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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汶川大地震极重灾区地震堰塞湖应急遥感调查

童立强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在空军、总参等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快速获取
了北川、汶川等极重灾区的航空遥感资料。本文介绍了以航空遥感资料为主，结合北京１号小卫星、ＣＢＥＲＳ－０２Ｂ
等卫星数据快速调查地震堰塞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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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震堰塞湖是指由于地震活动产生的崩塌、滑

坡体堵截山谷、河谷或河床后贮水而形成的湖泊。

“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按照国土资源部和中
国地质调查局的部署，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

中心迅速成立了灾情遥感调查现场组和后方组。现

场组在震后第二天就赶到成都，在国土资源部直接

领导和指挥下，在总参、空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

克服不良天气条件，于５月１４日获取了灾区第一批
１∶３万比例尺的黑白航片，紧接着又获取了５月１６
日、５月１９日彩色数码航摄数据（分辨率０．２４ｍ）。
与此同时，后方组还获取了该地区北京１号小卫星、
ＣＢＥＲＳ－０２Ｂ等卫星数据。

后方组以最快速度对航空遥感资料进行了处

理，并夜以继日地开展地质灾害和次生灾害的解译

工作。在解译过程中发现北川县湔江流域形成了

１１个堰塞湖，经综合分析认为，其中７个存在灾害
隐患，从上游到下游依次分布的唐家山、楼房坪、沙

坝及马滚岩４个有灾害隐患的堰塞湖依次分布在同
一条河流上，存在连续溃坝可能，致灾隐患巨大。因

此，笔者于５月１６日编写了第一份１１个地震堰塞
湖遥感解译报告，在此基础上，结合５月１９日北京
１号小卫星（分辨率为３２ｍ）图像的解译成果，于５
月２１日编写了地震灾区 ３４个堰塞湖遥感解译报
告，此结果经确认后成为国家公布的权威数据。

１　调查区域

根据地震灾害应急解译要求和获取数据情况，

堰塞湖解译包括四川省汶川县、北川县、茂县、绵竹

市、安县、什邡市、都江堰市、彭州、理县、江油市、青

川县及平武县等１２个地震极重灾县（市）和甘肃省
文县、武都县２个地震重灾县。

２　遥感资料及解译方法

２．１　遥感资料
５月２０日前的堰塞湖解译使用了５月１４日获

取的灾区第一批１∶３万比例尺的黑白航片扫描数字
图像，５月２０日～５月２１日的堰塞湖解译增加了５
月１９日北京１号小卫星（３２ｍ）数字图像，以后的
解译包括了震后获取的彩色航空数码数字图像、彩

红外航片、彩色航片、ＣＢＥＲＳ－０２Ｂ卫星 ＣＣＤ数字
图像以及北京１号小卫星数字图像等。
２．２　解译方法和内容

为了快速获取震后堰塞湖信息，尽快提供救灾使

用，本次解译按照急事急办原则，突破常规按部就班

的解译过程，解译内容以与灾害有关的信息为重点。

前期解译使用的是未进行几何校正的黑白航片

扫描数据，直接以人机交互方法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ＥＮＶＩ
和ＭａｐＧＩＳ等平台上进行，主要解译地震堰塞湖的
位置及平面规模，并根据相对位置转绘到地形图上

读取坐标，确定堰塞湖的准确位置，根据堰塞湖的平

面规模和所在地的沟谷坡降估算当时水量。

对经过几何校正图像的解译，在ＭａｐＧＩＳ平台上
交互进行。根据水面面积和１∶５万地形图提供的高
程数据计算当时水量；根据堵河的滑坡规模，推算坝

体高度，实现最大库容测算；根据最大库容以及下游

村镇、工业设施等的数量及分布情况，评价其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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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解译结果

３．１　地震堰塞湖分布
截止到５月３０日，在１２个地震极重灾县共解

译出１３６个因地震新形成的堰塞湖，主要沿北川—
映秀断裂两侧分布。茂汶断裂南侧有少量分布，总

体上呈北东－南西向条带状展布，主要分布在北川
县湔江流域、什邡市与绵竹市的界河金河流域、绵竹

市绵远河上游的清水河流域、安县干河子睢水镇以

上河段、安县茶坪河流域、北川县清溪河流域、北川

县擂鼓镇西河流域、平武县的涪江支流洪溪沟、青川

县青竹江支流曲河和东河流域。堰塞湖按行政区的

分布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地震堰塞湖行政区分布一览表　　（单位：个）

行政区 合计
＞３００
万ｍ

１００～３００
万ｍ３

１０～１００
万ｍ３

＜１０
万ｍ３

北川县 ３６ ４ ４ ２８
绵竹市 １８ ２ １ ３ １２
安县 ２０ １ １ ２ １６
青川县 １６ １ ２ ２ １１
什邡市 １３ １ １ ２ ９
平武县 ４ １ １ ２
茂县 １７ １ １６
汶川县 ９ １ ８
都江堰市 ３ ２ １
合计 １３６ １０ ８ １５ １０３

３．２　地震堰塞湖库容
据测算，１３６个地震堰塞湖中库容大于１０万ｍ３

的有３３个，具体库容和位置如表２所示。

表２　库容大于１０万ｍ３的地震堰塞湖

序号 堰塞湖名称 规模／万ｍ３ 库容／万ｍ３ 行政区 经度 纬度

１ 唐家山

＞３００

２５０００ 北川县 １０４°２５′５７″ ３１°５０′４１″
２ 小湔坪 ２１００ 绵竹市 １０４°０７′３７″ ３１°３０′１６″
３ 岩窝山 ２０００ 青川县 １０５°０６′４０″ ３２°２５′５７″
４ 麻地湾 １０００ 平武县 １０４°５１′５８″ ３２°１３′３９″
５ 楼房坪 ７００ 北川县 １０４°２７′３３″ ３１°５０′４２″
６ 御军门 ６００ 绵竹市 １０４°０９′０５″ ３１°２９′０７″
７ 马滚岩 ６００ 北川县 １０４°３２′５２″ ３１°５１′３０″
８ 肖家桥 ５００ 安县 １０４°１６′３６″ ３１°３８′５０″
９ 小梅子林 ３００ 什邡市 １０４°０１′０４″ ３１°２４′１２″
１０ 沙坝 ３００ 北川县 １０４°２９′１２″ ３１°５１′１６″
１１ 枷担湾

１００～３００

２４０ 都江堰市 １０３°３８′４４″ ３１°１２′５８″
１２ 双河口 ２３０ 青川县 １０５°０７′３３″ ３２°２４′４９″
１３ 长坪 ２００ 都江堰市 １０３°３８′５４″ ３１°１４′０２″
１４ 刘家店子 １５０ 青川县 １０５°０３′０３″ ３２°１８′０１″
１５ 睢水场 １４０ 安县 １０４°１３′２４″ ３１°３１′１７″
１６ 雷打树 １４０ 平武县 １０４°５３′２６″ ３２°１７′０６″
１７ 马槽滩 １２０ 什邡市 １０４°００′３５″ ３１°２５′５７″
１８ 篾棚子 １１０ 绵竹市 １０４°０５′５９″ ３１°３５′５２″
１９ 唐家湾

１０～１００

５５ 北川县 １０４°３５′１８″ ３１°５６′２１″
２０ 芭蕉坪 ４５ 安县 １０４°１６′０４″ ３１°３８′５５″
２１ 开坪 ４０ 北川县 １０４°１６′５３″ ３１°５７′０１″
２２ 一把伞 ３０ 什邡市 １０３°５８′０５″ ３１°２３′３５″
２３ 大水沟 ３０ 绵竹市 １０４°０４′２９″ ３１°３６′０２″
２４ 天池乡 ３０ 绵竹市 １０４°０７′５０″ ３１°２９′１６″
２５ 黄莲头 ２０ 安县 １０４°１６′１７″ ３１°４０′１５″
２６ 反白坪 ２０ 北川县 １０４°２１′５７″ ３１°４７′０２″
２７ 陈家坝 ２０ 北川县 １０４°３４′４１″ ３１°５４′６０″
２８ 刨地里 ２０ 青川县 １０５°０２′０３″ ３２°２１′１０″
２９ 七盘沟 １５ 汶川县 １０３°３４′２３″ ３１°２５′４１″
３０ 安家坪 １５ 茂县 １０３°５０′０４″ ３１°３７′１３″
３１ 红绸梁子 １５ 绵竹市 １０４°０５′０１″ ３１°３６′１０″
３２ 洞洞响 １５ 什邡市 １０３°５４′５４″ ３１°３２′２２″
３３ 杜家岩 １５ 青川县 １０５°０１′５５″ ３２°２０′３３″

３．３　地震堰塞湖溃决灾害隐患
经解译分析认为，北川县唐家山、绵竹市小湔

坪、青川县岩窝山、平武县麻地湾、北川县楼房坪、绵

竹市御军门、北川县马滚岩、绵竹市肖家桥、什邡市

小梅子林及北川县沙坝等１０个堰塞湖存在高预警
溃决灾害隐患；都江堰市枷担湾、青川县双河口、都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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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堰市长坪、青川县刘家店子、安县睢水场、平武县

雷打树、什邡市马槽滩及绵竹市篾棚子等８个堰塞
湖存在次高预警溃决灾害隐患；其余堰塞湖库容

小，溃决灾害隐患小。

北川县湔江流域、什邡市与绵竹市的界河金河

流域、绵竹市绵远河上游的清水河流域、安县干河子

睢水镇以上河段、安县茶坪河流域、都江堰市白水河

流域、北川县清溪河流域、北川县擂鼓镇西河流域及

平武县的涪江支流洪溪沟等堰塞湖呈串珠状展布，

存在连续溃坝可能，溃决灾害隐患巨大。

４　监测实例

４．１　北川县唐家山堰塞湖早期水量监测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日，使用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４日黑白

航片和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８日 ＣＢＥＲＳ－０２Ｂ星 ＣＣＤ数
字图像对唐家山堰塞湖４ｄ水量变化情况进行了监
测，监测结果为：堰塞湖水面面积从７６０００ｍ２增加
到１５００００ｍ２，平均水宽１２０ｍ，上游漩坪乡及张家
坝已全淹，估算５月１８日堰塞湖水量３２００万 ｍ３。
该成果上报有关部门使用。

４．２　绵竹市小湔坪堰塞湖水量监测
应有关部门要求，２００８年６月６日使用２００８年

５月１９日彩色数码航摄数据和２００８年６月４日北
京１号小卫星全色数据对绵竹市小湔坪堰塞湖１６ｄ
水量变化情况进行了监测（插页彩片１４）。由５月

１９日彩色数码航片监测结果，堰塞湖水面面积为
２６．２万ｍ２，回水２．６ｋｍ，估算水量２１０万 ｍ３；由６
月４日北京１号小卫星数据监测结果，堰塞湖水面
面积为５４万ｍ２，回水３．４ｋｍ，估算水量６００万ｍ３。
根据堵河滑坡规模和１∶５万地形图资料测算，该堰
塞湖最大库容为２０００万ｍ３。

５　结 语

（１）“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强度大，地表破坏严重，
引发了大量滑坡，堵塞河道严重。截止到５月３０日，
已经形成了１３６个地震堰塞湖，溃决灾害隐患巨大。

（２）本次调查表明，采用多平台、多源及高分辨
率遥感数据进行地震堰塞湖应急调查评价，可以及

时为抗震救灾与次生灾害预警工作提供十分重要的

基础资料。

（３）随着雨季的来临和滑坡的再次活动，有些
堰塞湖的水量将增大，溃决灾害隐患随之加大，也可

能形成新堰塞湖，建议继续采用航空、航天遥感技术

对地震堰塞湖进行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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