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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2_A9_c63_645258.htm 不合理的人类经济活动亦能诱

发泥石流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程

度和规模也在不断发展。当人类经济活动违反自然规律时，

必然引起大自然的报复，有些泥石流的发生，就是由于人类

不合理的开发而造成的。近年来，因为人为因素诱发的泥石

流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可能诱发泥石流的人类工程经济活动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合理开挖：修建铁路、公路

、水渠以及其它工程建筑的不合理开挖。有些泥石流就是在

修建公路、水渠、铁路以及其它建筑活动，破坏了山坡表面

而形成的。如云南省东川至昆明公路的老干沟，因修公路及

水渠，使山体破坏，加之1966年犀牛山地震又形成崩塌、滑

坡，致使泥石流更加严重。又如香港多年来修建了许多大型

工程和地面建筑，几乎每个工程都要劈山填海或填方，才能

获得合适的建筑场地。1972年一次暴雨，使正在施工的挖掘

工程现场120人死于滑坡造成的泥石流。 （2）不合理的弃土

、弃渣、采石：这种行为形成的泥石流的事例很多。如四川

省冕宁县泸沽铁矿汉罗沟，因不合理堆放弃土、矿渣，1972

年一场大雨暴发了矿山泥石流，冲出松散固体物质约lO万立

方米，淤埋成昆铁路300米和喜（德）-西（昌）公路250米，

中断行车，给交通运输带来严重损失。又如甘川公路西水附

近，1973年冬在沿公路的沟内开采石料，1974年7月18日发生

泥石流，使15座桥涵淤塞。 （3）滥伐乱垦：滥伐乱垦会使植

被消失，山坡失去保护、土体疏松、冲沟发育，大大加重水



土流失，进而山坡的稳定性被破坏，崩塌、滑坡等不良地质

现象发育，结果就很容易产生泥石流。例如甘肃省白龙江中

游现在是我国著名的泥石流多发区。而在一千多年前，那里

竹树茂密、山清水秀，后因伐木烧炭，烧山开荒，森林被破

环，才造成泥石流泛滥。又如甘川公路石坳子沟山上大耳头

，原是森林区，因毁林开荒，1976年发生泥石流毁坏了下游

村庄、公路，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当地群众说：

“山上开亩荒，山下冲个光”。 减轻或避防泥石流的工程措

施 减轻或避防泥石流的工程措施主要有： （1）跨越工程一

是指修建桥梁、涵洞，从泥石流沟的上方跨越通过，让泥石

流在其下方排泄，用以避防泥石流。这是铁道和公路交通部

门为了保障交通安全常用的措施。 （2）穿过工程指修隧道

、明硐或渡槽，从泥石流的下方通过，而让泥石流从其上方

排泄。这也是铁路和公路通过泥石流地区的又一主要工程形

式。 （3）防护工程指对泥石流地区的桥梁、隧道、路基及

泥石流集中的山区变迁型河流的沿河线路或其它主要工程措

施，作一定的防护建筑物，用以抵御或消除泥石流对主体建

筑物的冲刷、冲击、侧蚀和淤埋等的危害。防护工程主要有

：护坡、挡墙、顺坝和丁坝等。 （4）排导工程其作用是改

善泥石流流势，增大桥梁等建筑物的排泄能力，使泥石流按

设计意图顺利排泄。排导工程，包括导流堤、急流槽、束流

堤等。 （5）栏挡工程用以控制泥石流的固体物质和暴雨、

洪水径流，削弱泥石流的流量、下泄量和能量，以减少泥石

流对下游建筑工程的冲刷、撞击和淤埋等危害的工程措施。

拦挡措施有：栏渣坝、储淤场、支挡工程、截洪工程等。 对

于防治泥石流，常采用多种措施相结合，比用单一措施更为



有效。 泥石流灾害的预报方法 泥石流的预测预报工作很重要

，这是防灾和减灾的重要步骤和措施。目前我国对泥石流的

预测预报研究常采取以下方法： （1）在典型的泥石流沟进

行定点观测研究，力求解决泥石流的形成与运动参数问题。

如对云南省东川市小江流域蒋家沟、大桥沟等泥石流的观测

试验研究；对四川省汉源县沙河泥石流的观测研究等。 （2

）调查潜在泥石流沟的有关参数和特征。 （3）加强水文、

气象的预报工作，特别是对小范围的局部暴雨的预报。因为

暴雨是形成泥石流的激发因素。比如、当月降雨量超过350毫

米时，日降雨量超过150毫米时，就应发出泥石流警报。 （4

）建立泥石流技术档案，特别是大型泥石流沟的流域要素、

形成条件、灾害情况及整治措施等资料应逐个详细记录。并

解决信息接收和传递等问题。 （5）划分泥石流的危险区、

潜在危险区或进行泥石流灾害敏感度分区。 （6）开展泥石

流防灾警报器的研究及室内泥石流模型试验研究。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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