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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山洪灾害防治措施的探讨

申彬你�陈介辉�杨兰龙
六盘水市水城区水务局�贵州�六盘水�553600

摘�要：山洪是由于暴雨诱发的一种自然灾害，山洪灾害具体是指由于山洪的暴发进而导致给人们带来的危害，

主要包括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基础设施毁坏和环境资源破坏等，主要可分为泥石流灾害、滑坡灾害以及溪河洪水灾

害三大灾害。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等诸多因素的叠加，致使山洪灾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针对山洪

灾害所采取有关防御措施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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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论文针对基层山洪灾害防治措施进行探讨，分析了

山洪灾害的成因、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阐述了实

施防治措施的重要性和方法。在研究中结合多位作者发

表的成果，引用了部分最新研究资料和成果，以期为基

层山洪灾害防治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然而，山洪灾害

防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交

叉融合和技术支持，因此需要进一步

加强研究和实践，不断提高基层山洪灾害防治水

平。以贵州省水城区为例

1��基本概况

水城区位于贵州省西部，总面积3040.73km2，地处

川滇黔桂四省区结合部，素有“四省立交桥”之称，

下辖11个镇、10个民族乡、9个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
区，共189个村（社区）。海拔在645-2865.2m之间，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5℃，夏季平均气温19.7℃，年平均降雨量1300mm。境
内河流纵横交互，北盘江、

三岔河穿境而过，水能资源蕴藏量99.45万千瓦，
森林覆盖率高达63.55％。水城区现有54处山洪灾害危
险（易发）区，分别分布在18个乡（镇、街道）42个村
（社区），分别占水城区乡（镇、街道）及村（社区）

总数的60.00％和22.22％。
2��山洪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或影响

首先，山洪灾害可能会对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带来

严重威胁。山洪灾害发生时，由于水流迅猛，往往导致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特别是在偏远山区，由于通信不

便、交通受阻，使得救援和搜救工作变得异常困难，加

重了人员伤亡的风险。历史上的例子屡见不鲜，如2020
年的贵州省正安县洪灾，造成了人口5029户、21124人受
灾，因灾死亡8人、失踪5人，许多家庭支离破碎，给我

们敲响了警钟。

其次，山洪灾害可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

山洪冲刷和淹没农田、村庄和作物，导致农业生产设施

和农作物严重受损。这不仅使灾区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得不到满足，同时也会对当地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构成

严重阻碍。

再次，山洪灾害可能会对当地的基础设施产生破

坏。山洪可能会导致道路、桥梁、隧道、水电设施等严

重受损，影响灾区正常交通、能源供应和通讯联络[1]。这

些基础设施的破坏不仅增加了灾后重建的难度，还会使

灾区的生产生活陷入瘫痪。

最后，山洪灾害可能会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

害，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破坏。大量泥沙和石块被冲刷到

下游地区，淤积在河道和湖泊中，导致河床抬高，湖泊

变小，甚至可能引发洪水。同时，这些泥沙和石块也会

对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3��山洪灾害防治的重要性

首先，加强山洪灾害防治工作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的需要。山洪灾害一旦发生，往往伴随着洪水、泥石流

等自然灾害，轻则造成人员伤亡，重则导致房屋倒塌、

道路中断等严重后果。特别是在偏远山区，由于交通不

便、通讯不畅等原因，一旦发生山洪灾害，往往难以自

救和互救，给人民生命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加强基层山

洪灾害防治工作能提高群众防灾意识和能力，及时发现

并消除风险隐患，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必要措施。

其次，加强山洪灾害防治工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山洪灾害不仅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

失，还会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一方面，山洪灾害

会导致农田、房屋等基础设施损毁，生产生活条件受到

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山洪灾害还会导致交通、通讯等

基础设施中断，影响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2]。加强山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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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治工作能有效避免或减少山洪灾害造成的损失，有

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最后，加强山洪灾害防治工作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需要。一方面，通过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可以有效

减少山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宣传

教育能提高群众防灾意识和能力，可以减少人类活动对

自然环境的影响，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加强基层山洪

灾害防治工作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4��影响基层山洪灾害的主要因素

4.1  自然因素
地形地貌：山区、丘陵地区地形复杂，沟壑纵横，

植被覆盖率低，使得水流速度快，冲刷能力强，易形成

山洪灾害。降雨：强降雨是山洪灾害的主要诱因之一。

短时间内大量的降雨，使得土壤无法吸收水分，导致水

流直接进入河道，形成山洪。植被覆盖率：山区、丘陵

地区植被覆盖率低，使得土壤涵养水源的能力降低，同

时缺乏植被的阻挡，水流速度快，冲刷能力强。地质条

件：山区地质条件复杂，存在断裂、滑坡等地质灾害隐

患，易导致山洪灾害的发生。

4.2  人为因素
乱砍滥伐：过度砍伐森林、开垦荒山等行为导致植

被破坏，使得水土流失加剧，进而增加山洪灾害发生风

险。工程建设：在山区进行工程建设时，缺乏科学规

划和有效管理，导致工程质量和防洪能力低下，易引发

山洪灾害[3]。拦河修坝：在河道上修建拦河坝、水库等

工程，会改变水文循环，导致下游水位迅速上涨，从而

引发山洪灾害。移民安置：在山区进行移民安置时，缺

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使得居民点位于山洪灾害易发区

域，增加山洪灾害发生风险。

4.3  预警和防御体系因素
预警系统：山洪灾害预警系统建设不足，无法及时

掌握降雨和河水情况，不能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防御措

施：缺乏有效的防御措施和应急预案，使得山洪灾害发生

时无法及时应对，增加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风险。

4.4  社会因素
村（社区）组织和应急能力：部分村（社区）组织

和应急能力不足，无法及时传递预警信息、组织人员疏

散和救援行动。防灾意识薄弱、知识欠缺：由于防灾意

识薄弱和知识欠缺，部分村（居）民对山洪灾害的危害

性认识不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5��基层山洪灾害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5.1  缺乏有效的山洪灾害防治规划和计划
目前，许多基层地区没有制定有效的山洪灾害防治

规划和计划，缺乏对山洪灾害的深入调查和分析，对危

险区域的划定和防范措施的制定不够细致。这导致在山

洪灾害发生时，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增加了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风险。

5.2  监测预警系统建设不足
基层山洪灾害防治的监测预警系统建设至关重要。

然而，许多基层地区缺乏有效的监测预警系统，无法及

时掌握降雨和河水情况，不能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4]。

这使得山洪灾害的防范工作变得被动，无法提前采取预

防措施。

5.3  缺乏有效的应急预案
山洪灾害防治应急预案是应对山洪灾害的重要措施

之一。然而，许多基层地区缺乏有效的应急预案，或者

预案不够完善和可行。这导致在山洪灾害发生时，无法

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延误了救援时机，进一步增加了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风险。

5.4  防洪设施建设不足
防洪设施是基层山洪灾害防治的重要手段之一。然

而，许多基层地区防洪设施建设不足，或者设施老化失

修，无法有效地控制洪水。这使得洪水容易形成山洪，

进而引发灾害。

5.5  社区组织和应急能力不足
社区组织和应急能力是基层山洪灾害防治关键因素

之一。然而，许多基层地区缺乏有效的社区组织和应急

能力，无法及时传递预警信息、组织人员疏散和救援行

动。这导致居民无法及时得到安全疏散的消息，增加了

人员伤亡风险。

5.6  缺乏防灾意识和知识
居民对山洪灾害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缺乏自我保护

意识和能力。部分地区居民缺乏山洪灾害的防范和处理

知识，不知道如何预防和应对山洪灾害。这增加了山洪

灾害发生的风险，甚至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和混乱。

5.7  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
山洪灾害防治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5]。然

而，许多基层地区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无法实

施有效的山洪灾害防治措施。这使得山洪灾害的防范工

作变得困难重重，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6��基层山洪灾害防治措施

6.1  制定有效的山洪灾害防治规划和计划
制定有效的山洪灾害防治规划和计划至关重要。应

该加强对山洪灾害的深入调查和分析，划定危险区域，

制定详细的防范措施。在规划过程中，应考虑到地形、

地貌、降雨、植被等因素，结合历史山洪灾害的发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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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

6.2  加强监测预警系统建设
基层地区应建立和不断健全、完善监测预警系统，

及时掌握降雨和河水情况，发布准确的预警信息。这可

以通过建立或借助自动气象站、水文站等监测设施，以

及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来实现。同时，应建立预

警信息发布机制，确保居民能够及时收到预警信息，采

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将科技手段和传统手段结合，结合实

际，土洋结合，同时不断开发创新，以达到更好的运用。

6.3  完善应急预案
应不断制（修）定完善的、实用的应急预案，明确

应急响应流程和责任人。预案应包括预警信息发布、人

员疏散、救援行动等方面的内容，并定期进行演练和评

估。同时，应加强应急物资的储备和调配，确保在灾害

发生时能够及时提供必要的应急物资支援。

6.4  加强防洪设施建设
在应对山洪灾害的策略中，加强防洪设施建设是至

关重要的环节。防洪设施的主要作用是调控洪水，防止

其过度侵蚀地面，减少洪涝灾害的发生。基层地区应积极

推动防洪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

通过提升防洪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建设防洪工程。基层地区需要大力加强防洪工程的

建设，如堤防、护岸、河闸等水利工程设施。这些工程

可以在洪水来临时，有效地阻挡水流的冲击，保护河岸

和周边居民的安全[6]。在建设这些工程时，应注重工程

的坚固性（保证质量）、耐用性，以确保其可以长期有

效地发挥作用。河道管理。第一，河道清理：要保持河

道的行洪能力，及时清理河床内的淤泥、漂浮物等障碍

物，防止其阻碍洪水下泄。第二，防止非法侵占河道：

加强对河道的监管，防止企业和个人非法侵占河道，确

保河道的畅通。第三，采砂管理：规范采砂行为，避免

过度开采，防止河床下降和河流生态环境的破坏。维护

和管理。要确保防洪设施的正常运转和防洪效果的发

挥，需要定期对防洪设施进行维护和管理。这包括对堤

防、护岸、河闸等设施的定期检查和维护，及时修复损

坏的设施，确保其可以在洪水来临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6.5  加强基层组织和应急能力建设
应加强基层组织和应急能力建设，提高居民的防灾

意识和能力。应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和应急队伍，负责

预警信息的传递、人员疏散的组织以及救援行动的实施

等工作。同时，应加强应急物资的储备和调配，确保在

灾害发生时能够及时提供必要的应急物资支援。

6.6  加强防灾意识和知识宣传
应加强防灾意识和知识宣传，提高居民对山洪灾害

的认知和防范意识。宣传内容应包括山洪灾害的危害

性、防范措施、应急处理方法等，可以通过宣传栏、宣

传册、讲座等方式进行。同时，应加强对学校、企业等

单位的宣传教育，提高整个社会的防灾意识和能力。

6.7  加强资金和技术支持
山洪灾害防治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政

府应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加大对基层山洪灾害防治

的投入力度，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包括加

强防洪设施建设、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应急预案完善等

方面的资金支持，以及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和支持。同

时，应鼓励和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山洪灾害防治工

作，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基层山洪灾害防治工作。

结语

综上所述，基层山洪灾害防治存在诸多问题。为有

效减少山洪灾害带来的损失和影响，需要全面加强基层

山洪灾害防治工作，从制定规划计划、监测预警系统建

设、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防洪设施建设、加强基层组织

和应急能力建设、防灾意识和知识宣传以及资金和技术

支持等方面加强工作力度，切实提高基层山洪灾害防治

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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