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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8.13”清平特大山洪泥石流是我国建国以来发生在人口密集区的 大泥石流,其中走马岭沟泥石流灾害规模大、影

响范围广。本文从物源与势能、地质构造、降水条件分析了此次特大泥石流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治理措

施,包括谷坊坝、拦挡坝、挡墙、排导槽、停於场等工程措施,同时提出：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注意基坑开挖过程中的编

录和记录,加强检验和监测,根据开挖发现地质情况的变化和检测资料适时进行设计变更,以便使设计更接近实际,保证工程质

量和安全,提高工程效益的建议。 

[关键词] 走马岭；特大泥石流；成因；防治 

 

1 四川省清平乡走马岭 8.13 泥石流灾害史及灾情概况 

走马岭泥石流位于绵竹市西北部山区,属构造侵蚀中切

割陡峻低山-中山地貌、斜坡冲沟地形(图 1),据调查,走马

岭沟及其支沟在“5.12”地震前未发生过泥石流。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5.12”大地震时走马岭沟及其支沟发生大量

崩塌、滑坡,大量松散碎屑物倾泻而下堆积在沟内,将沟道堵

塞填高,大量松散碎屑物堵塞沟道后致使冲沟不能排水。2008

年6月18日～21日降大暴雨,松散堆积物被流水冲出,形成泥

石流,将堆积体堆积在各支沟沟口地带及流入走马岭沟内。

2008年 9月 22日～24日的大暴雨在该处诱发了一次大型泥

石流,泥石流沟冲出堆积物达近 30 万方,使绵远河河流改

道,250m 宽的河谷近 200m 河谷被整体抬高 2～3m,仅剩 20～

30m的河道未被掩埋,形成长约200m,宽约400m的扇形,平均

厚度约4m；在沟口处3层房屋被完全淹没,整体被掩埋约10m,

主沟及各支沟沟道内仍存在大量的物源。造成清平乡盐井村

6组的 5幢房屋全部被掩埋,11 幢房屋被部分掩埋,1.3Km 公

路淤埋。走马岭泥石流全貌如图所示(图 1)： 

 
图 1  走马岭地理位置    图 2  走马岭泥石流全貌 

2 四川省清平乡走马岭 8.13 泥石流成因分析 

2.1 物源与势能 

走马岭地处 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带内,研究资料表明,

地震区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系列次生灾害将会有 10～20a

的活动期,其中,泥石流将是震后的主要灾害。调查发现,灾

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三叠系、二叠系、泥盆系、寒武系、震

旦系,页岩、泥岩、砂岩、灰岩,软硬互层,沿坡面覆盖有大

量第四系松散堆积物。由于斜坡较陡,从 高分水岭到沟口

3至 5公里的沟道相对高差均在 1300 米以上,沟床纵坡坡降

大, 大可达 540‰,地形地貌条件非常有利于泥石流的形

成。5.12 地震后,在走马岭沟沟源、右岸和 5至 7号支沟沟

源诱发了一系列崩塌和滑坡,滑体体进入沟床,5至 7号支沟

的滑坡下滑后堆积在沟谷的中上部,松散堆积体厚度一般在

5～8m,原冲沟被掩埋。 

2.2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复杂也是造成本次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重要

原因。专家指出,在区域构造上位于扬子准地台四川台向斜

西北部,次级构造属四川盆地西北部的龙门山推覆构造带前

缘。该区地质构造作用强烈,断裂构造发育,多为推覆体内部

的次级褶皱。岩层多陡倾、直立乃至倒转。为地质灾害的形

成与发生提供了地质构造条件。由于该冲沟沟床坡降达 160

‰～470‰,而该处松散堆积物中小于 2mm 细小颗粒占 30%左

右,在如此陡的沟道中迳流的流水极易将该部分细小颗粒搬

运携带,使堆积体内部被掏空,稳定性逐渐降低,产生侵蚀

下切和侧蚀坍塌,致使大量松散物质很快进入冲沟流体中,

在流体的动力作用下往下运动,在运动过程中不断携带沿

途松散物质,产生滚雪球效应,进而使流体在迳流过程中搬

运越来越多的物质、而搬运物质的块径也越来越大。被流

水搬运出沟的松散物和流水混合后形成泥石流冲出,在沟

口发生灾害。 

2.3 降水条件 

许多研究表明,降水是诱发泥石流灾害的主要因素。走

马岭沟总体上为“V”型谷地貌,特别是中上游沟底较为狭窄,

仅为 5～15m,纵坡较陡,加之今年汛期的降雨量均大于往年

的平均水平,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大于往年平均降雨量的好几

倍。其中,8 月 12 日下午 18 时至 8 月 13 日凌晨 4 时,清平

场镇附近在 10 个小时内的总降水量达到了 230 毫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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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期间水流湍急,且动态变化较大,具有急聚急排的冲沟

特征,是走马岭“8.13”重大泥石流形成的水源条件。根据

山区降水的规律,泥石流形成区的降水量可能超过 230 毫

米。走马岭主沟及支沟沟内的沟道松散堆积物一起冲出,使

主沟及支沟沟口部分民房被掩埋,2.0Km的道路被毁,并使绵

远河改道约 300m 左右,河床平均淤积抬高 5～8m,直接经济

损失约 2000 万。因此,短历时强降雨是此次特大山洪泥石流

的主要诱因。 

3 四川省清平乡走马岭 8.13 防治措施建议 

3.1 主要治理措施 

泥石流防治措施从大的方面可划分为避让搬迁、工程治

理、生物工程和群测群防等。根据走马岭泥石流的形成条件、

运动特征、发生频率、易发程度和危险性、危害性分析上看,

单纯的采取群测群防措施已不能满够足防治要求,因此必须

在群测群防和监测预警的基础上,采用工程治理措施对其进

行综合防治。 

泥石流工程治理措施常用的有控制水源的治水工程(如

蓄水工程、引排水工程)、控制松散固体物源的治土工程(如

拦碴坝和拦挡坝、挡土墙、护坡、变坡工程及潜坝工程等)、

排导工程(如排导堤、顺水坝、排导槽、渡槽、明硐及改沟

工程等)、停淤工程(如停淤场和拦泥库等)、农田水利工程

(如水改旱、水渠防渗、坡改梯、夯填滑坡裂缝及修建截水

沟等)。其中治土工程中的稳栏措施和各种排导工程经过多

年的工程实践,特别是铁路部门等的研究和总结,其技术条

件日趋成熟,为泥石流治理工程中采用 多的手段。 

根据现场勘查走马岭沟得出结论：走马岭沟道特征为总

体上上游纵坡较大,下游逐渐变缓,局部地段有陡缓相间的

变化特点,沟道宽度总体上上游狭窄,而下游逐渐变宽,但局

部有宽窄相间的特点,为治理工程设置拦挡坝提供了有利条

件,表现为在这些部位建拦挡坝坝的长度相对较小,且这些

沟段沟道纵坡较缓,上游往往为开阔的宽谷地带,修建拦挡

工程其库容较大,对泥石流峰值流量的调节作用效果显著。

基于上述条件,治理方案建议采用“固源+拦挡+排导+停淤”

的综合工程治理措施,本着“拦固排停相结合,拦固结合,拦

粗排细,筑堤停淤”原则现提出方案如下： 

针对主沟主要采取,拦、固、排、停,监测预警的措施。

其中走马岭沟上游：针对上游的多处崩滑体的规模大小不同,

采用防冲墙(或抗滑支挡结构)加多道谷坊坝固源,稳定河床,

防止松散物源进入沟道,减轻下游坝体的拦挡压力；走马岭

沟中上游：在主沟设置 6道格栅坝,拦粗排细,并调节泥石流

的流量；走马岭沟下游：在左岸设置防冲墙,墙高 4～5m,厚

度为 1.5m,必要时设置丁字坝,以保护左岸岸坡免遭泥石流

冲刷淘蚀,在下游右岸设置单边防护堤,保护下游右岸居民

安置点的安全；走马岭沟出口：以停为主,筑堤修建停淤场；

监测预警:视频监测、红外线、雨量计等。 

3.2 建议及结论 

由于走马岭泥石流危险性大,危害严重,建议尽快组织

实施防治工程。工程施工中应加强施工组织管理,确保工程

质量、施工安全和工程工期,特别是有的治理工程施工点位

于崩塌、滑坡等不良地质现象威胁区,排导工程施工区则位

于泥石流危险区,应特别加强施工监测和安全管理。应注意

施工期间的环境加强保护工作,避免工程施工造成环境污染

和破坏,并做好相应的警示,通过长期的生物防治方案,减少

泥石流活动物源,加强沟域地质生态环境保护,避免因不合

理人类工程活动加剧不良地质现象,增加泥石流物源。建议

治理工程完成前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加强泥

石流活动的监测预警,避免因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大

的经济财产损失。 

总之,泥石流防治工程设计是具有很强针对性的非标准

设计和风险性设计,不同类型的泥石流有不同的特点,每次

发生的泥石流也有不同的特点,且泥石流属不良的复杂地质

体,为非均质的各向异性介质,物理力学参数是随机变量,变

异性大,泥石流防治工程承受泥石流和外界的各种荷载,不

仅本身应具有足够的抗变形和破坏的能力,还要求下伏地质

体具有优良的性质,因此,泥石流防治工程设计受诸多不确

定因素的影响,必然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施工单位在施工过

程中应注意基坑开挖过程中的编录和记录,加强检验和监测,

根据开挖发现地质情况的变化和检测资料适时进行设计变

更,以便使设计更接近实际,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提高工程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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