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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亭江洪灾成因与治理对策浅议

张晓东 , 梁川
(四川大学 水电学院水利系 ,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 从石亭江水灾泛滥引发思考 ,寻找原因 ,认为人为水土流失是诱发水灾的重要原因 ,指出水土保持的重

要性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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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l ood on Shiting River

ZHANG Xiao-dong , LIAN G Chuan

( Hydraulic and Hydroelectric Engineering Institute , Sichuan University , Chengdu 610065, PRC )

Abstract: The f lood on Shi ting riv er has been more serious recently. Man-made soil and w ater loss i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cause fo r that. The importance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ion and necessity of sustained development

strateg y is put fo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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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 8月 14日 ,石亭江发生 10 a一遇洪水 ,当地

群众受灾严重 [1 ]。8月 14日晚 10时 ,石亭江上游金河后

山红白、高景关突降暴雨 ,几小时之内暴雨迅速汇集

于石亭江 ,形成罕见洪水。洪水袭击下 ,造成山体滑

坡 ,中断公路 6起 ,塌方 525 m
3 ,红青公路路基垮塌 6

处 ,交通完全中断 ;洪水冲走金河磷矿矿石与红星煤

矿原煤数千吨 ,水电站被淹 5座 ,房屋倒塌 23间 ,粮食

作物减产 105 t,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 0× 107元 , 6. 0×

104人不同程度受灾。

这是石亭江水的又一次肆虐 ,历史上石亭江多次

泛滥成灾 (表 1)。仅 20世纪 60— 80年代就发生洪灾十

余次 ,进入 90年代 ,水患愈演愈烈 , 1990年洪水造成经

济损失达 1. 2× 10
8
元。此后 1991, 1995, 1996, 1997,

1998年水患不断。

越来越频繁的洪灾 ,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 ,亡羊

补牢 ,为时不晚 ,那么原因何在?又如何根除?在此次

洪水之前不久 ,作为共青团四川省委组织的保护母亲

河沱江行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活动之组成部分 ,通过对

石亭江流域的什邡市进行有关水土保持情况的考察

调研 ,针对石亭江水患的成因及治理提出几点看法。
表 1　什邡市石亭江历史洪水统计简表

洪 灾 时 间 　　　　　　　　　　　　　受　　灾　　情　　况

19340804 　　 100 a一遇洪水 ,受灾 1 900户 ,死亡 4 200人 ,冲没水田 546. 67 hm2 ,旱地 533. 33 hm2。

194907 　　 15个乡镇受灾 ,死亡 8人 ,伤 62人 ,受灾 6 206户 ,受灾农作物减产 70% ～ 90%。

19590719 　　淹没农田 146. 67 hm2 ,粮食损失 9. 40× 103 kg。

19590809— 12 　　 18个公社受灾 ,冲毁田地 450. 8 hm2 ,淹没 1 312. 13 hm2 ,死亡 18人 ,倒房 9 432间。

1964 　　冲毁防洪工程 20处 ,长 3 906 m,冲毁民堰 77道 ,水田 98. 93 hm2 ,旱地 269. 2 hm2 ,死亡 26人 ,伤 12人。

19750717— 19
　　冲坏防洪工程 21处 , 3 160 m ,冲坏渠堰 113处 , 2 093 m ,淹死 4人 ,冲淹水稻 240 hm2 ,水淹风刮倒伏玉米

1 037. 93h m2 ,冲淹红薯等作物 8. 2 hm2 ,冲毁田地 9. 27 hm2 ,淹房 557间 ,倒房 153间。

19780814— 16
　　受灾乡镇 11个 ,冲坏堤防 91处 , 12 621 m,毁桥渠 5座 ,倒房屋 13 381间 ,死 4人 ,冲坏田地 59. 2h m2 ,被淹无

收者 375. 93 hm2。

19800628— 29 　　受灾 96个大队 , 336个生产队 ,伤 1人 ,死 2人 ,大河冲滥灰浆堤 14处。

19900826— 28
　　 11个乡被淹农田 1 866. 67 hm2 ,其中 80 hm2无收 ,死 2人 ,伤 2人 (因公路塌方 ) ,淹倒房屋 139间 ,受灾人口

3. 4× 104人 ,山体滑坡 31处。

19900906— 07
　　被淹农田 1. 67× 104 hm2 ,成灾者 533. 3 hm2 ,淹倒房屋 1 027间 ,淹死 2人。红星煤矿、石亭江化工厂及其他
乡镇企业因洪灾损失 2 000多万元 ,全市经济损失达 1. 2× 108元。

19950811 　　 19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受灾人口达 3. 5× 104人 ,冲毁房屋 5 100间 ,直接经济损失达 5. 46× 1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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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因分析
2. 1　地理因素

石亭江流域地势陡峭是一个主要原因。石亭江流

域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 ,地势北高南低 ,有山、坝两种

地貌 ,南面平坝区海拔 468. 5m ,北部有九顶、华蓉、香

炉等山 ,其中九顶山狮子峰海拔 4 984. 1m。石亭江即

发源于九顶山下的头道金河和二道金河 ,山峦众多 ,

地表径流汇聚成河 ,河谷下切 ,每遇暴雨地表径流便

奔涌而下 ,迅速汇聚成峰 ,往往暴雨即洪 ,洪即成灾。

2. 2　气候因素

石亭江流域内复杂的气候因素也是夏季洪灾的

原因之一。石亭江流域处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交界

处 ,夏秋受太平洋东南季风和印度洋东南季风交替控

制 ,湿润气流受北部高山阻挡抬升 ,在此处不断形成

连续降雨或暴雨。坝区年降雨量 830～ 1 200 mm,山区

达到 1 200～ 1 700 mm ,且 7— 9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62%～ 68% 。4— 6月占 20% ～ 24% ,降雨分布极其不

均 ,且多暴雨 ,极易引起洪灾。

2. 3　地质因素

石亭江流域处于龙门山中段 ,地质构造复杂 ,褶

皱断裂发育 ,岩石破碎 ,地质环境稳定性差 ,地质灾害

频繁。石亭江流域有瓦窑坪、马家坪等滑坡体 4处 ,崩

塌体及泥石流发生段若干 ,每至山洪暴发 ,必然引起

地质灾害和水土流失。

2. 4　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是加剧洪灾发生的重要原因。降大雨或

暴雨时 ,因坡面水系工程不全或林草植被覆盖能力和

固结土壤的能力差 ,地表涵蓄水能力降低 ,降雨汇流

后产生径流的时间短 ,流速快 ,冲刷能量大 ,极易造成

洪灾。同时水土流失使大量泥沙废渣冲下河沟 ,造成

河道淤塞 ,河床抬升 ,缩短工程的使用寿命 ,降低水利

工程的防洪抗涝能力 ,是产生水灾的隐患。

2. 5　人为因素

探索石亭江洪灾的原因 ,除地形、气候、地质等复

杂的自然因素之外 ,主要表现在人类活动对水土流失

程度的影响上。虽然引起水土流失的因素有很多 ,石

亭江流域集中的高强度降雨和恶劣的地质条件是一

个方面的原因 ,但是 ,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也是洪灾

更加频繁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人为水土流失产生的机理主要是开发建设对资

源产生了剧烈扰动和破坏 ,造成大量土壤侵蚀 ,加之

随意堆弃和倾倒便为土壤流失准备了物质条件和环

境条件 [2 ]。石亭江流域沿江龙宝坪至红白一段 ,已查

明有丰富的磷煤资源 ,从 1958年起就开始采磷矿。近

年来政策放宽 ,集体个体农户都争相采矿 ,开采的磷

矿、煤矿渣大量堆积河边 ,或直接倒入河中。洪水期江

水便挟带大量矿渣流向了下游。特别是 20世纪 80年代

以来 ,城市化和开发建设项目迅猛发展 ,对矿物和石

料、土壤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 ,迅猛的

开发对资源的自然过程和自然形态产生了剧烈扰动

和破坏 ,造成大量土壤侵蚀。基建工程、无节制的矿产

开发、砖瓦窑厂的大量建设、陡坡开荒及毁林毁草等

引起水土流失人为因素 ,使良好的地表植被覆盖被破

坏 ,地表固体物质变得疏松分散 ,并被堆弃或倾倒在

河道、山坡或农田之中 ,以致水土流失加剧。总之 ,人

为因素是石亭江洪灾日益泛滥的主要因素。

3　治理对策
治理石亭江应主要针对人为因素进行治理 ,既要

有技术措施 ,又要有政策措施。

3. 1　兴修水利 ,提高抗洪能力

石亭江属沱江水系 ,为沱江上游 ,沿岸只有局部

河段建有堤防和护岸工程 ,尚未形成完整的防洪体

系 [ 3]。一定要广修水利工程 ,加固堤坝 ,清理河道 ,提

高抗洪能力。

3. 2　切实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有关研究 [4 ]已经表明 ,水土保持能使小流域产洪

次数减少 ,地表径流模数和径流系数减小 ;使小流域

地表径流模数的年际变率增大 ;在洪水产流过程中 ,

水土保持使流域产流起始时间滞后 ,径流持续时间缩

短 ,瞬时流量及洪峰流量降低以至消失 ,能有效降低

洪灾的频率和危害程度。

水土保持工作已有成功的路子 [5 ] ,即: 以大流域

为骨干 ,以县域为单位 ,以小流域为单元 ,山、水、田、

林、路全面规划 ,工程、植物、保土耕作和其他相关措

施优化配置 ,综合治理 ;以村、户为基础 ,生态、社会、

经济三大效益同步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以预防为主 ,

城乡结合 ,全方位发展。一定要结合实际 ,充分利用工

程、农业、生物三大措施 , 25°以上坡耕地要退耕还林 ,

要积极植树造林 ,积极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 ,切实

作好水土保持工作。在石亭江流域 ,应总结借鉴成功

经验、结合实际 ,切实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3. 3　加强执法 ,杜绝人为水土流失

近年来 ,人为水土流失发展速度迅猛 ,造成巨大

经济损失和环境破坏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在于人

们对水土保持法的漠视。只要加强执法、监督和必要

的水土保持预防和治理措施 ,大多数人为水土流失是

可以避免和防治的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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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创新体制 ,走社会公益化道路 ,兼顾经济效益

1999年 8月中旬 ,由共青团中央倡导的绿色希望

工程在全国募集资金已逾千万元 ,为水土保持工作走

出了一条社会公益化道路。为鼓励公众积极性 ,各地

均有实施股份、拍卖等制度的先例 [6 ]。创新体制 ,以承

包、租赁、股份合作等多种产权形式治理水土流失 ,按

照“谁治理 ,谁受益 ,谁开发 ,谁使用”
[7 ]
的原则治理开

发“四荒” ,既能达到建设生态农业的目的 ,又能为水

土保持工作注入活力。体制改善 ,不仅可带来巨大的

经济效益 ,更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3. 5　加强宣传 ,使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入人心

保护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 ,这对矛盾

只有所有公民都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治理水

土流失是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水土及再生资源、发展

经济的必需手段 ,从而能对自身行为加以约束和控制

时才能得以解决。人类要与自然和谐共存 ,必须走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 [8 ]。

无论是大到 1998夏季长江洪水 ,还是小到石亭江

1999年的 8. 14水灾 ,都在向人们反复证明 ,人与自然

密不可分 ,可持续发展战略势在必行。保持水土 ,方能

根治水患。从水土保持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到江总书

记“再造一个秀美山川”的指示 ,党和国家对水土保持

工作一直愈来愈重视 ,也足见其重要性。只要坚持走

水土保持的成功之路 ,大自然回报人类的将不再是洪

灾 ,而代之以经济的腾飞 ,人与自然将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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