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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对于一些特殊项目周边的地质情况进行客观的分

估调查，评估其潜在的危险性，并且及时提出相应的

预防策略，能够从根源上去避免地质灾害的产生，对

于工程带来的一系列危害。也能够确保后续的工程施

工，没有其他环境方面的困扰和影响，从而将风险降

至最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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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工作情况

（一）评估目的

本次勘察的实际目的是在充分收集整理前人研究资

料基础上，通过进行测绘、勘探、测试等一系列的工作，

明确地质灾害的基本特征、成瘾形成的机制等一系列的

内容，并且为后续的勘测工作提供思路依据，并且明确

其具体的防治方案。其具体内容要包括明确地质灾害的

类型、成因、分布、规模以及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对象，

包括人口、财产、公共设施等等，并且对于地质灾害的

稳定性进行初步的分析和可行性的分析。

（二）工程概况

某 工 程 位 于 重 庆 市 丰 都 县 三 建 乡 双 鹰 坝 村 1

组， 为 非 库 区 群 测 群 防 地 质 灾 害 点， 灾 害 点 编 号

5002302100290101。按照《重庆市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

系建设方案（2019-2023年）》工作部署，市规划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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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关于印发重庆市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控制性勘查和重

点城集镇地质灾害调（勘）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渝

规资〔2019〕719号）文件，丰都县地质环境监测所通过

公开邀标比选确定我单位对该滑坡进行控制性勘查。

（三）评估范围

原群测群防范围以 1 万作为地图，精度较差，范围

比本次勘查范围小，群测群防范围横向宽约 200-400m，

纵向长约 500m，面积约 12×104m2，本次现场根据详细

调查访问及地形地貌重新圈核定范围，为查明滑坡整体

稳定性，在纵向及横向进行了扩大，左侧扩大至陡崖底

部，后侧扩大到基岩及土层较薄的地区，即本次勘查的

范围后缘以陡缓交界处及基岩出露为界，左侧以陡崖底

部冲沟为界，右侧以山脊（基岩出露）为界，前缘以双

鹰河沟脚为界，纵向长约 700m，横宽约 200-500m，面

积约 22.94×104m2，调查范围适当扩大 [3]。

二、地质环境条件

（一）气象水文

梨园滑坡前缘为双鹰河左岸，涉及河道长约 600m，

滑坡段河道宽 10-30m，调查期间河沟水深 0.1-0.5m，据

调查访问该段河道 50 年一遇洪水位 555-571m，落差约

16m，由南向北径流，汇入龙河。在滑坡范围内沿乡村

公路修有排水沟及新修水池，排水沟其水量随季节性变

化，一般为降雨期间有雨水排放；水池在勘查期间内完

工，现未蓄水，为干池。

（二）地形地貌

滑坡区属侵蚀剥蚀中山斜坡地貌，滑体前部多为民

房、农田，后部为荒地、林地。勘查区地形总体西高东

低，坡向约 70°，斜坡前部为双鹰河左岸，高程最低约

550m，斜坡后部高程约 790m，勘查区地形相对高差约

240m。斜坡总体坡角约 10 ～ 25°，位于滑坡区右前部

有一陡斜坡，地形坡度 25-40°，分布横向宽 156m，纵

向长 130m，面积约 1600m2，位于双鹰河两岸地形也较

陡，坡角 30 ～ 65°，局部直立陡坎。

（三）地岩特征

区内出露的地层：基岩由三叠系中统雷口坡组灰岩、

页岩组成；第四系由滑坡堆积层及冲洪积层组成，岩性

为碎块石土及粉质粘土。块碎石土主要分布于区内滑坡

体上，冲洪积层主要分布于双鹰河及附近。由新至老分

述如下：

第一点，第四系全系统滑坡堆积层（Q4del）

块石土：杂色，主要为块碎石土主要分布于滑坡区

域。

第二点，第四系全系统冲洪积层（Q4al+pl）

块碎石土：杂色，主要有块碎石、粉质粘土及砂组

成，块石空隙间充填物为砂，充填程度较为密实。

第三点，三叠系中统雷口坡组（T2l）

灰岩：灰色、灰白色，隐晶质结构，厚层状构造，

主要有粘土矿物组成，为场地的次要岩层。

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通过详细的地质灾害的调查，明确评估已经发生的

地质灾害的类型、分布、数量、规模、特征等一系列的

内容，并且客观分析地质灾害形成的一些条件，在此基

础上对于其危险性和工程的危害程度进行客观分析评估。

与此同时，需要根据地质灾害的实际危险性以及所产生

的原因进行评估，科学客观的分析评估的结果以及地质

条件的差异性和一些潜在的地质灾害的隐藏分布特点等，

充分考虑到地质环境的客观条件，这样才能够更加精确

的去辨别风险产生的原因以及所造成的危害性。根据相

似性的原则，对于同一区域内的不同体质灾害危险性进

行分析，也能够提前做出明确的防范机制。

第一点是关于工程建设所引发的一系列地质危害性

的危险性进行预测。对于基坑崩塌而言，拟建厂区东北

部作为观察的场地，其中整平标高为 162 米。南再加上

西部综合附属的建设用地为 143 平方米，两个整平标高

台阶过渡为附属建设用地的主要过渡模式，在深度开发

的过程中，会将其控制在两米左右耳机孔的边坡岩性至

上到下的第四系基层，再加上该地区的土地抗压能力及

抗碱性相对薄弱。因此，在经过雨水的洗礼以后，很容

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等情况，导致凝聚力降低，从而形

成高度边坡，导致稳定性较差。再加上一些外部的因素，

不论是受到雨水或是冲击的影响，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出

现基坑的坍塌。因此更是需要加强防范。对于边坡的崩

塌和滑坡而言，由于本工程处于一种人工开发的边坡，

为岩土的边坡。人工填筑的边坡为土质的边坡 [4]。一般

来讲，人工开挖边坡的最大高度为 10.5 米。因此，可能

会引发挖方边坡的崩塌，而滑坡可能性相对较小，危害

程度较小。土壤结构也会因此而较为松散，而在工程进

行时，将于一身透入岛沿途的土体缝隙内部，导致上部

的土体平衡性会因此而遭到破坏 [5]。

第二点是对于工程本身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危险性

进行评估。对于边坡的崩塌和滑坡而言，由于人工开挖

的边坡为岩土的边坡结构，因此相对紧实，再降雨的过

程中，虽然雨水会从岩土体的裂缝开始渗透，但是预测

开挖的边坡遭到崩塌，与此同时，滑坡所造成的一系列

地质灾害的危害可能性相对较小，危害的程度小。否则，

若是边坡过高，并且土体压实度不足时，很容易因此而

造成土体的失衡情况，特别是在雨水的严重侵蚀下，很

容易出现边坡崩塌的情况，都是边坡的地质灾害发生的

可能性增加。而通过本文分析研究中发现，导致滑坡地

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处于中等的地位，这种情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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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到建筑的安全，特别是对于地基不均匀沉降而言，

开发区会受到不同程度上极度不均匀沉降的情况，但是

影响程度较小，危害程度较小。天方虽然经过长期分解

回填并且及时夯实，但是在长期雨水渗透浸泡下，往往

会存在不同程度上的不均匀沉降的可能性。采用综合评

估方法对于该工程进行客观综合评估。拟建道路为第四

季的全新统中更新统冲积层分布区，其中，发现地势平

坦且起伏不大，而崩滑流少发熔岩地面塌陷易发，危险

性相对较大。考虑到你改建的工程地质环境情况相对复

杂，因此在进行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很容易因此而导致

一系列潜在的地质灾害发生，遭受地质灾害的危害性可

能性较大。因此，在充分进行地质灾害防治的措施下，

该场地基本上仍然是和进行工程的建设。

四、地质灾害危险性防治

本文所涉及到的项目评估区已经明显出现了关于地

质灾害发生的现象，并且地质灾害发生的强度和特征也

通过上述分析明确。其中，该项目的评估区所涉及到的

一系列工程建设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更大的

地质灾害类型，并且风险程度各有不同。为了对其进行

更好的危险性仿制，则需要展开一系列客观全面的评价，

从根源上去避免地质灾害再次发生，确保工程建设的顺

利运行，也能够从根源上去避免地质灾害对于工程地质

环境所造成的一系列的破坏和影响。但是前提仍然需要

对一些不良的地段以及潜在的安全隐患及时采取相关的

防治措施。在防治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预防为主，

要不断的加强监测力度，注重避让和治理，彼此之间相

结合，形成一种全面规划、客观分析、突出重点的良好

模式，也要在过程中遵循成本的支出，保证经济性、可

行性。

第一点，建设工程属于一种一般的建设项目，并且

在评估的地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地质危害，但是预测

工程建设仍然可能会引发基坑的崩塌以及边坡崩塌和滑

坡等一系列危害的可能性，这也说明了需要提前进行防

范，再加上工程本身可能会遭受地基不均匀沉降的情况。

建设用地适应性基本为宜，并且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其

建设用地的适应性尚可。还要采取不同的边坡高宽比，

并且采取不同方法的防护措施。具体的防护措施需要遵

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该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气候、

水温及环境，进行适当的优化和调整。

第二点，对于边坡护坡而言，建议采用一种栅栏防

护以及结合植被的方式共同进行。对于一些切薄片波较

高的地段，建议分级开挖，形成折向模式或台阶模式，

每集最大的垂直高度需要控制在五米之内。考虑到场地

的限制，削坡较陡，较高处可以采用一种锚杆格构梁结

合的方式进行支护。对于引发的滑坡地段，可以采用一

种抗化桩加固边坡，为改善抗滑桩的受力状态。装订可

以布置预应力的锚索，在清除地块斜面后援坡面上，以

后能够在边坡前去设置一些挡土墙来支撑松散的坡体。

并且在坡面的后援也要设置永久岛和排水沟，以及坡面

纵向和横向的排水系统，这样能够将雨水及时排到地面

的排水系统中，也能够从根源上去避免破面的雨水冲刷

所导致的破坏。

第三点，在后续的施工阶段需要注意植被的保护，

不能超挖，而是需要严格根据相关的文件规范去要求分

层、分阶段的开发，并且采取及时有效的防护措施，建

立与之相匹配的监督管理机制和防范机制。还要制定有

针对性的减险情，及时做到综合的处理，早发现、早预

防，并且在后续施工的过程中，要格外注重避免在雨期

施工。还有对具体的每一个工程区域都要明确其影响的

范围，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土洞一旦出现这两方面的内容，

要及时查明图洞和摇动产生的原因，以及范围、规模和

可能造成的危害性，并及时进行处理。更要及时对于地

下水位的变化进行再次的检测，已采取关注水泥砂浆来

处理溶洞，或是采用一种桩基础的方法，将终端置于一

个更加稳定的持力层之中。

五、结论

总而言之，本文在对某工程的地质灾害危险性情况

进行评价中发现，该地质环境条件相对简单，但不可否

认的是，由于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可能会诱发工程本身遭

受一定的地质灾害，因此要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能够很大程度上去避免灾害的发生。提前对于厂区进行

详细的工程勘察，了解厂区的工程地质情况，提前做到

合理的设计，并且加强地质灾害监测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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