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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slide geological disasters will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area, leading to various hidden dangers of surrounding 
buildings and roads, and then threaten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reasonable means 
to gradually promote the geological disaster control project, to ensur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landslide control work,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ndslide	control,	and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points of geological disaster control engineering, mainly discusses the landslide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in geological 
disaster control engineering,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construction point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of geological disaster engineering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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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滑坡地质灾害会对周边区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导致周边建筑以及道路等出现各种隐患，进而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
此需采取合理化的手段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逐步推进，确保滑坡治理工作有序开展，提升滑坡治理效能，保障民众生命安
全和财物安全。基于此，论文首先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要点进行了分析，重点探讨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的滑坡治理
对策，根据相关的施工要点提出合理建议，并对地质灾害工程的质量控制措施提出了相关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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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滑坡是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的重要内容，需要采取合

理化手段将相关工作扎实落实，以便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基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分析，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施工环节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滑坡治理的成效并不突

出。还需从根本上详细分析，在全面了解施工要点的基础上

制定出可靠的实践方案，促使滑坡治理更加到位。

2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施工要点

2.1 排水设计
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包含着地下排水工程以及地

表排水工程，在具体设计的环节要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还要

详细分析地表排水与地下排水的差异。相关工作人员应科学

地控制排水系统的各个沟段，合理划分汇流区域，以保证排

水沟的过流能力进一步提高。比如在开展地表汇水流量设计

工作时，相关人员要分析参数计算的方法，应从径流系数以

及降雨强度等多个方面加以判断。若是设计地下排水工程，

则要科学地控制盲沟以及隧洞等特殊区域的施工过程，要保

证相应的施工效果与要求相符 [1]。

2.2 抗滑桩设计
抗滑桩是滑坡治理工作中至关重要的支撑条件，在布

置抗滑桩的环节，应分析截面尺寸以及桩长等，相对常见的

形式包括圆形以及矩形等。在抗滑桩工程方案设计阶段，要

根据滑坡的情况加以分析，还要了解布局形态以及结构的实

际状况。如矩形抗滑桩的桩间距控制在 10m，则桩体最小边

宽度应在 1.25m 以上；圆形抗滑桩直径在 0.6m 以上，桩间

距则是桩直径的 3 倍。工作人员必须了解抗滑桩的特殊性，

根据设计标准落实好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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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抗滑锚杆挡墙设计
在设计锚杆的过程中，相关人员要详细分析滑坡的形

态，根据具体程度确定适宜的锚杆，比如自由锚杆和压力分

散锚杆等，这样才能满足实际需求，也能让滑坡治理的成效

实现最大化。在抗滑挡墙设计期间，应密切协调防护工程，

将排水工程以及护坡等工作同步推进，以便发挥出最佳的防

护作用。在具体设计的过程中，要详细分析区域情况，还要

根据其他地质灾害出现的可能性加以判断，以便确定最佳的

应对措施，使得地质灾害治理及时到位，防范滑坡引发的严

重后果。

3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的滑坡治理对策

滑坡危害面积较广，会波及周边建筑物以及群众生命

安全，需要通过合理化的手段积极应对，将滑坡治理到位，

使得此类地质灾害发生频率降至最低。在开展治理工作时，

应落实好基础的调查工作，还要从抗滑挡土墙以及锚固法等

多个施工方法上着手分析，确定适宜的实践方案，让滑坡地

质灾害得到有效控制。

3.1 了解滑坡体情况
若是滑坡高度在 15m 以下，坡面长度在 50m 以下，可

视为小规模土质滑坡，此类滑坡并不会向两边扩张，也不容

易持续向上。在实际处理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土方工作量，

当完全挖出之后，可以有效防范滑坡引发的地质灾害，也能

及时清除滑坡体，保证周边区域的稳固性 [2]。通过详细了解

滑坡体的基本状态，可以确定相关的应对措施，也能在全面

了解其他隐患的基础上制定出防范对策，使得滑坡地质灾害

得到有效控制，避免产生负面影响，给相关工序的推进造成

阻碍。

3.2 抗滑挡土墙
抗滑挡土墙更适合运用到中小型滑坡治理工程中，通

过科学设置挡土墙以及片石垛，使得滑坡治理效果达到最

佳。在灾害治理环节，还需将基础装置及时加设到位，保证

基岩上以及下方硬岩的位置都能合理地控制起来，避免存在

安全隐患。重力挡土墙是滑坡治理环节相对常见的措施，在

20 世纪 50 年代被广泛运用起来。为了达到更加理想的效果，

在选择此类治理措施还需搭配预应力锚杆以及加筋挡土墙

等，使得挡土的效果进一步提升，降低滑坡产生的负面影响。

3.3 锚固法
锚固法重点利用了锚杆以及预应力锚索让滑坡更加稳

固，进而控制滑坡灾害构成的威胁。锚固法治理滑坡体现出

一定的便利性，且不需要投入过多的成本，施工周期较短，

在运用相关的举措时可以搭配锚杆加固等措施，使得滑坡治

理更加到位。在治理岩质滑坡的环节，应将预应力锚索划分

出三个部分，分别是内铆固定、外铆固定、自由段，内铆固

段又能进一步细化出机械铆固段、粘接铆固段。目前来说，

在治理滑坡的过程中往往会采取孔壁、铆索相黏结的方法。

3.4 改善土质
出现滑坡地质灾害的原因是土质本身存在着安全隐患，

若是受到外力以及环境的影响，便会出现一系列事故，进而

威胁到周边建筑物以及区域环境的安全。通过适当优化和改

善土质，能够在源头上起到防范效果。对土质适当的处理，

能够将滑坡危害性降至最低，同时也能进一步强化土质的利

用实效，保证滑坡体更加稳固，以免产生严重的后果。改善

土质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化学加固以及爆破等多种手段，其中

最为常见的方式就是化学加固法。通过巩固岩体以及注入水

泥砂浆，使得地基承载力进一步强化，科学防范滑坡地质灾

害，降低负面影响 [3]。在工程项目施工阶段，必须看重滑坡

地质灾害的区域情况，还要对周边的地质构造详细分析，以

便采取的治理措施符合标准，避免埋下其他安全隐患，威胁

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现场图见图 1。

图 1 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现场图

3.5 减重反压法
治理过程中，由于边坡上方的稳定性不足，会使滑坡

呈现上陡下缓的状态，若是未能进行科学的防范，则会引发

大面积滑坡问题，应重视坡顶挖方的减重反压法，使得滑坡

治理效果达到最佳。在具体实践的环节，由于前缘位置设置

了片石垛，因此可以结合相关手段让反压加载更加到位，进

一步强化抗滑位置的土重，使得边坡更加稳固与安全，有效

防范地质灾害。

3.6 综合化治理
引发滑坡地质灾害的原因较多，在治理环节若采取的

方式方法不合理，将会影响到整体的成效，还会埋下其他的

安全隐患。在治理滑坡前期，设计人员要详细分析滑坡类型

和规模，通过科学规划与分析，确保设计更加到位。滑坡周

边的建筑分布以及地质情况也要详细分析，在综合治理中合

理利用获取的数据信息，确定最佳的滑坡处理手段。目前，

综合治理阶段常用到抗滑挡墙和减压反重融合、抗滑挡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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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滑桩融合、抗滑桩和明洞融合等举措，获取了理想的治理

成果，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滑坡等地质灾害成因解析图见图 2。

图 2 滑坡等地质灾害成因解析图

4 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质量控制思路

近些年，滑坡地质灾害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

成极大威胁，同时也危害到国家以及社会的稳定，要重视相

关的应对举措。面对滑坡地质灾害，应进行全面细致分析，

使滑坡地质灾害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优化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工序。在开展的环节，必须注重质量控制的细节，掌握详细

的思路，确保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到位。

4.1 施工前期
为了更好地优化滑坡地质灾害治理成果，需要落实好

前期的准备工作，要进一步提升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保证

其具备基本的安全意识。在项目实施之前，还要开展必要的

培训活动，使施工人员掌握实践要领，确保滑坡治理的质量

水平稳步提高。另外，也要注重施工方案的优化与完善，通

过融入先进的技术和工艺，使得资源配置更加严谨，让相应

的作业成果得以优化。领导小组还需落实好全面的监督管理

工作，设定出可靠的目标，使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任务

有序推进 [4]。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有着严格的要求，若是

选择的方式方法不够合理，将会影响到后续活动的推进，也

会给其他工作的开展埋下隐患。应从施工前期的准备工作展

开分析，为后续的施工与竣工创造良好条件。

4.2 施工阶段
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可以适当运用预制装配施工技

术，这对优化施工成果具有较大帮助，同时也能更好地提升

施工速度，保证相关项目在规定工期内完成。若是滑坡地质

灾害覆盖面较广，可以合理配置不同主体的力量，让相关工

作持续推进，特别是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让相关人员

接受专业培训与指导，使得项目质量成果达到要求。严格落

实验收工作，对成品以及半成品详细分析，把控验收环节并

完成取样审核，在审核通过之后才可开展后续的工作。竣工

阶段还要遵循主要的控制线，将材料供应以及业内管理等有

序衔接，使得项目整体质量得以保障。如果项目中涉及抗滑

桩浇灌操作，应避免使用极易出现离析现象的混凝土，要采

取分层浇筑和分层捣实的手段，保证材料配比符合要求 [5]。

4.3 竣工阶段
工程项目施工竣工阶段，要通过质量保障体系来推进

后续的任务，使得质量验收更加到位，防范可能出现的质量

问题。着重关注滑坡的演变态势，要通过动态手段实现全方

位的管控，保证更好地控制滑坡地质灾害的负面影响。在相

关工作开展环节，应明确竣工阶段的验收标准，要遵循国家

颁布的相关政策扎实推进检验工作，使得项目质量达到要

求，防范滑坡地质灾害构成的威胁。滑坡地质灾害能够产生

巨大的影响，对各方主体构成威胁，使得国家发展以及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面对重重阻碍。

5 结语

综上所述，应重视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实际情况，

要采取合理化施工手段，让相关项目有序推进，科学防范滑

坡造成的损失。通过论文的详细分析，了解到滑坡地质灾害

治理工程的措施，在阐述相关施工要点和质量控制措施的基

础上，总结出实践方案，希望发挥出参考价值，给滑坡治理

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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