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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 ２０１３年 ４月 １０ ～１２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全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术会议的特邀报告、主题报告以及
论文集所报道的目前国内地质灾害机理与防治技术现状，分别从地质灾害成灾机理与减灾对策、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与应急处置、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管理与评价等 ４ 个方面进行简要介绍和分析。 这些方面的
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国内地质灾害机理与防治技术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对促进我国今后的地质灾害机理与防
治技术研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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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由中国地质学会地质灾害研究分会、国土资源

部地质环境司、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
部、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主
办的第六届全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术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月 １０ ～１２日在北京召开。 本次会议主题为“地
质灾害科技减灾”，分设了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防治、
重大地质灾害成灾机理、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管理 ３
个专题。 本次会议共收录论文 ９９ 篇，其中 ２１ 篇在
枟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枠正刊上发表，其余论文
以增刊形式编制成本次会议学术论文集。 笔者根据
大会特邀报告、专题报告及论文集反映的主要内容，
对当前国内地质灾害研究领域的现状做简要报告和

分析，仅供国内同行参考。

1　地质灾害成灾机理与减灾对策
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地质灾害多发国家，随

着中国经济建设的逐步推进，人类工程活动的不断
增多，加之全球极端气候的频次不断增加，使得我国

面临的地质灾害情况越来越严重。 其中大型滑坡和
特大型泥石流以其巨大的危害性而越来越多的受到

学者和专家的关注。 黄润秋通过对国内已发生的大
型滑坡灾害实例进行分析，总结了大型滑坡破坏的
几种典型地质力学模式：滑移 －拉裂 －剪断“三段
式”模式、“挡墙溃决”模式、近水平岩层的“平推式”
模式等。 每一种模式都具有独特的坡体结构和变形
破坏演变过程。 阐述了锁固段型滑坡、深层倾倒型
滑坡、挡墙倾倒型滑坡和关键块体滑坡等几种类型
滑坡的破坏模式、地质构造、坡体结构等特征。 力图
在理清大型滑坡成灾机理的基础上，开展对大型滑
坡的早期识别和预警技术的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在滑坡中往往存在着起关键控制作用的锁固体或关

键块体，滑坡发生破坏的原因通常是由于这类关键
块体突发脆性破坏而造成滑坡失稳。
崔鹏在总结云南巧家，舟曲，“８· １３”清平，云

南贡山等特大泥石流的基础上，对特大泥石流的形
成机理与减灾原理进行了研究。 关于特大泥石流成
因，第一是由于气候变化，造成极端天气情况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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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高强度降雨频次增加；第二是地震作用，导致坡
面和沟道松散堆积物的增多，为泥石流提供了大量
的固体物源。 研究表明，特大泥石流的形成机制一
是由于沟道堵塞体级联溃决和物源供给的放大作

用，二是在泥石流运动过程中侵蚀沟道携带更多物
源。
岳中琦（香港大学）提出了现今滑坡灾难防治

存在的 ２个错误，一是安全系数法是导致人造边坡
发生危害的主要原因；二是气体膨胀能造成的滑坡
灾害未受重视而且缺乏认识和预警。 吴宏伟（香港
科技大学）通过离心机实验对松散堆积土的液化情
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香港城市的松散堆积
土边坡不存在土体液化现象，促进相关规范的修订。
并使既有的边坡加固工程措施得到优化，使其更加
环保。 陈剑等通过光释法对金沙江上游古泥石流堆
积的形成年代进行了测定，研究结果表明光释光
ＳＡＲ方法用于测定泥石流堆积物年代具有可行性，
但筛选晒退程度好的泥石流样品进行测试是提高测

年精度的关键。 易武等研究了三峡库水位变动对滑
坡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指出，库水位下降时对滑
坡稳定性有不利影响，而且水位下降越快，滑坡稳定
性系数降低越快。 王海刚等利用 ＦＬＡＣ３Ｄ

对高丽营

地的地裂缝进行了模拟，得出地裂缝安全避让宽度
为 ９０ ｍ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地表调查确定的 １００ ｍ
搬迁宽度基本一致。

2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鉴于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防灾作用有限，地质

灾害监测预警被认为是目前阶段较为有效且较为经

济的防灾手段。 因此在本次会议中有不少学者发布
了在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方面的研究成果。 李世海做
了滑坡危险度分级新方法的研究，提出破裂度的概
念，用于表征滑坡内部破裂面的发育情况。 破裂度
的取值以滑坡发生彻底破坏时的最大破裂面数目与

滑体内部现有破裂面数目的比值来确定。 并依此为
基础用 ＧＤＥＭ有限元计算法进行滑坡的稳定型评
价，根据破裂度的发展情况确定滑坡的危险度分级。
周宪德（台湾中央大学）做了滑坡与泥石流的监测
及降雨值分析的研究。 通过分析地震与断层的关系
以及莫拉克台风的降雨特征，结合台湾东澳岭的监
测情况，利用 ＬＩＤＡＲ 和 ＳＯＮＡＲ 监测数据对滑坡的
破坏的破坏模式以及泥石流形成流通特征进行了分

析。 陈凤敏等在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Ｇｌｏｂｅｓ 的框架下，设计了基
于 ＧＩＳ技术的气象数据集成，实现了气象数据的统

一管理，对以气象数据为基础的山洪预警以及灾害
防治等有一定辅助作用。 杨宗佶等通过开展人工降
雨现场实验，进行降雨过程及雨强分析、累计雨量与
降雨强度关系分析和降雨强度与降雨持续时间 Ｉ －
Ｄ曲线的分析确定了都江堰塔子坪滑坡降雨激发破
坏的临界条件和临界参数。 为解决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中临界值的确定问题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方法。 刘
广宁等基于公式法计算结果对危岩浪涌进行预测分

析。 研究结果表明，在失稳模式、工况相同的情况
下，水位越高，浪涌高度越低；在库水位、工况相同的
情况下，危岩倾倒入水的浪涌高度比坐滑入水的浪
涌高度高。 通过对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推荐法、Ｎｏ-
ｄａ法、Ｈｕｂ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ｇｅｒ 法、水科院公式法等方法的
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得出水科院公式法具有快捷易

用、参数易得、经济简单的优势。 董翰川介绍了国际
上近年新研发出的布里渊散射光时域反射监测技术

（ＢＯＴＤＲ）的原理，并将这种技术应用于滑坡监测
中，研究结果表明利用该技术对滑坡进行动态监测
具有显著的优势和广阔的前景。

3　地质灾害新防治技术与应急处置
随着地质灾害机理不断取得成果和研究程度的

不断深入，针对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防治技术
和应急处置技术也有新的突破。 王树丰、门玉明对
用于滑坡灾害治理的微型桩设计方法进行了研究，
在对国内外设计计算方法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重点
介绍门玉明提出的不均匀系数法，这种方法创新点
在于，为了反映群桩受力的不均匀性而引入一个不
均匀系数，用来修正通过均匀性假设计算得到的微
型桩配筋面积。 杨栋、王全成等对全长粘结拉力型
锚索剪应力双峰分布模式进行了研究，根据研究结
果得出，全长粘结拉力型锚索有效锚固长度为 ６畅５
～７畅５ ｍ，平峰比随着张拉力的改变而改变，并最终
稳定在 ０畅５ ～０畅７ 的范围内。 杨俊仓等通过对敦煌
西土沟泥石流的综合分析，提出了“分洪梳流治沙”
的防治模式，即通过修建截流坝和梳状排导沟，改变
泥石流流向，达到既防洪又治沙的功能，变被动防治
为主动梳流，用泥石流排导沟来阻挡沙漠东移，再利
用沙漠的渗透净化作用，经过常年蓄积，变洪水为清
水。 这种技术在西部内陆干旱地区极端气候条件下
有其独特的优势。 张卫锋等提出对高山峡谷区突发
性地质灾害应急防治对策的建议，针对突发性地质
灾害突发性强、隐蔽性强、破坏性强、灾害链长等特
点，提出以多元结构形式为基础的快速应急防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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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体系。 该理论不仅能为突发性地质灾害提供应急
对策，还能为地震发生后的次生灾害排查提供理论
和技术支撑，优化应急指挥救援体系。 奎中等研究
了 ＧＤＺ－３００Ｌ型地质灾害应急抢险快速成功钻机，
通过研究表明该钻机能满足滑坡、崩塌应急抢险，快
速治理的需要，还能满足在地质灾害救援中生命通
道的快速成孔需要，并在重庆武隆的应急救援抢险
中得到检验。

4　区域地质灾害评价与风险管理
由于地质灾害的不确定性、隐蔽性、危害大等特

点，近年来，地质灾害的评价与风险管理越来越多的
被应用到地质灾害防灾减灾中。 区域性的地质灾害
评价和风险管理，是指以一定面积的区域为基本评
价单元，结合该区域内的地质条件、可能存在的地质
灾害诱因、人类主要的大型工程活动等，对地质灾害
的易发性、发生的时间、空间，造成的损失等进行区
域性的评价，并针对评价结论提出风险管理应急方
案。 张瑛、廖维等对汶川极重灾区的高位泥石流风
险评价进行了研究，对 １０个极重灾区的高位泥石流
进行了危险性和易损性评价、评价指标选取及赋值、
空间计算及叠加分析。 根据评价结果，可以为汶川
地震灾区后续的泥石流防治提供一定的依据，也可
以作为西南地区震后泥石流风险评价的一种探索。
陈欢、李长明等利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对三峡库区
藕塘滑坡进行危险性评价，层次分析法是指将复杂
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分解成多个目标或准则，进而分
解为多指标的若干层次，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方
法计算层次单排序和总排序，以计算结果为目标提

供优化决策的系统方法。 根据研究结果，藕塘滑坡
的危险度系数为 ０畅５６，处于较高危险度。 刘长礼、
王秀艳等人研究了我国城市地质灾害的风险防控对

策。 指出目前城市地质工作的不足，缺少全面的调
查工作和监测工作。 研究结论认为，城市地质灾害
的风险控制对策要首先查明情况，做好监测，健全制
度，完善法规，最后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人类对
地质环境保护的意识。

5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本次会议中特邀报告、专题报告的回顾

总结可以看出，目前关于地质灾害研究的热点是在
理清灾害机理的基础上，注重对地质灾害的早期识
别，超前控制，预警预报和监测评价。 由此可以看
出，今后的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将朝着经济高效，环境
友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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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建议
（１）对于持续变形滑坡，主要采取群测群防和

ＧＰＳ大地变形（定期或者实时）监测；
（２）对于突发可能性较大，目前处于稳定状态

的滑坡宜采取综合监测手段（如奉节县生基包滑
坡）；

（３）对于突发可能性较小，且短期内处于稳定
状态的滑坡以群测群防人工巡视为主；

（４）对于单个滑坡设置相对独立的监测周期，
以加强针对性、使资源分配更加合理；

（５）对于危险性较大的、短期内极易发生危害

的滑坡宜尽快采取工程措施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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