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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藏林芝地区是我国泥石流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 响，冰

川融化速度加快，冰川融水型泥石流灾害频频发生，危害极其严重。自２００９年７月中旬开始，对该地区林

芝、米林、波密、察隅４县３０条泥石流沟做了系统调查。在研究该区域２０条较具代表性泥石流沟的基础

上，结合该区域已有研究资料，按 泥 石 流 形 成 的 激 发 条 件 将 其 分 为 降 雨 型 泥 石 流，冰 川 降 雨 型 泥 石 流，冰

崩、雪崩型泥石流，冰湖、堰塞湖溃决型泥 石 流 共４类。进 而 从 地 形 地 貌、物 源、水 源 及 气 温 等 方 面 分 析 了

其形成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防灾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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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林芝地区是我国泥石流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

之一［１－２］，通过对林芝地区实地调查发现该地区泥石流

灾害最为严重的村庄主要有米林县的色岗、帮宗，林芝

县的拉月、排龙，波密县的索通、松绕、林琼、易贡茶场

一队，察隅县的沙琼、洞冲，墨脱县的地东、阿苍、波东，

工布江达县的四章、琼巴，朗县的生木。自２００７年９
月以来，该地区境内连续发生数次泥 石 流 灾 害，造 成

了严重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如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凌

晨２时许，波密县易贡茶场１队康布沟发生泥石流灾

害，摧毁康布 沟３座 桥 梁、公 路５００ｍ、冲 毁 农 田 约

３　３３５ｍ２，使易贡乡２　２００余人通行受阻；９月４日１９
时许，波密县 古 乡 松 饶 村 天 摩 沟 发 生 大 型 泥 石 流 灾

害，造成１人死亡，７人失踪，９人受伤，并冲毁民房２
户、６户民房受损，冲毁农田２．００×１０４　ｍ２，冲走牲畜

４０余头，松饶吊桥被冲毁、１辆轻型面包车被毁，３１８
国道交通中断４３ｈ，直接经济损失５２０余万元。

在对林芝地区４县３０条泥石流实地勘察的基础

上，选取其中２０条比较具有代表性泥石流沟进行详

细的现场勘察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该区域已有研究资

料对泥石流的类型和形成条件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



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林芝地区泥石流更加全面深

入地研究，进而搞好林芝地区和西藏其它地区泥石流

灾害的防治。

１　林芝地区泥石流类型

泥石 流 分 类 方 法 比 较 多 且 不 完 全 统 一，吕 儒 仁

等［３］根据泥石流形成条件分为激发类和触发诱发类。
所谓激发类泥石流是指在一定地区或地段，由于某种

因素（如水源）长时间持续作用，导致其它因素发生变

化，最后形成泥石流。根据该区已 有 研 究 资 料［３－４］发

现由于受孟加拉湾暖湿气流的影响墨脱县几乎每年

５月和１０—１１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台风暴雨的

影响而发生泥石流，是典型的降雨型泥石流区；而工

布江达县是属于我国现代季风海洋性冰川的集中分

布区，冰川在其行进和退缩的过程中对地表的融选作

用，为近期泥石流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导致工布

江达县冰川型泥石流占主导地位；朗县地处藏东南山

地，泥石流分布以冰川降雨型和降雨型为主［４］。同时

笔者在已有研究资料基础上结合林芝地区其它４县

２０条泥石流沟（表１），按泥石流形成的水源条件将其

主要分为４类，即降雨型泥石流，冰川降雨型泥石流，
冰崩、雪崩型泥石流，冰湖、堰塞湖溃决型泥石流。林

芝地区泥石流详细分类详见表２。
降雨型泥石流是由降雨作用激发的泥石流［５］，这

类泥石流是林芝地区最普遍的一种类型，集中分布于

察隅、墨脱和米林地区。在降雨作用下，坡面松散土

体逐渐达到饱和，强度降低，发生滑动。同时地表径

流切割沟床 两 侧 山 坡 坡 脚，导 致 沟 床 及 沟 岸 山 坡 失

稳。坡面和坡脚的松散物质在洪水的侵蚀下，形成不

同规模的泥石流。

表１　林芝地区４县泥石流沟流域特征

沟 名 所属地区 主 河
沟口地理坐标

经 度 纬 度

流域面

积／ｋｍ２
主沟道

长／ｋｍ

主沟床平均

比降／‰

流域最大

高差／ｍ

平均坡

度／（°）
色岗沟 米林县色岗村 雅鲁藏布江 ９４°１２′１２″ ２９°１２′２９″ ６．６１　 ４．１７　 ３０８　 １　６６７　 ３２．１９
帮宗沟 米林县帮宗村 雅鲁藏布江 ９４°４７′４７″ ３０°１５′５５″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４　 １１５　 ２　２１２　 ２８．７３
成月弄巴 林芝县拉月村 拉月曲 ９４°５２′５５″ ２９°５９′４０″ ２７．９７　 １０．８　 ４６２　 ３　５７８　 ３５．２０
拉月弄巴 林芝县拉月村 拉月曲 ９４°５２′３９″ ２９°５９′２０″ ９７．６１　 １９．８４　 ２６７　 ４　５９６　 ２７．２８
检它弄巴 林芝县拉月村 拉月曲 ９４°５２′４８″ ２９°５９′３４″ ８．４１　 ６．４３　 ５３４　 ３　１１４　 ３４．１６
培龙沟 林芝县排龙乡 帕隆臧布 ９５°００′４３″ ３０°０２′２８″ ８６．１０　 １８．７５　 １３２　 ３　８２８　 ３１．２６
索通沟 波密县索通村 帕隆臧布 ９５°１７′３０″ ３０°００′５４″ ４３．４０　 ９．３０　 ２８８　 ２　８９２　 ３０．４８
松绕沟 波密县松绕村 帕隆臧布 ９５°１９′０９″ ２９°５９′１５″ １６．６８　 ５．９７　 ３９９　 ２　９７０　 ３５．０１
古乡沟 波密县古村 帕隆臧布 ９５°２７′２１″ ２９°５３′２３″ ２５．２０　 ８．７０　 ２５６　 ３　５７８　 ３０．２８
边扯弄巴 波密县林琼村 波堆臧布 ９５°２８′１０″ ３０°０８′０８″ １５．７４　 ７．２４　 ２９３　 ２　５８４　 ３３．４２
南多沟 波密县亚塔村 波堆藏布 ９５°２４′４４″ ３０°１０′３４″ ４．５０　 ６．３０　 ５４８　 ２　９１４　 ３４．８７
嘎朗沟 波密县嘎朗村 波堆臧布 ９５°３７′４７″ ２９°５４′５３″ ９．３０　 ６．７８　 ４１８　 １　６４４　 ２５．１５
九松沟 波密县扎木村 帕隆臧布 ９５°４５′３８″ ２９°５１′４８″ ３．００　 ４．２０　 ５３４　 ２　０７０　 ３０．９９
桑登沟 波密县桑登村 帕隆臧布 ９５°４６′１２″ ２９°５１′１６″ ５．５０　 ５．４０　 ３５９　 １　７９０　 ３１．０８
甲倾布 波密县贡仲村 易贡臧布 ９４°４８′３６″ ３０°１５′３１″ １５．５１　 ７．８０　 ４１８　 ３　３３８　 ３７．８３
康波弄巴 波密县贡仲村 易贡臧布 ９４°４７′４７″ ３０°１５′３６″ ４８．７０　 １３．５０　 １７８　 ３　５４７　 ３５．０３
扎木弄巴 波密县格通村 易贡臧布 ９４°５６′２２″ ３０°４０′３１″ ２３．７９　 １０．００　 ２７３　 ３　４２６　 ３１．３０
日瓦弄巴 察隅县沙琼村 贡日嘎布曲 ９７°０１′１６″ ２８°２９′０４″ ４．９０　 ４．７２　 ２８６　 １　３８４　 ２２．８５
冰川沟 察隅县洞冲村 贡日嘎布曲 ９７°０１′３３″ ２８°２８′１５″ ５２．５０　 １２．８５　 ３５２　 ４　５２２　 ２６．３１
温泉宾馆沟 察隅县竹瓦根镇 桑昂曲 ９７°２５′３５″ ２８°３８′２３″ ３．４６　 ２．６０　 ５５６　 ２　２００　 ２７．５２

表２　林芝地区４县泥石流分类

沟 名 所属县 泥石流类型 沟名 所属县 泥石流类型 沟名 所属县 泥石流类型

色岗沟　 米林县 降雨型 冰川沟　 察隅县 降雨型 甲倾布　 波密县 冰川降雨型

帮宗沟　 米林县 降雨型 温泉宾馆 察隅县 降雨型 康波弄巴 波密县 冰川降雨型

检它弄巴 林芝县 降雨型 成月弄巴 林芝县 冰川降雨型 扎木弄巴 波密县 冰川降雨型

南多沟　 波密县 降雨型 培龙沟　 林芝县 冰川降雨型 松绕沟　 波密县 冰崩、雪崩型

九松沟　 波密县 降雨型 古乡沟　 波密县 冰川降雨型 松宗沟　 波密县 冰崩、雪崩型

桑登沟　 波密县 降雨型 边扯弄巴 波密县 冰川降雨型 拉月弄巴 林芝县 冰湖、堰塞湖溃决型

日瓦弄巴 察隅县 降雨型 嘎朗沟　 波密县 冰川降雨型 索通沟　 波密县 冰湖、堰塞湖溃决型

　　冰川降雨型泥石流是指在冰川和 降 雨 的 激 发 下

形成的泥石流，其松散固体物质主要来源于冰川活动

形成的冰碛物，这类泥石流主要分布于林芝县和波密

县。冰川降雨型泥石流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３步［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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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前期降雨使坡面和沟岸物质浸润饱和，土体强度

降低；（２）以冰川积雪融水为主的高速水流沿沟谷运

动时，一方面冲刷部分碎屑物 质，使 其 与 水 流 一 道 产

生运动，一方面渗入到冰碛层 等 碎 屑 物 质 中，随 着 碎

屑物含水量 的 增 加，碎 屑 物 质 发 生 蠕 变；（３）沟 床 中

流动的水体不断冲刷不稳定的沟床和边坡，造成大量

的松散物质坍塌入沟道之中，坍塌物质的规模和水体

的含沙量 不 断 增 大，最 终 形 成 泥 石 流。在 这 一 过 程

中，如果崩塌物质量极大或受 地 形 条 件 制 约，也 可 能

造成阻塞，形成堰塞湖［６］。而后堰塞湖发生溃决，暴

发大型乃至特大型泥石流。
冰崩、雪崩型泥石流［７］是由于快速运动的冰崩或

雪崩为泥石流形成提供水源和固体物质，其特点是质

量大、速度快、能量大。这 类 泥 石 流 主 要 分 布 于 波 密

县，可以分为３类：（１）冰崩、雪崩体在发生过程中直

接形成泥石流。由冰雪体沿程撞击、侵蚀斜坡碎屑物

并在冰雪融水的搬运下形成，其 特 点 是 速 度 快、破 坏

性强，这种泥石流规模一般较小；（２）冰崩、雪崩体与

上游沟道冰雪融水遭遇而形成泥石流。冰崩、雪崩体

及裹挟物进入主河道后，与主沟水流混合而形成泥石

流。其特点是泥石流含有一定数量的冰雪块体，流体

连续，规模大小不等；（３）冰崩、雪崩体（含裹挟物）堵

塞沟道后溃决形成溃决泥石 流。这 类 泥 石 流 的 特 点

是规模大、具阵性，含有一定数量的冰雪体。
冰湖、堰塞湖溃决型泥石流［８－９］是由于冰湖、堰塞

湖的突然 溃 决 并 快 速 排 泄 引 发 的，其 特 点 是 规 模 巨

大，来势凶猛。这类泥石流主要分布于林芝县和波密

县，主要有以 下 几 种 形 成 机 制：（１）湖 水 的 静 水 压 力

和动水压力（波涌压力）作用突然加大，使薄弱疏松的

堤身发生管 涌 破 坏；（２）湖 水 蓄 满，湖 水 沿 坝 顶 溢 流

引起溃坝；（３）冰碛堤下死冰体消融而导致冰碛堤破

裂与垮塌；（４）冰 川 跃 动 性 前 进，推 挤 水 体 或 强 烈 震

动坝体而溃决；（５）地震使坝体溃决。
从表２可以看 出，所 调 查 的 泥 石 流 沟 中，降 雨 型

泥石流占４０．９％，冰川降雨型占３６．４％，冰崩、雪 崩

泥石 流 占 ９．１％，冰 湖 堰 塞 湖 溃 决 型 泥 石 流 占

１３．６％。降雨型和冰川降雨型泥石流是西藏林芝地区

最为 常 见 的 泥 石 流 类 型，两 者 之 和 占 到 总 数 的

７７．３％，这与林芝地区的气候条件是分不开的。

２　林芝地区泥石流形成条件

２．１　地形地貌条件

地形地 貌 条 件 是 泥 石 流 形 成 的 内 因 和 必 要 条

件［３］，制约着泥石流的形成、搬运与堆积，影响着其规

模和特性。林芝地区隶属喜马 拉 雅 山 系 地 形 地 貌 单

元段，林芝地段主要包括帕隆 藏 布 与 尼 洋 河 地 区，东

于唐古拉山以西，西于米拉山以东及念青唐古拉山之

东延余脉，呈东西向。河谷宽窄相间，以峡谷为主，谷
地陡峻，多悬崖绝壁，支流密布，冰川、冰湖、古冰磧地

貌发育，侵蚀强烈。从调查数据（表１）发现林芝地区

４县泥石流沟 都 具 有 完 整 而 典 型 的 山 谷 型 泥 石 流 流

域特征，岭谷高差为１　３８４～４　５９６ｍ，山体坡度为２３°
～３８°，沟床比降大都在２５０‰～５５０‰之间，赋予了泥

石流有利的地形条 件。此 外，在２０条 代 表 性 泥 石 流

沟中，流域面积１～５０ｋｍ２ 的泥石流沟共１６条，占总

数的８０％，而这些沟谷也是泥石流频发沟谷。

２．２　土源条件

首先，该区域地 质 环 境 的 各 要 素 如 地 质 构 造、地

层岩性在风化作用和自然地质现象等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提供松散碎屑物质，构成泥石流活动的物质基础。其

次，由于边坡（特别是碎屑边 坡）失 稳、滑 坡、崩 塌、错

落等不良地质现象在区域内较为常见，也常常为泥石

流提供大 量 物 质，并 同 时 在 泥 石 流 发 生 时 而 伴 生 形

成。通过调查，古乡沟、培龙沟、米堆沟等流域中这一

现象均十分普遍。最后，该区域较大部分地区是第四

纪冰川作用盛行地带，除风化，构 造 破 碎 形 成 的 碎 屑

物质外，分布最广最多的是冰 磧 物 质 和 冰 水 沉 积 物。
已有研究资料［９］表明在 古 乡 沟 中 上 游 段 内 的 围 谷 盆

地中就堆积储 量 约 为４．００×１０８　ｍ３ 的 新 老 冰 碛 物，
是该沟 发 生 大 规 模 泥 石 流 并 频 繁 暴 发 的 主 要 因 素

之一。

２．２．１　物质组成　通过对林芝地区４县泥石流堆积

物样品（＜６０ｍｍ）进行颗粒分析，获得了林芝地区泥

石流的物质组成特征。其泥石 流 堆 积 物 颗 粒 分 析 结

果见图１。

图１　林芝地区４县部分泥石流堆积体粒分曲线

通过颗粒分析发现，泥石流物质组成中黏粒含量

普遍较少，通常小于０．５％，砾粒组成大多大于５０％，
这主要是因为泥石流的形成区普遍位 于 海 拔 相 对 较

高的冰川、积雪活动影响区范围内，物理风化作用强，
但化学风化作用较弱，黏粒形成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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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松散固体物质类型及方量　考察的泥石流沟

物源类型多，主要为 冰 碛 物、残 坡 积 物、崩 滑 堆 积 物、
冲洪积物和老泥石流堆积物等。

通过遥感解译获得物源面积，通过现场调查和测

量估算其平均厚度，进一步估算得到泥石流物源的方

量（表３）。

表３　林芝地区４县泥石流沟物源统计表

沟 名　 主要物源　　　　 物质组成　　　 面积／ｋｍ２ 物源量／１０４　ｍ３

色岗沟　　 冰碛物 砾 石 １．０３　 １００
帮宗沟　　 冰碛物 砾 石 １６．５４　 ２　０００
成月弄巴　 冰碛物 漂砾、巨砾、角砾、砾石、卵石 ５．６９　 ３　０００
拉月弄巴　 冰碛物、冲洪积 巨砾、角砾、砾石、卵石 １７．２４　 １０　０００
检它弄巴　 冰碛物 砾 石 ０．７５　 ５０
培龙沟　　 冰碛物、坡积物、崩滑堆积 角砾、砾石、卵石、碎石、砂砾、砂土 １２．０９　 １０　０００
索通沟　　 冰碛物、坡积物、崩滑堆积 角砾、砾石、卵石、碎石、砂砾、砂土 ６．７８　 ５　０００
松绕沟　　 冰碛物、坡积物 碎石、砂砾、砂土、砾石、角砾 ２．０４　 ２　０００
古乡沟　　 冰碛物、坡积物、崩滑堆积 角砾、砾石、卵石、碎石、砂砾、砂土 １１．０５　 ２０　０００
边扯弄巴　 冰碛物、坡积物、崩滑堆积 角砾、砾石、卵石、碎石、砂砾、砂土 ２．１３　 ３　０００
南多沟　　 冰碛物、坡积物 碎石、砂砾、砂土、砾石、角砾 ０．９７　 ２０
嘎朗沟　　 冰碛物、坡积物 碎石、砂砾、砂土、砾石、角砾 ２．０４　 ５００
九松沟　　 坡积物 碎石、砂砾、砂土 ０．６６　 １００
桑登沟　　 坡积物 碎石、砂砾、砂土 ０．７２　 ５０
甲倾布　　 冰碛物 角砾、碎石、砂砾、砂土 ２．０５　 １　０００
康波弄巴　 冰碛物、坡积物 碎石、砂砾、砂土、砾石、角砾 ３．２０　 １　０００
扎木弄巴　 冰碛物、坡积物、崩滑堆积 角砾、砾石、卵石、碎石、砂砾、砂土 ３．４６　 １０　０００
日瓦弄巴　 坡积物、崩滑堆积 碎石、砂砾、砂土 ０．３５　 １　０００
冰川沟　　 冰碛物、坡积物 碎石、砂砾、砂土、砾石、角砾 ６．５０　 ５　０００
温泉宾馆沟 残坡积 碎石、砂砾、砂土 ０．１０　 ２０

　　在上述调查的松散固体物质中绝 大 部 分 作 为 动

储量来考虑，所谓动储量就是可以直接补给泥石流的

松散固体 物 质，单 位 为１０４　ｍ３／ｋｍ２。并 根 据 沟 道 流

域面积划分为：＞５０，５０～１０，１０～２，２～０．５，＜
０．５的５个等级，以反映沟谷内松散固体物质的数量

和稳定程度［１０］。通过对林芝地区泥石流沟的实地调

查发现有部分松散固体物质目前处于稳定状态的（静

储量），但在暴雨、人类工程活动等其它条件的强烈作

用下，在某一时刻产生失稳、滑移，迅速转化为形成泥

石流所需的松散碎屑物的岩土体（含花岗岩风化残坡

积红土层、其它各类岩石的全 强 风 化 层、第 四 系 等），
如培龙沟、古乡沟等。

２．３　水源和温度条件

水源是否丰富及其 类 型 特 点 主 要 取 决 于 地 区 的

气候环境，从地理位置和环流 变 化 来 看，主 要 受 夏 季

强大的季风环流和冬季环流的影响［１１］。印度洋孟加

拉湾暖湿气流沿雅鲁藏布大拐弯及其 山 口 北 进 入 该

区，致使波密一带雨季最长，雨量最多，其中通麦一带

年降水量＞１　１００ｍｍ。这里不仅夏季高山带降水丰

富，而且冬春季降雪量也大。工布江达一带是我国季

风海洋性冰川的集中分布区，冰川储备量丰富。由于

冰川区降水量丰富，气温较高，位置低，故冰川积消水

平高，消融强烈，加之冰川运动速度高，不仅对河流的

补给和影响很大，而且加上冰崩，雪崩的发育，孕育冰

湖和降雨径流等构成冰川泥石流形成 的 极 为 充 沛 的

水源条件。
通过调查林芝地区４县 泥 石 流 的 水 源 发 现 其 水

源主要有降雨、冰雪融水、冰崩雪崩堆积融水、冰湖溃

决洪水和冰雪消融与降雨混合型洪水等［１，３］。林芝地

区年降雨量比较丰富，根据林芝地区年均降雨等值线

图［３］可以看出，米林县—林芝县—易贡县—波密县—
察隅县以南的地区，年均降雨在６００ｍｍ以上。冰川

泥石流的形成对日均温的变化十分敏感，多发生在月

均温高、日均温变化大的时间段。
由表４—５的统计数据来看，林芝地区降雨量 满

足下述 条 件 之 一 时，就 有 可 能 爆 发 泥 石 流：（１）１０
ｍｉｎ降雨量为０．２～２ｍｍ；（２）１ｈ降 雨 量 为０．８～
６．３ｍｍ；（３）２４ｈ降雨量为３～１９．４ｍｍ。对于冰川

泥石流，除在满足述降雨条件 下 会 暴 发 泥 石 流 外，温

度的变化也可能引发泥石流，根 据 统 计 的 数 据 来 看，
其可 能 引 起 泥 石 流 暴 发 的 温 差 变 化 区 间 为４．３～
１０．７℃。此 外，前 期 雨 量 与 泥 石 流 的 暴 发 关 系 密 切，
如２００７年７月３０日温泉宾馆沟暴发了泥石流，２００７
年７月２９日该区域降雨２４．７ｍｍ，为第二天温泉宾

馆沟泥石流的暴发奠定了基 础，即 使７月３０日 区 域

降雨量较少（最大１０ｍｉｎ降雨量为０．２ｍｍ，最大１ｈ
降雨量为０．８ｍｍ，最大２４ｈ降雨量为２．６ｍｍ），也

足以引发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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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林芝地区４县泥石流暴发当日气象统计

沟 名 时 间
最大１０ｍｉｎ雨强／

ｍｍ
最大１ｈ
雨强／ｍｍ

最大２４ｈ雨强／
ｍｍ

最高温度／
℃

最低温度／
℃

温差／
℃

培龙沟　 ２００７０９０４　 ２．０　 ６．３　 １９．４　 ２１．６　 １０．９　 １０．７
嘎朗沟　 ２００８０８２７　 ０．６　 １．８　 ９．６　 １７．５　 １３．２　 ４．３
边扯弄巴 ２００７０８１１　 ０．３　 １．０　 ４．４　 ２４．３　 １４．６　 ９．７
甲倾布　 ２００７０９０９　 ０．７　 ２．６　 １６．５　 １９．０　 １１．７　 ７．２
扎木弄巴 ２００７０９０７　 ０．５　 １．９　 １４．４　 １６．７　 １１．２　 ５．５
日瓦弄巴 ２００９０８２４　 ０．３　 ０．６　 ３．０ — — —
温泉宾馆 ２００５０７１０　 ０．５　 ２．３　 １２．０ — — —
温泉宾馆 ２００７０７３０　 ０．２　 ０．８　 ２．６ — — —
冰川沟　 ２００６０６２１　 １．７　 ２．８　 １０．９ — — —

　　注：资料来源于波密县、察隅县气象局观测资料。

　表５　林芝地区４县泥石流发生日前５ｄ降雨量 ｍｍ

沟 名 时间 前５ｄ 前４ｄ 前３ｄ 前２ｄ 前１ｄ

培龙沟　２００７０９０４　 ５．２　 １．９ — ０．１　 ０．７

嘎朗沟　２００８０８２７　 ３．６　 ０．５ — ０．６ —

边扯弄巴２００７０８１１ — — ０．２ — ０．１

甲倾布　２００７０９０９　１２．１　 １４．４　 ２２．９　 １７．７　 １９．４

扎木弄巴２００７０９０７　２２．９　 １７．７　 １９．４　 ５．２　 １．９

日瓦弄巴２００９０８２４　 ３．１　 １．８　 ０．１ — —

温泉宾馆２００５０７１０　 ０．１　 ０　 ０　 ０　 １．１

温泉宾馆２００７０７３０　 １．９　 １．９　 １．８　 ０　 ２４．７

冰川沟　２００６０６２１　 ３．９ — — — ０．２

　　注：资料来源于波密县、察隅县气象局观测资料。

３　林芝地区泥石流防灾建议

泥石流灾害 危 害 性 判 别 是 根 据 泥 石 流 灾 害 一 次

造成的死 亡 人 数 或 者 直 接 经 济 损 失，可 以 分 为 特 大

型、大型、中型、小型４个灾害等级以及监 测 点 分 布，
具体见表６—７，表中灾度等级不在一个级次时，按从

高原则确定灾度等级，划分标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土资 源 部 发 布 的《泥 石 流 灾 害 防 治 工 程 勘 查 规

范》确定。

表６　泥石流灾害危害性等级划分

危害性灾度等级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死亡人数／人　　　 ＞３０　 ３０～１０　 １０～３ ＜３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

表７　林芝地区４县泥石流监测站点布设表

沟 名 危害对象或特点　 危害程度 监测建议 监测要素　

色岗沟　
威胁水厂、米林县、米林区、勒马乡等，威胁
人口９５人，潜在威胁资产５６０万元

特大型 重点监测 降 雨

帮宗沟　 无危害对象 小 型 不需监测 　—
成月弄巴 拉月桥，３１８国道 中 型 监 测 降雨、温度

拉月弄巴 堵塞拉月曲 特大型 重点监测 降雨、温度

检它弄巴 拉月村 大 型 监 测 降 雨

培龙沟　 堵塞帕隆臧布 特大型 重点监测 降雨、温度

索通沟　 索通村２２户，威胁１３５人 特大型 重点监测 降雨、温度

松绕沟　 ３１８国道 中 型 监 测 降雨、温度

古乡沟　 ３１８国道 中 型 监 测 降雨、温度

边扯弄巴 林琼乡 大 型 监 测 降雨、温度

南多沟　 许木多居民４２户，威胁人口１９０人 特大型 重点监测 降 雨

嘎朗沟　 卡达村卡拉村、９６道班，威胁人口１３２人 特大型 重点监测 降雨、温度

九松沟　 那哈、波密县城，威胁人口１０５人 特大型 重点监测 降 雨

桑登沟　 桑登村２０户，威胁人口６７人 大 型 监 测 降 雨

松宗沟　 ３１８国道 中 型 监 测 降雨、温度

甲倾布　 易贡茶场 特大型 重点监测 降雨、温度

康波弄巴 乡村公路 中 型 监 测 降雨、温度

扎木弄巴 堵塞易贡藏布 特大型 重点监测 降 雨

日瓦弄巴 沙琼村、农田、学校等，威胁人口３　０００多 特大型 重点监测 降 雨

冰川沟　 公 路 中 型 监 测 降 雨

（下转第２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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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实地勘查及调访掌握这些泥石流沟威胁对

象并确定其危害性大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监测程度

和要素。从监测的角度来看，对降雨型泥石流，应当

对其实施雨量监测；对冰川降雨型泥石流，除了要监

测雨量外，还应对其温度进行实时监测；对冰湖、堰塞

湖溃决型泥石流，应增加湖水位的监测，林芝地区详

细监测站点 布 设 见 表７。针 对 林 芝 地 区 泥 石 流 灾 害

特征提出３点具体防灾建议：（１）加强防控重点防控

区的泥石流灾害。林芝地区山地灾害点多面广，突出

重点防控区意义重大。针对这些地区检查和重点落

实群测群防体系，对于由于经费等因素没有落实的群

测群防点，进一步加以落实，增加该地区山地灾害防

治的宣传教育，普及防灾知识；（２）加 强 气 象 预 测 预

报。重点防控区范围内许多山区降雨观测设施落后

或短缺，建议结合现有的气象防灾规划项目、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规划与试点项目，争取雨季前增加降雨和

泥石流等灾害的监测。增加这一地区雨季的气象卫

星遥感监测预报；（３）加强林芝地区泥石流灾害成灾

规律的研究，系统进行灾害规划推动监测预警和资源

信息共享系统。目前气候变化和地震活动频繁的背

景下，泥石流灾害的成灾规律需要加强研究，进行基

于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的泥石流防治规划，加强监测

预警工作中，集成气象、水利、国土和林业与农业的气

象台网，特别是中上游泥石流灾害源区的小流域监测

站点，提升泥石流灾害的预测预报精度，并推动资源

信息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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