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后有足够的时间积累松散固体物质,为泥石流的

发育提供了有利条件。

表 3　泥石流固体物质要素补给

岩　 性
泥石流
沟/条

百分
比/％

松散物质储量/
(10 4 m 3·km－2)

泥石流
沟/条

百分
比/％

软岩、黄土 8 1 8 9.0 ＞10 5 5 60.4
软硬相间 6 6.6 5~10 4 4.4
风化和节理
发育的硬岩

4 4.4 1~5 9 9.9

硬岩 ＜1 23 2 5.3

2.3　降水条件

本区泥石流的形成以暴雨为主要水源,因此降

水强度的大小与泥石流的形成密切相关。评估区泥

石流的 成 灾 雨 强 度 为 30 mm/d、15 mm/h 和 6
mm/h 1/6。根据区内各气象站资料统计,其各项指

标均超过或基本达到成灾雨强度,尤其是峡口,首阳

地区。
综上所述,该区具备泥石流发生的主要基本要

素,因此泥石流的发生频率较大,破坏能力较强,直
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泥石流特征值及分布特点

3.1　泥石流流量计算

本次采用雨洪法计算泥石流流量,根据原铁道

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小流域暴雨洪峰流量计算法计算

百年一遇暴雨洪峰清水流量。根据评估区地形地貌

和植被特征,分为 2 个区计算,即秦祁河以东的黄土

丘陵区和以西的石质山区。
3.2　泥石流规模计算

泥石流规模按照一次最大冲出量来划分。本次

采用径流折算法概算。评估区各主要泥石流沟中,
大型泥石流 4 条,占 4.4％;中型泥石流 2 9 条,占
3 1.95％;小型泥石流 5 8 条,占 6 3.7％。
3.3　泥石流分布特点

受地形、岩性和降水条件的控制,本区泥石流的

分布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性特征。
3.3.1　泥石流的空间分布特点

(1)受降水和地貌控制,泥石流的分布密度和暴

发频率东部大于西部、南部大于北部。渭河源头支

流秦祁河及大咸河流域是本区泥石流最为发育的地

段,也是渭河流域泥石流最发育的地区之一;西秦岭

山地和马衔山山地一带泥石流发育密度较小,中部

的广大地区泥石流发育密度则介于二者之间。根据

统计结果,秦祁河及大咸河流域沟谷型泥石流的分

布密度＞10 条/20 km;东峪沟及关川河流域泥石流

分布密度为 4~7 条/20 km,马衔山山前及漫坝河

流域泥石流分布密度则少于 4 条/20 km。泥石流

的暴发频率以秦祁河流域为最高,为 2~3 年一次,
较大支沟甚至每年暴发数次。评估区其余地段泥石

流暴发频率较低,一般几年甚至十几年发生一次。
(2)泥石流的空间分布受地层条件控制而略显

差异。本区的秦祁河、大咸河中下游、关川河等流

域,均为黄土丘陵地带。多分布黄土和新第三系红

层,因而多发育泥石流,其中秦祁河流域以粘性泥石

流为主,大咸河流域、关川河流域则以稀性泥石流为

主。根据调查,秦祁河流域北寨等地暴发的粘性泥

石流,一般重度均在 1 8 kN/m 3,堆积物中含有大量

的泥球。在内官盆地山前、榆中盆地以及大咸河上

游流域,岩土体类型多以软硬岩相间为主,因而多发

育泥石流,如内官盆地丁家峡、李家峡等沟谷暴发的

泥石流,冲出的块石直径达 4~5 m;而在西秦岭、兴
隆山、马衔山山地南部地区以硬岩为主且植被覆盖

率较高的地段,一般发育水石流或洪水,偶发泥石

流。
3.3.2　泥石流的时间分布特征

降水多的年份或年内雨量集中的年份为泥石流

的多发年份。评估区泥石流以暴雨型为主,暴雨多

集中于 7—9 月,而泥石流的发生则主要集中于此期

间,约占全部泥石流暴发频率的 90％以上。评估区

泥石流的暴发存在 3~5 年的周期,个别沟谷甚至一

年暴发几次。
3.3.3　泥石流危害特征

根据引洮工程的走经和区域内泥石流的发育特

征,泥石流对引洮工程的危害方式主要为冲毁、淹埋

等。一旦泥石流形成灾害,将直接影响引洮工程的

正常运行。危害程度严重,危险性大。

4　泥石流的防治对策

对泥石流灾害的防治,应遵循“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的原则[1 1－1 5],根据以泥石流对渠道的危害特

征和泥石流固体物质的堆积特征,结合拟建工程布

置特点,区内诱发或加剧泥石流的主要因素为:隧
洞、明渠、暗渠的开挖,渡槽架设,道路建设,料石场

开挖,产生大量的弃土、弃渣;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

的扰动、挖损、压埋及振动等作用,诱发崩滑体或大

量松散物质。根据对评估区泥石流沟谷的调查,结
合拟建工程布置特点,提出如下防治措施。
4.1　减少扰动,合理堆放弃土、弃渣

本次工程总弃渣量为 347 9.5×10 4 m 3,其中总

干渠弃渣量 5 84.03×10 4 m 3,干渠弃渣量 1 3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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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 m 3,支渠弃渣量 1 42 7.49×10 4 m 3。固体物质

量非常大,应将弃土弃渣堆放在台阶处,避免堆放在

沟道内,预防泥石流的发生。
4.2　采用避让措施,利用渡槽、倒虹吸、涵洞等工

程,防止泥石流对渠系的直接危害

对渠道通过泥石流沟谷的地段,应设计符合标

准的渡槽、倒虹吸、涵洞等工程,防御泥石流的危害。
根据泥石流与渠系工程的关系,主要提出以下防治

措施。
4.2.1　渡槽工程

对于总干渠的渡槽工程,为防御泥石流的冲击、
冲刷等危害,建议采用排架支承型式,下部为现浇

C20 钢筋砼的空心墩,墩顶上设排架的组合结构形

式,排架、空心墩基础须置于砂砾石层或基岩之上,
对黄土等软弱层较厚的地基均采用现浇砼井桩基

础,持力层亦为砂砾石或基岩,空心墩均置于冲刷深

度以下。对于干渠、支渠涉及的渡槽工程,架空高度

＜15 m 的,采用单排架支承型式,架空高度＞15 m
的,采用双排架支承型式。对于架空高度＞20 m
的,采用空心墩,以提高抗冲刷、冲击能力。当渡槽

位于泥石流的堆积区时,应预留足够的排架净空高

度,防止因泥石流的淤积导致泻洪不畅形成灾害。
4.2.2　倒虹吸工程

当渠线所跨沟道呈宽浅式,泥石流流量大,地基

条件不良等条件时,应采用倒虹吸工程,管桥支架采

用排架型式,尽量采取大跨度,减少墩基对泥石流阻

挡。
4.2.3　暗渠工程

对于顶部低于沟道者,在工程完成后回填恢复

原沟道即可。高于沟底时用浆砌石将暗渠顶部做成

滚水坝,上下游做齿墙,下游抛大块石抗冲。
4.2.4　明渠工程

外侧采用浆砌石重力式挡土墙,尤其注意傍山

渠道的衬砌与施工。
4.2.5　涵洞、涵管工程

对于渠道跨越天然河道、冲沟时均设置立体交

叉排洪建筑物,以保证洪水、泥石流的顺畅通行,保
护渠道安全,如涵洞、涵管、排洪渡槽等。
4.3　布置拦挡工程

在泥石流的形成区布置拦挡工程,将固体物质

拦蓄在沟道内,减少泥石流重度,减轻泥石流对渠道

的冲击作用。
4.4　生物与工程措施

积极结合当地的农业、林业等措施,采取生物措

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法,对泥石流进行综合治

理。生物措施主要包括在坡度 2 5°以上坡耕地进行

退耕还林,种树种草。工程措施主要为坡改梯、修建

各类拦挡工程,如谷坊、浆砌石坝、淤地坝等。

5　结语

(1)泥石流灾害是引洮工程沿线中最具危害的

自然灾害之一,评估区内以软弱岩土为主,降水多,
雨季过后有足够的时间积累松散固体物质,是泥石

流易发频发的主要因素。
(2)泥石流的流量和规模分析,大型泥石流 4

条,占 4.4％;中型泥石流 2 9 条,占 3 1.95％;小型泥

石流 5 8 条,占 6 3.7％。泥石流的分布密度和暴发

频率东部大于西部、南部大于北部,以暴雨型为主,
集中发生于每年度 7—9 月。

(3)在分析泥石流诱因基础上,提出在施工过程

中合理堆放弃土、弃渣,采用渡槽、倒虹吸、涵洞等工

程,布置拦挡工程和利用生物与工程措施进行泥石

流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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