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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地质灾害防治浅议 

陈喜昌 石胜伟 
(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 成都 610081) 

摘 要：本文根据斜坡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实例来阐明地质工作的重要性及对地质工作中容易发生歧见的一些问题的 

看法，此外，文中还介绍了一个新的市场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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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斜坡地质灾害 

防治问题将更加突出。中国西部山区的工程地质 

环境，在长期强烈的新构造运动和外动力地质作 

用下，原本就十分脆弱。因而，开展大规模经 

济一工程活动时更应该注意工程地质环境和生态 

环境的保护，防止诱发斜坡地质灾害。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突然发生斜坡失稳，常可 

造成人员伤亡和施工中断。若治理不当或不及 

时，还可能加重灾害或留下严重隐患。工程建设 

方、工程承建方和地质灾害治理单位之间也常因 

此而产生诸多的责任争议。由于受灾工程不能按 

原定期限竣工和交付使用，还可能引发与其它相 

关建设项 目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西部地质条件与气候条 

件差异极大，斜坡地质灾害的类型繁多，成因各 

异，影响因素复杂，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建立一套 

普遍适用的防治工程的勘查、设计与施工规范。 

目前，不少防治工程的市场运作还是套用土木工 

程的办法，其效果往往不甚理想。为此，一些工 

程建设部门 (特别是它的指挥机构)也在实践中 

不断地思考与探索。 

按照 “认识始于经验，知识源于实践”的观 

点，本文将结合以往的斜坡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 

实例谈一些粗浅认识与体会。 

2．关键的第一步 

给人治病，须先查明病因，防治斜坡地质灾 

害也是同样的道理。准确的地质判断是做好防治 

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但是，在以 

往的防治工作中，忽视地质工作，在未查明灾害 

成因之前即进行盲目治理的情况却并不鲜见，其 

结果可能是久治不愈或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护坡 

工程，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例如1963年汉 

(口)—丹 (江口)铁路老河口北的凤凰山段， 

因古滑坡复活，每天将铁道向汉江方向推移 

5em。有关部门立即组织了庞大的工程队伍，采 

用了多种抗滑措施都无济于事。而且，随着滑坡 

的发展，受灾范围也越来越大。后来求助于工程 

地质部门，很快便查明了边坡地质结构和滑坡复 

活的原因，仅采用很简易的措施，滑坡便稳定下 

来。又如大渡河某支流沿岸的一段公路边坡，自 

八十年代以来多次发生坡面泥石流和碎屑流。据 

1999年统计，在l0个月之内便发生20多次，零星 

落石更是经常发生。2000年春，出于运营的急迫 

需求，在尚未确切查明边坡结构和灾害成因之前 

便选定治理方案并施工。结果，当年秋季即再度 

“塌方”，并完全阻断公路。虽经及时疏通，仍 

造成了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 

当然，临危不乱，坚持按科学的程序办事的 

例子也不少，这里可举两个成功的范例： 

成 (都 )一雅 (安)高速公路K5l+835～ 

K52+1 90段左侧边坡，高逾50m，坡度达56度， 

在基本完成开挖之后出现了一些不稳定迹象。但 

若再度削坡，势必大幅度增加开挖量，施工难度 

较大并会影响路基等的施工而延长工期。为解决 

这一难题，有关部门首先从做好地质鉴定抓起， 

多次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调查与讨论。根据 

边坡地质结构与总体稳定性、变形破坏的成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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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等，结合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和施工条件，制定 

出顶面防渗与生物护坡为主的方案。这一方案不 

但避免了护坡工程与道路施工的相互干扰，又能 

促使边坡演化过程向良f生循环转化。既保证了原 

定的通车时间，又建成了稳定美观的生态型绿色 

高陡边坡，成为成雅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样板工 

程 。 

另一成功范例是内 (江 )一宜 (宾 )高速公 

路57km附近一段路堤的处理。该段路堤在施工 

期间曾发生小规模滑动，当时即进行了紧急处 

理。但由于缺乏对地下水的来龙去脉和最低滑面 

的准确判断，故在通车后第一个雨季又出现了大 

段路面开裂与下滑，时有断道危险。即便如此， 

为彻底根治病害，有关部门还是首先进行了详细 

的地质勘查，并邀请有关学会、设计院和监理部 

门的专家反复研究，最后才确定采用小口径组合 

抗滑桩方案。结果，在保证单车道通行的前提下 

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即完成了治理工程。 

由此可见，在地质灾害即将发生或发生之后 

的紧迫情况下也要遵循科学的工作程序，首先作 

好地质工作，才能 “对症下药”地制定出有效的 

防治方案和加快防治工作的速度。否则将可能 

“欲速则不达”。 

3．地质工作该怎样做? 

如果说地质工作是斜坡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关 

键的第一步，那么在紧迫情况下快速做好这一工 

作便是关键的关键。下面仅就几个容易被忽视和 

出现分歧的问题表明笔者的看法。 

3．1关于工作量 

鉴于各处斜坡的地质情况干变万化，而为防 

治灾害所进行的地质调查又是一项十分紧急的任 

务，这就需要抓住重点，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做出 

准确的地质判断。调查者应当充分利用已有的天 

然露头和人工露头，凭借自己的敏锐观察力和事 

前对区域工程地质条件的深人了解，便可赢得宝 

贵的时间。至于 “实物工作量”的多少应根据解 

决技术问题的实际需要而定，不宜作硬性规定。 

3．2对区域地质资料的分析研究 

囝 

一 段斜坡的范围虽小，但它总是和周围的山 

体工程地质条件和区域地质结构紧密联系的。许 

多形成斜坡地质灾害的隐蔽原因和影响因素需要 

通过对山体的和区域的地质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才容易发现。例如成都华建勘察工程公司在承 

担川藏公路二郎山隧道西引道旱桥滑坡的防治 

工程施工时，便通过这样的工作发现有区域性 

大断裂从该滑坡下通过，故而建议业主及时对 

原设计进行修改，加大锚固深度。后来的补充 

勘查和施工钻孔都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所以，要想及时准确的做出地质判断，事前多 

研究区域地质资料，现场调查适当放宽范围很 

有必要。 

3．3斜坡结构与变形破坏型式 

不同的斜坡地质结构具有不同的总体稳定 

性和变形破坏型式 ，这是确定防护工程类型与 

技术指标的最重要的前提 ，所以是必须查明 

的。以往便有人将拦截坡面碎屑流或粘性泥石 

流的方法加到稀性泥石流或洪流的防护工程上 

而遭至失败。也有人把防滑坡的护坡工程用在 

扩离一落石段边坡脚 ，结果毫无作用并可能加 

重灾害。足见对斜坡结构与变形破坏型式的判 

断是丝毫差错不得的。 

3．4稳定性定量评价及其它新方法 

斜坡稳定性定量评价方法和其它许多新技 

术新方法都可在工作中尽量试用 ，通过试用来 

推动其改进与成熟。但同时也要慎用 ，更不可 

迷信。因为大凡新的技术与方法都可能有不完 

善的地方，何况任何技术与方法 (无论是新的 

或旧的 )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而不可能是包治 

百病的 “万能药”。 

形成地质灾害的影响因素很多，边界条件 

往往也十分复杂，稳定性计算参数不易取准， 

获得各种参数的实验方法中也还有不少尚待解 

决的问题。所以，有些学者过分相信计算结果 

的观点并不可取。尤其在缺乏严密的定性分析 

的前提下做出的定量评价 (或量化分析 )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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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出现偏差，甚至是非常错误的结论。 

3．5勘查报告的形式与内容 

为防治斜坡地质灾害所进行的调查或勘查 

报告，其 目的主要是为制定防治方案和进行防 

治工程设计服务的。它必须为其提供充分的地 

质依据和必要的参数。但文字不宜太长，还要 

便于设计、施工和工程监理人员阅读理解。一 

般说来 ，应当包括区域地质背景 ，斜坡结构与 

稳定性评价 (含山体工程地质条件 )，护坡原 

则及护坡方案比选 (含相关的建议 )等内容。 

报告的附图附表也要方便设计人员应用。整个 

地质报告也可以与设计合并，作为设计书的一 

部分一并提交。 

4．市场运作的创新问题 

如前所述 ，准确的地质判断是成功地防治 

斜坡地质灾害的首要条件，也是大幅度节省治 

理经费的突破点。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再强的 

设计施工优势都难以发挥。在云南的一次滑坡 

治理工程的开标会上，由于对地质资料的认识 

不同，十多个投标单位的报价相差可达一倍。 

另一方面，有了准确的地质判断，如果在设计 

和施工中得不到正确理解与体现也同样难以达 

到预期的效果。如何才能组织和衔接好各个环 

节，让各方面的优势都能充分发挥呢?这就涉 

及市场运作的问题。 

斜坡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属地质工程而非一 

般的土木工程，然而 目前不少地方都按 “土木 

工程施工合同条款” (FIDIC条款 )进行市场运 

作。即先由业主选择单位进行地质勘查和设 

计，然后再进行工程施工的招投标。这种分段 

式的招投标方式多用于业主自己掌握有勘查、 

设计力量或有与之长期协作的勘查、设计队伍 

的情况。从效果看，有时也比较好。但有三个 

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在勘查、设计等关键环节 

上未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二是施工方对勘查结 

论和设计意图能否深透理解缺乏组织保证；随 

之而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如果防治工程失败， 

责任难以扯清。据以往对国际 (土木 )工程的 

统计显示，由地质资料引起的工程变更与索赔 

的比例最大。今天我们在地质工程的市场运作 

上简单套用 “FIDIC条款”的通常做法是否恰 

当，更加值得考虑。 

近年来在斜坡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实践 

中，重庆市奉节新县城建设指挥部采用了一种 

新的招投标方式 (可谓之 “奉节模式” )，即 

业主主要考虑工程的最终安全与经济效果 ，让 

每个投标单位自己去做勘查和设计，然后凭此 

参加施工竞标。对未中标单位，业主给予适当 

的经济补偿。这样就把竞标的重点前移 ，促使 

参加投标的单位重视和做好勘查设计工作。这 

样做，从表面看业主可能多花一点勘查、设计 

费用，但却能避免因方案欠佳所造成的巨大损 

失。例如成都华建勘察工程公司在每次竞标过 

程中都要对同一标段中地质条件即使只有微小 

差异的部位分别进行研究、计算和处理 ，以便 

在保证安全、美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 

工程量和降低造价。这样做的第二个好处是， 

即使施工中出现 了原来未预见到的情况和问 

题 ，承包方也会主动找 自己的勘察 、设计人员 

及时加以解决，建设方则省了许多协调工作。 

此外，承包方须对防治工程的最终效果负责， 

毫无相互推委的余地，更不可能以地质资料不 

准为由向业主索赔。 

5．结论 

斜坡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是地质工程而不是 

土木工程的观点正被越来越多的工程管理人员 

和工程技术人员所接受。随着中国西部山区大 

规模建设的进一步开展，人们的认识还将不断 

深化，在管理方式和技术方法上还会有更多的 

改进与创新。实践是知识的源泉，在我们过去 

的斜坡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实践中，有成功的 

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但这些都是促成我们 

提高认识的宝贵财富。毫无疑问，伴随我们今 

天的成功经验，仍然难免会有教训，只不过我 

们不应再重复过去的教训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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