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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ype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mainly	include	landslides,	debris	flows,	etc.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domes-
tic economy has been constantly developing, the scope of human activities has been constantly expanding to mountainous areas, and all kinds of 
geotechnic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resources are constantly developed, so geological disasters occur from time to time. This not only causes 
damage to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surrounding the project, but also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people’s economic property and life safety. There-
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cause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and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the	disaster	losses.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various	geotechnical	geological	disasters,	analyzes	their	
caus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uggest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 value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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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岩土工程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包括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向山
区扩展，各类岩土建设工程项目和资源不断被开发，因此地质灾害时有发生。这不仅对工程周边的地质条件产生了破坏，
还给人们的经济财产和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因此，要对岩土工程的地质灾害做好成因勘察和防治工作，采取有效措
施减小灾害损失。论文简单对各类岩土工程地质灾害进行介绍，分析其产生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防治建议，以期为防治工
作者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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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建设工

程项目的资源开发。过度开发使得地质环境遭受了一定程度

的破坏，造成了严重地质灾害的频发，具体表现为地表上的

岩体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一

般来说，地质灾害多发于地质条件较为薄弱的地区，会造成

房屋破坏、农田摧毁、人员伤亡等严重后果，给当地带来了

巨大的损失。所以，要高度重视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安全问

题，对地质灾害进行详细地勘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在

必要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2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类型和成因

为了有效减少岩土工程建设过程中地质灾害的发生、

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相关工程人员要对岩土工程建设

过程中，可能造成的地质灾害的类型和成因进行有效总结和

分析，结合实际工程的具体情况为后续的防治工作做好准

备。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岩土工程地质灾害。

2.1 山体滑坡
山体滑坡通常发生在一些具有一定坡度的山体上，当

山体受到外界的压力稳定性被破坏后，斜坡上的岩体和土块

会出现滑坡的现象，比较常见的就是地震或持续性大面积降

雨会导致山体滑坡 [1]。另外，山体滑坡的类型根据其形成的

原因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根据构成山体滑坡的物质组成成分不同，可以

分为黄土滑坡、黏性土滑坡以及岩石滑坡；

第二，根据构成山体滑坡的水分含量，分为块体滑坡、

塑性滑坡以及塑流性滑坡；

第三，根据滑坡主滑面以及层面结构，可以分为顺层

滑坡、切层滑坡和匀质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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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面塌陷
地面塌陷指地面发生了下沉和崩塌，外界环境和人为

的破坏都会造成地面塌陷的情况出现，通常出现地面塌陷都

是由于人们无节制地开采地下水或者地下资源导致。这是因

为地下结构由于过度开采遭受到了破坏，尤其是一些特殊地

区的地下岩浆活动较为活跃，让整个地质的状况非常不稳

定，严重的话，会让整个地面塌陷的程度加重。

2.3 泥石流
泥石流一般是由于暴雨天气，大量雨水的冲刷，让坡

体表面的石块和泥沙伴随着雨水的走势形成了洪流，所以被

称为泥石流。泥石流一般发生在山沟地区，产生的主要原因

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人类大量砍伐树木，导致土壤少了植被根系的

抓力，当发生暴雨时，由于山体的土质疏松，很容易被冲刷

带走大量石块和泥沙，形成泥石流；

第二，人类对荒地的大肆开发，严重破坏了山体的地

质结构，一旦发生暴雨，很容易发生泥石流。

2.4 山体崩塌
由于岩土地质工程的建设，导致岩土表面会出现很多

裂缝，让这片山体被分割成很多的岩土体。这就导致岩土结

构的承载力和稳定性大大降低，当出现外力作用时，这些岩

土体会分割瓦解，发生突然的崩塌和滑落，堆积在坡脚下。

严重的可以让地面的建筑和山体设施直接被摧毁，造成严重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类地质灾害多发生在开采矿产、

蓄水、开挖边坡等，未经控制直接开采导致对山根造成破坏

和随意堆放的工程 [2]。

3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防治技术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大多都是人为造成的，因此可以对

此工程进行有效地防治，采用先进的防治技术，有效排除岩

土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隐患。

3.1 关于山体滑坡的防治技术
山体滑坡一般出现在斜坡、地震带等存在较大高度差

距的峡谷位置，所以技术人员应该改善边坡岩土的前缘跛脚

部位或者是减小水对边坡的影响。

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工程技术措施来改善边坡岩土的

前缘跛脚部位，以此提高边坡岩土体的抗滑力，减小滑动，

一般通过建立抗滑挡土墙来实现。抗滑挡墙的存在形式有很

多种，但无一例外都是要满足不滑动、无较大沉降变形等要

求，具有良好的强度。另外，要保障挡土墙的安全性能可以

达到性能标准。例如，对挡土墙进行土压计算，由计算结果

比较产生的滑坡推力和主动土压力的大小，选择最大值作为

挡墙的土压力荷载。

减小水对边坡的影响一般采用截水排水的方法，关键在

于减小水流的渗透压，避免渗流遭到破坏，减少水压的冲刷

破坏力。具体通过截水、防水、排水三个步骤对地表进行排水：

一是截水，指的是将滑坡以外存在的地表水，在滑

坡的外缘处设置截水沟对雨水进行拦截和旁引，避免渗透

坡体。

二是防水，一般指的是处在坡体范围内的降水和地表

水。通过在坡体表面种植大量绿化或者是喷一层混凝土的方

式，防止雨水渗入到坡体。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要整平地面、

填塞裂缝和修筑隔渗层。

三是排水，通过充分应用坡体周围的自然沟谷，修建

排水沟系，在滑坡体前缘的挡墙上增加泄水孔，让地表水第

一时间排出，减少渗入。

四是要做好格构锚索护坡工程，其实就是做好锚固支

护，一般是对滑坡体进行分级放坡，通过选择合适预应力和

普通砂浆的锚杆，配合抗滑桩、桩板式挡土结构和破面喷混

凝土，以达到防治山体滑坡的效果 [3]。

3.2 关于地面塌陷和山体崩塌的防治技术
地面塌陷和山体崩塌很多是由于人类对山体的过度开

采使得山体的结构遭受到了破坏，因此要做好地基的加固，

提高地质结构的稳定性。技术人员要利用科学的手段，对岩

体进行详细勘察和精确计算，深入了解地质的结构情况，严

格规范施工程序，具体可以通过夯实法、预压法等加固技术，

提升地基结构的稳定性。常用的科学技术手段为 SNS 柔性

拦石网技术，这是一项新兴技术，可以满足地面塌陷的防治

要求。此外，将黏性较大的土层进行加固的技术还有网格法、

电化学法、灌浆法等。

3.3 关于泥石流的防治技术
面对泥石流灾害，首先要做的就是避让。一般来说，

在沟谷的下游地区设置导排沟，就可以让泥石流区域的沙石

进行分流和排放，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危害 [4]。对于泥石

流中较大的一些石块，要学会利用机械进行拦截和处理，防

止沙石堆积。而在泥石流的下游地区，技术人员要设置停淤

场来收集泥块和泥沙，有效控制泥石流造成的冲击，方便后

续工作的开展。这样一来，既能够有效防护泥石流灾害给岩

土工程建设带来的不便之处，也能减少工程经济损失，帮助

岩土工程的顺利开展。

4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防治建议

岩土工程的地质灾害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对当地经济发展建设有很大的影响。为了让岩土地质灾害的

防治得到更广泛地普及，得到更全面的防治，笔者提出以下

几点综合防治建议。

4.1 建立一套完善的预警预报系统
现如今信息技术十分发达，应该要加强建设和完善群

众监测网络，建立一套完善的预警预报系统，加强基层综合

防治信息系统的技术管理人员的培训，让基层群众全民参与

到岩土地质灾害应急处理的演练活动中来，为可能出现的地

质灾害提前做好准备。此外，预警预报系统也能够及时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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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范围内潜藏的灾害信息，做好信息的收集、分析和整理

工作，帮助地质部门深入了解地质灾害信息。当面临地质灾

害的时候，也能够做到及时撤退并对灾害后的现场做好详细

的调查和处理，达到防治与预控目的 [5]。

4.2 政府要支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首先，要提高对岩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宣传力度，

普及地质灾害的严重性，做到全民都具备一定的防灾减灾

意识。

其次，各级政府要建立一个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机构，

安排专业的技术人员专管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更高效地完

成和降低地质灾害防治任务和危险。

最后，政府要组织建立自然资源、气象、水利等相关

部门的协同合作，共同对岩土地质灾害进行防治和管理。

4.3 加强植被造林
加强植被造林具体包括了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目

的在于通过植物的作用和功能发挥预防和控制地质灾害的

作用。

首先，植物的根系有很强的抓附力，可以将土质牢牢

地固定在岩体表面，避免流失。

其次，山体中含有的炭质泥岩可以给植物提供很好的

养料，碳氮元素会被植物很好地吸收，大大缓解了膨胀现象

的产生。

再次，植被可以吸收大量的水分，减小雨水对岩体的

渗透，让土质结构保持良好的稳定性。

最后，对美化环境，提高空气质量也有很好的效果。

4.4 做好灾害避让措施
众所周知，岩土工程地质灾害大多发生在雨季，因此，

相关技术人员可以在实际工程中提前做好地质灾害的应急

避让措施，科学制定地质灾害的防御方案，有效降低岩土工

程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降低损失。具体的措施如下：

第一，雨天避让措施。要根据雨天可能带来的地质灾

害做好相应的避让转移措施，采取就近点转移的形式完成安

全转移。

第二，搬迁避让措施。当预测到可能即将有大型地质

灾害发生时，政府要组织周边的住户进行搬迁，出资在安全

的位置建立房屋让受灾住户住进去，并把原来的住房拆除

掉，这对避让灾害有十分巨大且明显的作用。

4.5 加强新技术的投入使用
为了让岩土工程地质灾害能够得到有效的防治，技术

人员要加强投入对新技术的研究和使用。例如，对地质灾害

的勘察工作，野外地质调查一般采用定点调查，利用手持

GPS 和罗盘综合定位，勾绘地质界限，并对现场进行拍照，

做好水文地质信息、地质灾害地貌信息、地质周边环境的记

录。工程测量一般运用全站仪展开测量任务，主要测量的是

勘察区的一级导线测量、定位测量、地形图测量、高程控制

测量、剖面测量等，都要严格按照技术规定规范进行，测量

精度要满足勘察的技术要求。工程钻探一般采用北探 XY-1

型地质钻机。勘探点线间距布置要符合规范要求，线间距一

般是 20~22m，点间距一般是 16~40m。采用干钻穿滑动进

入滑床，求得土层的密实度，后用后壁取土器静压法取样，

及时封样、送样。

新技术的投入使用大大保障了对地质灾害信息采集的

准确性，有利于移动遥感技术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处理并

建立准确的模型。另外，对各类地质灾害未来的状态和发展

趋势也可以进行精准判断和预测，提高防控效率。

5 结语

综上所述，岩土地质灾害的发生会给整个社会造成严

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因此必须对岩土地质灾害的防治

引起强烈重视。从上文所叙述的各类岩土地质灾害的形成机

理可以看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是造成各类岩土地质灾害

的主要原因。自然因素我们无法控制，只能尽可能地做好防

范工作，对需要开展的岩土工程展开勘测和预测，并做好相

关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但是人为因素我们是可以避免的，

就应该对此尽最大的努力，不乱砍滥伐，不破坏岩体的土质

结构，对一些建设工程项目做好基础防护，保护当地的自然

环境。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有效避免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发

生，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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