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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巖土工程事业高速发展背景下,新颖、多样化的岩土技术在土木工程建设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妥善解决岩土工程建设中出现的

各类问题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建筑成本逐渐增加、工程质量不合格,以及地质灾害频频发生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会给岩土工程的进

一步发展带来重重制约,更严重的是会给周围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诸多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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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原因 

我国目前 常见的岩土工程地质灾害主要有滑坡、泥石流、崩塌、地

表变形等,下面将对几种常见的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类型成因进行分析。 

泥石流发生时的状态表现为洪流形式,主要是因为大量的降水造成山

坡地带以及坡度存在的沟谷地形中土质较为疏松的地质条件下,大量泥沙

碎石等物质与洪水混合后形成洪流,由上而下快速冲刷堆积。泥石流产生

的主要原因从表面来看是由于对土壤植被保护不力,如乱砍乱发、不合理

开挖地表及山坡,造成土质疏松、植被覆盖率低,从而造成的水土流失。当

这种情况遇上大量的雨水后,由于地形地势的特殊性,从而造成洪流。 

在多种地质灾害中,滑坡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其成因主要是由于坡体

斜度的存在,以及坡体上岩石土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从而沿具有坡度

的坡体较为松软的一面产生的部分或大部分整体滑移的现象。对滑坡的成

因进行分析后,可以得知造成滑坡的 主要因素是大量的水对坡体进行浸

泡或冲刷后,使坡体内部出现空隙后岩土或土体受到外力影响大面积下

滑。另外地震造成的震动也容易造成滑坡。因此,不难分析容易发生滑坡

的地带,主要是降雨量较大或突然强降雨,以及发生地震地势较高的地带。 

对于崩塌地质灾害来讲,主要是在道路工程边坡开挖以及矿山生产等

岩土工程时容易造成的陡坡岩体失去稳定性后发生的。另外就是岩土体内

部存在真空层,受外力影响或内部支撑不利发生折断造成崩塌。这种地质

灾害主要发生在坡体较为陡峭的地方。造成这种地质灾害的主要原因就是

岩体造成强烈震动,以及边坡开挖采矿等影响岩体的整体结构。另外,由于

地下水的不合理使用或开采造成地表下陷、地表裂缝、地下矿产开采使地

面沉降等。 

2 地质灾害的防治措施 

2.1地质滑坡防治措施。首先,地质滑坡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地质灾害,

并且相较于其他地质灾害类型来说,这种灾害所能够造成的危害性比较低,

安全防御的可能性较高。因此,在对这种情况进行防治的过程中,相关的工

作人员就可以采取物理防治的手段。比如,在日常勘察过程中,相关的工作

人员可以组建一些坚固的支挡设备以及排水设备,将其安装进地质中,降

低雨水对地质的影响以及压迫,从根本上降低滑坡现象的形成。此外,在这

种防治模式下,即使地质滑坡的现象出现,附近居民以及周边的环境也能

够在支挡设备的保护下尽量降低不必要的损失。此外,在具体的工作中,

工作人员还应该对施工的位置进行合理的选择,比如远离河水、远离地下

水等等,以此保障水资源的稳定发展。 

2.2地质崩塌防治措施。首先,在陡坡的位置,工作人员们应该加强整

体的关注性,尽量保证其在灾害发生时,不会对人员安全形成较大的威胁。

比如,工作人员们可以在陡坡附近建立合理的支挡设备,在地质中加固地

基,针对于存在隐患问题的区域,应该进行合理的隔离以及划分。其次,相

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该与国家的相关部门进行联系,尽量疏散隐患地区的

人群,降低危害的程度。 

2.3泥石流的防治措施。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灾害来说,泥石流自身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及针对性。首先,泥石流发生的时间比较短,其次泥石流产生

的速度比较快,一般群众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因此,在进行防治工作的过

程中,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就需要进行适当的阻挡操作,尽量减缓泥石流

的下进速度。比如,在泥石流容易发生的区域,种植一些树木,以此作为遮

挡；或者在泥石流地区周围种植一些扎根加深的草木,应用其稳固土壤,

降低泥石流产生的概率,以此尽量提升周围人员的逃跑时间。此外,在防治

的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在附近修建合理的泄洪通道,分散泥石

流,以此降低其对大众所能够形成的安全影响。 

2.4地脉变形防治技术。对地脉变形方面进行防治的方法要有两种：

一种是强夯法,此种方法主要是借助夯锤在土体内产生的冲击力,进而使

土体自身强度得到进一步增强。此种方法将预防同治理两方面进行了有机

结合,取得的防治效果较好。另外还可采取此种方法对已经发生的崩塌进

行回填土的夯实。另一种方法是填堵法,此种方法可应用于坍陷程度不够严

重的坑洞中。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坑洞中松软的土体进行清理,

保证坑洞内除土外不含其他明显的杂质,之后填入碎石或者块石到坑洞中,

使防滤层得以形成,完成后再将一些黏土覆盖在上面,然后进行夯实。 

3 结语 

针对岩土工程中的地质灾害问题的防治来讲,其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

往往都要经过较为漫长的一个过程,且要承担的任务量也非常大,很难在

短时间内取得理想成果。对此,相关施工、技术人员应给予足够重视,尽可

能避免各种损害、经济损失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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