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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滑坡治理与景观修复融合设计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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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很多景观的建设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如果当地环境不稳定，出现滑坡等自然灾害，将会导致景观损坏。治理

景区山体滑坡时，很多治理工程都使用传统的思维和模式，治理之后的土建工程和原有景观格格不入，降低了景观的美学价值、社会价值，

为此需要采用融合技术进行治理工作。本文针对如何开展融合设计进行了分析，研究地质灾害下的景观修复理论，分析灾害对景观价值的

影响，讨论针对地质灾害景观的修复方法和思路，最后结合实例研究山体滑坡治理和景观修复技术的融合方法。通过研究帮助技术人员使

用有效手段实现两项工作的融合，利用更为和谐的治理方式，保证灾害治理后的景观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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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些景区山体的地质条件非常差，如果受到强降雨等不利因素

的影响，导致土体、岩体内水分增加，就容易诱发泥石流、山体滑

坡等自然灾害。在景区自然灾害出现后，会威胁景区内游人和工作

人员的安全，受到破坏的创面也会影响景区的美观性和协调性。因

此在进行山体滑坡治理的过程中，要考虑景观修复和滑坡治理之间

的融合，充分利用绿化遮挡等方式挡住工程建设区域，在解决安全

问题的同时，也能恢复景区的全貌，保证治理工作效果。 

1 地质灾害防治的景观修复理论分析 

对风景名胜的地质灾害防治会涉及到很多工程理论，和普通的

地质灾害防治具有一定的区别，必须使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建设。如

果仅仅将建设集中在如何解决安全问题，并没有考虑景观因素，就

会在治理之后让景观失去过去的美学效果，破坏景观的人文价值[1]。

例如在治理过程中使用锚固、灌浆、支撑等方式，将支护结构裸露

在景观外侧，虽然能保证当地特殊的地貌、文物、风景，却也会对

景观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1.1 地质灾害防治的景观保护和重建分析 

地质灾害防治下的景观保护和重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地

质灾害的威胁，其次要求实现对当地景观的重建，同时在工程施工

中，也要做好对当地景观的保护工作，避免由于施工导致景观受到

破坏，虚弱景观对游客的吸引力。为了实现景观修复和地质灾害治

理融合，必须改变传统的地质灾害治理理念，将对自然景观、文化

景观的保护也作为治理工作的一部分[2]。所以在治理过程中，不仅

要将当地环境作为治理对象，也要将其作为保护对象，达到保护和

重建的双重目的。保护工作不仅包括对地质段的外形和地貌，也要

做好对当地色彩、植被的保护，确保景观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呼应关

系。如果在进行地质灾害的治理中，如果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景观段

的破坏，就需要在设计地质灾害修复工程时采取一定的生态手法和

艺术手法，掩盖工程施工所产生的痕迹，或者建立起接近自然的景

观，将工程产生的痕迹降低到 低。 

1.2 滑坡防治理念分析 

滑坡体的划分会根据滑坡体的厚度、性质、组成物质进行三级

分类，治理工作中，应优先考虑在滑坡没有完全形成时进行治理，

能控制工作量和避免坡形出现。治理工作中应该根据现场位置的情

况提出不同的治理防范，达到 有效的解决效果。整个滑坡的治理

可以通过排水、土地改良、力学平衡等方法进行处理，提升现场结

构的强度[3]。为了保证实现对景观的修复融合设计，需要在滑坡治

理工作中采用和自然结合的建设方式，有效控制灾害发生的同时也

能确保于当地自然条件之间的和谐，解决滑坡问题并继续保持景观

恢复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3 景观地质灾害治理工作常见问题 

景观地区的灾害治理工作设计工程类型很多，很多治理工程的

建设思维方式都比较粗放，没有考虑和普通地质灾害治理之间的区

别，仅仅从解决安全问题角度开展建设工作。比如在使用拦石墙、

锚固等技术可以有效解决危岩问题，但由于工程施工导致对风景严

重损害，或者改变景区的地貌，会制约景区旅游价值的提升。多数

工程队伍并不了解造景形式等景观方面知识，具备保护景观意识也

很难对在工程中合理设计治理工程。 

2 地质灾害对景观价值的影响 

2.1 美学影响 

地质灾害会直接破坏景观，导致景观的观赏性降低，从而影响

将官的美学价值。很多景观都依据当地的地形建设，通过和当特殊

的地形、地貌配合反映当地的文化和突出美感[4]。一些地区拥有特

殊的动植物资源和生态系统，也是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滑坡问题

出现，将会导致景观被破坏，当地的地质结构、生态系统发生改变，

导致景观的美学价值降低。 

2.2 社会效应影响 

景观出现地质灾害可能会导致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如果滑坡

地质问题比较严重，导致的损失比较大，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

严重破坏过后的景观和周围基础设施将难以恢复，可能会导致景观

直接失去接收游客的能力。 

2.3 景观质量影响 

滑坡等地质灾害出现之后会导致景观环境的改变，严重的地表

破坏很难得到恢复，导致景观的生态系统更加脆弱，难以维持景观

运转。对灾害治理工程和景观的风格不同，也会降低景观的质量。 

3 景观重建的理论和方法 

3.1 注重和环境协调的地质灾害治理 

环境协调式的地质灾害治理看重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保护，所以

在治理工作中需要考虑灾害点周围的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历史文

化特色等影响因素，尤其要将整个灾害治理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思考
[5]。 

3.1.1 削弱式 

削弱式强调削弱灾害治理点对周围景观环境的破坏，所以在对

地质灾害治理工作中，不仅要达到安全效果，也要在景观保护上确

保治理工程能够和周围环境相融合，能避免游人察觉到治理工程的

存在。因此在进行治理时，应该选择和当地环境颜色相似材质的材

料[6]。工程建设的外形设计时，要考虑周围的植物物种、环境状况，

比如在边坡治理选择物种时，可以选择适合在边坡生长的、可以美

化当地自然环境的植物品种。对于具有地域特色的植物边坡，应该

选择以当地的植物为主，还能吸引周围的动物，提升和当地生态系

统的联系。 

3.1.2 融合式 

融合是并不会掩盖工程本身的存在，但是让人会通过设计让工

程和当地的景观充分融合和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融合式会实现

景观和当地自然环境的相互映衬，可以一定程度上认为该方法专门

又建立了一处景观，同时新建景观还具有自然防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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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注重地质灾害点治理的景观建设 

地质灾害点治理强调对景观的建设，通过对地质灾害的治理，

确保地质灾害治理点也可以变成景观的一部分，所以需要在原有景

观的基础上进一步设计出全新的景观，实现对原有景观在自然基础

上进一步丰富和延伸。 

互旧纳新建设。互旧纳新建设并非投入资金创造新景观，而是

通过在原有保护景观的基础上，建立起防治工程的新景观，新景观

和原有景观之间会有比较好的配合，能够维持景区的特色，也能避

免出现突兀的情况，从而与当地的景观有机结合[7]。对于自然景观，

使用该方法时应该延续景观的自然特质进行建设，如果是人文景

观，需要考虑人文景观的文化特点、人文要素，保证新景观和就旧

景观之间的充分融合。 

人文景观凸显法。人文景观凸显法会针对历史文化景区受到地

质灾害影响后的一种治理和井卦能恢复方法，能够处理景观的破坏

面，实现对景观的弥补性建设。能通过景观建设过程中的历史脉络

展现景观的特点，可以削弱工程治理的痕迹，并强化当地人文景观

的文化特质。所以在进行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建设时，无论是景观设

计、材料选择、图案设计都要和原有的景观保持配合，实现景观建

设的延续。 

4 融合设计实例 

4.1 项目概况 

某学院内山体出现滑坡问题，位于山体的西北坡，属于景观区

园路的上边坡，该边坡部分为自然原状土质边坡，另一部分为植草

坡面防护，并种植景观植物、花等等。坡体的高度为 12 米，边坡

坡率为 1 比 1.5。滑坡之前当地降雨量较大，而且坡体内排水存在

一定问题，土体被雨水浸泡后结构软化， 终出现了滑坡的情况。

滑坡位置的坡脚是公园景观道路和人工湖，边坡包括部分素填土、

粉质粘土原状山体，下部分包括第四纪边坡积土，下伏积岩为石灰

岩和粉砂。 

4.2 边坡治理难点 

由于边坡部分为填土层，导致边坡的力学性质比较差，必须确

保边坡安全治理之后的稳定性，控制边坡治理难度。同时，由于边

坡滑坡位置属于校园内景区，已经进行了有效的绿化景观布置，如

果使用一般的工程措施进行边坡防治，裸露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会破

坏和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因此很难对景观进行有效的治理工作。 

4.3 边坡治理方案 

由于本工程的边坡治理工作并不是简单地进行治理，而是需要

让景观得到恢复，因此在方案比选时，使用了隐藏式锚杆框架、土

工格绿化面、埋藏式内排水治理相配合的治理方式。 

4.4 工程措施分析 

为了保证工程的安全要求，设置了 6 排锚杆，锚杆的轴向设计

自上而下的拉力，并针对不同位置设置了不同的拉力大小，锚杆的

水平间距为 3.0 米。坡体回填和锚杆设计中，需要先将滑坡体清除，

之后按照 1 比 1.5 回填部分的粘土，对土工格栅分层放置并压实，

以及按照原有的边坡形状修整边坡土体。锚杆使用直径为 32 毫米

的螺纹钢筋，锚孔设置直径为 150 毫米，和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 15

°，在孔内注入 M30 的水泥浆液和水泥纯浆，注浆时压力控制在

1.0MPa。 

针对钢筋混凝土格构的设计中，对坡面进行了挖槽，现浇 C30

混凝土，梁的截面为 30×40 厘米。格构梁的主筋使用的数值钢筋

直径为 20 毫米，横梁钢筋直径为 18 毫米，钢筋混凝土框架和梁顶

需要比设计破面低 15 厘米。 

针对坡面内部排水的设计中，需要在距离坡脚 2.6 米的位置设

置向上仰斜的泄水孔，向上和水面之间的家教为 20°，在孔内安装

PVC 泄水管进行排水，将积水排入到排水盲沟，避免浸水之后结构

出现损坏。 

在景观的修复设计中，框架两面铺设土工格室的厚度为 10 厘

米，格室和设计坡面距离 5 厘米。在完成铺设之后，回填营养土，

并种植在坡面发生滑坡之前的草、木、花，恢复原来的景观，实现

对坡脚破坏石板景观的修复。 

4.5 治理效果分析 

经过治理之后，原来滑坡上松散的土体得到了有效清理，边坡

恢复到滑坡之前的状态，而且由于设置了排水系统，能快速排出积

水，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消除了未来再发生滑坡的隐患，

达到了灾害治理的目的。滑坡治理工程的锚杆格构得到了隐藏，没

有因为外露导致和周围环境不协调，具有比较好的治理效果。滑坡

治理区域坡面按照滑坡之前的情况进行了有效修复，确保了坡面线

形的美观性，坡面上的草皮、景观树木、花草都得到了恢复，保证

了和周围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看不出曾经发生过滑坡。 

4.6 工程中的注意事项 

针对滑坡需要进行精心设计，精细化管理工程施工，实现对治

理过程的严密控制，实现对现场效果的可视化预估，才能有效消除

地质灾害隐患，将原有景观有效修复，确保景观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实现对景区滑坡的治理和景观修复目的。施工中，要注意隐藏式滑

坡的作用，锚杆框架必须在坡体内部，不仅可以实现对坡体的加固，

还能避免外露，提升结构稳定性。坡体的排水设施同样要在坡体内

部，在排水管路不外露的情况下实现排水。通过施工实践，该方法

具有良好的效果。 

在对滑坡去进行景观修复的过程中，需要在治理过程中就考虑

对景观的恢复，并且遵守修旧如旧的修复原则，确保治理之后坡面

景观能与周围的环境保持协调，保证 有效的治理效果[8]。在坡面

层的土工格室能够稳定边坡表土，对坡面的植被修复具有非常关键

的作用。在坡体的表面，通过设置土工格室，并回填营养土，能够

提升整个坡面的平顺性，让破面的线条更加美观，种植花草树木后，

具有非常好的修复效果。 

所有滑坡治理工程的景观布置工作，都需要在保证边坡稳定的

情况下实施，避免景观工程措施不合理，对边坡产生破坏作用，但

是施工中也不能因为追求美观牺牲边坡的稳定性，而是要在安全的

前提等下选择 美观的方案。 

结束语： 

通过将滑坡治理工程和景观修复技术综合使用，可以保证受滑

坡影响的景观经过治理之后的美观性，从而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使用有效方法，更能实现对景观的二次塑造，

提升景观的人文水平。在治理工作中，要遵守滑坡治理的基本原则，

结合现场情况对地质灾害治理和景观修复的计划进行深入分析，形

成满足当地景观需求的设计。并且，在设计方案和施工建设中，依

然好遵循安全至上的思路和控制模式，实现修复技术和地质灾害治

理之间的融合，减少对自然、人文景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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