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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隐患问题与研究
宋文辉

四川省第五地质大队，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  ：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地质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危害程度不断上升，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

胁。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不仅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会破坏基础设施，影响社会稳定和经

济发展。在其中需要深入研究地质灾害隐患的成因和防治措施，对维护人类社会安全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

从地质构造、地形地貌、气象水文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地质灾害隐患成因的基础上，从工程治理、生物治理等两大角度

深入探究分析地质灾害隐患问题的防治措施，以期为实际工程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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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the occurrence frequency and 

harm degree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are increasing, which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human life and property. Geological disasters such as landslide, mud-rock flow and collapse will not 

only cause a large number of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but also destroy infrastructure and affect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study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of hidden geological disaster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human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causes of hidden geological disasters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geological structure, landform,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hidden geological disasters from 

two perspectives, such as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biological manage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actic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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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质灾害隐患问题，作为威胁人类生命财产安全与自然环境稳定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都受到国内外学者和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地质灾害，如滑坡、泥石流、崩塌、地面塌陷等，不仅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的破坏。这些灾害

的发生往往与地质构造、地形地貌以及气象水文条件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深入研究地质灾害隐患的成因及防治措施，对于减轻地质灾

害的危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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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质灾害隐患成因分析

（一）地质构造因素

在地质灾害隐患中的众多地质构造因素中，地质断层、褶皱

等构造活动尤为常见。地质断层指的是地壳运动强大的压力和张

力引起断层断裂错误，形成岩层间相对移动的地质结构现象。通

常可以根据断层形成时的受力移动方向，划分为纵向断层与横向

断层，纵向断层主要由岩层上下移动而形成，横向断层主要由岩

层水平移动所形成。地质断层通常会破坏岩层的连续性和完整

性，使断层带上的岩石更容易被风化侵蚀，沿断层线常常发育为

沟谷，有时会出现泉或湖泊。小断层发育充分的地区往往属于滑

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易发区。褶皱指的是地壳中岩层受到地

壳运动产生的水平挤压力作用下发生弯曲变形而形成的构造形

态，根据褶皱的形态可以分为背斜、向斜等两种类型，背斜是岩

层向上弯曲的拱形构造，向斜则是岩层向下弯曲的槽形构造，地

质褶皱往往会导致瓦斯和地下水不断堆积，从而加大矿井瓦斯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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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和矿井水害的危险程度 [1]。主要是因为褶皱岩层局部张拉断裂

发育控制瓦斯或地下水的聚集程度，对地质稳定性产生一定的负

面影响。

（二）地形地貌因素

地形坡度、坡向以及坡型均为地质灾害隐患中的地形地貌因

素。地形坡度指的是地面某点的垂直高度和其水平距离的比值，

通常以百分比或度数进行表示，坡度大小对地质灾害的发生具有

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坡度越大的情况下，土壤或岩石的重力作用

将会越突出，此时则越容易出现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尤其在

降雨条件下雨水会沿着坡度迅速流动，增加了土壤或岩石的不稳

定性；而坡向指的是坡面法线在水平面上的投影方向，不同坡向

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太阳辐射与风向影响，从而对坡度温度、湿

度、植被生长状况产生影响，比如阳坡通常比阴坡更为干燥、温

暖，但是植被覆盖率可能比较低，使土壤稳定性变得较差，更易

出现滑坡等地质灾害；坡型指的是坡面的形状和特征，主要以直

线型、凸型、凹型等，不同坡型对地质灾害的发生具有不同影

响，如凸型坡面因为中部隆起，土壤或岩石的支撑力相对较弱，

更易发生崩塌事故，凹型坡面因为底部凹陷，可能积水形成软弱

带，从而增加了滑坡风险 [2]。此外河流侵蚀、堆积作用也会引起

地质灾害风险，河流侵蚀指的是河流在流动中，通过水流冲刷、

磨蚀、溶解等方式，对河床与河岸产生破坏、改造的过程，通常

会改变地形地貌以形成沟谷、峡谷等地质结构，也会对土壤和岩

石稳定性造成影响，比如河流会不断冲刷河岸，使河岸土壤松动

崩塌，从而形成滑坡等地质灾害；河流堆积是因为河流在流动过

程中，水流速度渐慢、流量减少或地形变化等多种原因，将所携

带的泥沙、石块等物质一并沉积在河床、河岸、湖泊等地方，导

致形成各种堆积地貌如冲积扇、洪积扇、三角洲等，会引起地质

不稳定的情况，更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尤其在降雨

条件下，堆积物更易被雨水浸泡软化以增加滑坡风险 [3]。

（三）气象水文因素

在引起地质灾害隐患的气象水文因素中，降雨强度和持续时

间、地下水动态变化等因素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点因素之一。降

雨强度通常以毫米 /小时或毫米 /天为单位表示，降雨强度大小

直接影响到雨水对土壤和岩石的冲刷、渗透能力，强降雨会加速

土壤水分的饱和、降低土壤抗剪强度，使土壤和岩石更容易发生

滑动或崩塌，尤其在短时间内所出现的大强度降雨，迅速增加地

表径流、形成洪水，对地表植被和土壤结构产生冲刷作用，进一

步加剧地质灾害的发生风险。在降雨持续时间越长的情况下，会

导致土壤和岩石长时间处于饱和状态，使其稳定性显著降低，长

时间降雨还会增加地下水位，加剧地下水的动态变化，对地质灾

害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4]。尤其在雨季或暴雨季节，长时

间降雨会导致土壤松动、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此外地下水位变

化也是引起地质灾害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地下水位上升时增加土

壤和岩石含水率，降低其抗剪强度，从而更容易发生滑动、崩塌

等事故，尤其在雨季或暴雨季节，地下水位迅速上升导致土壤和

岩石稳定性下降，增加地质灾害发生风险，相反在地下水位下降

时，土壤和岩石会失去水分支撑产生空隙和裂缝，也会导致地质

灾害发生风险增加。地下水在地层中的流动与渗透也会对地质灾

害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地下水在流动过程中因为会冲刷、

侵蚀土壤和岩石，破坏其结构稳定性，尤其在地下水位较高或地

下水流动速度较快的地区，地下水对土壤和岩石的冲刷侵蚀作用

会更为明显，在渗透过程中也会对土壤和岩石产生压力作用，

从而增加滑动的可能性，尤其在地层中存在软弱带或断层等地质

构造时，地下水的渗透作用将更进一步地加强地质灾害发生风

险 [5]。

二、地质灾害隐患的防治措施

（一）工程治理措施

1.护坡、挡墙等支挡结构

护坡可以用来防止坡面土体或岩石的坍塌、滑落，保持坡面

的稳定性。常见护坡类型包括植被护坡、喷射混凝土护坡、格构

护坡等，植被护坡通过种植植物以增强坡面的稳定性，还可以达

到美化环境的作用。喷射混凝土护坡在坡度较陡、土壤松散的情

况下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格构护坡需要构建网格结构以固定土

壤。在公路、铁路、水利等工程边坡中，护坡支挡结构具有较为

广泛的应用。挡墙可以用来阻挡土体或岩石的侧压力，防止出现

滑移、坍塌等事故，挡墙类型多种多样，如重力式挡墙、悬臂式

挡墙、扶臂式挡墙等，重力式挡墙依靠自身重量以抵抗侧压力，

悬臂式挡墙则通过悬臂结构以分担侧压力，扶臂式挡墙则结合了

重力式与悬臂式的优点。挡墙支护结构在河流、湖泊、水库等水

工建筑物的边坡防护中具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同时在滑坡、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6]。

2.排水与截水工程

在排水工程中建设排水设施，及时排出地表水和地下水以降

低坡体含水量，从而有效提高坡体的稳定性，排水设施主要包括

排水沟、排水井、排水管道等，排水沟用于收集地表水，排水井

则用于抽取地下水，排水管则可以将所收集到的水及时排出去。

在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治理工作以及公路、铁路等边坡防护

工作中，排水工程的应用十分广泛。另外通过截水工程以建设截

水设施，如截水沟、防水墙等，阻止地表水和地下水进入坡体，

从而防止坡体失稳的情况发生，截水设施类型相对比较多，通常

需要结合地质条件和治理需求进行合理选择，在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的源头治理工作中，还有需要保护的重要设施边坡防护

中，截水工程的应用价值比较高 [7]。

3.削坡减载与土地整治

削坡减载指的是通过削减坡体厚度和高度，降低坡体重力作

用，从而提高坡体稳定性，削坡减载的方法主要包括机械削坡、

爆破削坡等，机械削坡适用于坡度较缓、土壤松散的情况，爆破

削坡则适用于坡度较陡、岩石坚硬的情况，削坡减载在滑坡、崩

塌等地质灾害治理工作中，还有公路、铁路等边坡防护工作中的

应用相对广泛。土地整治指的是在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建设排

水设施等手段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稳定性，在土地整治中主要

包括土地平整、土壤改良、排水设施建设等多项工作，通过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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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低、平整地形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在添加有机肥、改良土壤结

构中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大小，建设排水设施可以排除地表水和地

下水，从而防止土地积水的情况发生。土地整治在地质灾害治理

后的土地恢复、农业用地改良以及城市建设用地整理等领域中相

对比较常见 [8]。

（二）生物治理措施

1.植被恢复和水土保持

植被恢复是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关键措施之一。通过种植树

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等，增加地表植被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

提高土壤抗侵蚀能力，从而降低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

风险。植被恢复的实施方法包括直接播种、植苗造林、封山育林

等。在选择植被类型时，应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条件以及地质

灾害的类型和程度进行合理选择。例如在滑坡隐患点，可选择根

系发达、固土能力强的树种进行造林。在一些地质灾害频发的地

区，通过实施植被恢复工程，成功降低地质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危

害程度。而水土保持是地质灾害防治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修建梯

田、水土保持林、种草等措施，保持水土资源，减少水土流失，

提高土地的保水保肥能力，增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稳定性。水土

保持的实施方法包括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工程措施如修

建梯田、淤地坝等，可以拦截和储存雨水，减少水土流失；生物

措施如种植水土保持林、种草等，可以增加地表植被覆盖率，提

高土壤抗侵蚀能力。在一些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通过实施水土

保持工程，成功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减少了地质灾害的发生。

例如在黄土高原地区，通过修建梯田和种植水土保持林，可以有

效减少水土流失和滑坡的发生 [9]。

2.生态农业及土地规划利用

生态农业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模式，通过合理利用农业

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在

地质灾害防治中，生态农业可以通过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

力等措施，增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稳定性。生态农业的实施方法

包括合理轮作、间作套种、施用有机肥等。这些措施可以改善土

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从而降低对

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一些地质灾害频发的农村地区，通过

推广生态农业技术，成功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和抗灾能力。例

如在滑坡隐患点附近的农田中，通过合理轮作和施用有机肥等措

施，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地稳定性。土地规划利用在地质

灾害防治中同样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通过合理规划土地利用

方式和布局，可以避免在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过度开发和建设活

动，从而降低地质灾害的发生风险。在其中划定地质灾害易发区

和危险区、制定土地利用政策和标准等。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危

险区内，应严格控制建设活动；在土地利用政策和标准方面，应

鼓励和支持生态农业、林业等可持续发展产业的发展。在一些地

质灾害频发的地区，通过实施土地利用规划政策，成功避免了在

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过度开发和建设活动 [4]。例如在山区滑坡隐

患点附近，通过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和制定严格的土地利用政策

等措施，有效减少了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 [10]。

三、结束语

地质灾害隐患的成因复杂多样，既有自然因素的作用，也有

人类活动的影响。在防治措施方面，工程治理措施和生物治理措

施各有优势，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和组合，在其

中还要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提高预警能力

和应急响应速度，也是减少地质灾害损失的有效途径。加强地质

灾害隐患问题的研究，不仅是科学发展的需要，更是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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