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泥石流形成条件及近期活动特征

解 明 曙

(贵州省水土保持委员会 )

一
、

现状和历史的回顾

过去习惯地认为
,

贵州省境内一般不会发生泥石流
,

起码是属于少发区
。

所以较 长 时 期 以

来
,

有关专家
、

学者不曾对贵州省境内泥石流问题有所注重和研究
。

然而近若干年来
,

尤 其 自

19 80 年之后
,

每年汛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山洪和典型的泥石泥发生
,

常造成人畜伤亡
、

田毁房塌
,

最典型的几次见表 1
。

由表 1 可以看出
,

在贵州省境内如此频繁地出现水
、

砂
、

石
、

泥俱下
,

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人

畜伤亡
、

田土奎埋
、

房倒屋塌的惨痛损失
,

在 以往是少见的
。

由于地质构造关系
,

贵州省在历史

上未出现过 6 级及 6 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
,

即使因为多山及喀斯特环境分布面广
,

有可能发生崩

山
、

滑坡
、

地裂等
。

据省博物馆 1 5 6 8一 1 9 3 4年间共 3 66 年历史资料统计
,

省内先后发生 规 模不等

的崩 山
、

滑坡等大约有 31 起
,

合儿年一起
。

其 中范围较大
、

并造成一定损失的约 n 起
,

合每33 年

一起
。

这也是造成人们对贵州省境内泥石流问题不予重视的原因之一二
。

然而
,

近若干年来却大

不相同
,

仅 19 8 2年及 1 9 8 3年全省就因山洪
、

石洪
、

泥石流及崩山等造成了严重危害 (表 2 )
。

( 1 ) 广种豆科绿肥
。

豆科绿肥改土肥田
,

增产潜力很大
,

按每亩绿肥一般年产 鲜 草2
,

0 00

斤计算
.

可 以生产纯氮 10 斤
,

相当于硫酸馁 50 斤
,

可以增产粮食 1 00 一 1 50 斤
。

流域内如果每年按

每人平均 1 亩绿肥计
,

则可达 4
.

2万亩
,

可增产粮食 4 20 一 6 10 万斤
,

相当于目前粮食总产量的 20 %

左右
,

并因增加了有机质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可促进粮食高产稳产
。

现有的绿肥 如 红 豆 草
、

首

偕
、

草木择
、

箭舌豌豆
、

沙打旺等
,

都是优 良的豆科绿肥作物
。

( 2 ) 发挥杏子河流域豆科作物的优势
。

在山坡农耕地上大量实行豆粮轮作倒茬
,

豆粮混种

和豆油混种
,

这是山地培肥地力的有效措施
。

它的枯叶不但增加土壤的有机质
,

而且豆类作物利

用根瘤的固有生物学特性
,

给上壤 中固定大量 的氮素
,

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

( 3 ) 实行草粮轮作
。

实行草粮轮作
,

是逐步改变撂荒轮种
、

广种薄收的落后耕作制度的根

本途径
。

根据流域内的试验
,

二年生草木梅茬种植的粮食作物
,

一般每亩增产都在 3 0 %以上
。

·

当前在国外耕作上出现免耕法和少耕法的热潮
,

主要是由于平作法在人力物力消耗方面是很

大的
,

特别在坡地因翻耕加剧了水土流失
,

破坏了土壤结构
。

自从美国人福克纳写了一本书 《犁

耕者蠢人也》 以后
,

免耕法和少耕法就应运而起
。

据美国友好人士韩丁的介绍
:

采用免耕法的农

场
,

每亩地要多施用 27 个单位的氮肥
,

20 个单位的磷肥
,

17 个单位的钾肥
。

这就是说
,

每亩多施

硝 酸按 70 多斤
,

过磷酸钙 1的多斤
,

硫酸钾或氯化钾 30 一 40 斤
,

即每亩地施用化肥 20 0多斤
。

采用

免耕法成本提高如此之大
,

在杏子河流域是无法实现的
。

因此
,

在杏子河流域吸取古今中外耕作

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

既不能走多耕的道路
,

也不能走免耕或少耕的道路
,

而要走该区独特的合理

轮作的道路
。



裹 1 贵州省近期接发的几次典里泥石流统计衰

地 点 主 要 损 失 直接原因 固相物质来源

1 9 6 8汛期

1 9 8 2
。

5
。

1 0

水域县蟠龙

纳雍县木井生产队

死 1 人
,

毁房三 间
,

毁田土近百亩
。

死亡 37 人
,

毁田 25 8亩
,

毁去房
屋者 17 户

。

暴雨

暴雨

1 9 8 2
。

5
。

1 0 毕节县青场公社 死 11 人
马

、

,

伤

猪 3

6人
,

毁房 17 3间
,

死牛
、

暴雨

坡积为主

坡积为主

沟积次之

坡积为主
7头

,

毁早地 4

1 9 8 2
。

4
。

2 5 毕节县官屯区 死 3 人
,

毁 田土 6 68 亩
,

3 7 0万斤
。

,
6 7 ”亩

’

…
损失 粮 食 暴雨 坡积为主

1 9 8 2
。

5
。

2 3 晴隆县青山公社 损坏电站一座 ( 2 x Z
,

Zo o k w )价
值达 20 万元

。

暴雨 坡积为主

1 9 8 3
。

5
。

2 1 水城县水淹坝
采旗落沟

从江县宰河公社

死12 人
,

毁 田 18 0亩
,

毁房五幢
,

损失粮食 1
,

9 1 0斤
。

死 31 人
,

毁田 2
,

0 00 亩
,

毁房的
2 7户等

。

暴雨 沟积为主
,

坡积次之

1 9 8 3
.

6
。

2 0 降雨加
暴雨

坡积为主

表 2 贵州省 1 9 8 2一 1 9 8 3年山洪
、

石洪
、

泥石流等灾容损失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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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
,

贵州省境内不仅有不 同规模和具有独特特点的泥石流发生
,

而且还于本世纪八十

年代起进入了比较活跃的阶段
。

这是由于贵州省境内的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及其自身发展
、

演变

的结果
。

二
、

贵州省境内泥石流的发生环境

从形成泥石流的必备条件来分析
,

贵州省境内有利于发生泥石流的环境条件主要有
:

(一 ) 小流域的几何形态

贵州省总面积中有 8 7
.

1 8 % 为低
、

中山地 (其峙,
高

,

j
“ 一11地 占6

.

6 8 %
、

中山山地占2 3
.

7 8 %
、

低

中山山地占36
。

10 %
、

低山山地 占 2 0
.

6 2 % )
,

相对高差一般在 30 0一 70 0米之间
,

而且峰林
、

峰丛

密布
,

所以宏观地貌多被切割为众多的 1一 5 平方公里的小流域
,

形状似簸箕
、

扇状
,

有如倒置

的葫芦
,

沟底纵比降一般多在 5 一 15 % 之间
。

流域坡地面积可 占总面积 60 一切%
,

其 中 ) 25
。

的

坡地往往可 占50 % 以上
,

这些都是有利于产生较小规模泥石流 的地形条件
。

(二 ) 地质构造及其出 , 岩层

贵州大地处在云贵高原东侧的斜坡地带
,

境内断裂
、

扭 曲
、

节理和裂点构造广布
,

其背
、

向

斜
,

正
、

负地交错布局 , 岩层 自前震旦系至第四系均有不 同程度的出露
,

归纳其主要的岩层可为

两大类 。



第一类以含碳酸盐类为主的各类沉积灰岩
、

白云质灰岩及白云岩等
,

诸如下二迭系 的 P
,

m
、

P
, q ,

中
、

下三迭系的 T
Z
f

、

T
Z
q

、

T
, y ”

及寒武系灰岩等
;

第二类为各类碎屑岩 (含二迭系峨嵋山玄武岩 )
、

粘土岩
,

诸如三迭系的 T
: 一 8

、

T
: 一 m

、

T
, y

、

T
,

f
、

T
, y “ 、

T
: y Z 、

T
, y ’ 和 T

:

b
、

T
Z x

、

T
:

h
、

T
:

b等
。

这两大类岩层虽多集中连片
,

如黔中喀斯特地貌及西北角的赤水
、

雪水县的碎屑岩地貌区
,

但其多数地区乃是呈间层
、

互层
,

块状或带状交错分布于各中
、

小流域内
,

这种软
、

硬岩层相间

分布
,

风化剥蚀与溶蚀交替作用
,

便为小流域内产生足够的固相流失物量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

(三 ) 人为对山地坡面的开发利用

随着山区人 口的加倍增长及在过去政策失误的影响下
,

使贵州大地的森林植被极大地下降
,

不少地方由过去的 30 一 40 % 下降到 3一 8 %
,

尤 以西部
、

西北部为严重
。

伴之而出现的是大而积

山坡被开垦
,

很多地方的开垦指数高达 40 一 60 %
,

很多陡坡地也辟为农耕地 (表 3 )
。

贵州省若千小流域土地开旦状况统计表

部 位
{ 汽

流域
求

总面积
(平方公里 )

农耕地占
( % )

早地占耕地
,

) 25
“

坡地占早地
( % ) J ( % )

林地占总面积
( % )

望漠县石屯

晴隆县晴隆山

毕节县十八公社

纳雍县总溪河

织金县后寨

金沙县城关

印江县腊沟

3 8
。

3 6

1 8
。

9 0

( 占总面积 )

2
。

1 4

2
。

8 5

4
。

6 0

2
。

6 0

1
。

0 0

1 1
。

0 0

2 4
。

5 0

(灌木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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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贵州撰雨分布及雨强

贵州年平均降雨量约 1 ,

19 9毫米
,

年际变化很小
,

年内各月差异较大
,

且夏季雨量多以 暴 雨

形式降落
。

由于大气环流及贵州特殊的地形因素影响
,

贵州省境内形成了三个多暴雨中心区
:

一

是晴隆
、

六枝
、

普定
、

织金
、

普安等县 一 带的黔西及西南多暴雨区域
,

平均年暴雨日达 12 次
,

这

些地区也是泥石流及山洪灾害多发区 ; 二是松桃
、

铜仁
、

江 口 等县一带的黔东北多暴雨区
,

平均

年暴雨 日达 1。一 n 次
,

这里亦是碎屑岩低山丘陵区及老地层风化壳的泥石流次发区
;
三是雷山

、

都匀
、

三都
、

丹寨等县一带的黔东南多暴雨区
,

平均年暴雨日达 10 一 12 次
。

这三个多暴雨区域的

年总降雨量可达 1
,

4 0 0一 1
,

6 00 毫米
,

最高可达 2
,

0 51
.

6毫米 (晴隆县
, 1 9 6 5年 )

,

其 总 量的 30 一

40 %是以暴雨形式降落的
。

贵州暴雨的一小时雨量在 50 一 80 毫米
,

最大可达 1 1 6
.

0 毫米 ( 1 9 7 9年 )
。

在安顺 地 区
,

曾

出现过 10 分钟降雨达 60 毫米
, 19 7 6年 5 月 23 日罗甸县 24 小时降雨 3 3 6

.

7毫米
。

、

各地 还在 5 一 20 %

的
、

可能性上
,

不同地出现过连续两天
、

三天
,

甚至四天的连续暴雨
。

如位于黔西多暴雨区的纳雍

县
,

在 19 64 年 6 月 26 一29 日连续降暴雨四天
,

总量达 3 0 4
。

8毫米
,

约 占全年总雨量的 1 / 4 ; 大方县

也曾两次连续三天降暴雨
,

雨量分别达 2 6 9
.

7毫米和 2 0 3
。

7毫米
。

全省暴雨出现总次数
,

据 1 9 6 1一 16 8 0年 20 年间 78 个站点的统计
,

.

平均每年可达 74 3 次
,

最 多

的 1 9 6 9年达 96 3次
,

最少的 1 9 6 6年达 4 99 次
。

贵州暴雨次数序列的相对标准差为 1 5
.

7 %
,

故其年际

变化较稳定
。

上述主要四点
,

已分别从小流域环境 (地质
、

地貌 )
、

产砂量状况
、

地表摄露程度及降雨动



能等方面说明了贵州省境内是具有泥石流酝酿
、

发展和暴发条件的
,

·

尤其适宜暴发分散的小规模

泥石流
,

且已被近若干年来的事实所证明
。

三
、

贵州省境内泥石流近期活动特点

贵州泥石流主要是在小流域 ( 多为 1一 8 平方 公里 ) 范围内暴发
,

水动力充足
,

固相物补给

源也丰富
。

但就一个小流域为单元
,

往往还是水源补给总量大于固相物补给总量
,

所 以贵州泥石

流的流体 七要呈稀性泥石流流态
。

有时在土薄而半风化物岩屑
、

崩解的岩块等较多时
,

多形成较

典型的石洪
。

这类泥石流阵发性强
,

加上流经区狭窄陡峻
,

沿程糙率较大
,

故流体常呈高速的强

紊动流
。

有时产生强烈的沿程冲淘
,

以致引起大量沟岸崩塌
,

继续给流体补充大量固相物
。

有时

还会发生佼大崩体或块石堵塞流 路
,

形成暂时性的聚揪
,

待更多的流体增加到一定量时
,

便冲决

堵塞体
,

迅猛而下
,

常造成沟岸及沟口处房毁人亡
,

田块鲤埋
,

局部损失惨重
。

过过
一

与各方面科技人 员对表 1 所列的 7 处泥石流调查
,

分析其共同的特征是
:

(一 ) 贵州省的泥石流主要发生在小流域范围内
,

面积一般为 1 一 5 平方公里
,

极少超过 8

一 10 平方公里
。

历史上 六于多数山体植被丰茂等原因
,

因而较少发生
;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起陆续

出现
,

并 日趋活跃
。

(二 ) 贵州泥石流的流经区多为狭谷
,

沟底纵比降多在 5 一 1。%
,

少数达 15 %
,

并 间 有 跌

水
,

沟岸陡峻
,

岸体常有较厚的坡积体 (碎屑岩 ) 或不稳定的岩体 (喀斯特区域 )
。

(三 ) 贵州泥石流的动力水源主要来 自暴雨
,

尤其短历时 ( 3 0
、

6 0分钟 ) 暴雨
,

如表 1 中的

第二
、

三两次泥石流
,

均 毛由 3 0分钟内的暴雨量形成的
; 其次龙米自降 雨 加 暴 雨

,

尤其在有充

分前期降雨基础上再加上暴雨
,

就更易发生泥石流
,

如表 1 中的第
一 、

五
、

六
、

七这 四 次 泥 石

流
。

至
一

J
二
术 自于蓄水工程失事和涌泉的水源

,

往往亦可加剧泥石 流的危害程度
,

但目前贵州尚不

多见
。

代已发生的主要是小型沟道拦砂坝
、

谷坊及垒石坎失事
,

极大地增加了流体的液
、

固相物

量
。

如织金县大戛公衣
`

: 、

毕节县猫场公社及水城县水淹坝的采旗落泥石流均是如此
。

( 四 ) 贵州泥石流的固相体补给源主要来 自三个方 面
,

即坡面
、

沟谷和矿山弃渣
、

滑坡等
。

1
、

以大面积裸露坡 面的残
、

坡积物补给为主
。

常见软质岩层出露的小 流域
,

开垦率达40 %

以上
,

林
、

灌覆盖度 < 姆%时
,

在水蚀及重力侵蚀作用下
,

沟谷内常积聚 1一 2 米深的松散堆积

体
,

一

生 沂伏岩体不透水或透水极微 (如泥页岩 等 ) 的情况下
,

极易饱水而液化呈 浆 体 流 态
,

如

1 9 8 2年 5 月拍 日的纳雍 县木井泥石流即属此类
。

该小流域总面积为。
.

8 75 平方公里
,

上部为灰岩
,

厂部为软贡砂岩
,

流域形状似倒挂的葫芦
,

木井生产队即位于葫芦 口处
。

该流域在 1 9 5 7年前是满

山森林
,

土石不下坡
,

沟底清水流
。

但至泥石流发生的当年
,

全流域开垦 率 达 到 9 7
。

8 %
,

其 中

9 2 % 的耕地均在陡坡上
,

大面积
:伙坡植被无存

,

平时就已积聚了大量坡积物在沟道内
,

且中下部

坡地还有多处挖砂
,

更增加了固相物质的补给源
,

以致酿成重灾
。

2
、

以沟底冲淘
、

沟岸崩塌
、

滑坍补给固相物为主
。

在土层薄
、

裸岩率高的小流域内
,

坡洲

径流系数大 (可达 0
.

7一 0
.

9 )
,

水源汇集迅速
,

对沟谷及岸体的冲淘作用强
,

因而大大加剧岸体的

不稳定
,

进而获得大量固相物
。

如 1 9 8 3年 5 月 21 日的水城县采旗落泥石流就属此类
。

该流域 以玄

武岩
、

角砾岩
、

砂页岩和灰岩互层构成
,

总面积 1
.

8平方公里
,

植被覆盖度达 4 7
。

8%
,

开垦 指 数

4 3
.

4 %
,

其 中 ) 25
。

的耕地占总耕地的 2 6
。

7 %
。

据泥石流发生后的两次联合调查
,

在 5 . 8万多吨流

体固相物的总量中
,

有 30
.

2 % 来自于坡面
,

而69
.

8 % 时固相物则来自于小流域内的 n 条切沟和中

沟 (总 长度为 2
,

0 62 米 )
。

其中含有巧吨重的角砾岩 巨石一块
,

彼推移搬运数十米远
。

分析这次泥石流成因
,

主要是水量来势猛
,

历时 27 分钟降雨约 80 毫米
,

虽林地上产生固相物



不多
,

但大面积陡坡耕地上的面蚀和以玄武岩
、

角砾岩为主的沟岸松软体崩塌
、

滑落补给大量固

相物
,
以致泥石流暴发

。

贵州省东部主要为震旦纪的古老地层出露
,

地表有较深厚的风化壳
,

是贵州以杉木为主的林

业基地
,

以往极少发生泥石流
。

但随着开荒裸露地的增加
,

较厚风化壳在丰沛雨量作用下
,

也开

始暴发泥石流
。

如位于前震旦系下江群乌叶组
、

甲路组的黔东从江县宰便河小流域
, ,

就是在裸露

坡而上的变质砂岩
、

板岩
、

钙质绢云母千枚岩
、

片岩等大量坡积于沟谷内
,

一遇 暴 雨 (连 续 三

天
,

总最达 2 00 享米 ) 便于 19 8 3年 6 月 21 日暴发了泥石流
。

这在黔东虽属空前的 少数 地方
,

但若

不引起高度玉视
,

别处亦有可能重演
。

3
、

以厂
、

矿弃渣
,

山体滑坡等补充固相物为主
。

厂矿弃渣包括火电厂的煤渣
,

采石
、

矿山

的石渣
,

煤矿的土石及次煤渣
。

例如贵定县城关采矿山的石渣
,

普安县城关煤厂崩山的石渣
,

普

安县某矿的大量矿渣
,

盘县的煤矿矿渣及贵阳市郊的采石场石渣等
,

都随时有可能暴发矿 山泥石

流
。

目前
,

除贵阳龙洞堡采石场 已筑坝拦渣之外
,

其余均未采取预 防措施
。

来自滑坡补给固相物最

典型的事例
,

如六十年代中期
,

在盘县石脑公社发生 了一起厚体滑坡
,

聚揪成塘
,

经抢救疏峻后

才免受泥石流灾难
。

基于贵州山体的组成
,

岩体走向
、

倾角
、

节理
、

裂隙构成
,

造成各地陆续发

生不同规模的滑坡
,

尤其在雨季最甚
。

但能否导致泥石流 发生
,

与该流域环境及水动 力 条件 有

关
,

应予以慎重对待
。

( 五 ) 贵州泥石流多 以石洪形式出现
。

近年来
,

贵州境内的大量山坡被开垦
,

在山高坡陡
、

雨量充沛条件下
,

表层土体丧失速度很快
,

单位而积上的可侵蚀土壤量 日趋减少
,

尤其粘粒
、

砂

粒及有机物多被流水悬移挟运出本流域
,

留有粗砂
、

砾石
、

漂石和块石
,

才多坡积于流域的沟谷
`
卜

。

只有在这类半风化物堆积体的孔隙中
,

才拦阻和充填一定量的绍粒径固相物
,

但 其 总 量 很

少
,

因而其流体主要为砂
、

石类
,

所 以泥石泥常 以石洪形式发生
。

只有在少数土层较深厚的小流

域内
,

或者是刚开垦不久的山坡上
,

才有 可能发生由稀性流态向粘性流态过渡的泥流体
,

如表 l

中的第一号泥石流
。

(六 ) 贵州泥石流的规模小
、

流程短
、

沉积快
,

但暴发频繁
,

且局部危害严重
。

贵州泥石流

流体固相物量一般不超过 10 万立方米
,

这是由于贵州地貌形态及众多小面积 ( 1一 5 平方公里 )

流域结构而决定了的
。

在多数小流域内
,

占总面积 85 % 以上为坡地
,

目前开垦指数也在 40 一 6 0 %

之间 (表 3 )
,

故坡积物产生快
,

且坡间沟谷 (主要是干沟 ) 纵比降较大
,

但其连续长度较短
,

再往下便是较为宽
、

缓的河道
、

阶地
、

田坝或洼地
,

有的沟口 处还有村庄
、

集镇
、

亚要公路或水

利水 电二f二程
,

故往往在历时很短的时间内便可造成局部地区的
、

严重损失
。

( 七 ) 贵州泥石流流体固相物的最大稠度常可出现在洪峰之前
,

沉积时粒径愈细的愈分布在

流体前端
,

即泥石流体为先锋
,

随后则为山洪
。

这主要是由于流域狭长
,

单位面积产 流 量 较 多

(平水年每平方公里的年径流量可达 50 万立方米左右
,

丰水年则可加倍
,

少数丰水区可 高 达 1 00

万立方米 )
,

汇流迅速
,

固态流失物总量相应较少
。

每当遇有较长时间的暴雨出现时 (如连续二

天
、

三天等 )
,

便可发生这类情况
。

因而泥石流流体 的沉积特征
,

是前端为泥砂及有机残体
,

中

部靠后为石块
,

常形成石垒
,

尾部是石垒拦截的少量粗砂
、

碎屑等半风化物
。

四
、

积极开展贵州泥石流的预测和防治工作

贵州省 自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
,

汛期多频繁暴发小规模泥石流 ( 一次泥石流的流体固相

物不超过 10 万立方米 ) 加山洪
,

局部危害惨重
,

应予重视
。

为此特建议
:

1 、

对本省的西部西
、

北
、

西南
、

东北
、

东南诸县境内
,

凡是具有较深厚
、

松软风化壳的小流



浅析修水县的水土流失

查 绍 林

(江西省修水县水土保持局 )

修水县地处江西省西北边睡
,

总面积为 4 , 5 70 平方公里
,

其中山地面积 3 , 3 22 平方公里
,

故称

为 “
八 山半水一分田

,

半分道路和庄园
” 的丘陵山区县

。

水土流失是修水县近代历史 的产物
。

据调查考证
,

水土流失严重的白乔公社驻地
,

街头有一

座拱桥
,

系唐代兴建
,

光绪三年重修
,

属花岗岩结构的石拱桥
,

所 以叫白石桥
。

抗 日战争期间
,

河床日渐被白砂淤塞
,

人们就把白石桥改称为 白沙桥
, 又如朱溪公社的琵琶潭

,

清朝末年仍潭深

数丈
,

四季清流潺潺
,

宛如琴声
,

与群山相映争辉
,

景色盎然
,

是大桥四大风景之一
。

到现在
,

这

里却成了一片 白茫茫的砂石
,

河水千涸
,

稍早即可断流
。

解放后
,

党和人民政府对水土保持 比较重视
,

做了不少工作
,

取得了一些成绩
,

一度生态趋

向良性发展
。

后来
,

由于种种原因
,

修水的水土流失则愈来愈严重
,

其程度之烈
,

面积之大
,

危

害之重
,

是江西省丘陵山区所罕有
。

一
、

水土流失现状

按 面积分布
,

水土流失面积由五十年代初 30 多万亩
,

增至现在的 1 70 多万亩 (其中剧烈流失占

6 %
,

强度 占 2 3
.

8%
,

中度占2 7
.

7 %
,

轻度 占4 2
.

5 % )
,

占山地面积的26 %
,

大于全国和江西省

水平
。

水土流失并由原来少数地区的局部现象扩大到全县 8 个区50 个公社
,

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占

山地面积 80 % 以上的 1 60 个公社
,

有的公社植被覆盖率不到 2 % , 流 失 面积占山地面积 50 一 80 %

的有 7 个公社
;
流失面积占山地面积 50 % 以下的有 27 个公社

。

按水土流失程度及分类
,

水土流失程度均以山地植被覆盖率和坡面土层被侵 蚀 程 度 来划分

(见表 1 )

我县水土流失主要类型是水蚀 (冬季有少量冻蚀
,

因冻蚀资料不多
,

本文不作介绍 )
,

而水

蚀大面积又反映在片蚀和沟蚀上
,

但也有切沟侵蚀和崩岗侵蚀
。

其中
:
片蚀面积 1 0 9

.

72万亩
,

占

域
,

裸露坡面达 50 % 以上者
,

均应重点考察分析
。

尤其对位于村庄
、

重耍公路
、

铁路及工程上方

的流域更应作详细分析
、

预测及作好必要的防治工作
。

2
、

结合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
,

应有针对性地对省内可能暴发泥石流的小流域优先 防治
。

根

据泥石流类型
,

分别采取控制和拦截固体流失量
,

分散排
、

蓄地表径流
,

用工程加生物等综合治

理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
。

3
、

采石
、

开矿要一律作好弃渣处理规划
。

应征用那些耕地极少的水闭合型洼地作囤渣库
,

否则要筑坝拦蓄
。

4
、

省政府应责成有关业务部门 (如水利
、

地质
、

地理
、

水文
、

土壤 ) 组成泥石流考察组
,

有重点地抓好预报预防工作
。

有关科研单位应成立研究机构
,

积极开展有关治理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