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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麻栗坡县猛硐河“９．０２”泥石流调查

陈 志１ａ，２，杨志全１ｂ


，刘传秋２

（１．昆明理工大学 ａ．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昆明 ６５０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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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了地质灾害发生频发。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２日云南麻栗坡县猛硐河流域发生特大

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 １０多人死伤，１１人失联，建筑损毁、河道淤埋、基础设施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 １４亿元。通

过对麻栗坡县猛硐“９．０２”河流域泥石流灾害的现场调查，从物源、地形和水源条件入手，分析了灾害特征与形成演

化过程。研究表明，降水是泥石流发生的根本原因，造成沟域内岩土体现出崩滑物源、坡面物源和沟道物源三者的

启动及链生效应；由于泥石流造成微地貌改变，今后泥石流爆发可能性增大，高频率、中小规模泥石流是泥石流活

动的特征。从发展趋势看，该流域正处于泥石流发育阶段，存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的可能性。应及时地进行沟道

的治理，并加强监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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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受到西南季风、西太平洋、孟加拉湾和南海

等地生成的热带风暴共同影响，强降水事件和极端

降水事件的时空分布规律复杂，国内其他区也存在

明显的差异性
［１－２］

。云南降水诱发的地质灾害表现

为点多面广、地质灾害类型复杂多样的特征
［３］
，尤

其是山洪、泥石流及滑坡灾害，严重威胁山区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防灾减灾形势严峻，是制约云南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４］
。浅层滑坡诱发的沟谷泥石

流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如辽宁、浙江、

福建和台湾山区，在中国西南部有时也会有此类泥

石流发生
［５］
。云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影响不断

增强
［６］
，强降水的强度和频次增加，加大了地质灾

害发生的风险，尤其是主汛期强降水事件增加，导致

山洪、泥石流及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频次增加
［７］
。

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２日凌晨 ３时—４时，因单点强降

雨诱发流域内沟岸浅表发生成片的滑坡，猛硐河自

乡政府驻地大桥以上地段及水冲香、香草棚流域内

共发生滑坡约 ５５０个，进而引发特大山洪泥石流灾

害。灾害造成１０人死亡、７人受伤、１１人失联，并有

多处房屋受损、部分倒塌，泥石流堆积物严重堵塞河

道，淤埋街道、商铺，同时造成该片区公路、电力、通

讯和供水全部中断，大量农田被掩埋，直接经济损失

达１４亿元。在单点暴雨或持续性强降雨等不利因

素作用下，再次爆发泥石流灾害的可能性极大，严重



威胁下游共计约 ３０００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泥石流

灾害危害性等级为特大型，险情等级为特大型。目

前对该次泥石流事件的调查尚未开展。研究这类泥

石流形成的地形和降雨条件，再研究这两个条件之

间的关系，提出这类地质条件下的泥石流暴发临界

条件，为浅层滑坡诱发的沟谷泥石流的预测预报打

下基础。

１　研究区背景

!"!

　区域环境

麻栗坡县地处云贵高原南部中山峡谷区，主要

于北回归线南侧，纬度较低。县境气候夏季主要受

到北上的大洋暖流控制，冬季受南下的高原寒流影

响，气候类型属高原亚热带湿润型山地季风气候。

研究区降水量较充沛，年均降雨量为１０５９．５ｍｍ，雨
季一般为每年的４月—１０月，其中猛硐乡年均降雨

量为 １４３０．９ｍｍ；流域内分布的主要地层有第四系
泥石流堆积层（Ｑｓｅｆ４）、人工堆积层（Ｑ

ｍｌ
４）、残坡积层

（Ｑｅｌ＋ｄｌ４ ）、冲洪积层（Ｑａｌ＋ｐｌ４ ）。流域内广泛分布区域

变质岩，位于都龙变质区内，为老君山旋卷构造 －莲

花状构造外旋层。流域内变质岩按其成因划分为花

岗质片麻岩、付变质岩两大类。

研究区地理坐标为 ２２°５０′００″～２２°５５′００″Ｎ，东
经１０４°３７′３０″～１０４°４５′００″Ｅ，位于老君山莲花状构

造体系东南部，区内断裂主要有金竹山 －猛硐的弧

形斜冲断层，不明性质断层。历史上无大的地震记

录，地震强度较弱，但越南境内，近年来，连续发生

５．２５～５．５级地震。老君山莲花状构造严格影响着
流域内滑坡、泥石流的分布和发育。

!"#

　流域特征

研究区地理坐标在北纬 ２２°５０′００″～２２°５５′００″
和东经１０４°３７′３０″～１０４°４５′００″之间。香草棚、水冲

香沟为猛硐河支流。猛硐河属红河支流盘龙江的一

级支 流，总 体 流 向 由 南 西 向 北 东。干 流 全 长

２３．５ｋｍ，落差９５０ｍ，平均纵坡降 ４０４‰；流域面积
１３４．２ｋｍ２，多年平均径流量 １．３４亿 ｍ２；区域属构
造侵蚀中山峡谷地貌区，汇水范围内山高沟深，总体

地势南高北低，最高点海拔 １６５４．７ｍ，最低点海拔
高程１０４７ｍ，高差６０７．７ｍ，河流及其支沟多呈树枝

状发育，且沟谷侵蚀作用强烈，沟岸坍滑严重，多以

密集的、成片的浅表层土质滑坡为主，大量物源汇入

沟谷形成泥石流。

猛硐乡政府驻地微地貌为山间河谷冲积台地，

乡政府驻地长约 ５００ｍ，宽约 ５００ｍ，面积约

０．２５ｋｍ２，处于猛硐河主流与其支流水冲香支流与
香草棚支流交汇处，高程 １０７６～１０５０ｍ，地形相对

高差约２６ｍ。猛硐河主流上游从乡政府驻地北西

侧穿过，水冲香支流从东侧穿过，香草棚支流从中部

穿过，总体上为山麓地带，处于侵蚀与堆积交界地

貌区。

２　泥石流形成条件

#"!

　降雨条件

研究区泥石流水源补给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

降雨是激发猛硐乡浅层滑坡和泥石流的主要因素。

引发“９．０２”泥石流的降雨条件具有雨量大、降雨历
时长、雨强较大的特点。临灾前３天的降雨分别为：

８月３０日 ８时—８月 ３１日 ８时，２１．８ｍｍ；８月 ３１

日８时—９月１日 ８时，２１．７ｍｍ；９月 １日 ８时—９

月 ２日 ８时，２１１９ｍｍ；９月 ２日 ８时—９月 ３日 ８
时，４６．２ｍｍ，且雨量随海拔增高而增大。根据文献

［８］，文山地区泥石流发生的临界雨量为 １１５２～

１６４．０ｍｍ，小时雨强为 ５０～８０ｍｍ。当天降水已经

大幅超过当地泥石流发生的临界降水。

#"#

　物源条件

研究区泥石流沟固体松散物源主要有崩滑、坡

面侵蚀、沟床堆积三类物源（图 １）。各沟物源条件

如下：

（１）滑坡类：花岗岩风化土层分布范围广、厚度

大，降雨条件下易失稳诱发滑坡。根据现场调查，流

域内共发育滑坡 ５６５个，大多滑坡前缘直接面向沟

道，大部分发育有滑移裂隙。滑坡前缘位于沟道内

的滑坡，约８０％的发生垮塌，被泥石流冲刷挟带，堆

积于沟道宽缓区。在应急抢险救灾期间，堆积于集

镇区或靠近集镇区主沟道内的物源，大部分已被工

程清理，但仍有约有２０％的松散物质残留于坡面或

淤积于坡脚，有可能成为后续泥石流的物质补给；部

分不稳定坡体位于岸坡，距主沟约 ４０～８０ｍ，并已
经产生滑移，约６０％的坡体物质参与了本次泥石流

活动。据专家现场调查评估，约 １５％可能参与下次

泥石流活动；项目区近来工程建设开挖形成临空面，

造成滑坡，该类滑坡体约有 ９０％直接淤积道路，约

２３６ 山　地　学　报 ３７卷



图 １　研究区位置及水系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图 ２　水冲香泥石流流域降雨诱发崩滑体分布照片

Ｆｉｇ．２　Ｐｈｏｔｏ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ｄｕｃｅｄ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ｉｎｔｈｅ

Ｓｈｕｉｃ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ｂａｓｉｎ

１０％翻越道路，汇集于泥石流沟道，成为泥石流物质

来源。

（２）坡面侵蚀类：项目区属于水力侵蚀为主的

西南土石山区，结合坡面现状植被类型、地形坡度及

灾害发育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物源量计算面积按

地形图上量取面积，因侵剧烈蚀区多位于沟岸，水流

冲刷后７０％量可直接参与泥石流活动，中度及轻度

侵蚀区多距沟道较远，根据经验按 ２０％计入泥石流

可移动物源，年限取３０年。

根据各区的侵蚀模数，按下式计算泥石流沟流

域内不同区段每年可提供泥石流固体松散物：

Ｗ ＝Ａ×Ｍ （１）

式中，Ｗ为年水土流失总量，ｔ／ａ；Ａ为水土流失面

积，ｋｍ２；Ｍ为侵蚀模数，ｔ／ｋｍ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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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治理各泥石流沟坡面侵蚀类物源合计

２１３．６２×１０４ｍ３。

从物源分布看（表 １），各物源点并无特别集中

分布的趋势，在各支沟及主沟内均有分布，就物源总

量而言，静储量及动储量猛硐河物源最大，分别为

４６０．２９×１０４ｍ３和 ４６０．２９×１０４ｍ３，水冲香物源次

之，为４１９．５５×１０４ｍ３和１４３．０３×１０４ｍ３，香草棚最

小为６７．６８×１０４ｍ３和 ２２．７６×１０４ｍ３，主要是因其

流域面积递减；就物源种类分布而言，坡面侵蚀物源

最大，崩 塌 次 之，最 小 为 沟 道 堆 积 物，分 别 为

６２３５％、３１．５１％、６．１５％；强降水后，崩滑类物源数

量的激增以及对沟道造成的堵塞溃决，导致沟道堆

积物源可能启动量增加，为 “９．０２”特大泥石流的孕

育和发生提供了条件。

#"$

　地形条件

猛硐河泥石流流域整体呈“瓢”状，可概括为

“三面环山，中为谷，东为出口”，其地形具备汇水条

件；水冲香泥石流流域整体呈“瓢”状，可概括为“三

面环山，中为谷，北为出口”，其地形具备汇水条件；

区内不良地质现象及坡面侵蚀较发育，沟岸及沟床

堆积大量松散固体物源。香草棚泥石流流域整体呈

“树叶”状，区内不良地质现象及坡面侵蚀较发育，

沟岸及沟床堆积大量松散固体物源。其具体地形指

数及泥石流三区划分见表２。

３　“９．０２”泥石流成灾机理

$"!

　“
'"(#

”泥石流暴发及运动特征

根据现场调查，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２日凌晨 ３时—４

时，麻栗坡县猛硐乡政府驻地集镇区发生泥石流，泥

石流共分三股，三条泥石流（猛硐河、香草棚沟、水

冲乡三条泥石流）呈夹击之势同时冲刷集镇，将集

表 １　研究区泥石流流域不同类型松散物源量调查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ｂｏ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ｌｏｏｓ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ｏｆ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ｂａｓｉｎ

物源类型 流域沟名
静储量

／１０４ｍ３
动储量

／１０４ｍ３
占静储量比例

／％

动储量

小计

占动储量

总量比例／％
基本特点

崩滑物源

猛硐河

水冲香

香草棚

２２９．７０

２８３．７０

４５．９６

４２．９９

５６．０３

８．９３

１８．７２

１９．７５

１９．４２

１０７．９５ ３１．５１

３１５处，沿沟岸遍布

２３９处，沿沟岸遍布

６０处，沿沟岸遍布

坡面侵蚀

物源

猛硐河

水冲香

香草棚

２１７．９０

１２７．６０

２０．４８

１２１．８０

７９．１６

１２．６６

５５．９０

６２．０４

６１．８２

２１３．６２〗 ６２．３５
早期分布在沿沟两侧坡面的各类成

因堆积体

沟道堆积

物源

猛硐河

水冲香

香草棚

１２．６９

８．２５

１．２４

１２．０６

７．８４

１．１８

９５．００

９５．００

９５．００

２１．０７ ６．１５
沿沟道分布的早期及新近泥石流堆

积体

总计 ９２５．３４ ３４２．６４
各类动储量分别按自然休止角、坡面

侵蚀模数及沟道下切深度统计估算

表 ２　泥石流流域特征表

Ｔａｂ．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ｔａｂｌｅｏｆ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ｂａｓｉｎ

项目
猛硐河数据 水冲香数据 香草棚数据

形成区 流通区 堆积区 形成区 流通区 堆积区 形成区 流通区 堆积区

全流域／ｋｍ２ １４．００ ５．９８ ０．８０

分区／ｋｍ２ １２．２５ １．６９ ０．０７ ４．８２ １．１０ ０．０６ ０．７３ ０．０３ ０．０５

分段高差／ｋｍ２ ４３２．００ ４１．００ ８．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 ８．００ ２８９．００ １９．００ １０．５０

全长／ｋｍ２ ６．３４ ５．０１ １．９９

分段长／ｋｍ２ ３．６５ １．９９ ０．７０ ２．９８ １．５６ ０．４７ １．１８ ０．３９ ０．４２

纵坡降／‰ ７５．８７ １０９．７８ １６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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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９．０２泥石流灾害全景

Ｆｉｇ．３　Ｖｉｅｗｏｆ９．０２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镇包围，据现场调查及排查清淤工程统计，４天内清

理泥石流堆积物 １１６×１０４ｍ３，除主河猛硐河外，两

支流堆积量均大于３０×１０４ｍ３，单条泥石流为大型，

三条综合为特大型。根据泥痕断面，测算水冲香、香

草棚 沟 口 泥 石 流 过 流 峰 值 流 量 分 别 约 为

３１０ｍ·ｓ－１、１７０ｍ·ｓ－１、９７ｍ·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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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动力学特征

泥石流容重、流速、流量及一次冲出总量是泥石

流的重要动力学特征指标及工程防治所需的重要参

数
［９－１０］

。对泥石流容重采用现场配浆称重法，获得

“９．０２”泥石流的容重平均值为 １．６５ｔ·ｍ－３
，属于

粘性泥石流。泥石流流量由降水、流域面积及流速

等因素决定。麻栗坡县城与猛硐乡历年最大日降雨

量值，选用皮尔逊Ⅲ型分布曲线进行拟合配线，经数

理统计计算，求得日最大降雨均值 珚Ｈ２４＝８８ｍｍ，变

差系数 ＣＶ＝０．４２，ＣＳ＝３．５ＣＶ＝１．４７。查云南省水

文手册附图１９，百年一遇倍比系数为２．３１，５０年一

遇倍比系数为 ２．０８，３０年一遇倍比系数为 １．８８。

采用云南省水文手册法计算 ３０年、５０年、百年一遇

设计暴雨量
［１１］
。

计算公式：

Ｈｔｐ ＝ζ·Ｋｔｐ·珚Ｈｔｐ （２）

式中，Ｈｔｐ为历时为 ｔ，设计频率为 ｐ的暴雨量

（表３）；珚Ｈｔｐ为历时为 ｔ的暴雨量均值；Ｋｔｐ为倍比系

数；ζ为点面折减系数，取值为１．０。

根据以上求得的设计暴雨量 Ｈ２４，采用水文研

究所法和水文手册法
［１１］
求得清水洪峰流量Ｑｗ，其

表 ３　设计频率暴雨量统计表

Ｔａｂ．３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ｔａｂｌｅｏｆＤｅｓｉｇ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频率 倍比系数 Ｋｔｐ Ｈ２４／ｍｍ

百年一遇（Ｐ＝１％） ２．３１ １９８．６６

５０年一遇（Ｐ＝２％） ２．０８ １７８．８８

３０年一遇（Ｐ＝３．３３％） １．８８ １６１．６８

泥石流爆发当天降水为２１１．９ｍｍ，与百年一遇相符。来源于《云

南省水文手册》中的相关参数。

计算公式略。通过测量猛洞河流域流通段典型泥痕

断面和相应部位沟道纵坡，采用雨洪修正法，结合沟

道堵塞溃决情况，取堵塞系数均值 ２．３２，根据泥石

流流速及流量计算公式，结合泥痕调查法计算结果，

显示该次泥石流对应的降雨频率相当于百年一遇。

考虑“９．０２”泥石流暴发持续时间约 ２ｈ，则可根据

公式获得各泥石流沟口相应的一次泥石流冲出总量

及固体总量，见表 ４。根据“９．０２”泥石流在沟口集

镇区部位的堆积面积和平均堆积厚度以及冲出沟口

和清淤的规模，可确定本次泥石流一次冲出量为

１１０×１０４ｍ３，与表 ２结果比较，也显示出大致相当

于２０年一遇降雨冲出的规模。

经采用水文研究所法和水文手册法方法比较，

水文研究所法计算结果与现场踏勘及访问调查结果

更吻合，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后，清水洪峰流量采用

水文研究所法计算结果。泥石流流量分别采用雨洪

修正法（东川泥石流流量公式）及形态调查法进行

计算，以确定最佳的泥石流流量。经雨洪修正法和

５３６第４期 云南省麻栗坡县猛硐河“９．０２”泥石流调查



泥痕法比较，泥石流流量采用雨洪修正法计算结果。

Ｑｃ ＝ＱＷ ×（１＋φ）×Ｄｃ （３）

式中，Ｑｃ为泥石流流量，ｍ·ｓ
－１
；ＱＷ 为设计清水流

量，ｍ·ｓ－１，取用云南省水文手册法计算值；Ｄｃ为

泥石流堵塞系数；φ为泥石流泥沙修正系数。

φ＝（γｃ－１）／（γＨ －γｃ） （４）

式中，γＨ为泥石流固体物质比重，ｔ·ｍ
－３
；γｃ为泥石

流容重，ｔ·ｍ－３
。

雨洪修正法计算泥石流流量结果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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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成灾机理分析

猛硐河所属流域为强暴雨区，雨量充沛，夏秋两

季湿热多雨，雨热同期，立体性小区域气候较为突

出，流域内植被覆盖很好，沟谷沿岸斜坡沟岸坍塌滑

严重，丰富的沟岸堆积物和坡面松散碎屑物为泥石

流的发生提供了丰富的物源条件；加上沟谷汇水条

件好，泥石流发生当天最大 １小时降水达 ９７ｍｍ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日），水动力充足。上述地形、物源、

水源条件具备，泥石流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传统认

为植被覆盖良好的区域，水土流失较轻，不易发生泥

石流，该区域之前也无泥石流记载。但植被只是一

方面，关键还是暴雨及地质物源因素。①泥石流形

成区内，在前期集中降雨的作用下，原有岩土体已趋

于饱和，后期降雨已形成径流；②地表径流对破面松

散碎屑物进行浸润、冲刷，携带大量松散物质汇集于

沟中形成山洪；③沟岸坍滑堆积体的碎屑物进行浸

润解体，再次启动部分沟床堆积物；④流域内地形相

对高差大，地形陡峻，洪水携带大量泥沙、树枝沿沟

冲出，从而发展为泥石流。

$"%

　泥石流发展趋势分析

项目区泥石流沟具备泥石流爆发的物源、地形

条件，只要在持续暴雨的诱发下就有可能产生泥石

流，其规模视松散物源、水动力条件、沟床的堵塞程

度、岩土体工程地质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泥石流

活动规模随着生态、地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泥石

流活动强度增大是必然的，预测各泥石流发展趋

势如下：

（１）流域内岩体风化强烈，结构松散，岸坡坡度

陡且植被保水性差，坡面侵蚀严重，滑坡极为发育。

随着雨季的到来，滑坡的数量、规模、范围将不断扩

大，可移动的固体松散物总量及补给范围也日趋增

大，致使各泥石流沟泥石流灾害规模也将扩大。

（２）９．０２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在沟坡、沟床中积

存了大量的松散堆积物质。尤其在沟床宽缓处，泥

石流堆积层厚度较大。沉积物结构松散，大部分呈

架空结构，若遇较大洪水，沟床堆积物部分极易再次

启动参与泥石流活动。

（３）据区域气象资料分析，近年来极端暴雨频

率有所增加，特别是近２０年来，２４小时雨强、１小时

雨强呈总体上升的趋势，为泥石流的爆发提供了充

足的水动力条件。

总体上看，项目治理各泥石流沟流域内物源数

量、规模、补给范围随着极端气候的加剧、地质环境

条件逐渐恶劣而日趋增大，可能引发大规模泥石流

灾害，若突发大规模泥石流，将对下游居民、学校、机

关、事业单位共计约３０００人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安

全威胁，其所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将不可预估。

表 ４　雨洪修正法计算泥石流流量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ｒｕｎｏｆｆ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９．２”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ｒａｉｎｆｌｏｏ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沟名 频率／％ ＱＷ／（ｍ
３·ｓ－１） φ Ｄｃ Ｑｃ／（ｍ

３·ｓ－１）
一次泥石流总量

×１０４ｍ３
一次泥石流固体总量

×１０４ｍ３

猛硐河

３．３３ ７９．７０ ０．７４ ２．３２ ３２１．４０ ３０．６０ ２２．６０

２．００ ８８．２０ ０．７４ ２．３２ ３５５．６０ ３３．９０ ２５．００

１．００ ９７．９０ ０．７４ ２．３２ ３９４．９０ ３７．６０ ２７．８０

水冲香

３．３３ ３１．００ ０．７９ ２．３２ １２８．７０ ３１．４０ １３．９０

２．００ ３５．３０ ０．７９ ２．３２ １４６．３０ ３５．７０ １５．８０

１．００ ４０．１０ ０．７９ ２．３２ １６６．３０ ４０．６０ １７．９０

香草棚

３．３３ ９．６０ ０．７９ ４．４５ ７６．１０ ２２．１０ ９．８０

２．００ １０．９０ ０．７９ ４．４５ ８６．５０ ２５．２０ １１．１０

１．００ １２．４０ ０．７９ ４．４５ ９８．２０ ２８．６０ １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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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根据规范
［１２］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日麻栗坡猛硐河特

大泥石流是由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沟谷型特大低频黏

性泥石流
［１１］
，容重在１．６０～１．６７ｇ·ｃｍ－３

之间。本

次泥石流水冲香沟口峰值流量为 １６８．６３ｍ３·ｓ－１，

流速为２．７２ｍ·ｓ－１，冲出量为 １３．８６×１０４ｍ３；香草

棚沟 口 峰 值 流 量 为 ９６．８０ｍ３· ｓ－１，流 速 为

２．６９ｍ·ｓ－１，冲出量为９．７７×１０４ｍ３。本次泥石流

活动具有激发时间短、流速快、流量大、规模大、持续

时间 长、发 生 于 夜 间、造 成 损 失 惨 重 等 特 点。

“９．０２”泥石流后，整个流域内松散物源总量仍达

９４７．５６×１０４ｍ３，其中动储量 ３４２．６９×１０４ｍ３，本次

泥石流冲出量为１１６×１０４ｍ３，仅占流域物源总量的

１２．２％ 、占动储量的３３．８％，尤其是中、下游主沟道

内仍停淤大量泥石流堆积体，另外沟道局部堵塞情

况仍较严重，因此，若遇适当的前期累计雨量和激发

雨强，再次暴发泥石流的可能性极大，在未来 ５～１０

年内仍会呈现出频繁暴发的趋势。综上分析，为了

减轻泥石流的威胁，应及时治理，并加强监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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