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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山洪灾害的危害、成因及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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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河南省山洪灾害的危害与成因分析, 指出暴雨是造成山洪灾害的根源,特殊的地理环境

和不合理的人为活动等因素加剧了山洪灾害的形成与发展。提出山洪灾害的防治对策是: 加强宣传,

增强防灾避灾意识;进一步完善山洪灾害的政策法规保障措施;科学制订防灾预案;加强山洪灾害的

监测预报系统建设;因地制宜, 分类防治;搞好水土保持, 增强防灾减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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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 enan Province is situated in east part of China and a double transition area o f north clim ate to south cl-i

m ate and mounta inous area to p lain. Its ecolog ical env ironm ent is frang ib lem eanw h ile flood disasters take p lace fre-

quent ly. And it has been one o f restrict factors o f sustainab le developm ent of soc ia l econom y o fH enan Province.

Th is paper po ints out that the cause o f flood disasters is rainstorm and the specia lgeography env ironm ent and unrea-

sonable hum an activ ities acce lerate the form at ion and developm ent o f flood disasters. The paper a lso put forw ards

the counterm easur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flood d isasters, that is streng then ing propaganda, boosting up the con-

sciousness of disasters prevention; perfecting the po lic ies, law and m easures of flood d isasters prevention, w orking

out sc ientif ic pre-pro jects to prevent d isasters, strengthening construct ion of flood d isasters m on itoring and forecast

system; adjust ing m easures to adap t local cond it ions, and prevent ing disaster according to its sor;t conducting wa ter

and so il conservat ion w orks w e ll and increasing the ab ility to prevent and reduce natural d isasters.

Key words: m ountain flood; hazard; cause o f form ation; counterm easures for prevent ion and contro ;l H enan Prov-

ince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东部,地处南北气候和山区向平原双重过渡带,境内分属有黄、淮、江、海四大水系和

太行、伏牛、桐柏、大别四大山脉。土地总面积 16. 7万 km
2
,其中山丘区面积 7. 82万 km

2
, 占土地总面积的

47. 8%; 总人口 9488万人,共辖 18个市, 157个县 (市、区 )。受特殊气候、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

山洪灾害频繁而严重,成为制约全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据 2004年调查统计资料,全省

山洪灾害区土地面积为 79298万 km
2 [ 1]

,占土地总面积 60. 5%,其中,山洪沟 3450条,泥石流沟 186条, 滑坡



152处。山洪灾害区人口 2471. 72万人,占总人口 26. 1%。

1 山洪灾害的危害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0年到 2004年, 河南省共发生山洪灾害 1 152次,泥石流 453次,滑坡 160处,受灾

范围涉及 13个市的 77个县 (市、区 ),累计受灾面积 114 92018 km
2
次,受灾耕地 261191万 hm

2
次,受灾人口

2 669192万人次,死亡人口 2112万人,直接经济损失 226178亿元 (表 1)。建国后, 河南省山洪灾害几乎每

年都有发生,特别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山洪灾害越来越频繁,损失越来越大。地处伏牛山北麓的嵩县,

1982年 8月,一场暴雨导致山洪暴发,冲毁耕地 3 86617 hm
2
,冲跨水利设施 487处, 倒塌房屋 1620间,死亡

牲畜 4760头。 1996年 8月 1日, 太行山降大到暴雨, 历时 6h,降雨量 300- 400 mm,著名的红旗渠干渠被冲

毁 154处, 2 500 m长的渠道被埋、淤积沙石 94402 m
3
, 16357 m长的渠道坍塌。2005年 6月 30日,鸭河口水

库上游出现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最大 6h降雨量 518 mm, 最大 24h降雨量 648 mm,致使山洪暴发,造成受

灾面积 5 720 hm
2
,绝收 2 340 hm

2
,受灾人口 5万人, 死亡 5人,伤 2人, 倒塌房屋 1 309间, 207国道 2处中

断,冲跨桥涵 5处,水毁塘坝 128座、灌溉设施 70处, 直接经济损失 119亿元
[ 2]
。

表 1 河南省 1950- 2004年山洪灾害损失统计表

Table 1 Sta tistics of moun tain flood losses in H enan Prov ince from 1950 through 2004

受灾年份
受灾面积 /

km2

受灾耕地 /

万 hm2
受灾人口 /万人 死亡人口 /人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农村 城镇 小计

1950 1508. 0 6. 95 51. 37 6. 12 0. 19 6. 31

1951- 1960 24 535. 0 31. 88 339. 38 629 14. 63 1. 02 15. 64

1961- 1970 9 824. 9 29. 63 191. 33 407 18. 12 0. 96 19. 08

1971- 1980 1 1851. 6 31. 76 218. 93 19 362 21. 67 1. 44 23. 11

1981- 1990 24 345. 2 53. 24 546. 41 464 40. 95 4. 91 45. 86

1991- 2000 35 512. 7 88. 48 1 046. 87 237 59. 85 13. 80 73. 65

2001- 2004 7 343. 4 19. 97 275. 63 59 18. 32 24. 80 43. 12

合计 114 920. 8 261. 91 2 669. 92 21 158 179. 65 47. 11 226. 78

2 山洪灾害的成因

山洪灾害是指汛期由于降雨在山丘区引发的洪水泥石流、滑坡等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

的灾害
[ 1]
。造成山洪灾害的原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 对我省而言, 暴雨是造成山洪灾害的根

源,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不合理的人为活动等因素,加剧了山洪灾害的形成与发展。

2. 1 暴雨是造成山洪灾害的根源

河南地处中国南暖温带向北亚热带过渡地带, 气候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多年平均降水量 784 mm,

受季风影响,降水年内分配很不均匀,汛期 6- 9月的雨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60% ~ 70%, 并集中在几次暴雨

或一、两次暴雨之中。 7月下旬至 8月上旬, 是全省最易出现大暴雨的时期, 也是发生山洪灾害的危险期。

1975年 8月 7日,受 3号台风影响,洪汝河、沙颖河、唐河流域连降暴雨和特大暴雨,暴雨中心林庄站最大 6 h

降雨量 830. 1mm,最大 24h降雨量 1 060. 3mm,最大 3天降雨量 1 605mm, 至使山洪暴发,损失惨重。因此,

汛期降雨集中,暴雨强度大,历时短, 往往短时间形成洪水,是造成山洪灾害发生的根源。

2. 2 特殊的地理环境条件是造成山洪灾害的直接原因

河南地势处于全国第二级和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西部伏牛山和北部太行山等属于第二级地貌台

阶,一般海拔在 1 000m以上,最高峰老鸦岔达 2 413. 8m。东部平原、南阳盆地及东南部山地、丘陵则属于第

三级地貌台阶的组成部分,其中江淮分水岭主脊桐柏山主峰及东部的商城一带, 海拔在 1 100 m以上,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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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均属低山丘陵。西部山脉多为南北走向, 太行山、嵩山、伏牛山等是水汽自东向西距离海洋最近的第一

道屏障。进入河南的水汽入流主要来自东南方向, 西部山脉与水汽入流呈迎风坡势态,空中水汽受到地形的

影响急剧上升,特别是在地形起伏缺口地带或喇叭口地形的上前方,气流运动更加剧烈,极易产生强烈暴雨。

南部山脉为东西走向,呈背风坡势态,一般对暴雨影响不大, 但有时北方冷空气较强时, 会起到迎风坡的作

用。因此,在伏牛山东麓、太行山东麓和大别山北侧经常出现暴雨中心。由于山丘区坡度陡,一般为 1 /500

~ 1 /50, 遇到大暴雨时,汇流速度快,极易形成突发性大洪水,造成严重的灾害损失。

2. 3 复杂的岩性是造成山洪灾害的重要因素

地层岩性直接影响到山洪灾害的形成与发展。在河南省南部山区,分布有深厚的花岗岩、片麻岩、砂砾

岩以及页岩等风化层;在北部山区,主要分布有石灰岩和页岩, 这些岩层地面组成物质抗蚀能力低, 稳定性

差,易迁移堆积。在豫西黄土丘陵区,黄土覆盖层深厚, 冲沟发育,切割深 20~ 50 m,由于黄土孔隙发育, 结

构松散,具有湿陷性, 因此,遇暴雨极易诱发塌陷、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

2. 4 人类活动加剧了山洪灾害的发生与发展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山丘区开矿、修路、建厂等开发建设活动日益频繁,随意

堆放弃土石渣,无节制地开发利用行洪通道,是造成当前山洪灾害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不完全统计, 全

省山丘区各类开发建设项目达 24万处
[ 3]

,每年造成新的水土流失面积 200 km
2
,弃土弃渣 1. 8亿 m

3
,大量的

土石渣,每到汛期,顺水而下,造成较大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1996年 8月, 小秦岭地区连降暴雨, 造成大西

峪和文峪沟发生泥石流,冲毁矿区公路 13 km, 通信线路 3 km, 山体滑坡造成矿区 3人死亡、5人受伤, 直接

经济损失 690万元。

而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多地少,乱砍滥伐森林, 陡坡开荒, 造成岩石裸露,土地退化, 生态环境恶化,

水土流失失严重。据调查统计资料,全省山洪灾害区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2. 82万 km
2 [ 1]

,其中坡耕地面积 77.

38万 hm
2
,坡耕地中有 8. 08万 hm

2
分布在 25度以上的陡坡地; 近 10 a来有 11. 76万 hm

2
的森林植被被毁,

年水土流失量达 1. 2亿 ,t加剧了山洪灾害的发生与发展。

3 山洪灾害的防治对策

3. 1 加强宣传,增强防灾避灾意识

由于一些地方干部群众对山洪灾害缺乏足够的认识,防灾避灾意识淡薄,出现在河道边、滑坡体下建住

房、搞开发建设, 不断侵占河道,在河床乱弃、乱倒、乱建、乱挖,使河道淤塞, 泄洪能力萎缩,往往造成大洪水、

大泛滥,小洪水、大灾难的严重后果。因此,采取多种途径, 广泛宣传山洪灾害的危害, 普及山洪、泥石流、滑

坡等灾害的发生常识,有利于提高群众防灾、避灾、抗灾的自救意识和能力, 增强广大干部的防灾意识和责任

心、紧迫感, 做到主动避灾,科学防灾。

3. 2 进一步完善山洪灾害的政策法规保障措施

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 1]
。因此,只有充分依靠政策、法规手段进行山洪灾害

的风险控制与管理,规范和约束人类各种无序活动造成山洪灾害加剧的行为,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生态环境恶

化的趋势,减轻山洪灾害的危害。为此,在山洪灾害防治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6、5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6、5水土保持法 6、5河道管理条例6和 5地质灾害防治条例6等法律法规, 并进一步完善

相关的政策作保障。一方面要制定鼓励山洪危险区内人员外迁及生活安置、生产扶持的引导政策,通过优惠

的政策引导人员逐步外迁。同时,对退耕还林、退田还河和水土保持等生态措施, 要制定投资补助、无息贷

款、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 促进山洪灾害区治理措施的全面实施;另一方面要制定规范人们在山洪影响区内

进行生产、生活的相关约束政策,将危险区确定为不适宜人口居住区, 对必须在警戒区内建设的工程要实行

山洪影响评价制度。

3. 3 科学制订防灾预案
山洪灾害的防治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因此,针对山洪灾害的暴发特点,科学制订

和编制山洪灾害防治预案,做好防、救、抗等事前各项准备工作,建立山洪灾害预防的领导、指挥和组织机构,

查明山洪灾害的危害范围和影响程度,确定避灾预警程序和临时转移人口的路线与地点等,有利于将山洪灾

害减小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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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加强山洪灾害的监测预报系统建设
由于山洪灾害突发性强,成灾速度快,灾区又多为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分散、交通不便、通信不畅的山区,

救护难度大。因此,加强通信报警系统、雨情、水情测报监测预警系统和险情、灾情监测反馈系统等建设, 及

时准确地预报山洪灾害的发生和发展,为山洪灾害的防御和治理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有利于及早防治, 减

轻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3. 5 因地制宜,分类防治

( 1)山洪沟治理。 1)对洪水发源于河流中上游并直接汇入河道,纵坡陡、下切深的山洪沟,采取排导、拦

挡措施,如疏通泄洪沟或建堤防、淤地坝、滚水坝、丁坝、谷坊等。2)对洪水产流于山坡或山前冲积扇, 汇流

后在平原灌区分流消散,地形较陡,汇流后局部下切的山洪沟,采取上游疏导或在陡坎处修筑人工跌水;若山

洪沟凹岸处有集中居民或重要建筑物时,在沿岸修筑浆砌块石或混凝土堤防, 中下游分洪, 并引洪灌淤。

3)对洪水量较大的山洪沟, 结合灌溉、发电、防洪,修建水库,拦蓄调节洪水, 削减洪峰。

( 2)泥石流沟治理。对泥石流沟防治的指导思想是, 坚持 /防治结合、以防为主,拦排结合, 以排为主0方
针。具体措施是:在泥石流沟上游,采取植物护坡措施, 并布设截流沟、小水库等工程措施,调蓄径流;在沙石

补给区采取固土固沙措施;在中下游采取拦截、停淤措施等。

( 3)滑坡治理。对滑坡体的治理,采取 /上拦、下挡、中间削0的防治措施。即在滑坡体的上部开挖截流
沟、排洪沟等,以减少水的作用;在滑坡体的下部修筑挡墙或布设抗滑片石堆等抗滑建筑物,以支挡滑坡体下

滑;在滑坡体的中部分级削坡, 提高边坡稳定性,并结合护坡等进行综合治理。

( 4)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河南省山洪灾害区现有各类病险水库 807座
[ 1]

, 其中, 中型水库 3座, 小型

水库 804座。为此, 要针对病险水库的不同隐患, 采取相应的除险加固防护对策: 1)对防洪能力不足、达不到

设计防洪标准的水库,采取加宽、加深、改造溢洪道泄流断面,扩大泄洪能力;或加高大坝或修建防浪墙,防止

洪水漫顶。 2)对出现滑 (塌 )坡、裂缝和渗漏的土石坝, 按照 /上堵下排 0的原则,进行防渗处理。 3)对淤积

严重的水库,改造或新建冲砂闸,或进行人工清淤。

3. 6 搞好水土保持,增强防灾减灾能力

搞好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是减轻山洪灾害的有效途径
[ 4]
。其水土流失的防治对策是: 以小流域为

单元, 实行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耕作措施优化配置,对陡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 集中连片,形成规模,层层设

防,节节拦蓄,建立多功能的水土保持工程防护体系,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工程的整体防护效能,增强防灾减灾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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