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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的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地质环境问题,由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崩塌、

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显著增加，想要真正有效的处理好此类问题,就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勘查和治理手段,针

对工程勘查设计和实施中面临的困难,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措施,采取有效的治理手段,从而降低了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基于

此,文中重点研究了地质灾害勘察设计施工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并针对具体现象介绍了相应措施,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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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blems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in Geological Hazard Exploration, Desig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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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stable grow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has also brought about serious 

ge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Geological disasters such as collapse, landslide, mud rock flow and ground collapse caused by 

human engineering activitie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f you want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such problems, you must take effective 

exploration and governance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Specific and feasible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measures are taken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geological hazard survey,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introduces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for specific phenomena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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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地质环境条件和人类工程活动

都存在着差异，故对地质灾害的处理方法必须具有针对性。

主要包括了岩土体的崩塌地质灾害、不良堆积体失稳产生

的滑坡地质灾害、在暴雨或连续降雨等极端天气引发的泥

石流地质灾害以及采矿活动或过量开采地下水引发的地

面塌陷地质灾害，不同类型的地质灾害引发的原因不同，

相同类型的地质灾害也可能由多种因素诱发，其诱发的原

因不同，勘查治理的方法也有所不同，说以，针对不同的

地质灾害，不论是在前期的勘查设计还是在后期的治理施

工，常常存在一些问题。 

1 地质勘查设计施工中的常见问题 

1.1 泥石流地质灾害分析 

泥石流地质灾害类型具有多样性，分类的依据主要是

泥石流的水源成因和物源成因、集水区地貌特征、物质组

成、暴发频率和规模等，各种分类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

了泥石流的某一特定特征。如按泥石流的水体供给条件，

可分为暴雨泥石流、冰川泥石流和溃决泥石流；按土体供

给条件可分为坡面侵蚀型泥石流、崩塌型泥石流、冰碛型

泥石流和火山泥石流；按集水区地貌特征可分为坡面型泥

石流和沟谷型泥石流；按重度、物质组成、流体属性、残

留表现和沟槽坡度可分为泥流型、泥石型和水石（沙）型；

按泥石流的流体性质可分为稀性泥石流和粘性泥石流。而

最长见的为暴雨诱发的沟谷型泥石流，其特点一般为支沟

发育，坡降大，沟道较狭窄，在暴雨或持续降雨情况下，

大面积的汇水后形成强有力的大量突发性来水，启动坡面

及沟底的松散物源，汇集到主沟，形成泥石流。 

泥石流地质灾害的形成，最重要的是具备发生的物源

条件和水源条件，而这也恰恰是在勘查设计过程中常常遇

到的问题，野外勘查过程中，坡面松散物源和沟道堆积物

源无法准确的判断，可动物源范围判断不准确，导致无法

或错误判断泥石流的规模。水源条件未能收集到有关降雨

气象资料，平均降雨量计算错误，导致设计参数计算错误。

而在施工过程中，往往遇到的是拟建工程所在地的工程地

质条件未查清楚，导致拟建工程基础不稳固
[1]
。 

1.2 崩塌地质灾害分析 

崩塌地质灾害按破坏模式可分为滑移式、倾倒式和坠

落式。其中滑移式崩塌主要岩性组合为软硬相间的岩层、

黄土、黏土、坚硬岩层下伏软弱岩层，崩塌方式为岩土体

沿结构面滑移或软弱岩土体不利方向剪出崩落；倾倒式崩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P694&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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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主要岩性组合为黄土、直立或陡倾坡内的岩层，崩塌方

式为危岩转动倾倒塌落；坠落式崩塌主要岩性组合为多为

软硬相间的岩层，崩塌方式为悬空、悬挑式岩（土）块拉

断或剪断塌落。 

危岩形成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其中内因主

要为地形地貌条件、地层岩性条件和地质构造条件。内因

主要为降雨、融雪和地下水位对岩土体的影响、长期的风

化作用以及地震影响。 

在勘查过程中往往存在的问题为危岩体的分布和形

态特征描述不清，如岩层和裂隙产状判断错误、岩体的规

模和形态描述有误以及形成因素和崩塌形式判断错误等

等问题。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往往是拟建工程计算参数

选取错误，参数概念不明确，公式运用不恰当等因素。施

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往往是工程地质条件未查清，高空作

业安全防护意识差等因素。 

1.3 滑坡地质灾害分析 

滑坡是斜坡上的岩土体由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影响，

在重力作用下沿一定滑动面整体下滑的现象。按照物质组

成和结构因素分类可分为堆积层（土质）滑坡、岩质滑坡

和变形体滑坡。一个完整的滑坡体，一般由滑坡体、滑坡

床、滑动面和滑带、滑坡壁、滑坡台阶、滑坡舌等组成。

滑坡的影响因素为岩土类型及性质、地质构造和岩体结构、

水的作用、地震以及人类工程活动影响。 

在勘查过程中往往存在的问题主要为找不到滑动面、

滑坡体范围确定不准确、形成条件、性质、原因有误。设

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往往是不能根据工程特点选择合适

的治理措施。 

1.4 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分析 

在地下开采矿山中地面塌陷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地质

灾害。之所以会出现塌陷这种现象主要是在矿山地质内部

结构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进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采

空区，这些采空区就会对矿山地质内部结构中的稳定性产

生了很大影响，如果矿山中承载体系发生了变故这就容易

出现塌陷问题现象的发生。塌陷问题对当地民众生命会造

成严重影响，因此一定要综合各方面因素去考虑积极做好

各项支撑保护工作，避免矿山中地质结构稳定性受到不同

程度干扰。 

1.5 关于违规操作造成的地质灾害分析 

在对矿山开采过程当中有很多操作人员没有依照有

关操作标准条例去进行开采，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诱发地质

灾害的产生。特别是那些私人组织的私挖乱采现象，对矿

山环境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近些年这种私挖乱

采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所带来的不良地质问题也越来越严

重，使得矿山环境中各种地质灾害的发生几率越来越高。 

1.6 地质勘查缺乏明确的成本管理意识 

成本控制包括了地质勘察的各个环节，只有通过在勘

察计划、实施过程和验收标准等方面落实了成本控制的观

念，才可以有效促进了成本管理项目的实施，但是由于在

当前的地质勘察项目进行流程中，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工程

勘察质量和勘查成果，而对于在勘察过程的成本核算方面

的控制却没有注意，项目与成本控制脱节，没有成本控制能

力，这就也导致了成本控制在具体的勘察项目中，并不能有

效的实施，这也就从一定的意义上，导致了在整个地质勘察

的过程，由于成本费用不被有效控制，而出现超支的情况出

现了，对整体项目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
。 

1.7 科学技术管理问题 

地质勘察工作中，提供了相应的勘察记录有助于各阶

段建设的顺利完成，可是在目前的很多勘察施工单位中，

却总是选择性的忽视了地质勘查报告，因为企业中缺乏专

业的技术工作人员为报告服务，也缺乏相应的技术审核部

门加以审查，报告中出现的错误信息也无法进行修改，使

得设计单位无法良好的执行相关任务，而上级单位的工作

压力也日益加大。为了可以更有效的、准确的处理地质工

程勘察中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单位务必要注意科技管理，

每一细节都要符合科学要求，都要把科研理论知识与工程

实践应用融合在一起。 

1.8 地质勘查中的质量问题有待解决 

对工程概念的认识还不清晰、对勘查工程具体位置的

目的不明确、缺乏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实践手段还较滞后；

地理分析工作中的基本理论知识和计算方法，和工程实际

阶段情况的差异较大；在建设工程地质报告中，对基本的

地质要求和环境条件认识还不够清晰，没有正确的甚至直

接错误的定义和阐述有关地质问题等大量不认真的前期

准备工作，使得在工程地质勘察阶段中存在着不少缺陷，

不可能一次的进行阶段性评审，耗费了大部分时间，或者

勉强的进行了审查，结果也给在项目进行阶段中增加了无

法预见的巨大风险
[3]
。 

1.9 应急处置问题 

但由于地质调查项目均采用了企业化或市场化方式

运作，项目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全国及地方地勘的重点项目

以及社会地质项目，因此对于在施工第一线工作，也需要

招录大量非正式人员。因为施工复杂性大、安全技术危险性

大，一旦紧急处理控制措施执行不好，将易造成工程安全事

故问题，从而使得工程整体经济效益无法获得显著提高。 

1.10 地质勘查队伍不够完善 

人力资源是保证地质勘查效果的基础，同时也是决定

地质勘查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经济的不断

发展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地质勘查工作的开展，国家也开始

重视对地质勘查人才的培养，也成立了专门的部门针对地

质勘查工作的开展情况来进行全面管控。但是受我国基本

国情和工程项目本身的特点影响，目前我国地质勘查队伍

的整体素质根本无法满足地质勘查的要求，并且很多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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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管理人员根本没有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这样一来就

使得地质勘查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 

2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和施工对策 

2.1 合理选择测绘方法 

地质灾害的出现与内部条件间的相关性很强，如地面

塌陷、泥岩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与岩石内

部位置、摩擦力失稳等因素有关。要收集准确的资料数据，

就必须对测量技术加以优化研究，并总结测量技术在各环

节中的使用特点，以增强测量成果的真实性等。在测量科

学技术结构不断完善的大背景下，可供选择的测量技术类

型也在逐渐增多，主要包括了地质雷达科学技术、综合物

探科学技术、瞬变电磁技术、化探测量技术等。以地质雷

达科学技术为例，其主要测量机理就是通过利用不同媒介

对电磁波的传递，来研究地貌分布状态。在具体应用上：

首先，在工作区内设置临时的雷达设施，对工作区内的杂

质及时清除完毕，以降低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影响。然后，

通过开启雷达设施之后在地底产生电磁波，土层中的各种

材料在受到电磁波影响时，就会反馈出不同的波长，再通

过信息收集设备对数据进行收集。最后，对所收集的数据

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去排除其中的影响因子，并结合数字

化手段和 BIM 技术进行区域地理分布图，以增加测量成果

的直观性
[4]
。 

2.2 建立地质环境评价体系 

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地质环境自然也十分丰富多样，

除了自然环境，我国还有很多不同的地质环境，包括人类

居住地、重要工程区、集中安置区等。因此，对不同的地

质环境进行分类，需要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综合考虑不

同区域的气候、环境和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分析地质环

境的抵御能力和地质环境的复原力，确认地质灾害发生的

可能性，更好地划分不同区域。 

2.3 在调查地质环境的基础上建立调查区划体系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质类型众多，在地质灾害防治

过程中，自然不是一概而论，而是需要根据不同的区域进

行针对性的处理。首先要做的是细分地质灾区，根据可发

生地质灾害的不同类型和发生的地质灾害的强度，将不同

的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地质灾区。区域划分完成后，可将人

力、物力分配到各个勘测区域，针对不同区域编制勘测报

告，在报告前对区域做出合理判断。这不仅能够使工作更

具体、更有效，也能使防控工作更易管理。建立调查区划

制度，可以对地质灾害进行调查评估，调查地质灾害发生

的环境地质条件，评估地质灾害的风险和利用，更好地开

展防治工程和控制预警。加强地质灾害监测，帮助国家和

省级防控机构的正确决策和科学管理。 

2.4 地质灾害预防和应急机制 

安全无小事，在项目施工过程中，任何一项技术或者

任务都不如安全重要，应时刻将安全铭记在心，在地质灾

害的预防和治理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应将以下几点做

成规范。政府部门应设置预防机制，并设立地质灾害预防

小组，设立专门的安全机构和管理部门， 在容易发生地

质灾害的地方提前预警， 提前组织专家去实地考察， 将

危险地带的居民迁移，或加固房屋支撑结构，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加固周围自然环境。 在灾情发生后，应及时组织

人员抗灾，保护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现场的情况

实时进行上报，在政府部门的人选中应严格把关，杜绝一

切渎职情况的发生。确定好处理方案后应对施工现场的安

全问题设置专人检查，并记录在案，项目部采取安全施工

责任制，对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情况以及休息情况多做检

查， 复查施工人员的相关资质证书， 在施工现场设置五

牌一图，对安全问题要处处警示，对于部分分包单位也要

进行同样的检查，发现问题要毫不留情的严肃处理
[5]
。 

2.5 关于对水文地质勘查分析 

对水文地质勘查出来的信息资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

为解决地质灾害中的问题提供重要帮助。水文地质勘查是

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性工作，特别是对岩土力学内部结构

能够起到非常精确度的判断，岩土力学内部稳定性对整个

矿山环境中出现的地质灾害问题来说非常重要。在对矿山

水文地质和岩土力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来对

其展开深入分析和预判。一般情况下比较常用的实验方法

有以下几种：水质测试、含水层顶板渗透性综合实验、浸

泡、淋滤试验采矿引起周围其他地层渗透性变化试验、含

水层吸附实验等，通过对以上这些实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

对矿山环境中的其他水文地质进行深入分析和了解，进而

分析出承载力带来的效果，对潜在性的其他灾害问题会有

一个更加全面的掌控，这也是勘查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目标。 

2.6 严格遵守质量、安全等保证措施 

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对所有项

目人员进行上岗安全教育培训，项目人员必须牢固树立安

全生产意识，建立建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实施“安全

事故一票否决权”，以保障工作的顺利进行。 

提高质量意识，树立“百年大计，质量为本”的思想，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创优活动，每个人都把自己的

工作同搞好质量联系起来，以提高工作质量。建立质量保

证体系，以保证质量为目标，搞好勘查过程的质量控制，

进行 PDCA 循环，把质量问题控制在勘查过程中，促进勘

察项目整体质量的提高。建立严格的质量自检制度，设立

专职质量监督员，对整个勘查过程实行全面跟踪监督。 

3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地质灾害的综合整治与施工工程设计，

不仅可以预防与减少地质灾害的产生，改善环境，同时进

行综合治理工程，还能改善人类生活环境，从而提升了工

程建设品质，更便于人类应对地质灾害的产生。所以应当

全面认识、搞好地质灾害勘查设计，依法强化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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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应对能力，推动地质勘查整治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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