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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小江流域泥石流堆积扇研究
’

唐川 朱静
�云南省地理研 究所》

段金凡 杜榕桓
�中国科学院东川泥石流观侧研究站飞

提 奥 泥石流堆积扇是荆别泥石流性质
、

发育阶段和危险度的重要依据
。
通过对小江

流域泥石流堆积扇的调查和观侧
，

阑述了泥右流堆积过程和扇形地形成模式
，

并对泥石流扇群

横向
、
平面组合类型及变形方式进行了分析

�

研究结果表明
�

小江流域泥石流堆权扇发育典
�

型
，
类型齐全

，

扇群组合复杂
，

且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

关锐词 云南小江 泥石流 堆权扇

泥石流堆积扇常常出现于地形陡变的山地河谷两侧以及有丰富冰破物或火山碎屑物
供给的山区

，

发展速度之快为一般山洪成因的堆积体所不及
，
具有生长快

、

变幅大等特点
。

泥石流堆积扇是山区人类生活
、

生产活动的重要场所
，
又往往是泥石流推积泛谧成灾的主

要波及区
，
毁灭性灾害多在此发生

。

开展泥石沫堆积扇研究
，
对生产力和交通布局具有童

要意义
。

目前有些国家都非常重视泥石流堆积扇的研究
，

美国
、

日本
、

苏联等国将其作为

山地灾害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
。

我国泥右流学者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泥石流堆积扇

的研究
，

认识到泥石流在短暂的堆积过程中使山麓地带的地貌发生巨大变化
，
是影响生产

力和交通设施布局的主要因素
，
因而根据泥石流堆积扇的形态发育和沉积特征来推演山

麓动力地貌过程
，

能很快取得较好的效果
，

为工程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

一
、

泥石流堆积扇的区域展布特征

小江流域是我国泥石流重灾地区之一沿河谷发育有沟谷型泥石流百余条
。

东川市

和沿江一些村镇都坐落在泥石流堆积扇上
，

铁路
、

公路和桥涵等交通设施多穿越扇形地而

过
。

因而一且沟谷上游暴发泥石流
，

沟口形成的堆积扇将随之迅速扩展
，

酿成灾害
。

小江

河床平面形态深受泥石流扇形地的影响
。

从小江主河道泥石流堆积扇的不域展布状况

看
，

扇形地扩展势力极强
，
挤压河道

，
造成堵江

，
淤高河床

，
使何谷沙石化蔓延

，

并塑造出一

系列独特的河谷泥石流堆积地貌
。

根据卖地考察和航空像片判读
，

小江河谷自吊嘎河到小江入金沙江口共发育有形态

较完整的沟谷型泥石流堆积扇 �� 个
，

其中规模较大
、

发育完整的有大桥河扇��
�

�� 平方

公里�
、

蒋家沟扇��
�

�� 平方公里�
、

尖山沟扇��
�

�� 平方公里�
、

大白泥沟扇��
�

招 平方公

里�
，

小白泥沟
、

深沟
、

黑水河
、

黄水鲁
、

龙村沟等堆积扇的规模均在 �
�

�� 平方公里以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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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还有不胜枚举的坡面型泥石流堆积扇发育在小江主河道和两岸支沟中

，

形成大扇交

错
、

小扇成裙的格局
。

根据小江流域泥石流堆积扇的发育特征和展布的地貌部位
，

将小江

沿岸划分为三个泥石流堆积扇发赓带
。

�一�吊嘎一小海河宽谷泥石流扇密布带

该带河道长 ��
�

�公里
，

发育有泥石流堆积扇 �� 个
，

庞大的堆积扇犬牙交错
、

成群密

布
，

几乎占据了河道所有空间
，

小江主流在群扇顶托之下
，

左右游移摆动
，

本区发育典型

的泥石流堆积扇有大白泥沟扇
、

小白泥沟扇
、
黑沙沟扇

、

老干沟扇
、

黑水河扇
、

达德沟扇等
，

特别是位于小江大白河左岸的大白泥沟扇
，

近 �� 年来
，

扇的面积由�� 年代的 �
�

�� 平方

公里扩展到目前的 �
�

招 平方公里
，

堆积量达 �切�万立方米
，
扇的厚度增高 ��� �米

。

由

于受小江彼岸的顶托
，
整个扇形地向小江下游延伸 �公里

，
并多次造成堵江事件

。

�二�，� 、
海河一蒋家沟宽谷盆地大扇相间区

本段河道长 ��
，

�公里
，

发育较完整的扇形地有 ��个
，

主要分布在小江右岸山麓地

带
，

大部分老堆积扇已被人类生产所利用
，

东川市就坐落在其后山的深沟
、

尼姑拉沟
、

石羊

�鬓潍翼瓣粼矍赞
�三�蒋家沟一小江河口宽谷小扇密集区

该段河道长 ��
�

�公里
，

发育完整的堆积扇 ” 个 。 ‘

与上游段堆积扇相比
，

本区扇体的

规模较小且主要展布于小江左岸
，

扇与扇并列绵延 �公里
。

较典型的堆积扇有尖山沟扇
‘ 、

太平村沟扇
、

豆腐村沟扇
、

幸福村沟扇和牛坪子沟扇
。

其中尖山沟扇扇体较大
，

曾多次堵

江
，

对小江河床产生明显顶托作用
，

不断迫使小江下游主河道西移
。

二
、

泥石流动力堆积过程和扇形地形成模式

根据对查管沟几场泥石流堆积过程的观测和稀屎沟堆积扇的调查结果表明
，

进入开

撇��烹头编患黔翩默��
积

，

两翼淤高后
，

主流又回到轴部堆积
，

如此往复横流漫溢后
，

便复合形成较完整的俞形

地
。

扇面的地貌特征是
�

上游部分微起伏大
，

下游部分变得平缓
，

但是在扇顶附近易被冲

刷下切
，

形成扇顶侵蚀沟道
，

并向前延伸
，

沟槽逐渐变浅或消失
。

因此泥石流堆积扇的形

成模式很像一张张相互错位叠置的卡片
，

每一序次的泥石流堆积占据一个薄层
，

每一层的

速度图像具有同样的普通形式
。

就一场粘性泥石流形成的堆积扇而言
，

其堆积模式又因流域形态不同而异
。

为此概

化了坡面向沟谷转化的过渡型泥石流和沟谷型泥石流二类堆积扇的模式
。

过渡型泥石流堆积扇在蒋家沟两侧的查著沟和大凹子沟发育较典型
，

其堆积扇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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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个特征带
�

无扩散带
、

扩散带和漫流带
。

无扩散带位于扇顶部
，
外形呈舌状

，

堆积物颗

粒粗大
，

扇面微起伏大
�扩散带是扇的主体

，
范围较大

，

延伸长
，
扇面拱度大

，

堆积物中粗细

混杂 �漫流带是后续表面流或堆积体内部渗流护散漫流的结果
，

多为泥质堆积物
，
表面平

缓
，

堆积薄
。 ’

沟谷型泥石流堆积扇是最常见的类型
。

根据其堆积形态
，

可分为龙头
、

龙身和龙尾三

个特征带
。

龙头位于扇的最前端
、
由大石堆积而成

，

表面凸凹呈岛状外形 ，龙身占据了扇

体的绝大部分
，

扇面上的砾石呈垄岗状
、

带状排列
，

纵横断面呈微凸形 ，龙尾摆布在构们附

近
，

表面较平整
，

堆积物中细颗粒居多
，

砾石呈片状分布
。

一
‘

三
、

泥石流堆积扇形态及扇群组合特征

�一�泥石流堆积扇形态与发育特征

泥石流的动力堆积过程常形成类型众多的堆积地貌
，

其中扇形地是最常见
、

面积最大

的堆积形态类型
。

图 � 泥 石 流 扇 群横 向组 合类 型

�地
�

� 仆
� ��卿

��山�
�肠 ���� “ 旧 �� ���山������

从小江泥石流堆积扇发育状况看
，

堆积体的一般平面形态常因泥石流性质和发育阶

段的不同而异
。

在堆积扇发育的初期
，

粘性泥石流堆积过程形成的堆积体多为不规则的

近椭圆状 �
堆积的原始地形愈平缓开阔

，

这种椭圆体愈规则
。

稀性泥石流在发育初期堆积

形态以狭长的锥形为主
�当处于发育的中晚期

，

扇面得到进一步扩展
，

逐渐演化为典型的

扇形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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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泥石流堆积扇群组合特征

发育于小江宽谷河段的泥石流扇形地受特殊的地质地貌条件的影响
，
而在不同部位

有不同的组合类型
，
并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规律

。 �

�
�

堆积扇群横向组合类型

堆积扇群的横向组合是指沿河谷走向扇与扇侧向连结关系
，
包括四种形式�凰 ��

�

�
�

扇顶相接合型 泥石流沟沟口距离很近
，

堆积扇发育
，

使两个扇的顶部堆积物

连接成更大的扇裙
‘

�
�

扇弧与扇翼接合型 两扇的规模大小不同或推进速度不同
，
或沟 口位置差异均

可形成一扇的前弧缘与另一扇的侧翼相接合的类型
。

�
�

扇缘接合型 两沟沟口距离较远
，

扇的侧向扩散力强
，

两扇侧翼边缘相连接
，
则

在横向上形成扇间低地
，

低地中粘粒含量高
，

常积水
。

这是小江最常见的接合类型
。

图 � 泥 石 流 扇群平面组合类型

�婚 � ��� �娜� 嘴 �曲山 幻。 � 臼�，协 五。吐切几冀妙

�
�

扇间洼地隔离型
·

泥石流沟道相隔较远
，
或扇面面积较小

，

使扇与扇之何呈现

洼地
，

其中多有坡积物
，
连接成波状起伏的地形

。

�
�

堆积扇群平面组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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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的平面组合是指发育于河谷两岸堆积扇对交的关系
，

常也是顶托河道
，

造成堵江的

主要原因之一
。

两扇的交汇点能形成河床地貌节点
。

该点上游泥沙淤积或洪水泛滥成

灾
，

而节点卞游表现以侵蚀为主的水动力过程
�

小江堆积扇群的平面组合有四类�图 ��
�

�
�

正交型 河各两岸泥石流沟口隔河相对
，

扇体生长快
、规模大

，

两扇前缘相接
。

�
�

斜交型 河谷两岸泥石流沟道走向相错一定位置
，

且两扇规模庞大
，

使两岸堆

积扇的一翼前缘相接
。

�
�

双对型 河谷两岸扇缘接合型堆积扇群前缘隔江相对或前缘部分相接
。

�
�

单对型 河谷两岸堆积扇发育规模不大
，

两扇前缘隔江正对或斜对
。

�
，

堆积扇的变形方式

泥石流堆积扇的变形与新构造运

动有密切的关系
�
若山体不断抬升

，

山

麓相对下降
，

则会导致堆积扇的变形
，

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方式�图 ��
�

�
�

镶嵌式 随着 山体上升幅

度
、

规模加大
，
新堆积扇顶端切入老堆

积扇之中
，
形成新扇与老扇的镶嵌特

征
。

�
�

垒叠式 山体快速抬升
，

沟

谷溯源侵蚀加强
，

带到扇上的堆积物

增多
，

在己经形成的堆积扇上
，

又有新

堆积扇形成
，

且部分地超覆在老堆积
、

扇上
。

�
�

侧向镶嵌式 或是新构造

运动在山前不等量升降
，

或是老扇 沟

道向侧翼摆动
，

则新堆积扇轴部向一

翼移动
，

并嵌入老扇之中
，

形成不对称

纵向接触形态
。

水

饭令
引 ������

州山沟

才勺

断幼抽积�

图 � 泥石流堆积扇演变类型

���
�

� �五� �
���

�
川 它�户， �� �比

��� 八。 � 尤�引日

�
�

串珠式 受山体上升运动的强烈牵引
，

或人为整治利用堆积扇
、

建筑排导槽
，

将

堆积物导流至更低处
，

常形成扇与扇的串珠状多级扇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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