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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质灾害指的就是岩土层出现异常变化，并引起的

突发性灾害。滑坡是地质灾害中的一种，该种灾害的出

现，不仅会使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影响，而且无法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因此，如何对滑坡灾害

进行妥善治理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本文从滑坡灾害产

生原因入手，对滑坡灾害治理原则进行详细阐述，并对

滑坡治理方法展开全面探究。

1　滑坡灾害产生原因分析

滑坡指的是斜坡局部稳定性受到破坏，同时受到

地心引力的作用，岩石以及土块会沿着一个或多个破裂

滑动面向下做滑动的过程。滑坡不仅会影响工农业的发

展，而且会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滑坡灾害所产生

的原因主要包括：（1）受到外界自然因素的影响。从地

质条件中可知，岩石土块的稳定性相对不足，这也是引

发滑坡地质灾害的主要因素之一。例如：对山体上端相

对松散的土块或岩石来讲，其更容易受到外部水流的影

响，导致土块或岩石等性能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导致滑

坡地质灾害的出现。（2）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当某个

区域中出现滑坡地质灾害时，也有可能是人为所导致的。

如随意乱砍乱伐，使得土壤自身的保水性受到严重影响，

继而出现大范围的水土流失现象。尤其是雨季，山区出

现滑坡灾害的几率会明显增大。

2　滑坡地质灾害治理的原则

2.1综合治理，防治结合

对滑坡治理来讲，不只是单纯某个方面的治理，而

是要将各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全面整合。滑坡治理工程

项目的复杂程度相对较高，并且受到的影响因素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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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所以在开展相关治理工作时，不单单要对排水建

设、防滑桩以及拦洪坝等建设进行综合分析，还要综合

考量该区域的人文环境以及气候环境等。由此可知，在

开展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作时，需要秉持着综合治理的

理念，将预防与治理进行全面结合，以此来达到相应的

治理效果。

2.2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在治理滑坡灾害时，安全是首要原则。由于滑坡属

于征兆并不明显的一种自然灾害，当发生该种灾害时，

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反映，所以在治理过程中对安全加

强重视程度。当处于施工阶段时，若存在施工失误现象

时，也会产生滑坡并使施工人员面临较大风险。除此之

爱，在进行治理时，会伴随相对复杂的施工过程，这就

需要在施工过程中加强注意，避免出现全新的地质问题。

2.3操作可行，成本控制

在治理滑坡时，要对操作的可行性加强重视。所以

在正式施工之前，施工方要对科学可行的施工方案进行

制定，并重点说明施工阶段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时提出

相应的解决方案。此外，施工方在设计方案时，要遵守

因地制宜的原则，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除此

之外，在科学可行性得到确保的前提下，要对成本进行

必要的管控。但需注意的是，若成本和安全性之间存在

冲突时，则要优先考量安全性。

2.4动态设计，因时而变

在施工的过程中，不可以一丝不变的遵循设计方案

来开展施工。人为因素能够对施工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

并且地质环境以及结构也是出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所以

死板的按照施工方案来施工，可能会增加意外现象的出

现几率，从而导致结果出现不可控。因此，当处于施工

阶段时，要对施工过程实施监控，以此来对地质环境变

化进行全面掌握。同时在信息反馈的基础上，来对施工

方案开展持续不断的优化和完善，确保方案具备一定的

动态性，从而可以与变化后的需求保持一致性。

2.5设计需具备美观性

滑坡治理的本质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所以在设计的过程中，要科学整合治

理方案和该地人文环境。对工程开发区域来讲，在设计

的过程中，要保证具备一定的美观性，尽量达到安全和

美观同时存在、实用性和观赏性共存的效果，从而使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得以实现。

3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的滑坡治理方法

3.1精准检测山体滑坡区域的实际状况

当一个区域出现山体滑坡现象，表明该区域中的地

质情况以及外部活动情况都相对活跃，所以影响力度相

对偏大，从而导致滑坡出现的几率较高。在这样的情况

下，要综合考察该区域的实际特征，并利用精准检测的

方式，来对该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掌握，以此来明

确产生滑坡的因素。首先，全面勘察滑坡区域现场的实

际状况，通过勘察来对该区域的地质特征进行全面掌握，

并将此当成基础依据，来对可能产生滑坡的区域进行判

断。其次，在检测过程中，要从宏观的视角来开展检测

工作，并利用先进仪器设备来辅助，从而能够准确检测

地表裂缝活动。

3.2完善排水排洪设施

对滑坡问题来讲，控制排水是重要内容之一。从相

关研究资料中可知，当坡体遭受雨水侵蚀时，出现滑坡

风险的几率会明显增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谁让被

雨水冲刷以后，会产生土壤流失堆积，并且部分岩石会

出现断裂现象，以此来使泥石流得以形成。因此，施工

方案要对坡体排水设施加强重视程度，在设计施工图纸

时，要对排水设施进行科学规划。同手要对拦洪坝以及

泄洪道等有效设置，并将防护网布置在坡面之上。实际

排水设置建设标准要将往年降水当成依据来全面分析，

杜绝出现坡体上存在积水的现象。除此之外，要对坡体

内部排水加强注意，将部分管道设置在坡体内部，有助

于排出坡体内部的积水。与此同时，也可以对渠道进行

构建，以此来使坡体内部排水的方式更加多样化。需要注

意的是，当坡体本身存在排水渠道时，则要科学设计此渠

道，若渠道走向缺乏合理性时，则要立即开展人工干预。

对不安全的渠道来讲，要马上实施人工修整的操作。

3.3利用力学平衡方法治理山体滑坡

从力学平衡理论中可知，在防治滑坡灾害时，通常

会利用减重和反压等方法。减重方法指的是降低岩石滑

体自重，以此来达到稳固滑坡的效果。通常要深挖滑坡

后缘位置，使得两侧底层区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

而使滑坡灾害的出现几率大幅度降低。反之要不断向后

或两侧来发展，为了达到减重所挖出来的土壤则要设置

滑坡部位的前端，继而使反压、稳定滑坡岩石的目的得

以实现。但须注意的是，对减重后的滑坡体坡面来讲，

要实施科学有效的整平处理，并对排水以及防渗等对策

进行全面配置，有助于加强相应的加固效果。反压方式

指的是对滑坡摩擦力进行加大，使得滑动运动目标有效

实现。通常利用堆土加载的方式来处理滑坡前端的抗滑

部分，并采用分层压实的方法来处理填土部分，使得填

土部分能够被看做抗滑土，来完成相应的渗沟施工。另

外，在实施填筑施工时，原土要进行必要的排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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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地下水实施必要的疏通处理，从而来对土地的稳固

性进行保障。

3.4设置挡土墙以及减压脚

治理滑坡灾害时，效果最明显且使用频率最高的措

施之一为挡土墙。利用石块以及条块等材料来设置挡土

墙，由于所用材料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使得挡土墙的类

型相对多样化，如块石挡土墙、钢筋石笼抗滑挡土墙等。

这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类型之一为块石挡土墙，通常在

坡体边缘区域来设置该种挡土墙，有助于山体滑坡问题

得到有效避免。在设计挡土墙时，要把滑坡推力大小当

成参考依据，并在科学有效的合理设计方式下，使得山

体滑坡问题得到最大程度的避免。

对大多数山体滑坡来讲，该种现象的产生原因与坡

体抗滑力降低密切相关，此时想要治理滑坡，就要对减

压脚进行合理构建。减压脚指的是在坡体区滑段削减出

相应的土石，并将该土石填充到坡体阻滑段区域。通过

这样的方式改善坡体下滑力下降问题，从而阻止山体滑

坡现象的出现。对开挖土方量来讲，要在滑坡脚的实际

稳定性来确定。

3.5利用组合梁技术来有效防治

对组合梁技术来讲，其原理是工作人员将薄层岩体

当做一种梁，在未实施必要的锚固之下，将单一叠加在

一起。旦由于层间抗剪力不断降低，并且受到自身重量

或荷载等因素的影响，增大单个梁出现弯曲变形的概率，

从而使上下缘都处于受压状态。当实施必要的锚固处理

后，使得组合梁得以形成，这样会使岩体之间出现相互

挤压的状态，各层之间的摩擦力相对较大，所以能够加

大挠度，以此来加强整体组合梁的抗弯强度。若在岩体

内部埋入锚杆，就会使得每层岩土都形成组合梁，从而

大幅度提升岩体承载力。

3.6利用预应力、混凝土抗滑结构、抗滑桩来防治

将预应力锚杆锚入到相对松动的岩体之中，在两侧

能够形成一定的挤压作用。若锚杆得到正确的排列，可

以使临近锚杆的锥形体压缩区发生重叠，并在预应力的

作用下，使得连续压缩带得以形成，该压缩带的厚度相

对较大。压缩带中会伴有一定的预应力，岩土体归属于

三向应力，有助于提升岩土强度。将预应力锚杆应用到

相对破碎的岩土之中，能够使破碎岩土得到有效黏接，

从而起到防治山体滑坡的效果。

在对滑坡灾害进行治理时，可以对混凝土抗滑桩进

行应用，在滑动面倾角比较缓慢的状况下，这样的效果

更加明显，并且耗费成本偏低，所以在边坡治理中使用

相对频繁。对抗滑桩来讲，其主要是一个柱形能够穿越

滑坡体，并逐渐深入到稳定岩层或土层内部之中，以此

来实现阻挡滑体滑动力的目标。通常将抗滑桩设置在滑

坡之前的附近，来达到稳固边坡的效果。但需注意的是，

要对抗滑桩的部位进行细致测量，并进行多次重复性实

验，从而使其效果更加明显。

3.7科学干预降低风险

坡体滑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岩石结合的紧密性相对

不足，这样当滑坡现象出现时，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

应。因此，在正式施工过程中，对自身稳定性不足的岩

石来讲，要进行全面剔除，以此来降低坡体所承受的负

重，使得坡体上方岩体所承受重力低于最大静摩擦力，

以此来使坡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得到保障。另外，要对

防滑桩进行科学设置，对滑坡严重的区域来讲，可以采

用人工清除的方式，来对滑坡风险进行全面解决。但部

分区域的风险相对较低，所以无需直接清除，这样就能

够利用设置防滑桩的方式，来达到预防滑坡的效果。即

在不稳定岩石下方钉入防滑桩钉，通过控制防滑桩来对

具备风险的岩石进行科学管控。除此之外，要科学有效

的布设植被。植被在稳固土壤以及岩石等方面的优势相

对明显，植被在土壤中的根系相对粗壮，能够有效提升

土壤强度。同时，植被能够对坡体土壤水分进行管控，

以此来有效控制滑坡风险。

4　结语

从本文的论述中可知，地质灾害虽然无法得到彻底

避免，但还是可以采取手段来进行有效防治，降低灾害

发生几率以及产生的不良影响，尽量使人与自然和谐相

关的目标得以实现。想要实现该目标，就要对滑坡灾害

的产生原因进行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来制定针对

性的治理方法，以此来使滑坡灾害得到有效防治，为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目标的实现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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