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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地质灾害的影响因素及防治措施

张文培 1、2　周瑞平 1、2 *　潘小雨 1、2

1. 河南省自然资源监测和国土整治院　河南郑州　450016

2. 河南省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实验室　河南郑州　450016

摘　要：在新时期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城市进程加快、土地利用越加复杂，滑坡灾害的出现成为人们较为头疼的一个难题。

基于此，分析滑坡地质灾害的影响因素，并对滑坡地质灾害的防治措施进行研究，为有关工作的展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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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滑坡一般是指斜坡岩石或土壤受地下水、河流侵蚀、

人工削坡、雨水浸泡以及地震因素影响的自然现象。在重力

的影响下，它们以分散、整体等方式沿着薄弱区域或表面滑

下斜坡。山体陡峭、易涝，土壤结构疏松地区为滑坡的多发

地区，滑坡灾害出现较为频繁。滑坡具备着顺坡“滑动”的

特点，一旦出现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一、滑坡地质灾害的影响因素

地形因素

地质因素通常情况下是滑坡地质灾害出现的最为重要

的一个原因。丘陵山地和沟谷易发生滑坡地质灾害。丘陵地

势陡峭、地质复杂、降雨较多、易发生山洪，容易导致滑坡

地质灾害的出现。在山谷中，河道内泥沙量大、土壤厚、土

壤疏松、植被覆盖不足，容易引发滑坡等地质灾害。

气候因素

气候长时间处在干旱，土壤会逐渐的失去水分，降低

粘度，变得松散，下层土层的支撑持续降低，松散表层更易

出现变形。过多的降雨会使得土体过度饱和，土壤中气孔一

旦出现饱和状态，空气会被逐渐的去除到土壤外，土壤粘性

增加，支撑力减少，地表层更易滑动。季节性降水、冰雪融化、

季节性灌溉、水库水位季节性变化都是与滑坡灾害有关的季

节性因素。降雨集中在雨季，多为大雨、暴雨和持续性强降

雨，这是导致滑坡出现概率加大的因素。

地质因素

地质问题也是滑坡出现的根本原因，极大程度影响土

壤结构和岩石的稳定性，导致岩土的稳定性遭受到破坏。使

得滑坡灾害出现概率持续提升，地质物质本身具备着承载性

低、水文特征明显、稳定性强的特性，这些都是导致滑坡出

现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当土壤含水量出现不足、地区在岩性

稳定性缺失、岩石出现裂缝的情况下，都会使得滑坡灾害极

易出现。除此之外，土壤中地下水变化、含水量变化，也会

导致土壤长期的稳定性遭受到破坏，如突发性不合理建筑施

工、山路修建，导致滑坡发生。

人为因素

人为也是导致滑坡出现的非常关键的一项因素。如，

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导致周边土壤结构的稳定性失衡；

亦或是建筑工程存在不合理建设、胡乱砍伐植被，都有可能

会改变地区的地质环境和面貌，继而出现滑坡现象。如开挖

边坡坡角；在建设工程的整个过程中，在斜坡开完之后逐渐

形成边坡。旧滑坡和新滑坡出现冲突。突然性的人工挖掘会

导致坡角在支撑力方面被大大削弱，原有坡体所具备的应

力状态发生相应的改变，地下水逐渐出现渗流。特别在山

区，大多数地形为低山丘陵区，可用于公路和修建房屋的

平地很少。伴随着各类项目的出现和推进，住房开发和新

建，导致大量切坡修路、建房、开挖、回填等现象，并且

频率较高。在开挖时防护设施不到位，导致滑坡灾害出现

的概率大大增加。

二、滑坡地质灾害的防治措施

重力式抗滑挡土墙

在新时期的滑坡防治工作中，重力式抗滑挡土墙是非

常常见的一类挡墙形式。重力式防滑挡土墙主要依靠墙身的

重量来有效地保持挡土墙在压力作用下的稳定性。通常情况

下墙背坡度需采取 1:0.25 的比例。墙体后会对卸荷平台进行

设置，墙基会制作成倒坡或者台阶形，墙高与基层埋深需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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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结合地基承载力和性质方面的要求，需要有效的考虑水

文、地质以及地形等相关条件，后续充分的借助验算来确定
[1]。除此之外，为了有效地规避地基在沉降时出现不均匀的

问题，问题的出现可能致使墙体开裂。这就需要密切分析墙

体高度、地质条件、墙体界面发生的变化，对沉降缝以及伸

缩缝有效地进行设置。这一施工方式和其他方式相比较较为

简单，造价较低。在以小型滑坡为对象进行防治时十分有效。

抗滑桩

抗滑桩一般情况下是一种穿过滑动体并以固定滑动体

的形式进入滑动床下稳定区域的桩。多个桩组成一组桩，

共同支撑滑动体的滑动力，防止进一步滑动。与重力式防

滑挡土墙的技术和工艺相比，防滑桩具有更强的防滑能力，

能够产生良好的支护效果。使用防滑桩进行滑坡处理需要确

保桩不会被推动、弯曲或切割，并且桩之间的土壤不会因桩

的高度而从顶部滑落。一般情况下，防滑桩需要有效地放置

于滑动体本身中部和下部，在滑动面上需想接近于水平。在

对抗滑桩有效使用的过程中，需要保障桩身强度达到固定的

标准，锚固达到特定的深度，桩间距和桩高适当。对于浅层

次的粘性土以及黄土滑坡，可积极地借助重锤以垂直的方式

打入到相应的钢管桩、木桩以及钢轨桩当中，这一方式具备

着较强的可行性。而针对于厚且规模相对较大的滑坡则可以

有效地采取挖空法、钻孔法的方式进行施工，以此将抗滑桩

在灾害防治中的价值和作用最大化地展现出来。为了更好地

达到效果，一般情况下抗滑桩会和格构锚固互相结合有效使

用，实现对于滑坡体的全方位有效治理，使得治理的成效和

水平得到持续性的增强 [2]。

植被恢复

生态修复是一种普遍而流行的改善水土资源的方法，

可有效地改善由于人为破坏、过度开发等原因造成的生态环

境破坏，不断改善土壤质量，最大限度地预防灾害，从而使

滑坡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不断降低 [3]。一方面可以持续性对

土壤本身的质量进行开展，对于水分缺失，养分和有机质不

足的土壤，可积极地采取绿肥种植和人工施肥的方式，使得

土壤肥力持续提升。一方面，有效运用植被恢复技术，选择

油茶、马尾松等植被，通过点播、撒播等方式来恢复周边区

域的生态，使得原本的生态系统得到恢复。

三、消除地表水与地下水危害

滑坡灾害之所以出现和水有着较为密切性的关联，水

的作用是引发滑坡的原因之一。在预防滑坡地质灾害中，需

要对地表水和地下水产生的有效消除危险。消除地表水和地

下水危害的目的为降低动水压力和孔隙水压力，防止岩土发

生溶解、分解以及软化等现象，最大限度地减少以及消除水

带来的冲刷作用和浪击作用，实现对滑坡灾害的有效预防。

有效防止周围地表水进入滑坡区。可在边界处截断排水沟，

并在滑坡区坡面排水沟上进行有效施工；人工植被可用于覆

盖表层，并对浆砌片石进行覆盖，避免地表水出现下渗的

情况；岩质边坡可有效地采取喷射混凝土的方式进行护面，

或采取挂钢筋网的方式对混凝土进行喷射。建设地表排水工

程，设置排水系统对地表水进行排除，对于浅层滑坡有着较

为显著性的治理效果。可借助截水沟设置，对斜坡出现的水

流进行拦截。为了防止渗水问题，需要在滑坡体上利用天然

沟渠和山谷，并有效地布置分支排水系统来收集和引水，做

好地表排水，使得滑坡更加稳定。

四、改善边坡土体力学强度

在针对丘陵地区的滑坡有效地开展治理工作时，需要改

善边坡土体力学强度，使得滑坡灾害出现的概率逐步下降。

通过边坡岩土体力学强度的改善，使得抗滑性持续提升，避

免滑坡风险的加剧 [4]。第一步可以进行削坡减载工作，主要

通过减缓边坡角度和降低边坡高度，有效提高边坡具备的稳

定性。不稳定土在高度应设计用于边坡和路堑，不应对抗滑

土进行减少。可以进行综合比较，有效地选择最有效且经济

的措施。第二步是人工加固边坡。常见应用加固方法有对挡

土墙的修建、防护墙的修建、有效对不稳岩体的加固。钢筋

混凝土制成的防滑桩也可以用作支护工程，以提高土壤和边

坡岩体的强度。还可以采用 SNS 柔性护坡技术，有效防止

滑坡引起的地质灾害。

结论：总之，针对于滑坡地质灾害影响因素及防治措

施进行研究和探索是非常重要的，可高效性的实现对滑坡地

质灾害的预防，让防治的水平和成效都得到持续性的提高。

主要可以通过重力式抗滑挡土墙、抗滑桩、植被恢复、消除

地表水与地下水危害、改善边坡土体力学强度等措施实现对

滑坡地质灾害的有效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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