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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临洮县衙下集镇下何家滑坡地质灾害及防治措施

马玉文

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白银矿产勘查院 甘肃 白银 730900

摘 要：滑坡是一种地质作用，是地貌演化的一种方式，是山体斜坡地段的一种表生动力地质现象。滑坡作为地

质灾害其结果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环境的破坏等。因此，我们应该对滑坡这种地质灾害进行研究，预防其

发生如若发生应对其进行防治。本文结合定西市临洮县下何家滑坡，分析其发生机理和灾害灾情的基础上，提出相应

的防治措施，可供相关人员进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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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是指斜坡上的土体或者岩体，受河流冲刷、地下

水活动、雨水浸泡、地震及人工切坡等因素影响，在重力

作用下，沿着一定的软弱面或者软弱带，整体地或者分散

地顺坡向下滑动的自然现象。俗称“走山”、“垮山”、

“地滑”、“土溜”等。滑坡问题既有自然属性，也具有

社会属性、经济环境属性，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化

的进程加快，滑坡及其他地质灾害的发生问题也日益突

出。越来越多的地质灾害与人类的活动有关，主要原因是

在滑坡灾害的高易发区进行的建设活动，如切坡建房、加

载、农业灌溉等，使得自然平衡状态或相对平衡状态的斜

坡在短时间内发生急剧变化，从而导致了滑坡的产生，使

得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下何家滑坡位于定西市临洮县衙下集镇，地处地高

中山区地貌，总体地势南高北低，海拔2104～2260m，

相对高差156m，山体原始坡度30～40°。衙下集镇下何家

村滑坡总体呈W-E向展布，属土质顺层滑坡，滑体地层

结构大致可划分为二层：即上部为松散、具湿陷性的马

兰黄土，厚0～5m；下部为新近系泥岩，构成坡体的基

座。滑坡整体呈舌形，上部边界位于何家湾社侧斜坡，

高程2244m～ 之间下部剪出口位于坡脚耕地。宽

约 、长约800m，剪出口至滑坡后壁相对高差约

米，后壁呈圈椅状，滑坡后壁高5～17m，坡度75～85°，

局部可见拉张裂隙、擦痕和变形迹象。2021上半年在滑

坡体中上部发现裂隙，但由于处于道路和耕地，已被填

平。主滑方向 °，坡面后缘中部较陡前缘较缓。经现场

踏勘和钻探资料判定此滑坡为一个浅层滑坡，滑体厚度

约为1-7m，大部分区域较薄，平均厚度约为3米，滑坡总

体积约 万m3，规模为中型。

经走访调查，该滑坡近年来一直在发生缓慢蠕动，

部分房屋已有明显裂缝，且在不断加剧，尚未发生灾

情。目前，在地震、降雨等工况下，该滑坡有进一步失

稳发生灾害的可能，主要威胁居民房屋25户，耕地约60

亩，道路约600m。威胁人数约95人，威胁资产约1750万

元。险情等级属于大型。

滑坡影像图

临洮县地处临洮黄土高原西缘。境内总体地势东北

高而西南低，最高点为东北部马衘山，海拔3670m，最低

点为洮河出县境处，海拔1732m，相对高差1940m。临洮

县区域上处于我国西部强烈抬升区的边缘地带，新构造

运动十分强烈，决定了区内起彼伏的地形特征，各类地

貌单元均呈现出地形坡度、坡形、坡向的多变性。境内

有西秦岭的余脉南屏山和祁连山的余脉马啣山，形成了

高山、丘陵、沟壑、梁峁、河谷、平川纵横交错的复杂

地形。海拔在1732—3670m之间，相对高差1940m。县城

海拔1886.6m，总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

临洮地区北部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南部为温带半湿

润气候。全区降雨量从南向北、从山区向河谷平原递减

而蒸发递增，分带现象十分明显。临洮县属黄河流域，

洮河是工作区最大的河流，是黄河一级支流，从南屏镇

的南屏村进入临洮县，从南向北纵贯临洮县西部，流经



·地质研究与环境保护

50

115km，流域面积为2657.66km2，于红旗乡牛鼻峡出境。

临洮县地处临洮黄土高原西缘，第四系广泛分布，

前第四系主要出露前震旦系、震旦系、奥陶系、二叠

系、白垩系及新近系等。衙下集镇下何家滑坡出露的地

层主要为第四系中上更新统风积黄土（Q32eol）和新近系

临夏组泥岩（N2l4），由新到老分述如下：

（1）、 黄土（Q32eol）：呈浅黄色，成分为粉土，

结构疏松，土质较均一，垂直节理和虫孔发育，稍湿，

稍密，厚度约0.5-3.5m。

（2）、新近系临夏组泥岩（N2l4）：浅棕红色，成岩

性差，结构、构造不明显，遇水暴晒易发生崩解。

岩体工程地质特征

下何家滑坡岩体类型单一，仅存有新近系临夏组泥

岩（N2l4），该岩组属薄-中厚层状泥岩，颜色紫红色，自

身抗剪强度低，遇水易软化解体。据勘查资料显示，其

主要物理力学性质为：天然密度 3，饱和吸

水率 %，粘聚力0.55-0.67MPa，内摩擦角 °10′-

35°11′，承载力标准值 ，稳定性稍差。

土体工程地质特征

区内土体可根据其成因类型和土体结构进行分类，

可分为一般土（粉土或粉质粘土、砂砾石双层土体）和

特殊土（黄土）两类。下何家滑坡土体仅存有黄土，

该岩组为浅黄色，具大孔隙，垂直节理发育，含白色

钙质，湿陷系数 ，自重湿陷系数为

0.037，黄土主要力学指标：天然含水率5.2-8.1% ，天然

孔隙比 ～ ，天然重度 3，压缩

模量5.05-12.12MPa，承载力 ，粘聚力

24.0KPa，内摩擦角 °。稳定性较差。

地形地貌条件

地形地貌是影响滑坡发育的决定因素之一，适宜的

坡度和一定的高差是滑坡产生的基本地形条件。该滑坡

体地处构造高中山，滑坡前后缘相对高差达120m，坡度

最大可达到40°左右。上述地形地貌因素对该滑坡的形成

起到一定的作用。

地层岩性条件

岩（土）体是滑坡发育的物质基础，坡体地质结构

是滑坡最重要的控制条件。根据钻孔资料揭示，滑体物

质主要是第四系风积黄土和新近系泥岩。滑体表层黄土

结构疏松，大孔隙、虫孔及垂直节理发育，有利于地表

水的入渗和流通；滑床以泥岩为主，成岩性差，结构、

构造不明显，力学强度总体较低，遇水易软化。上述地

层岩性决定了滑坡的发生和发展。

自然因素

降雨是下何家滑坡形成最主要的原因，尤其是连阴

雨和大暴雨。该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日最大

降雨量为 ， 小时最大降雨量为 ，滑坡

体分布区为阶地分界处的陡坡，地表土体垂直节理和虫

孔发育，为地表水下渗创造了条件，加大坡体自重的同

时致使土体软化，强度降低，最后形成软弱滑动面，导

致滑坡产生。

人为因素

区内人类工程经济活动频繁，以住房、耕地为主。坡

顶覆盖有一定面积的林地，林地的灌溉用水水沿土体垂直

节理和虫孔持续下渗，导致土体软化；坡体的修路、修房

工作中存在不合理的对坡脚的切削，切削后局部坡度达到

40°，导致滑坡岩土体力学性质发生变化，造成边坡局部失

稳。滑坡之所以产生，与不合理的人类工程经济活动有很

大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不合理的切坡建房、修路、耕地等

对滑坡的产生起到加剧作用，导致滑坡岩土体力学性质发

生变化，造成边坡局部失稳等方面。

下何家滑坡之所以产生，与坡面修房、耕地和修路

工作中的开挖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滑坡的防治可通过一定的工程技术措施，改善边坡

岩土体的力学强度，提高其抗滑力，减小滑动力。通常

采用的措施有：削坡减载、边坡人工加固、预应力锚杆

或锚索、固结灌浆或电化学加固法加强边坡岩体或土体

的强度、镶补沟缝、SNS边坡柔性防护技术等。

我国防治滑坡的工程措施很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三

类：一是消除或减轻水的危害；二是改变滑坡体的外

形，设置抗滑建筑物；三是改善滑动带的土石性质。通

过以上对临洮县下何家滑坡的特征及形成条件的介绍，

我们不难得出治理该滑坡的相关工程措施。然而一个滑

坡的产生往往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只

有做详细的勘查和调查分析后，才能制定切合实际的防

治措施。

消除水的危害

滑坡的发生常和水的作用密切相关，水的作用往往

是引发滑坡的主要因素。因此消除和减轻谁的作用，对

滑坡的治理尤为重要。其目的是降低孔隙水和动水的压

力，防止岩（土）体的软化及溶蚀分解，消除或减少水

在滑动面上的润滑作用。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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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坡顶设置截排水工程，拦截坡面洪水的集聚。

（2）坡脚设置横向集水排水工程。

（3）排除地下水的措施很多，应根据滑坡的地质结

构特征和水文地质条件合理选择。

抗滑桩

抗滑桩是穿过滑坡体深入滑床以下稳定部分以固定

滑坡体的一种桩柱。很多抗滑桩组成的桩群共同支撑滑

坡体的下滑力，阻止其滑动，抗滑桩的支撑能力较强，

支档效果好，对滑坡体扰动小，施工相对复杂，因为效

果显著所以广泛应用。在实际应用中常与格构、锚索配

合使用，对滑坡体进行综合治理。

重力式抗滑挡土墙

重力式挡土墙是以自身重力来维持其在土压力作

用下的稳定，它是在滑坡治理中最常用的一种挡墙形

式。重力式挡土墙墙面胸坡和墙背的背坡一般选用1：

0.2～1：0.3，仰斜墙背坡度愈缓，土压力愈小。但为避

免施工困难及本身的稳定，墙背坡不小于1：0.25，墙

面尽量与墙背平行，墙高和基础的深埋必须按地基的性

质、载荷力的要求、地形和水文地质等条件，通过科学

验算来确定。该工艺施工简单，造价较低，在土质滑坡

的治理中广泛应用。

滑坡是地质灾害发育种类中一种较常见的自然灾害

体，我们要在思想上对其足够重视，要不断完善滑坡的

防治体系建设、提高对自然灾害的总体认识，加强对滑

坡体的检测预警，减少灾害的发生从而减少人民的生命

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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