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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山洪灾害的成因与防治措施

皇志辉
和林格尔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中心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011500

摘　要：本文介绍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的意义，分析山洪灾害的特点及成因，提出山洪灾害的防治措施，并对山洪灾害防治

成效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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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气候异常，极端灾害性天气以及经济社

会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各地山丘区洪水，泥石流，

滑坡等灾害频发，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基础设施损

毁，生态环境破坏十分严重。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全国山洪

灾害防治规划》决定加快实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提高山洪

灾害防御能力，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因此针对山洪灾

害的成因及防治措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山洪灾害的特点与成因

山洪灾害是指山丘区由于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

山体滑坡等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灾害。山洪灾害多

发生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是我国防治工作的难点，我国每年

由于山洪灾害而死亡的人数举不甚举。山洪灾害具有以下特

点：第一季节性强，频率高。山洪灾害主要集中在汛期，特

别是主汛期是山洪灾害多发期。第二区域性明显，易发性强。

山洪主要发生在山区、丘陵区及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

的上述地区，暴雨时极易形成具有冲击力的地表径流，导致

山洪暴发，形成山洪灾害。第三山洪灾害突发性强，成灾快。

山丘区因山高坡陡，溪河密集，降雨迅速转化为径流，且汇

流快，流速大，降雨几个小时即成灾受损，防不胜防。第四

破坏性强，危害严重。山洪灾害爆发时往往伴有滑坡，崩塌，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并造成河流改造，公路中断，农田冲淹，

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等，危害性、破坏性很大。山洪灾害成

因主要包括三个因素，地质因素：山洪灾害易发地区的地形

往往是山高、坡陡、谷深、切割深度大，侵蚀沟谷发育，其

地质大部分是渗透强度不大的土壤，极易发生山洪灾害；气

象因素：暴雨雷雨等极端天气现象均易发生山洪灾害；人类

活动因素：山区过度开发土地，或者陡坡开荒，或工程建设

对山体造成破坏，改变地形、地貌，破坏天然植被，乱砍乱

伐森林，失去水源涵养作用，均易发生山洪灾害。可见，山

洪的防治是迫切需要的。

二、山洪灾害的防治措施

根据山丘地区山洪灾害的致灾原因和致灾特点，对山

洪灾害主要采取预防和躲避措施，重在“防”，“躲”两字，

必须科学论证，全面规划，逐步治理，从根本上减少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具体措施落实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领导。成立领导班子，山丘区各级党委、政府

要从稳定和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山洪灾害，增强紧迫感和危机

感。建立健全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指挥机构，即各级防汛抗旱

指挥部作为同级人民政府防灾减灾的指挥机构。特别是计

划、财政、水利、国土、气象、水文、交通、广电、农业、

林业、城建、保险、乡（镇）等部门要在政府统一领带下，

切实加强领导，履行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协同做好山洪灾

害的防御工作。

2. 科学编制预案。根据山洪灾害防治计划，全面贯彻“安

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工作方针，因

地制宜，有效的防御山洪灾害。第一务实调查。对山洪灾害

易发地区内的社会经济，自然地理，气象水文 , 历年洪灾，

现有防御体系，灾害隐患点等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第

二是科学论证。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从气象、水文、地质、

生态、环境等多种因素对区域山洪灾害的成因，特点及发展

趋势进行科学的论证。第三是精心编制预案。在充分掌握第

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精心编写区域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绘制

区域内山洪灾害风险图，划分并确定区域内“三区”（即危

险区、警戒区、安全区）地点，范围，制定安全转移方案，

明确组织机构的设置及职责，并制定防御防治的工程及非工

程措施规划，逐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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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落实。一是落实防灾减灾值班制度，山洪灾害

易发区每年在汛期要坚持 24 小时值班制度。二是落实预

警信号制度，每个村、组、院落都要确定 1—2 名信号发送

人。信号一般为预先设定的如口哨、打鼓、警报器灯。为

加强责任心和提高积极性，每个监护信息员每年可由当地

乡（镇）村级政府给予适当的补助，保证预警信息传递后

不留死角，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递到有灾情隐患点的村，最

大限度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三是落实防灾减灾

应急资金和物质器材，各县 ( 市 ) 财政应每年为防汛期留

足资金。四是落实避灾演习。每年各乡（镇）村在重点防

范区组织群众进行一次避灾演习活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

4. 加大宣传力度。为进一步提高山区群众对山洪灾害

的认识，强化躲灾、避灾意识，各地应每年进行一次全方位，

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发动；采取层层召开会议；出动宣传

车、出标语、横幅、宣传栏；设立警示牌；编印发送山洪灾

害防御手册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使有关法律、法规。山

洪灾害防御常识和对策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5. 强化工程措施。落实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在抓紧落实

各项非工程措施的同时，大力强化工程措施。通过山洪灾害

易发区内的工程措施规划，在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形式下，

逐年实施非工程措施。搞好水毁工程恢复，加大对病险水库、

塘坝的处理力度，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山洪灾害发生的

根本原因在于山区地形的环境内因，和降雨与人类行为的外

因，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导致水土流失的发生，从而改

变当地环境条件，这是山洪灾害发生的前提。因此要针对不

同程度的水土流失的状态，要有针对性的采取解决措施，开

展退耕还林还草工作，增大植被覆盖率，提高生态质量，有

效预防水土流失，抑制山洪灾害的发生。加强山洪沟道治理，

加强本地区的入渗作用，减少雨水的汇集，拦截洪峰，减弱

洪水的冲击力度，同时要对护岸和堤坝进行加固作用，广泛

治理受灾区的滑坡，要采取先进技术，对滑坡边缘进行防护，

其应用到水利技术包括排水、削坡、抗滑键、锚固等以此来

治理山洪灾害的原发区域，这样不仅能够增强特定区域的实

际抗灾能力，还能使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和优化，进而抑制

山洪灾害的发生。

6. 建立山洪灾害防治网络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山洪灾害

的防治体系大体包括山洪灾害监测网络的建成与各级监测

预警平台的建成，当灾害监测网络基本建成后，山洪灾害多

发地区的人民群众就可以根据监测网络上所监测的数据和

内容获取临时避险点进行避难，从而有效地减少人员伤亡事

件的发生。同时灾害监测网络还能够及时对雨量、实时水位

情况进行播报和分析，从而有效解决山洪灾害防御对于监测

设施与监测计划匮乏的问题，使民众第一时间接受到该分析

与预警信息，很大程度地减少灾害侵袭时人员转移的难度。

通过建立监测及预警网络，再加上先进的水利技术，形成了

科学高效的防治体系，带动了地区之间的防汛决策能力，也

弥补了过去山洪灾害的预警防范缺陷。在防汛工作中，降雨

量的监测和播报分析十分重要，高效的防汛体系的建立中，

也少不了具有创新精神的高技术人才。因此为了加强这种科

学山洪灾害防治模式，必须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这也是山

洪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近几年我国的部分山区山洪灾害多发地区，都实现了

相应的治理工程，我国的山洪灾害监测和预警系统都能发挥

出防灾的效益，在应对山洪灾害时能够起到很好的防灾作

用，使伤亡人数大大降低，同时减少了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

的损害，改善了防灾体系，发挥出了显著的防灾减灾效益。

我的家乡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就是一个真实写照，

和林格尔县地处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带，由于特殊

的地形地貌特征，使得该地区山沟洪水具有峰高量小、来势

迅猛、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加之地表土壤抗蚀性较弱，土

层较薄，蓄水能力差，极易形成有较大冲击力的洪水，而且

洪水携带泥沙含量较大，据统计，1958 ～ 2010 年间，较大

山洪出现多次，特别是 1998 年发生的大洪水，中心降雨量

99.5mm，全县受灾人口达到 9.5 万人，受灾户 27160 户，占

全县总人口的 50%，倒塌住房 1012 间，倒塌学校房屋 104 间，

粮食经济作物受灾 23 万亩，绝收 7 万亩，冲毁水利工程塘

坝 44 座机眼井 69 眼，渠道 47 公里，县境内 209 国道水毁

22 处，8 条乡镇公路 24 处水毁，造成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随着山洪灾害措施的不断加大，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逐渐

降低了，2019 年，全县受灾人口 1283 人，受灾农作物总面

积 8480 亩，其中玉米 5400 亩，土豆 180 亩，豆类 1100 亩，

都减产 2 到 3 成。充分说明了山洪灾害防治措施确实起到了

显著成效。

三、结语

山洪灾害的防治工作属于我国防汛工作中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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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的灾害防治中针对多发地区必须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增强其防治成效，积极做好灾区人民群众对于山洪灾害的科

普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调动积极性，同时在不同地区

之间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如治理山洪沟与滑坡，水土保持

等，只有真正将这些工作贯彻落实，利用山洪灾害防治网络，

从而发挥出显著的防灾减灾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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