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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以往传统型岩土工程地质灾害调查中,应用传统型的防治技术并不能满足地质灾害防治要

求,甚至因为结合先进的技术而造成地质灾害无法得到解决,因此需要针对岩土工程中地质灾害情况,选

取恰当的防治技术强化防治效果,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工作人员加大对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的分

析。本文主要针对岩土工程中地质灾害的种类和特征、危害等开展分析,提出恰当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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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岩土工程的主要施工项目是对岩土

的开挖与加固,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严重

的地质灾害,而造成这一地质灾害的原

因,分为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为了保障

岩土工程施工的安全性,需要应用科学

的防治措施,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的伤亡。

在发生地质灾害时,会对周围的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

全。针对岩土工程中的地质灾害问题,

我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条款。一

般来说地质灾害主要包含滑坡,泥石流,

塌陷等,因人为因素而造成这些地质灾

害的情况占据非常大的比例,随着时间

推移发生地质灾害的概率也在增加。我

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有一

定的差异,需要结合地质灾害出现的不

同情况提出并实施恰当的防治措施,降

低地质灾害造成的破坏。 

1 工程地质灾害的种类 

岩土工程中出现地质灾害的主要原

因是岩土工程建设中受到了一定影响,

而出现地质灾害的情况大多是人为因素

导致的。首先,人为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

破坏力极强,属于不常见的特性,相比于

自然情况造成的地质灾害,人为因素造

成的影响范围更大,产生的破坏力也更

强；其次,因质量因素而造成的地质灾害

问题影响范围相对较小。因人为因素而

造成的地质灾害,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

造成影响范围增加,甚至会破坏施工地

的生态系统,引起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

在出现地质灾害时,发生时间短,很容易

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进行地质

灾害的防治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

相应的地质灾害预判,降低地质灾害的

影响范围。 

2 工程地质灾害的特征与危害 

2.1滑坡 

出现滑坡地质灾害时,主要原因是

雨水和地表水长期对斜坡的冲刷,造成

了表面岩土结构的松散,在岩土工程施

工中受到地震或者开挖因素的影响,出

现了在斜坡表面,岩土的结构变化让松

散的土层出现滑落,这一现象被称为滑

坡,滑坡是非常严重的地质灾害,一旦

出现滑坡灾害时,不仅会出现大量的人

员伤亡,还会对当地的地质结构产生影

响,因此需要做好对滑坡事故的预防。

造成滑坡工程地质灾害的原因较多,其

中最为严重的是暴雨冲刷、开挖和地震,

一般来说在对出现滑坡原因的调查中,

因雨水地表水冲刷和工程挖掘引起的

项目较多,需要针对出现滑坡原因开展

相应的防护措施制定,加大对滑坡等灾

害预防的宣传,让工作人员有较强的防

范意识。 

2.2崩塌 

崩塌地质灾害的形成原因是在陡坡

中出现了分裂,让土层和岩体之间产生

了空鼓,而这一现象会对原有的岩石结

构造成破坏,出现结构失衡,在岩土出现

塌陷和破碎时,会让原有的岩体结构失

去稳定性,而造成大量的岩体脱落,让脱

落掉的岩体掉落到山谷之中。在出现崩

塌现象时,会产生较大的人员伤亡是影

响工程施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

般来说,造成崩塌的原因较多,其中最为

主要的原因是资源开采中人们并未对资

源开采进行合理分析,出现了开采过度

的情况。比如说在岩土工程施工中,一些

工作人员对斜坡过度开挖,还有在矿山

开采时应用的炸药量较大等,这些问题

都是引起崩塌的主要问题,而出现崩塌

事故将给施工人员和路过的人员造成生

命安全威胁,需要在岩土工程中加大对

崩塌的预防。 

2.3泥石流 

泥石流现象主要出现在强降雨或持

续性降雨天气中。由于我国地势结构复

杂,在出现强降雨或持续性降雨天气时,

地表水体大量汇集,随着雨水对斜坡冲

刷,夹杂着土、岩石碎块等冲出,给过往

车辆和周围居民造成严重影响。泥石流

出现时具备较强的特殊性,影响范围比

较大,泥石流的形成原因较多,在岩土工

程施工中,主要是一些施工单位对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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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过度挖掘,滥砍滥伐,造成岩土表面

出现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植被稀疏现象,

遇到强降雨或持续性降雨天气会出现泥

土和碎石等随水流而下降,这一问题引

起了泥石流现象。泥石流引起的地质灾

害影响较为严重,需要在施工中引起高

度关注。 

2.4地面塌陷和地面变形 

地面塌陷和地面变形也是较为严重

的地质灾害类型,出现地面塌陷和地面

变形的原因是出现了地表的陷落而引起

坑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分为人为原

因和自然原因。在岩土层结构遭到破坏

时会让地表出现挤压断裂等,这一现象

会严重影响到地面结构的稳定性,进而

出现沉降和塌陷等问题。在出现地面塌

陷和变形时,会对工作人员生命安全造

成较大威胁,需要施工单未引起高度关

注,一般来说造成地面塌陷和变形的原

因较多,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在岩土工程

中对地表结构造成了严重破坏,出现了

岩石层结构松散或者地下水用水过度,

这一情况会引起地下岩土结构的变化,

进而产生塌陷和变形。 

3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主要措施 

3.1规范岩土工程的标准,建立强有

力的监察制度 

在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中,大多

数的地质灾害是因人类活动而引起,在

出现泥石流,崩塌,滑坡等现象时,只要

施工单位能够做好积极的预防措施,不

仅能够降低地质灾害的出现概率,同时

也能保障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但是,

如果施工单位在施工之前并未经过地质

结构的仔细勘测,将会引起施工过程的

盲目性,进而引起地质灾害现象,出现针

对地质灾害结构预防。首先,需要施工企

业制定完善的工程施工管理规定将规范

化和标准化操作纳入到工程标准中,让

工作人员引起高度关注,从而规避因人

为因素而引起的地质灾害。其次,在岩土

工程施工中制定完善的监察制度,在确

保各项工作达到规定之后方可动工。然

后,制定完善的责任体系,针对工程施工

项目负责人开展工程施工问责体系的执

行,在出现问题之后,找到责任人,明确

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针对性进行工程

地质灾害的治理。 

3.2避让措施 

第一,雨天避让措施。在岩土工程施

工中,尽量避免在雨天进行施工,出现强

降雨天气时,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做好相

应的避让转移措施,降低强降雨对岩土

工程施工造成的影响,利用合理的避让

措施保障施工地点的安全性,降低因地

质灾害而引起的成本增加,既保障工程

效率,又实现环境保护。第二,搬迁避让

措施。在大型的岩土工程施工中,为了降

低地质灾害发生几率,需要由工程施工

单位和政府协调配合,降低地质灾害造

成的影响范围,在地质灾害发生时让住

户搬迁到指定位置,实现对居民生命安

全的保护。在应用搬迁避让措施时,会消

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既需要拆除原有

住房,又需要在安全点新建房屋,虽然投

入成本较大,但是却起到了良好的防治

效果。 

3.3工程防治 

在岩土工程施工中,根据工程地质

灾害出现的情况,采用合理的措施进行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之前由专业团

队开展岩土地质调查,结合实际情况开

展工程施工中的施工计划制定,降低地

质灾害出现的几率。另外,在工程施工之

前,需要由专业团队制定合理的地质灾

害防治措施,针对施工地进行考察,加大

对施工情况的模拟,降低因地质灾害而

引起的人员伤亡,还需要利用综合的管

理办法保证施工的安全性。 

3.4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手段是最有效的地质灾害

防治办法,在应用生物防治技术时,需要

利用树木、草等方式实现对坡地的保护,

降低泥石流和滑坡等现象。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地质灾害出现会影响到

居民正常生活,也会给岩土工程施工造

成不良影响,因此需要加大对地质灾害

防治的关注,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的不良

影响。同时针对地质灾害出现原因,制定

更加合理的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加大对

新理念和新技术的融合,保障地质灾害

得到科学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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