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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的滑坡治理措施研究
孙 萍 郭泽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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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础设施建设和矿山开采是滑坡地质灾害发生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随着冶金工业的快速发展，对矿

产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推动了矿山开采的规模和强度，对当地地质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增加了滑坡地质灾害的发

生概率。基于此，为了提高边坡的稳定性，保证采矿的顺利进行，为冶金工业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有必要有效地

控制滑坡地质灾害，提高边坡的稳定性和抗滑性，保护周围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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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边坡稳定性影响因素

1.1.岩土、岩体结构因素

边坡的稳定性受岩体结构和岩土结构的影响。岩石

和土壤结构比较复杂，含有较多的秦水河物质、粘土矿

物等，也含有石英、滑石片岩、泥灰岩等一些层状结构

的岩石，以及加固风岩、坡土岩和完全风化岩，还有很

多泥石填充物、碎岩等材料，由于土壤成分比较复杂，

很容易受到腐蚀、风化的影响，降低自身的抗风能力，

一旦有水，就会造成滑坡灾害。岩石的完整性与岩体的

结构密切相关。一旦失去岩石的完整性，岩石的抗剪强

度就会降低，岩体就会出现孔隙，容易引起滑坡。

1.2.人为因素

人类活动是引起边坡稳定问题的关键因素。随着经

济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铁路、公路工程逐

步延伸，山区覆盖面积增加，对边坡稳定性造成极大干

扰。特别是在开挖边坡和坡脚作业不规范的情况下，很

容易出现陡峭的岩土体，增加边坡贯入量，积水，造成

边坡重量增加，引起塌方和滑坡现象。随着开发力度的

加大，边坡逐渐呈现垂直状态，崩塌概率增大。在开挖

中采用爆破时，容易对地质产生较大的振动，在多频作

业的情况下会造成岩体的位错、裂缝等问题。此外，人

为的肆意砍伐树木，会降低土壤保水性，引起水土流失，

加大滑坡地质灾害的发生几率。

1.3.自然因素

大风、降雨是引起地质灾害的关键性因素。当风力

较大时，边坡岩体会受到严重风化，使其处于不稳定状

态，在外力作用下极易发生坍塌事故。在降雨量大的情

况下，山体表面的大量雨水增加了边坡的含水量，增加

了岩石的重量。在雨水的长期侵蚀下，土壤软化，降低

了土壤的抗剪能力。地下水会引起静、动水压的变化，

引起山体滑坡。地下水、泥质岩层泥化和软弱岩层软化，

都有可能加大滑坡危害。地震的发生会加大边坡岩体的

松动程度，降低岩体结构的抵抗力，甚至出现岩体结构

断裂现象，形成滑坡。

2.地质灾害治理措施

2.1.展开全面调查

当某一地区发生滑坡地质灾害时，需要开展综合调

查，了解当地的地质、气候和外部活动情况，做好现场

调查工作，从而了解滑坡灾害的具体成因。同时，需要

对当地的岩土、水文、地理条件等进行全面调查，掌握

精准资料，制定合理的支护方案，为保障边坡稳定性、

提高滑坡治理效果提供数据依据。要加强技术指导，利

用专业仪器设备进行检测，对地表裂缝实时监测，为滑

坡治理提供参考。

2.2.科学计算

根据边坡的基本数据，有必要进行全面的数据分析，

对边坡进行断面分析，掌握不同的土质条件，为边坡支

护方案的设计提供依据。同时对待回填边坡的长度、类

型、高度进行准确掌握和计算，并对施工安全等级进行

评价。一般情况下，设计边坡支护时，回填后的边坡高

度一般为场地标高的 1/200 ~ 1/300。对边坡支护的天然

重度、基底摩擦系数、饱和重度等进行合理设计与确定，

从而保障支护方案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在此基础上，明

确回填高度、种类、长度和安全等级，从而进行针对性

的支护方案设计。要结合施工场地的实时化信息，开展

动态化设计，要对现场员工、技术进行严格管控，提高

施工技术水平，保障施工质量。

2.3.利用排水沟渠有效排水

水是引起边坡滑坡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结合边

坡地形建立截水沟，减少地表水对边坡的影响，将地表

水引导到其他区域，减少地表水或雨水流经边坡岩体，

可以有效控制边坡的岩土含水量，减轻其自重，保证岩

土结构的稳定性。

建立排水沟渠，对地表水进行排除，降低其对边坡

稳定性的影响。需要对排水方向、截面大小进行合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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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排水沟参数与山体设计息息相关，其深度、宽度、

坡度分别需要控制在 0.5m、0.4m、1∶3。结合实际需求

对其形状进行优化设计，如树枝形状排水沟、环形截水

沟等，从而加大吸水量。如果山体地下水量较大，需要

利用盲沟排出，以保障整体岩土结构的稳定性。

2.4.应用预应力锚杆技术

应用预应力锚杆技术进行边坡防护，可以对边坡体

和围堰进行加固，使其连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有

效地起到围堰的保护和支护作用。在预应力锚杆的应用

中，需要将其锚固在松散岩体中，形成两侧挤压，起到

保护和加固的作用。

2.5.应用组合梁技术

在具体实施中，把较薄的岩体层作为梁结构，并对

其进行锚固，可以增加岩体之间的互相挤压力，加大各

层岩体之间的摩擦力，增加挠度，以便提高整体组合梁

的抗弯强度，减少变形、弯曲的出现几率。当把锚杆插

入到岩体内部时，各层岩土都会形成组合梁，全面提升

岩体的承载力。加大锚杆锚固力，也会增加各层的摩擦

力，促进组合梁的整体性，增加整体岩层的强度。

2.6.应用抗滑桩

一般情况下，混凝土抗滑桩主要使用在滑动面倾角

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发挥其防护固定作用，而

且费用较小，滑坡治理效果明显。抗滑桩主要是把柱形

桩柱穿过坡体深入到滑床部位，以便对滑体的滑动力进

行良好阻挡。需要结合施工条件、防水标准、厚度和推

力等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桩体材料，桩柱距离是桩体

直径的 4 倍左右。要对抗滑桩进行细化测量，重复性校

验，保障抗滑结构性能的稳定性发挥。

3.结束语

为提高边坡稳定性，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需要

加强滑坡地质灾害的防治，做好全面准备，明确影响因

素，科学计算，合理使用排水系统、减重反压、预应力

锚杆技术、组合梁技术和抗滑桩，加强边坡防护，确保

边坡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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