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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固桩组合抗滑墙治理滑坡
四川省地矿局南江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队 陈六 一

提 要 系统地分析了寸滩滑坡的成因
,

采用锚固桩组合抗滑墙的治理方案进行工程施工
,

取得了显著效果
。

该方案在地质灾害的治理中
,

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
。

滑坡是一种自然地质现象
,

也是一种地质灾害
,

给人类带来的危害
,

损失相 当严重
。

1 9 8 9 年 7 月
,

四

川省某地发生全国罕见的滑坡
,

直接经济损失达 6 0 0 0

多万元
。

1 9 9 0 年四川省地矿局将滑坡治理
“

锚固桩组

合抗滑墙治理滑坡工程施工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
列为

“

七五
”

期间重点科研项 目
。

我队以该项 目为主攻目

标
,

采用锚固施工技术治理滑坡获得成功
,

并找到了

一条施工质量好
、

治滑效果显著
、

社会综合效益高的

途径
。

该项 目已通过部级鉴定
。

一
、

寸滩滑坡的形成因紊及治理

工程的设计施工

根据地质勘察资料
,

重庆西南制药一厂寸滩滑坡

为堆积层滑坡
,

滑坡位于长江一级支流 入 口东侧斜坡

上
,

海拔高程 21 6一 2 60 m
,

岩层节理发育
。

在该厂区

内已具备有滑坡形成的基本要素 (斜 坡 体
,

人 类 活

动
,

地下水 )
,

其中人类活动和地下水俊蚀是 造 成该

厂突发性滑坡的主要因素
。

该厂在厂区基建时人工弃

土 2 万 m 3 ( 5 万 t ) 的载荷骤然加到斜坡体上
,

又由

于斜坡体内侧地下水的活动和侵蚀
,

斜坡体呈饱和流

塑状态
,

致使该斜坡 1 9 9 0 年发生滑坡
,

滑坡长 1 20 m
,

面积 1 3 2
.

00 m
” ,

滑体厚 7一 1 , 。 ,

体积 15 万 m , ,

滑

坡毁坏原有 2 7 m高 (地下 7
.

g n i )
、

s m 厚
、

2 4 8 二 ,
长

的重力犬挡土墙
,

推垮 条 石 2 5 0 2 耐
,

并 有 继 续 向

下滑动的趋势
,

经测量滑体前缘每 d 平均 向 外 移 动

2一 3 c 。
,

下沉 5一 7 c 二
,

严重影响到厂区内的设施和

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

因此该厂要求立即对该滑坡进

行整治
。

寸滩滑坡治理工程设计并施工了 价 1
.

2 m 竖桩 17

根
,

总迸尺 3 o s m
,

价 55 0 m m
、

4 5
。

斜拉桩 3 5 根
,

总

进尺 7 70
.

85 m
,

灌注硷 4 07
.

93 m ” ,

地表桩身灌注硷

24 。 。
“ 。

地表桩高 7 m
,

竖桩两侧由斜拉 桩连系梁墙

体构成
。

地表以下竖
、

斜桩均嵌入滑面以下
,

稳定基

岩 7一 10 m
,

并要求单轴抗压妻 1 0 M P a ,

并形成锚固

段
。

滑坡后
,

斜坡原有结构被破坏
,

岩 土 体 结 构松

散
,

孔内漏垮严重
。

滑体中夹大量块石
,

块径 1一 1 5
.

m
,

分布规律差
。

施工难度大
,

又由于滑坡推 力大
,

施工

中桩体的位移
、

变形大
。

为确保该工程的施工质量
,

在施工时采用了分层钻进的方法
。

上部滑体部分用人

工掘进
,

下部基岩用组合牙轮钻头全面钻进
,

斜孔采

用 协35 0 m m 泥浆螺旋钻进
,

钻穿滑体
,

基岩用必3 50 m m

环状取心钻具终孔
。

由 于采用了分层钻进方法
,

钻进

时均顺利通过滑体钻至设计深度
。

在控制施工中桩体位移变形
,

保证施工质量方面

采用削坡减载
,

多次定位布桩及间隔定点法均收到了

好的技术效果
。

成功地解决了施工难度大以及动态条

件下滑坡治理施工中的难题
。

二
、

锚固桩的力学分析及结构选择

重力式挡土墙
,

传统抗滑桩
,

均属悬臂受力
,

主

要靠地基抗力平衡强大的滑坡推力
,

抗滑力差
,

容易

被滑坡强大推力重新推倒 (图 1 左所示 )
,

造 成 人
、

射
、

物的重大损失
,

如寸滩滑坡原已修建的重力式挡

墙被滑坡推倒
,

损失数十万元就是一例
。

又如合川滑

沱电站滑坡亦采用传统抗滑桩治理
,

造成桩身位移
、

偏倒损失数十万元
。

灭用竖斜组合锚固桩治理滑坡
,

桩体能够形成一

个联合受力体系 (图 l 右所示 )
,

其中斜拉桩的 拉 力

平衡了部分滑坡推力
,

使竖桩所受的剪力
、

弯矩大为

减小
,

改变了桩的受力机制
,

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治

理滑坡体系如图 2
、

图 3 所示
。

根据寸滩汾坡地层结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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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左图一传统抗滑桩结构受力机制 ;

右 图一锚固桩抗滑新型结构受力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