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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 vast land area, and the probability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occurring in different regions may vary greatly due to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errain,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etc. However, the probability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occurring on high and steep 
rock	slopes	is	generally	relatively	high,	which	can	easily	cause	significant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geological disaster survey and design work on high and steep rock slopes can smoothly promote geological disaster survey and 
prevention work, provide more guarantees for geological disaster risk avoidance and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safe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points of geological disaster survey and design on high and steep rock slopes, as well as the measures for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n high and steep rock slope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more references and lessons can be provided for relevant units, Effectively implement geological hazard survey and design 
work for high and steep rock slopes, and improve desig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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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国土面积广阔，不同地区受地势地形、气候特点等多重因素影响地质灾害出现的概率也会出现较大的偏差，但是高陡
岩质边坡出现地质灾害的概率是普遍相对较大的，很容易会因此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有效落实高陡岩质边
坡地质灾害勘察设计工作则可以顺利推进地质灾害勘察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为地质灾害风险规避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安全
提供更多保障。论文从高陡岩质地质灾害勘察设计要点和高陡岩质边坡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等多个维度展开论述，希望通过
探讨和分析可以为相关单位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鉴，有效落实高陡岩质边坡地质灾害勘察设计工作，提高设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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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陡岩质边坡地形复杂，存在较多的隐性裂缝，其整

体稳定性是相对较差的，因此很容易会引发地质灾害，进而

带来较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外，岩石的软硬程度对

于地质灾害出现的概率以及地质灾害所造成的危害与影响

也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通过地质灾害勘

察设计工作的有效落实获得更加完整全面的信息数据，为后

续地质灾害风险防治提供更多的助力和保障，在高陡岩质边

坡地质灾害勘察设计的过程中应当抓住以下几个要点，提高

勘察设计质量和设计水准。

2 高陡岩质边坡地质灾害勘察设计要点

2.1 合理布设勘探点
勘探点设计是地质灾害勘察设计的基础环节也是首要

环节，对于地质勘察能否获得完整、全面的信息数据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勘察点设计的过程中应当关注以下几个

问题，保障勘察点设计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针对性：

首先，在勘察点布设的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岩土工

程勘察规范》等相应的规定标准明确勘察点布设要求，例如

勘察点布设数量、布设位置等等，确保勘察点布设的规范性。

例如在某高陡岩质边坡勘察设计项目当中共设计了 82 个勘

察点，钻孔间距控制在 11~15m 的阈值范围内，但是需要注

意的是钻孔间距并非一成不变的，需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做

出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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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勘察点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做好孔深设计，只

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明确岩层分布情况，分析地质灾害出现

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在孔深设计的过程中可以从控制性

孔深度和一般性钻孔深度两个维度展开分析。而在孔深数值

确定的过程中可以从基础埋深和基础宽度两个维度进行计

算，得出准确且有效的钻孔勘探深度数值，为接下来勘探作

业的开展提供更多的助力和保障。此外，在孔深分析的过程

中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内容则是为了获得更加完整全面的信

息数据，需要确保控制性钻孔数达到总孔数的 30% 以上，

在钻孔取样的过程中还需要科学选择仪器设备，在提高钻探

取样效率的同时提高取样质量。

最后，在勘探点设计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工程测量规范》

等相应的规范要求做好定位测量，并控制定位误差和标高误

差，确保前者数值小于 0.1m，后者数值小于 0.05m。

2.2 合理选择勘察技术
科学选择勘察技术对于提高勘察效率和勘察质量甚至

降低勘察成本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地质灾害勘

察设计的重点与核心，而在高陡岩质边坡地质灾害勘察工作

落实的过程中常见的勘察技术为钻探技术，在钻探设计的过

程中可以关注以下几点问题，保障钻探技术应用的科学性、

有效性和针对性：

首先，如果勘探区域在卵石层以上，主要构成为粉质

黏土、粉土，这时则可以采用干打冲击工艺，通过铜管进尺

取芯，完成定性定量分析，并通过标准贯入测试和取样工作

的落实获得完整的数据信息。

其次，如果勘探区域为卵石层，这时则可以通过动力

触探测试方法获得完整的信息和数据，通过触探进尺有效分

析卵石层的密实程度和均匀性，判断其承载力和变形特征，

配合地质钻孔进行地质分析，判断地质灾害出现的可能性及

所带来的危害和影响。

最后，如果想要通过钻探作业更好地明确基岩土的特

性及分布特征，进而为土层划分提供明确的参考，这时则可

以引入 XY-100 型液压回转钻机，通过回转钻进工艺的有效

应用获得完整的数据 [1]。

2.3 取样、室内实验及原位测试
取样、室内实验和原位测试是地质灾害勘察的重点与

核心，保证取样、原位测试、室内实验等相应工作落实的规

范性和科学性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从取样的角度来分析，需要在取样之前收集完

整的数据信息，更好地明确勘测区域的地质特点、土质特征，

在避免对土壤产生较大扰动的同时完成取样工作，并且确保

所采取的样品具备较高的代表性、可以较好地反馈该地区的

地质特点，进而为地质灾害出现的可能性分析提供更多的

信息参考，在取样结束之后需要明确样品保存及运输要点，

并且控制样品运送周期，在规定的周期内将样品转送至实

验室。

第二，原位测试。在原位测试开展的过程中可以紧抓

标准贯入测试和动力触探测试两大关键要点展开分析，通过

标准贯入测试来判断样品液化的可能性以及土层的承载力。

通过动力触探测试来判断该地区软石层的密实程度、荷载能

力及变形模量。如表 1 所示，为某地质灾害勘察设计后确定

的预计工作量统计表。相关工作人员需要紧抓测量放孔、钻

探孔、控制性钻孔、预计钻探进尺、不扰动样、扰动样、水

样和土腐性样、标准贯入试验、波速测试等相应关键要点，

保障勘察设计的完整性、可靠性与有效性 [2]。

表 1 某地质灾害勘察项目预计工作量统计表

2.4 高陡岩质边坡地质灾害风险性评估
风险性评估是为了判断该地区可能出现地质灾害的几

率以及地质灾害所带来的影响和损失，这也是高陡岩质边坡

地质灾害勘察设计的目标之一，而在风险性评估的过程中需

要关注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需要结合实验数据和已有的地质灾害数据更好

的评估和分析该地区的环境条件，判断可能出现地质灾害的

概率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还有不同隐患点的危险程

度，通过定性和半定量分析的方式确定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

分区。

第二，高陡岩质边坡地质灾害的构成是相对而言较为

复杂的，因此在危险性分析的过程中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评

价，对评价要素进行完善，尤其是危害程度分析要件必须做

出精细化调整，从受威胁人口数、潜在经济损失程度等多个

维度对评价要素进行调整。如表 2 所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分

区评估标准，相关工作人员需要从危险性分级、地质环境条

件复杂性程度、危险性程度、灾害点密度、灾害点规模、受

威胁对象、潜在经济损失等多个维度来进行危险性分区，为

后续地质灾害风险规避和防治提供更多的信息参考与数据

支持 [3]。

表 2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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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陡岩质边坡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地质灾害勘察设计的最终目标是更好地预防高陡岩质

边坡地质灾害的出现概率和在地质灾害出现以后，通过防控

措施最大化地降低所带来的影响和损失，进而更好地保障周

边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因此在获得准确完整数据信

息的基础之上明确地质灾害防治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可以紧

抓以下几个要点做出优化和调整：

首先，需要做好信息数据的收集、整合和分析，判断

高陡岩质边坡是否存在稳定性相对较差或者已经出现松动

的地区，如果存在该类问题要及时通过清除工作的有效落实

来更好地降低其所带来的影响和损失，避免因为岩石松动、

稳定性相对较差进而出现坠落等相应问题。

其次，高陡岩质边坡地质灾害往往会受到地表水和地

下水因素的影响进而引发滑坡、崩塌等相应地质灾害问题，

带来较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此有效落实排水工作是

十分必要的，这可以有效避免因为地表水地下水侵蚀或水压

过大进而导致边坡稳定性受到较大影响出现地质结构崩塌

的情况。相关单位工作人员需要结合该地区的地质特点、水

文特点、气候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排水设计做出适当

的调整和完善，提高排水能力，最大化地降低地表水和地下

水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排水沟与边坡

泄水孔的科学设计来提高排水能力和排水效果 [4]。

再次，可以通过人工构筑物设计和建设来更好地保障

边坡稳定性，这也需要结合边坡的地质条件分析客观因素和

人为因素对于边坡稳定性所产生的影响，锁定地质灾害风险

的构成原因，从多个维度、多个角度对人工构筑物设计做出

适当调整和优化。通过人工构筑物建设来更好地保障边坡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

最后，因为高陡岩质边坡的地质结构稳定性相对较差，

因此很容易会出现地质灾害，而在防治工作落实的过程中除

了需要关注地质灾害出现的可能性、降低地质灾害出现概率

以外，还需要分析能否通过生态手段的应用，在利用绿色植

被根系稳定水土的作用和功能提高边坡稳定性的同时，通过

绿色植物的种植更好地恢复生态系统、保证生态平衡。这就

需要在生态技术应用之前做好气候数据、土质土壤数据的收

集整合，明确该地区的客观条件和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之上

分析不同植被的生长需求，科学选择种植植被，确保客观环

境与植被生长需求相吻合，提高植被存活率，在降低生态修

复成本、保障边坡稳定性的同时更好地保障生态修复技术的

应用效果 [5]。

4 结语

高陡岩质边坡是地质灾害高发区域，很容易会因为客

观因素、人为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引发崩塌、滑坡等相应

地质灾害，进而带来较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有效

落实地质灾害勘察设计则可以获得完整全面的信息数据，为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信息参考与数据支持，

相关工作人员在勘察设计工作落实的过程中必须秉承着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紧抓勘察设计、

勘察技术设计、取样、室内实验、原位测试以及危险性评估

等相应关键要点对勘察设计做出有效优化和调整，保证勘

察设计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针对性，进而获得更加完整、全

面的信息数据，为后续地质灾害风险防治提供更多的帮助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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