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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滑坡类地质灾害成因及防治措施探讨
周显快

（横州市百合镇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广西 横州 530302）

摘　要　近些年，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的稳定，给灾区造成了严重的

经济损失，对周边地区人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基于此，本文以 A市为例，研究了地质灾害的成因及其

调查方法，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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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是直接或间接造成人类生命财产损失的

自然或人为原因，如泥石流或土壤塌陷等。对此，相

关部门和建设机构应充分重视科研的开展，针对客观

问题采取合理的措施和方案。

1 地质灾害发育特征

1.1 滑坡地质灾害特征

研究区共发生 135起发展中的地质灾害，其中山

体滑坡 117起，小型山体滑坡 114起，中型山体滑坡 3

起。地面滑坡的形成时间主要在每年的 3月至 8月；

集中在每年 5月至 7月，与降水量密切相关。

1.1.1 山体滑坡地质灾害形态及变形特征

（1）山体滑坡剖面形态特征。以凹面和阶梯坡为

中心，凸面和直曲面所占比例很小。这是因为凹面和

阶梯坡很容易积水和排水，冲刷浅表岩土，使土体下

沉和软化，破坏边坡，增加了岩土重量。（2）滑坡的

边界特征。上部坡面顶部的拉张裂缝作为滑坡的后缘

边界，滑坡左右壁的剪切裂缝作为两侧边界，边坡前

缘的剪切出口或边坡切割点作为前缘边界，通常位于

房子后和高速公路内。（3）滑坡的变形特征。最明显

的变形特征是滑坡的前缘崩塌和后缘裂缝，边坡裂缝

也很常见。山体滑坡前缘主要由小型崩塌体组成，滑

坡中部有不规则的横向和纵向裂缝，后缘有横向环形

拉张裂缝。

1.1.2 滑坡体的组成和结构特征

滑坡体主要由土层组成，由相对较厚的区域组成，

红层区由浅表层风化形成一般残积层，主要由粘性土

组成，含少量砾石。变质岩区厚度为 2~5米，主要由

土壤和风化层的混合物组成，结构松散，含水量低，

在降雨中很容易饱和，导致松散的岩石和土壤很容易

被水软化和分解，从而出现滑坡灾害。

1.2 崩塌地质灾害特征

A市共有 18种崩塌地质灾害，其中 1种为中等，

17种为小型，占岩土崩塌总量的一半。这些危害主要

由四个因素引起，包括陡峭的地形、节理裂缝、人体

工程学活动和降雨。（1）土壤塌陷主要发生在残坡积

层，降雨是主要诱发因素。在雨水饱和状态下，土壤

结构松散，自重增加，土壤被压缩到自由表面，不稳定。

土壤塌陷比普通类型的要小。（2）岩石崩塌主要受地

形和节理裂隙控制：地形陡峭，相对高差大，危险岩

体有一定影响。其次，风化程度差异显著。向阳斜坡

高度暴露在阳光下，具有强烈的物理和化学风化作用，

控制崩塌的结构面比其他表面更发达，崩塌次数相对

较多，而阳坡则相反。

2 关于崩塌滑坡类地质灾害的形成原因

2.1 降雨引起

降雨、长期持续降雨或早期降水累积效应，或短

期暴雨气候、降雨量过大等因素造成的崩塌、滑坡地

质灾害无法有效预防。雨水入渗显著增加了坡面岩土

的重量，使岩土软化，强度显著降低，渗透压增加，

导致山体滑坡和山体滑坡的发生。数据显示，大规模

山体滑坡灾害一般发生在主要降水过程后 72小时至

120小时，潜伏期可能更长。根据岩土层对水的渗透性，

在降雨崩塌和山体滑坡灾害中，岩土层破坏的主要方

法是岩土层的结构破坏或岩土层表面土壤的塑性流动。

如果发生这种现象，极有可能导致坍塌和山体滑坡灾

害，并且可以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强烈的冲击，瞬间摧

毁建筑物，造成河流堵塞等。例如，2010年 6月 28日，

贵州乌镇大寨村经过长时间的降雨，发生了严重的山

体滑坡，造成 99人死亡，多人受伤。有学者在分析滑

坡灾害后认为，当地岩土层属于干砌结构，这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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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岩层在雨水浸泡后很容易松动，岩层内部出现大量

裂缝，导致了水楔作用的形成，一旦山体滑坡崩塌，

其威力是极其巨大的。

2.2 地震诱发

地震崩塌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会对当地岩土层结

构造成严重破坏，如破坏、脱离和剪切。岩土层结构

一旦遭到破坏，就容易发生崩塌。震惊世界的“5.12”

汶川地震后，大规模滑坡和崩塌主要发生在地震多发的

河流边坡结构中，如位于四川省绵竹县韩家大坪滑坡，

滑坡发生的岩层为中厚层石灰岩，体积为 4450×10米，

3.6公里长的文家沟发生山体滑坡，导致 48人直接死亡。

2.3 自然演变

在地质灾害的案例分析中，也有一部分是由于自

然演变所导致的，其原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因素，导

致岩土层长期发生物理与化学变化，导致岩土层内土

壤疏松，易受外力破坏变形，岩土层逐渐出现递进式

松动，与土壤位移和土壤蠕动一样，落石和碎石是自

然演化中最常见的两种自然灾害现象，例如 2004年 12

月 3日凌晨 3点 14分，贵州省纳雍县左家营村发生一

起岩石坍塌地质灾害，造成 44名仍在沉睡中的村民死

亡，多人受伤。地质灾害发生后，工作人员现场勘查

发现，坍塌岩层面积大约 4000立方米，坍塌高差 350米，

冲击长度 500米，坍塌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环境中

的岩石坍塌，导致岩体长期的水溶性和侵蚀性，使得

岩体出现大面积的裂缝和疏松，并且植被相对茂盛，

树木在发育过程中会使岩石出现根劈作用。

2.4 爆破震动诱发

爆破震动引起坍塌的主要原因是坍塌施工过程中

直接爆破产生的强大冲击力，使岩石产生极其强烈的

地震力，对岩土造成剧烈的疲劳性破坏，同时受到一

定的拉伸剪切力影响。例如 2007年 11月 20日上午 8

时 44分，在湖北省 318国道雷门寨隧道二期爆破作业

过程中，由于施工人员的操作失误，直接导致了地质

灾害的发生，造成 35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惨状。根据

地质灾害专业人员深入分析发现，事故最直接的原因

是爆破震动、岩石与母岩之间出现裂缝，造成了岩石

断裂和坍塌事故 [1]。

3 滑坡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3.1 滑坡防治原则

为了实现消除风险的目标，在泥石流地区的防治

中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必须要正确认识出现滑坡

地质的内在与外在因素。第二，必须注重滑坡地质地

区的灾害防治工作，将预防为主、管理为辅作为第一

要义，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第三，在开

展防治工作时，进行实地分析调研，针对不同的灾害

情况采取综合补救措施。第四，在管理过程中，有必

要进行小型管理，为实现早期管理，采取措施有效控

制灾害范围，减少损失扩大。在管理过程中，应注意

管理技术和措施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管理成本的合理

化应在能够实现预防和管理目标的前提下实现。为了

确保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管理的有效性，防止可能发生

的突发事件。让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或改变设计，

以达到项目管理的最佳效果。加强工程设施维护，确

保工程质量和使用寿命。

3.2 滑坡防治工程措施

在滑坡地质灾害防治过程中，可以分析滑坡地质

灾害的成因和诱发因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边坡

稳定性差，边坡本身不稳定；二是水对当地地质岩层

的影响。因此，为了降低滑坡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

我们将这两个因素作为防治滑坡的起点。在具体的防

治过程中，我们根据具体原因确定科学、合理的防治

措施。

3.2.1 利用排水方法进行滑坡治理

一般来说，地质灾害往往与水体的运动有密不可

分的关系，绝大多数的地质灾害都是水为主要因素 ,因

此不仅要注意地表水对坡面的影响，还要充分了解周

围水体对坡面的破坏。因此，排水对山体滑坡的稳定

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预防地质灾害时，采取适

当的技术措施来减少水对山坡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排放地表水和地下水是防治地质泥石流的有效方法。

首先是地表水的科学排放，合理排放地表水能够有效

避免泥石流等引发的地质灾害。防止外部地表水进入

山体滑坡区，可在山体滑坡边界处修建排水沟，在山

体滑坡外侧修建排水沟。通过切断排水沟，流入山体

滑坡区的地表水和雨水可以及时有效地排出，不仅能

够起到排水作用，还能减少降水对山体滑坡地区的影

响 [2]。在防治过程中，一般选用环形排水沟与树枝状排

水沟。另外，释放地下水。在排水过程中，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工程措施，调节滑坡周围地下水

中盲区的拦截和分流。对于富含地下水的浅层滑坡体，

可以使用支撑盲沟进行疏通。此外，一般方法还包括

垂直钻孔排水、竖井抽水以及隧道疏干等。

3.2.2 利用力学进行滑坡治理

在滑坡防治过程中，一般来说，可以选择通过减压、

减重、防滑加固、支护等措施，利用机械手段改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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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滑坡力学条件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种方法是减轻

山坡的重量，清除陡坡的超重部分，减少山坡的向下

作用力，从而达到降低山坡重心的目的，提高山坡的

稳定性；第二种方法是在滑坡区的陡坡脚下建造坚固

的护墙与挡土墙，护墙与挡土墙可以增强滑坡区滑坡

体的稳定性，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第三种方法是建

造钢筋桩或钢筋混凝土抗滑桩，提高地质灾害预防的

有效性；第四种方法是运用固结灌溉法，增强边坡的

土壤强度，增加边坡的重力平衡条件，恢复边坡的稳

定性 [3]。

3.2.3 科学组合防治措施，增强滑坡防治成效

在进行灾害预防工作中，抗滑桩、预应力锚索抗

滑桩等设备具有快速恢复和相应增强抗滑能力的优点，

可以提高滑坡的稳定性并有效利用它们，尤其是在抗

滑过程中。一般来说，这种方法普遍运用到中小型滑

坡中，在滑坡中使用防滑墙通常设置在泥石流前方的

剪出口处。防滑挡土墙一般采用水泥结构和素砼结构，

抗滑桩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其抗滑能力强，在

实际的施工环节能够使得滑坡稳定性影响降到最低，

从而有效增强了施工过程的稳定性，取得了良好的施

工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对中大型滑坡的科学

管理。现阶段采用单排桩和排架桩、钢架式桩墙等进

行滑坡控制。对于悬臂段较大的滑坡，通常在处理初

期选择锚索抗滑桩，使用增设锚索的方法来减少抗滑

桩锚段的长度和相应的横截面尺寸 [4]。

此外，为了达到提高抗滑能力的效果，需要科学

地采用改变滑坡形态的方法，具体达到改变滑坡形态

的目的，提高滑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了实现这一点，

首先，应该在滑坡的上部实施减重法。其次，科学利

用建筑支挡工程，可以在山体滑坡中部陡峭部分手动

削坡，从而降低边坡坡度。削坡后，土体可以压住边

坡坡脚，从而达到减坡效果，增加重力和摩擦力。最后，

合理利用抗滑片石垛，利用垒砌石块实现防滑支撑，

垒砌石块的应用可以保证挡土墙的可靠性，使滑坡更

加稳定，不仅可以防止中小规模的滑坡灾害，还可以

防止滑坡体的晃动。大坡度和陡坡的边坡很难施工。

3.3 加强滑坡防治管理措施

一些地区根据当地地质条件，设计并选择适当的

滑坡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在 A市建设加固工程也可以

有效防止滑坡地质灾害的发生。然而，仍有一些地区

的滑坡预防措施在后续使用过程中没有达到预期，主

要是由于后续的有效性。由于缺乏人力管理措施，为

了在未来的项目中获得有效的控制措施，要重视管理

措施的制定，制定科学有效的防滑管理措施。首先，

保护滑坡地区的自然生态，禁止在滑坡地区进行道路

维护和采矿活动，从源头上遏制该地区水土流失形势，

减少山体滑坡引发的地质灾害的发生。其次，严禁在

山体滑坡及周边保护区内砍伐树木，并且要开展植树

活动，保护生态环境，以此来减少该地区水土流失 [5]。

最后，要做好山体观测监测，定期对山体进行日常巡

查监测，实现对山体滑坡的监测。及时应对任何变化，

采取补救措施，降低山体滑坡引发地质灾害的概率。

3.4 加强宣传工作

地质灾害防治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还需

要加强对群众地质灾害防治的推广与宣传工作，提高

易出现地质灾害地区的居民防灾减灾意识，并适当普

及防灾知识，增强群众的防灾能力。加强宣传工作，

第一，要能够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渠道，做好汛前防灾

汛后减灾工作。第二，要开展挖掘、不合理施工等宣

传教育活动。山区易发生山体滑坡和地质灾害，应特别

注意偏远山区的教育和宣传，尤其是对当地人实施必要

的防灾避险教育，有效避免灾害发生而造成巨大损失。

4 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地质灾害问题突出，需要各部门

着重解决，对于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地质灾害，要

科学决策、综合治理，对于一些受人类活动威胁小的

山区等可采取简易挡土墙、防洪坝、导流坝等措施防

治地质灾害。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和工程活动强烈的地

区，采取挡土墙、锚杆防护带、排水口等工程措施与

植物相结合，泥石流造成的灾害主要是道路淤积和航

道冲刷，降低了房屋和交通的安全性，特别是需要通

过数值模拟考察雨季边坡和各种边坡的稳定性，同时

进行边坡加固和排水，处理不稳定的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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