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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泥石流的形成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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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泥石流作为山区城镇常见的地质灾害，是一种含有大量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其中的固体物质特指
泥、砂、石。泥石流具有突发性、破坏性极大、运动快速、历时短暂等特点，且具有强大的侵蚀、搬运能力等
自然属性，其是以冲撞 ( 击 )、淤埋和堵塞等方式对其流经路途上的各种城镇设施进行破坏，危害程度往往比单
一的滑坡、崩塌和洪水的危害更为广泛和严重，对人类生产生活场所、交通运输、水利水电工程、矿山等造成
严重损失。因此，分析泥石流灾害、分布及其成因，对于加强城镇泥石流的防治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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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10 年 8 月 7 日夜至 8 日凌晨，甘肃甘南
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突发特大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泥石流堵塞白龙江形成堰塞湖，县城部分被淹，
电力、交通、通讯中断。造成 1500 多人死亡，200 多
人失踪。

泥石流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命安全的重大威胁，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泥石流的形成、危害以及如何来
防止泥石流的发生。
一、泥石流的概念

泥石流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国一些具有特殊
地形、地貌状况地区的自然灾害，是山区沟谷或山地
坡面上由暴雨、冰雪融化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泥
沙石块的介于挟沙水流和滑坡之间的土、水、气混合流。
泥石流大多伴随山区洪水而发生。它与一般洪水的区
别是洪流中含有足够数量的泥沙石等固体碎屑物，其
体积含量最少为 15 ﹪，最高可过 80 ﹪左右，因此比
洪水更具破坏力。

泥石流常常具有突然暴发、来势凶猛、运动快速、
历时短暂之特点 , 并兼有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双重
作用 , 其危害程度比单一的崩塌、滑坡和洪水的危害更
为广泛和严重。近年来 , 我国泥石流有渐趋加重的趋势。
鉴于泥石流的严重危害性 , 了解和研究泥石流的危害、
形成机制及其防治措施是有必要的。
二、泥石流的分布

泥石流根据近几年全国调查结果统计 , 滑坡、崩塌、
泥石流的空间分布和危害有如下特征 : 从造成的死亡人
数、直接经济损失和发生数量这三项指标综合来看 , 西
部地区的四川、云南、重庆、贵州、甘肃、陕西、广西、
西藏、新疆、青海、宁夏、内蒙等 12 省 ( 区、市 ) 滑坡、
崩塌、泥石流灾害最严重 , 死亡人数占全国的 62%、经
济损失占全国的 55%、发生数量占全国的 32%。 另外，
还有西南地区。
三、泥石流的形成的条件

通过对我国多处泥石流的研究可以认识到泥石流
的形成的条件主要有：
（一）、地形地貌条件

在地形上具备山高沟深，地形陡峻，沟床纵度降
大，流城形状便于水流汇集。在地貌上，泥石流的地
貌一般可分为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三部分。上游
形成区的地形多为三面环山，一面出口为瓢状或漏斗
状，地形比较开阔、周围山高坡陡、山体破碎、植被
生长不良，这样的地形有利于水和碎屑物质的集中；中
游流通区的地形多为狭窄陡深的峡谷，谷床纵坡降大，
使泥石流能迅猛直泻；下游堆积区的地形为开阔平坦的
山前平原或河谷阶地，使堆积物有堆积场所。
（二）、松散物质来源条件

泥石流常发生于地质构造复杂、断裂褶皱发育，
新构造活动强烈，地震烈度较高的地区。地表岩石破碎，
崩塌、错落、滑坡等不良地质现象发育，为泥石流的

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 ；另外，岩层结构松
散、软弱、易于风化、节理发育或软硬相间成层的地区，
因易受破坏，也能为泥石流提供丰富的碎屑物来源；一
些人类工程活动，如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开山采矿、
采石弃渣等，往往也为泥石流提供大量的物质来源。
四、泥石流的危害

泥石流常常具有暴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之特点。
并兼有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双重作用，其危害程
度比单一的崩塌、滑坡和洪水的危害更为广泛和严重。
我们从舟曲泥石流中就可以看出，泥石流对我们的人
生安全会产生多大的危害。首先是对居民点的危害：泥
石流最常见的危害之一，是冲进乡村、城镇，摧毁房屋、
工厂、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场所设施，淹没人畜、毁坏
土地，甚至造成村毁人亡的灾难。其次是对公路、铁
路的危害：泥石流可直接埋没车站，铁路、公路，摧毁
路基、桥涵等设施，致使交通中断，还可引起正在运
行的火车、汽车颠覆，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有
时泥石流汇入河道，引起河道大幅度变迁，间接毁坏
公路、铁路及其它构筑物，甚至迫使道路改线，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还有是对水利、水电工程的危害：主
要是冲毁水电站、引水渠道及过沟建筑物，淤埋水电
站尾水渠，并淤积水库、磨蚀坝面等。最后对于矿山
的危害就更加值得我们来关注了，泥石流主要是摧毁
矿山及其设施，淤埋矿山坑道、伤害矿山人员、造成
停工停产，甚至使矿山报废、
五、泥石流的防治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防止泥石流的发生呢？目前我
们防止泥石流发生的主要措施是修建工程没施防治泥
石流的办法。其主要作用是削弱泥石流活动强度 , 引
导规范泥石流活动途径和范围 , 保护受灾对象。根据
防治功能大致分为下列七种类型：①治水工程：修建水
库、水塘和引水、排水渠道、隧洞工程 , 调蓄、引导导
泥石流流域的地表水 , 改善泥石流形成与发展的水动
力条件；②拦挡工程：修建拦挡坝、谷坊等 , 拦截泥石
流 , 削弱泥石流强度 , 沉积砂石 , 减小泥石流破坏能力 ；
③排导工程 ：修建排导沟、导流堤、顺水坝等工程 , 规
范泥石流流径 , 削弱泥石流强度；④停淤工程：开辟人
工停淤场 , 引导规范泥砂淤积场所；⑤跨越工程：铁路、
公路、桥梁高架于沟谷卜方 , 跨越泥石流；⑥穿越工程：
铁路、公路以隧道、明硐从下方穿越泥石流沟；⑦防护
二程：修建护坡、挡墙、顺坝、丁坝等 , 保护房屋、铁路、
公路、桥梁等工程设施 , 抵御泥石流的冲击。泥石流防
治工程措施要多种工程联合运用 , 而日 要与非工程措
施相结合才能取得充分的防治效果。

通过上面我们的分析泥石流灾害的形成、危害以
及如何防止，我们对泥石流有了初步的认识，泥石流
形成与危害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我们在日常
的生活中就应该注意环境的保护，做到时刻保持警惕
性，这样在灾害到来时，我们才会有充分的准备来防
止灾害扩大化，绝对不能再让舟曲事件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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