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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道粘性泥石流堆积地貌的成因分类
‘

田 连 权
�中国科学院东川泥石流观测研究站 成都 �功����

提 要 沟道粘性泥石流堆积地貌是造貌流体与底床相互作用下的产物
�

据沟内堆积地貌

部位
，

将沟道粘性泥石流堆积地貌分为沟内滩和沟口扇�锥�
�

据造貌流体的宽深比值
，
将沟内滩

分为高位
、

中位
、

低位三类沟内滩和沟槽滩
，
将沟口扇分为地上沟道

、

溃 口扇和满扇滩等
�

关键词 沟道 粘性泥石流 堆积地貌 成因分类

在一些文献��一习中提出过某些泥石流堆积地貌类型
，

如泥石流扇 �锥�
、

泥石流侧积

堤
、

泥石流涌高堆积锥
、

泥石流滩�心滩和边滩�
、

泥石流堆积坎
、

泥石流堰塞洼地等
�

近年

来的深入研究
，

尤其是随着滇东北蒋家沟粘性泥石流堆积地貌的深入研究
，

沟道粘性泥石

流堆积地貌的成因分类就有必要
�

在此提出一种成因分类方案
，

以抛砖引玉
�

� 成因分类

泥石流属地貌现象之一 沟道粘性泥石流堆积地貌是造貌流体与底床相互作用下的

产物
�

对西藏波密古乡沟冰川泥石流堆积地貌进行过制图阁
，

图内所表示的六类堆积地

貌中有两类与沟道粘性泥石流堆积地貌有关
，

即丘岗状巨砾堆积 �滩 �和垄岗状泥砾堆积

�滩�
�

两者均由造貌流体和底床彼此间的差异作用所引起
�

沟道粘性泥石流堆积地貌类型 由沟内堆积地貌部位的不同所决定
�

据沟内堆积地貌

的部位
，

将沟道粘性泥石流堆积地貌分为两类
��

�

沟内粘性泥石流堆积成的泥砾滩�简称

沟内滩
，

图 �内的 �
，

照片 �
，
��

‘，��
�

粘性泥石流在沟 口堆积成的沟 口泥砾扇 �锥�〔简称
沟 口扇�锥�

，
�

，

照片 �一� 〕
�

两者上还有一些其他堆积地貌
，

均与造貌流体规模有关
�

造貌流体的规模可采用粘

性泥石流的宽度 � 与深度 � 的 比值 了百 �� 来表示
，

并作为次一级堆积地貌分类指标
�

丫万����� 者
，

往往为满滩 �扇�流
，

堆积成高位沟内滩 �满扇滩
，
��

，

照片 �����一�者
，

沿沟槽下泄流体边缘部分漫上滩岸
，

即漫岸粘性泥石流 �简称漫岸流�
，

其堆积成侧积堤

���
，

堤间有洼地������者
，

流体往往在沟槽内流动�简称沟槽流�
，

其堆积成中位沟内

滩��
��

、

低位沟内滩 ��
�
�和沟槽滩 ��

，，

见照片 � �
�

� 沟内滩

其可细分为高位沟内滩
、

中位沟内滩
、

低位沟内滩和沟槽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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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高位沟内滩

满滩流宽度很大者
，

就占满两岸坡麓线之间的范围
，

既堆填平槽形谷地
，

又埋没侧积

堤和洼地
，

使整个谷底地势均夷化
、

平坦化
，

成为泥砾滩
�

����年夏季滇东北蒋家沟满滩

流深度 �
�

�一�
�

��
，

宽度近 ����
，

除填洼堆平外
，

在原滩地上堆厚 �
�

�一�
�

��
�

����
一
��

�

�� 一次满滩流堆积作用
，

填平了当时谷地
，

埋没了原高位沟内滩上的侧积堤和洼地 �新滩

上沟道平浅
，

涓涓细流
，

缓缓下泄
�

����
一

��
一

��云南普洱境内猛先河两岸众多支沟齐发粘

性泥石流
，

堆积强烈
，

使许多冲沟下游和一些溪沟沟内出现沟内滩 �后因缺少后续流�包括

沟槽流和挟沙水流等�的侵蚀
、

搬运作用
，

呈现为平坦谷底
，

未能形成高位沟内滩
�

高位沟内滩上堆积间歇期各地不一
�

蒋家沟内约为 ��
，

猛先河内为数十年
�

�
�

� 中位沟内滩

这由泥位较高的沟槽流堆积而成
，

既可出现于直形沟岸
，

也可出现于微弯形沟道的凸

岸
，

有时还可由沟槽流侵蚀高位沟内滩而成
�

�
�

� 低位沟内滩

这由泥位较低的沟槽流堆积而成
，

一般不易被沟槽流侵蚀冲刷掉
�

�� � 沟槽滩

这 由泥位最低的沟槽流堆积而成
�

在汇流中沟槽流深度随铺床拓展而不断变薄
，

使

过流沟床段变为沟槽滩
�

其一旦形成
，

后续流在沟床内便产生堆积
，

使沟槽滩不断往下游

延伸直至沟 口
�

若后续流类型不变�既粘性泥石流不转变成稀性泥石流或挟沙水流�
，

不

管沟床深度变化与否
，

沟槽滩会始保持成泥砾滩 �若后续流变为稀性泥石流或挟沙水流

者
，

则沟槽滩被改造成含泥沙砾滩或冲积沙砾滩
，

亦可被分割成泥砾边滩和泥砾心滩

等〔���

� 沟 口扇

沟 口有堆积地貌部位
，

流速迅速降低或泥深剧减者
，

沟内粘性泥石流一到沟 口
，

就堆

积成沟 口扇 �在冲沟和溪沟等沟 口 �或沟 口锥 �在切沟沟 口 �
�

扇地规模较大
，

地面纵坡较

缓 ���一����
�

堆积剖面上可见单一的粘性泥石流堆积层
，

或粘性
、

稀性泥石流堆积和冲

积沙砾层互层或夹层
，

但缺少重力堆积
�

扇上的沟槽流
、

漫岸流和满扇流分别堆积成地上

沟道
、

溃 口扇和满扇滩等
�

�� � 地上沟道

沟槽流进入扇 区
，

便铺床堆积
，

沟道经多次加积增高变为地上沟道
�

其主要特征是
�

组成物是粘性泥石流堆积物
�

蒋家沟支沟查著沟沟 口扇发展初期 �����年�地上沟道高

出两侧地面 �一 ��� �
成昆铁路北段漫水湾车站的大坪子沟内地上沟道的沟床高出两侧地

面 �一��
�

�
�

� 溃 口扇

沟槽流侧蚀沟岸
、

侧积堤和其他拦挡物等而发生溃决
，

流体冲出决 口后
，

便堆积成溃

口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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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满扇滩

满扇流在扇 区逐次铺床堆积
，

并加积增高而成满扇滩
�

该滩上可堆积巨砾
，

随后又被

淤埋
�

����年蒋家沟满扇流搬运至满扇滩上一巨砾 �见照片 � �
，

到 ����年已被满扇流

将其埋没
�

这类扇地属于发展中的沟 口扇
�

若仅有扇面增高而不扩大者
，

扇区逐渐向扇

顶退缩
，

这属于衰退中的沟 口扇
�

满扇流可一次堆积成巨型沟 口扇
�

����年西藏扎木隆沟暴发满扇流
，

一次冲出物方

量达�
�

�亿 � ， ，

堆积成一个面积达 ��
�

���
�

的沟 口扇
�

此外还有沟 口锥
�

这是切沟沟槽流一到沟 口堆积成的
�

其成因有二
��

�

入锥前沟床

纵 比降陡 �� �
�

��
，

故其形成的锥体地面亦陡
，

达 ��一��� ��
�

切沟内除短暂过流的小洪流

外
，

还有沟槽流
�

在堆积剖面上可见粘性泥石流堆积与水石流堆积
、

重力堆积等互层或夹

层
�

沟 口锥规模较小
，

无地上沟道和溃 口扇
�

� 其他堆积形态

这就是沟道粘性泥石流堆积成的侧积堤
、

泥砾坎和洼地等
�

�� � 侧积堤

由漫岸流在较稳定沟道岸滩边缘堆积而成的侧积堤�见照片 ��
，
既可出现于沟内滩

内
，

又可产生于沟 口扇上
，

其高度取决于堆积次数
�

部分侧积堤由沟槽流一次堆积而成
�

堤顶高度大体上可代表泥位
�

侧积堤的长条状

石块或卵砾的长轴大致平行于流体流向
�石块

、

砾石的扁平面在堤外多倾向沟岸
，

在堤内

多倾向沟床
�

这与漫岸流堆积成的侧积堤组成物质的排列有显著差别���
�

�� � 泥砾坎

这由阵性沟槽流整体停积而成���
�

坎体高 �
�

�一�
�

��
，

由石块
、

卵砾等组成
，

孔隙大
�

石块
、

砾石长轴多垂直流体流向
�

一道道泥砾跌坎横过沟道
，

在平面上犹如一群未移动的

阵性沟槽流体
，

故又可称为沟槽泥砾舌 〔�〕 ，

也见于四川什郁磨刀石沟内闭
�

�
�

� 洼 地

其包括坡麓洼地
、

堤间洼地
、

扇间洼地和堰塞湖盆等
�

�� �� � 坡麓洼地

这出现于侧积堤与坡麓线之间
，

宽浅
，

近坡麓线最低
，

并向下游延伸
�

坡麓洼地封闭

与否
，

主要取决于侧积堤的展布和洼地内的径流状况
�

有的形成时就未封闭
，
有的先封闭

后外流
�

�� �� � 堤间洼地

查著沟沟 口扇上两道侧积堤间的洼地属之
，

其中水流外流
�

这为侵蚀沟 �图 �内的

��的形成
、

发展提供了条件
�

�� �� � 扇间洼地

其是两个相联的沟 口扇与山坡间的洼地
，

可集水成塘
�

����年云南东川达得沟沟 口

扇加积扩展中
，

与黑水河沟 口扇相联合后
，

同山坡间生成一洼地
，

集水深度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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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堰塞湖盆

����年西藏扎木隆沟粘性泥石流大量冲出物堵断易贡藏布而成堰塞湖
‘ ’ �

堵塞坝底

宽 �
�

���
，

坝顶高出原河床 ����
�

成湖一个月后湖面海拔 �����
，

湖水漫坝而过
�

过坝

水流冲刷坝体
，

使坝体变成急流滩
�

于是坝顶过流堰 口高度不断降低
，

到 ����年 已降低

五六十米
，

湖区面积由成湖初期的 ��
�

���
，
降至 ��

�

��� �
�

湖滨又出现大片湖积平原
，

其

四周被山沟粘性石流沟 口扇所占
�

由此当地由高山峡谷环境变成了山间湖盆环境
，

这为

西藏 自治区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疗养基地和果木蔬菜生产基地
�

此外值得指出的以下几点
�

�
�

沟内滩与沟 口扇�锥 �在一定条件下会彼此相联而成带柄扇阁
�

扇柄长度�滩扇区

主轴长度者
，

属短柄扇
�扇柄长度�滩扇区主轴长度者

，

属长柄扇
�

�
�

沟道粘性泥石流堆积区为沟谷泥石流最平缓地段
�
其距水源又近

，

常为山区居民

点
、

农 田
、

道路
、

工矿等布设的场地
�

堆积区稳定
、

安全与否
，

同沟道粘性泥石流堆积地貌

成因类型有关
�

在相近条件下
，

就稳定
、

安全与否而论
，

长柄扇
、

沟 口扇
、

高位沟内滩分别

优于短柄扇
、

沟内滩
、

中低位沟内滩
�

造貌流体的危害程度依次满滩 �扇 �流�漫岸流�沟

槽流
�

�
�

沟 口扇可直接伸入江河
，

堆积成急流滩或堵塞堤坝
，

以至堵断江河
�

造貌流体必须

具备两个条件之一者
，

才能堵断江河
�

这两个条件是
�

��流体浓稠
，

规模
、

流量颇大
，

被稀

释为稀性泥石流或挟沙水流所需水量�当时江河水量 ���汇入江河的巨砾过大而又量多
，

不能被江河水流搬运走
�

这样的造貌流体有碍于江河的水利水能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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