,

而且对人 民生命财产和沟道工程措施构成了严重威胁
。

在一般治理流域出现大

部分淤地坝被毁
,

在有骨干工程形成坝库系统的流域出现沟道严重冲刷和水库严重淤积
。

大暴雨

造成的水上流失在该区占主要 比重
,

这次暴雨南小河沟流域平均产沙模数 1
.

26 万 t/ k m
“ ,

远 远

低于非治理的董庄沟 (仅沟道冲刷量一项侵蚀模数即达 2
.

16 万 t/ k m
Z
)

,

为治理前多年平均值的 3

倍
,

所以
,

探索特大暴雨水土流失特点
,

寻找在尽可能减少土壤侵蚀前提下对 三道防线防治体系

的完善修正是十分必要的
。

(一 ) 特大撰雨产流产沙最有影响的是场面巨大径流
,
完善运面水土保持防治体系是减洪减

灾的主要对策 第一
,

源面基本农田建设是减轻源面暴雨灾害的唯一途径
。

1 9 52年开始治理的南

小河沟流域
,

源面条 田只 占源面耕地的 4 4%
,

大部分耕地还没有治理
,

未治理部分属较难治理部
分

,

而这部分耕地的治理对减轻暴雨灾害程度的潜力是十分明显的
;
第二

,

进行源面水利水保措

施 的修复
,

提高源面水保工程设计标准及施工质量 ; 特别是占源面面积比例较大的条田的设计标

准
,

是减洪减灾的主要措施
。

1 98 8
0

7
·

23 暴雨 中一般条田比破损条田减水效益高2 2
.

9%
,

破损条

田 占条 田总面积 73 %
,

因而可 以认为
,

提高破损条田的设计标准是 困难的
,

保护现有劳动成果进

行破损条田修复工作是非常有益的
,

既能较大幅度提高水保效益又可在短时间内实现
,

在治理程

度较高流域修复比新建更容易见效
。

暴雨中高标准条田减水效益比一般条田高 38
.

2 %
,

假如现有

条田全是高标准的
,

仅条田一项即可削减源面洪水 40 %
,

源面灾害也会大幅度减小
。

因此
,

就水

土保持长远 目标来说
,

提高新建条田的设计标准及施工质量
,

不但能保证条田水保作 用 正 常 发

挥
,

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
。

第三
,

加强源面水保措施的管理和养护
,

对边治理边破坏等人为增沙

因素进行纠正是减洪减灾的保证
。

90 %以上的条 田
,

60 %的沟头防护不能正常发挥水保作用
,

这

一方面是人为破坏的原因
,

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不加强管理和不重视养护的结果
。

因此必须引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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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领导的重视
,

一是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条例对水土保持措施以法管理
,

将监督管理工作任务落实

到乡村及对 口管理部门
,

并作为有关部门和职工考核的主要内容 ; 二是推广地埂的管理养护技术

和经验
,

我站推广的红柳
、

黄花
、

,

花椒
、

首蓓等生物固埂技术
,

不但减轻了地埂耕作破坏
,

而且

提高了经济效益
,

特大暴雨中破坏程度低
,

水保效益高
。

第四
,

综合治理源面洪水径流
,

使田
、

园
、

路
、

林与水土保持措施有机结合
,

建立源面洪水径流的蓄
、

防
、

排系统工程
。

综合治理源面

洪水径流系统工程主要反映在以沟头防护工程为主体的源面独立汇流水系的治理 中
,

根据本次暴

雨沟头防护破坏特点
,

在集流面积小 ( < o
.

s k m
“
) 产流能力差的集流面内

,

按照完全 拦蓄的要

求规划源面农田
、

村庄道路
、

沟头沟边防线 ; 在集流面积大 ( > 0
.

s k m
“
) 产流能力强的集流面

内
,

按照以蓄为主
,

蓄排结合的要求规划源面 防线
,

做到一般暴雨洪水以蓄为主
,

特大暴雨洪水

蓄排结合
,

采用沟头防护地下暗管排泄方式
。

(二 ) 沟谷部位承担全流域洪水输移任务
, 是水力

、

重力侵蚀集中的地方
, 因而是控制和减

轻水土流失的关键部位 第一
,

综合治理支毛沟
,

在淤地坝所属沟壑
,

采用林草固沟措施削洪减

沙
,

减轻洪水对淤地坝破坏能力
,

在淤地坝背水坡
、

坝面种植灌木
、

牧草护面
,

解决小型淤地坝

在非常洪水时漫顶毁坝间题
,

同时对六 七十年代修建的质量较差的淤地坝进行维修改造 ; 第二
,

建立重点治理流域干沟坝库系统工程
,

不断调整完善坝库系统防御洪水能力
,

特别是对 中上游淤

地坝的续建加高
,

以保证一定 比例拦泥库容是十分必要的 ; 第三
,

优先进行沟谷治理及沟底防冲

林建设是因地制宜快速实现保源固沟的有效途径
。

(三 ) 陇东近年几次撰雨
,

如蒲河 1 9 85
.

5
·

1票雨
,

镇原 198 7
·

5
.

23 幕雨及本次 1” 8
·

了
·

23 暴雨等
,

均系局部地强热对流所引起
,

皿大
、

强度大
、

多发生在源 区 30 多年来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源面治

理程制较高
,

但遇特大暴雨洪水灾害仍十分严重
,

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

第一
,

水土保持规划对

暴雨灾害程度估计不足
,

源面治理没有防洪意识
,

如过去为拦蓄源面洪水在胡同内修建蓄水捻
,

但胡同内仍有地坑庄住户
,

本次暴雨洪水量大
,

不能及时排减
,

进入庄子成为人蓄伤亡的主要部

位
;
村庄规划施工不科学

,

80 年代新修庄子水毁严重
,

地坑庄水毁严重
,

而且是毁灭性 的
。

80 年

代以前村庄属集体统一规划
,

多在沟边及道路附近
,

80 年代村庄向源心发展
,

修在承包地内 (侵

占了大片粮田 )
,

打围墙
、

土坯等就地取土
,

庄子修成 已在土坑内
,

无法排浅洪水
;
地坑庄多在

源心部位
,

仅靠渗坑解决洪水间题
,

大暴雨时渗坑容积有限
,

造成水毁及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

因

此
,

村庄基建应结合水土保持规划进行
,

基本农田建设要有利安全和生产
,

应逐步废除地坑庄
,

特别是胡同内的地坑庄 ; 土地承包经营
,

但不能 以包代管
,

村庄布局仍要统一规划
,

严禁在粮田

面积内修庄 ; 行政和技术部门相互配合
,

利用本次暴雨灾害实例进行防洪宣传
,

提高源区群众防

洪意识及管护水利水保措施的积极性
,

使各项水利水保措施真正发挥兴利除害作用
。

参加调查的还 有王德 贤
、

葛文茂
、

韦小 明
、

阎剑
、

豆金彦
、

安润 莲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