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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安宁河谷中段，地

处横断山脉康藏高原东缘。东邻昭觉，南连普格、德

昌，西与盐源隔江相望，北与冕宁、喜德接壤。境内

历经强烈的地质构造运动，断裂、褶皱发育显著，呈

南北走向，羽状冲沟，切割强烈。西昌市属亚热带半

干旱高原季风气候，因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气候呈

垂直分布，具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

气候特征。冬春多风，秋夏多雨。年平均降雨量&，

"&)*&毫米，主要集中在+,&"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全市平均水资源总量+%*.亿立方米，全年降水

总量为!.*+#亿立方米。境内河流众多，以安宁河为

主干流，其长度达.)公里，汇入的支流多达!"余

条。全市重点山溪河)%条，主要分布于安宁河两岸。

其中危害最大的有：东河、西河、黑沙河、热水河、李

家沟河、大塘河、官坝河、鹅掌河、保城河、谷王庙河

等。〔&〕〔!〕

& 西昌市山溪河灾害严重，危害极大
西昌市主要山溪河有)%条。总长度#)(*#.公里，

."-以上的河段无堤防，每到汛期，山溪河洪水表现

出历时短，爆发性强，危害大的特点，严重破坏流域

内的排灌渠系，形成大面积的水毁农田和下湿田，

给两岸群众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据西昌市防洪办

公室不完全统计，灾害严重的&’’.年，全市)%个乡镇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其中：重灾乡镇!#个，.次特

大洪灾，受灾)"*.)万人次，农作物受灾面积!+*)万

亩，绝收!*.)万亩，冲毁河堤’&*)’公里、渠道!&*!%公

里，估计经济损失!*’亿元。!"""年以来，境内各山溪

河在汛期分别使全市!%个乡镇，&.’个村民小组受到

不同程度的危害，农作物受灾面积)"多万亩，成灾面

积&"*#万亩，毁坏耕地#+!)*+亩，损坏水利设施&&#
处，直接经济损失达&*!亿元以上。〔)〕

! 灾害成因浅析

!*& 地质地貌因素

西昌市山溪河由高山、近丘辐射平坝。流域支沟

密布，沟壑纵横，水系密度达每平方公里"*#,"*(，河

道比降大，地质构造松软。汛期强烈的地表径流携带

大量泥沙形成泥石流，致使河床抬高，河道淤塞，造

成中下游大量水土流失。目前，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已

达&&"%*"+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土壤

侵蚀量达(%’&+万吨。

!*! 气候因素

由于干湿季分明，西昌市的降雨主要集中于+,
&"月，其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以上，尤其是.
月，暴雨常集中出现，充足的降水造成岩体、土体水

分饱和失衡，客观上为泥石流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

动力条件。

!*) 人为因素

!*)*& 毁林开荒

山溪河上游大量毁林开荒，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在上游形成大面积的坡耕地，使水土流失面积扩大，

造成灾害。西昌市现有坡耕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属极强度流失范围。以响水乡为例，该乡木

耳村，共有村民&."户，.."人，人均开荒+亩以上，造

成大面积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 道路建设占用林地

一些公路扩建工程因施工而砍伐森林、占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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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破坏了公路两侧的生态结构，使岩层松软裸露，

松软裸露的岩层经汛期雨水冲刷，造成邻近农田成

片被毁。如佑君镇境内的保城河上游西昌至木里段

的公路改造，由于加宽路面和施工的需要，损坏了

原有地表草皮，周边林地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砍伐，

坡面形成新的剖面，岩石松散裸露，地表含水层遭

到破坏，汛期极易形成地表径流，最终形成新的冲

沟，将大量泥沙冲向下游。〔!〕

" 灾害治理对策

山溪河灾害的治理应采用生物措施与工程措

施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整治工作。通过实地勘察，访

问，查阅资料，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分

析各类山溪河的现状及灾害成因，针对不同的河

流，提出不同的方案，分步实施。

"#$ 以生物措施治本

在山溪河上游和源头实施天然林保护。对坡度

大于$%&的坡耕地实施退耕还林还牧，因地制宜地选

好树种、草种。利用荒山荒坡种植油桉、杨树、黑麦

草、光叶紫花苕、旱地毛苕等速生经济林木、牧草和

绿肥进行生态建设，从而达到护土固坡、提高经济

效益的目的。在河道两侧栽植护岸林，增强堤坝的

抗洪能力，延长堤坝的使用寿命。〔!〕〔%〕

"#’ 抓好工程措施，兴利防灾

"#’#$ 在山溪河上游选择“口小肚大”、沟道比降较

缓的地方修建拦沙坝。如：位于西昌市海南乡、大菁

乡境内的鹅掌河的治理，便可在上游采用修筑多级

拦沙坝、沉沙池的方式，逐步减缓水的流速，使泥沙

沉淀，减轻对下游农田的危害。

"#’#’ 对洪水流量大，危害严重的山溪河修建各类

堤防。如：位于四河乡和城区附近的东河、西河以及

佑君镇境内的保城河，由于上游植被破坏严重，汛

期洪水流量极大，必须修筑坚固的河堤，才能防止

洪水泛滥成灾。

"#’#" 对泥、砂、石淤积量大的山溪河进行清淤。如：

位于樟木乡境内的李家沟河、佑君镇境内的保城河

等，由于上游岩石风化严重，风化后形成极易被水

搬运的粗砂（俗称“白眼砂” ），一季洪水搬运沉积

的泥砂，往往能使河床淤塞满，形成“地上河”，因此

必须及时组织力量清淤，疏通河道，才能使来年的

洪水顺利通过，以防洪水翻越堤坝，造成新的危害。

"#’#! 对河尾狭窄、河道弯曲影响泄洪的河道进行

疏通取直。如：位于樟木乡境内的李家沟河等多条

河流，由于尾部从农田穿过，往往比较狭窄，应根据

常年流量和河岸堤防的实际情况，采用切弯取直，疏

通尾部等方式加以治理。〔!〕

总之，对山溪河灾害的治理要坚持综合性投放、

综合性效益原则，改变单一堤防的弊病，将生物措施

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实行综合治理，最大限度发挥治

理效益。

"#" 水毁农田的复耕与培肥

西昌市山溪河爆发时，大多携带大量泥砂。如李

家沟河、保城河等。河水将大量砂石冲入农田，在农

田内形成几十公分厚的砂石层，导致土壤结构严重

破坏，土壤理、化性状变差，土壤肥力水平急剧下降，

无法耕种。对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复耕。其具体

做法是：

"#"#$ 清除田内砂石

"#"#’ 进行地力培肥

水毁农田不仅要尽快复耕，还必须积极开展地

力培肥工作，使受灾农田的生产力尽快恢复到灾前

水平。首先，应大力种植绿肥。在复耕农田上种植绿

肥，通过绿肥压青，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

结构，增强土壤缓冲性，使复耕农田肥力水平得到提

高。其次，应实施秸秆还田。在水毁农田区域内禁止

焚烧作物秸秆，要求灾区农户将无病虫危害的作物

秸秆全部还田。第三，大量积制和施用农家肥、堆、沤

肥及沼气发酵肥等。

"#! 下湿田的治理

西昌部分山溪河在汛期洪水泛滥毁坏农田的同

时，使得田间的排灌渠系遭到破坏，丧失排灌能力，

形成下湿田。由于排水不畅，土壤中、下部处于还原

状 态 ， 产 生 许 多 还 原 性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如 硫 化 氢

（(’)），严重影响作物生长，使农田生产力进一步下

降。因此，在疏理主河道的同时，应对田间渠系进行

修整，恢复其排灌能力，及时排除地表水、地下水。对

已出现下湿的田块，可采用“固定厢沟双免耕”的耕

种方式，在田内开挖排水沟（开挖规格：净厢面宽"#"
米，沟底宽*#’+米，沟深*#"",*#"+米），将作物秸秆埋

入沟内，秸秆腐烂后翻入田面，再将新的作物秸秆埋

入沟内，从而达到既排水、排湿，改善土壤微环境，又

培肥地力的目的。

总而言之，山溪河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

程，需要多部门、多学科的密切配合，并坚持从实际

出发，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大力实施生态建设

和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以重点治理区开发和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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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为突破口，依靠科技，加大投入力度，把生态

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分阶段、分目

标地开展治理工作，创造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和生

态环境，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确保农业生产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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