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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区是我国地貌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2/3的国土面积都是山区构成的,而公路是带动山区

经济发展和人民致富的桥梁和命脉。但是因为全国各地区的山区地质环境复杂,容易遭受气象水文、人

类经济工程活动的影响,可能引发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对于公路的建设和运营有很大威

胁。因此本文将着重探究山区公路地质灾害的联合监测和科学防治的有效对策,来提高山区公路建设和

运营的安全性,保障山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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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频发,高强度地震活动频

繁,各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增大,

据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地质灾害仍

将呈高发频发态势。我国地质灾害种类

多、分布广、危害大,是地质灾害最为

严重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崩塌、滑坡、

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具有发生频

率高、成灾范围广、速度快、延续时间

长等特点,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

成了重大损失。 

为了提高基层地质灾害防御能力,

本文将以京津冀地区山区公路沿线频发

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为例进

行探究,探究华北地区山区地质条件特

点、监测方法和科学防治对策。 

1 华北地区的山区地质灾害特点 

华北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地质运动比

较活跃,因此地震频发,地貌类型多变,导

致地质灾害类型繁多,而华北地区山区的

地质灾害以崩塌、滑坡和泥石流为主。 

山区公路在建设的时候会对周围的

地貌和地质产生一定的破坏,常常会进

行高边坡、高填方和高挡墙等施工,使得

地质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严重,甚

至引发新的次生地质灾害。在极端气象

水文条件下,华北地区因为山区地质灾

害而导致了多人伤亡,山区公路严重受

损,给政府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

如何提高监测技术手段和防治水平,是

目前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2 山区地质灾害对公路建设的

不利影响 

山区公路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最常见

的地质灾害是山体崩塌、滑坡和泥石流。 

2.1崩塌对公路建设的不利影响。突

发性的零星乱石坠落,可能会对车辆和

行人构成致命威胁。山体大面积崩塌,

将立即摧毁山区公路,对山区公路的建

设和运行安全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故

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2.2滑坡对公路建设的不利影响。无

论滑坡的大小,都会对公路造成不同程

度的破坏。一般来说,小的滑坡通常会阻

塞山区道路。在严重的情况下,大的山体

滑坡将直接破坏山区道路的结构。 

2.3泥石流对公路建设的不利影响。

泥石流具有一定的突变性,经常在短时

间内产生强大的破坏力。在喷发过程中,

泥石流将表现出强烈的侵蚀、运输和沉

降,这将在表面上产生强烈的变化和破

坏。它会掩埋甚至毁坏山区的道路,严重

影响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山区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重大地质

灾害很容易对山区公路的建设和运营造

成严重损害。因此,我们国土、水利、交

通等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道路建设和运

营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积极采取措施,使

地质灾害的防治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 

3 山区公路地质灾害的联合监

测和科学防治 

3.1加强山区公路地质灾害的调查

工作。如果我们对于地质灾害的发育特

征、成因机理和致灾模式缺乏足够的了

解,就无法认清地质灾害的本质,无法有

针对性地开展动态监控,因此,在地质灾

害的防治工作中,首先应当加强山区地

质灾害调查工作,为联合监测和科学防

治提供依据和指导。 

(1)收集山区公路周边的地质背景

调查资料。在进行山区道路建设可行性

研究时,必须积极获取和收集公路周边

的地质背景调查资料,深入了解山区道

路的周边的地质构造、断裂发育、地震

烈度、区域稳定性、地形特征、气象水

文、沉积环境、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

等,及时调整山区公路设计路线,选择最

优方案。(2)加强山区公路的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按照国

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规范要求,积极开展

地质灾害专项调查,进行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及时掌握各类地质灾害的发育

特征、危害程度和危险性大小,为山区公

路设计和施工提供参考。(3)施工图设计

中包括地质灾害的防治措施。在施工图

的设计阶段,根据各地质灾害点的具体

特点,积极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使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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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的防治可以建立在规章制度的

基础上,规范工作。 

3.2建立山区公路地质灾害的联合

监测机制。(1)加强宣传教育。首先山区

政府要加强开展社会和从业的宣传教育,

特别是对于山区人民和山区公路建设的

工作人员,要提高他们对当地地质灾害

的认识、识别以及防范的意识,从人为上

避免对山体的破坏或者间接影响,避免

造成人为的次生地质灾害,从而提高山

区人民和山区公路人员的安全责任。(2)

建立联合监测机制。山区相关政府部门

应当加强统筹兼顾,建立统一的联合地

质灾害监测体系,划分重灾区、中灾区和

轻灾区,合理安排人力和技术资源。尤其

是公路建设部门,要提高对山区地质条

件的认识,了解地质灾害发生的直接原

因和诱发因素,将监测和防范纳入到公

路建设的工作规范和标准中来。并且要

建立当地山区公路地质灾害相关数据库,

整合、共享资源,加强统筹监测方案,提

升监测的全面性。(3)加强汛期的巡查和

监测。极端气象水文天气是诱发地质灾

害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一年一度的汛

期,各部门应当提高对山体监测与防护

的意识,提前采取一些巩固与防护的措

施来降低山体发生灾害的概率。特别是

雷雨多发的季节,要加强对公路沿线山

体的巡查和监测力度,对于崩塌、滑坡和

泥石流地质灾害隐患嗲按要重点关注。

各部门要及时获得实时的监测信息,从

而反馈到交通部门,做好疏导和劝返来

往车辆的工作,防止出现人身事故。(4)

延伸监测价值。监测不能仅仅止步于本

公路段的地质灾害服务,而是应当将监

测结果深入应用到其他公路建设设计和

施工中,根据监测到的数据和有效防治

地质灾害事故发生的措施,总结经验和

教训,有效指导公路设计和实际施工。要

建立严格细化的规定与规范,建立施工

图评审和施工过程督查的全面监测体系,

从公路建设开始就充分发挥监测的价

值。(5)提高预警能力。在已开展地质灾

害调查排查的基础上,充分研究地质灾

害成因机理、构建地质灾害预警预报模

型。运用科学经济的地质灾害监测手段,

选取威胁人数较多、险情重、危害大且

稳定性差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

地质灾害物联网监测预警工作,建立群

专结合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推动

地质灾害网格化监测预警由被动应对

到主动预警、实时预警的转变,实现信

息纵横联通、共建共享、深入融合,实

现地质灾害评价科学化和监测预警智

能化,达到精准服务防灾减灾的信息化

工作目标。 

3.3山区公路地质灾害科学化防治

对策。提前的防治工作要是做好了,能够

降低80%的山体崩塌、滑坡和泥石流事故

发生概率。因此相关部门要极其重视防

治的重要作用。工作中要根据不同类型

地质灾害的发育特征、成因机理和致灾

模式,制定针对性和科学化的防治措施。

应尽可能使用性价比高、效果好的防治

手段。(1)崩塌。山体崩塌主要分为四种

原因：第一,可能是因为山体自身坡度和

高度的不匹配；第二,可能是因为地质构

造运动导致山体岩石结构松散,从而引

发山体崩塌；第三,可能是因为大暴雨或

者大风暴等自然环境的影响；第四,人类

经济工程活动导致山体遭受破坏,引发

次生山体崩塌。防治对策：首先要治理

那些坡度和高度过大的山体,可以加筑

边坡,改善边坡岩土体的力学强度,增强

岩土体的抗滑力。可以采取的方法主要

有削坡减载,即放缓坡角或者降低坡高

来提高边坡的稳固性。其次可以采取预

应力锚杆或者锚索来对软弱结构或者裂

缝结构的边坡起到加固的作用。最后可

以用电化学或者固结灌浆的方法来提高

土体或者边坡岩体的强度等。另外要加

强植树造林,增加植被覆盖率,增强抓土

性。(2)山体滑坡。对于那些沉积层比较

松散的山体非常容易出现滑坡灾害；如

果岩层与斜坡倾斜的方向一致,也很容

易引发滑坡；从地质条件来看,植被覆盖

率较差,坡积物比较多、倾斜角度较小的

山体也很容易发生滑坡；还有一种原因

是山体地下水流动不畅,形成了软弱滑

动面,如果力学结构失去平衡也会产生

滑坡灾害。防治对策：首先在公路建设

时要尽可能避开滑坡事故频发的地带,

尽量减少人为破坏活动,对于存在风险

的地区采取挡、固、减、排、等手段来

进行防治：①采用抗滑挡土墙技术,根据

山体滑出墙顶和墙底的高度和深度来设

计挡土墙的墙高和埋深。②建立排水工

程,截断滑坡体四周贯入滑坡体的水流；

③削方减裁,通过削减地质体适量的荷

重,从而使地质体达到平衡状态；④坡

脚回填反压技术,通过用岩土体对滑坡

中前部土体进行反压,从而使得滑坡的

滑性降低。(3)泥石流。泥石流非常容

易被暴雨所诱发,而且降水量越大,泥

石流规模越大,危害也越大。此外就是

人类不合理的开采活动,使得山体植被

覆盖率降低,土石方堆积过多,也极容

易诱发泥石流。 

防治对策：首先要植树造林,利用

植被来增强抓土固土的作用,以蓄、

引、挡作为防治主要思路。其次可以

根据实际地质环境特点,建设山洞、桥

梁、明洞、过水路面或者渡槽等来跨

越泥石流区域。同时要在山体周建设

低矮的挡墙,目的在于对泥沙石块的

阻挡,减弱泥石流的冲击力,固定泥石

流沟床,减小流速。 

4 结束语 

山区公路在建设的时候会对周围的

地貌和地质产生一定的破坏,使得地质

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严重。因此做

好山区公路地质灾害的联合监测和科学

防治,是提高山区公路建设和运营的安

全性,保障山区经济发展和人民人身安

全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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