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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水利事业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水利工程项目建

设中,水工建筑物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防洪、灌溉、发电、供水、航运等方面,确保水资源的充

分利用。通常情况下,滑坡危害会损坏水工建筑物的施工、运行,这就需要做好滑坡防治工作,合理地制

定施工方案,针对水工建筑施工全过程进行控制,有效地预防滑坡事故,文章主要分析了水工建筑物施工

及运行中滑坡防治控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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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水工建筑物施工运行过程中,会

遇到边坡自身、边坡联通部分地基土体

滑动面中的滑动力超出抗滑力,这样就

会沿着滑动面向下滑动,进而引发滑坡

事故。滑坡事故极易破坏水工建筑物,

直接影响着水利行业的发展。因此,水利

部门在水工建筑物施工过程中,分析滑

坡带来的影响,有效地提升水工建筑物

施工水平。基于此,文章介绍了水工建筑

物施工运行中的滑坡危害,结合实例分

析了水工建筑物施工及运行中滑坡防治

控制要点。 

1 水工建筑物施工及运行中滑

坡危害 

在水利行业的发展中,引发水工建

筑物滑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建筑物边

坡、部分地基土体在滑动面的滑动力超

出抗滑力,这样会沿着滑动面不断向下

滑动,严重破坏建筑物。水利工程项目建

设环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滑坡地段

滑坡体会被激活,为工程项目建设带来

严重损失[1]。通过相关调查发现,在水工

建筑物施工过程中,67%的滑坡事故普遍

发生在基坑开挖阶段、15%的划滑坡事故

发生在水库蓄水阶段、18%的滑坡事故发

生在建筑物运行过程中。例如,在某水电

站施工过程中,发现10个滑坡地段,为项

目部增加了近1.6亿美元的成本,施工工

期延长了两年。因此,在水工建筑施工、

运行过程中,需要引进相应的滑坡防治

控制技术,有效地预防滑坡事故,防范风

险隐患。 

2 水工建筑物施工及运行中滑

坡防治控制要点 

2.1优化设计 

在水工建筑物优化设计过程中,设

计人员需要注重放滑坡设备,针对各个

主体、地质环境要求、建筑物整体情况,

有效地开展放滑坡设计工作。在实际设

计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明确水工建筑

物的防水等级,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还需要明确建筑物的重要性,合理设计

建筑放滑坡、耐用年限,并根据建筑物所

处环境进行有效设计,分析所选地址对

水工建筑物施工带来的影响,并注重建

筑物质量、使用年限、材料设计。另外,

设计人员需要根据地质监测数据,通过

模型模拟、数值模拟,选出最优设计方案,

实现防滑坡设计的预期效果。 

2.2合理施工 

在基坑开挖过程中,极易引发山体

滑坡事故,这就需要强化水工建筑物施

工过程中的防滑坡力度,合理地开展滑

坡施工作业,通过施工、设计工作的协调

性,有效地提升先进技术、先进材料的应

用效果。另外,施工组织设计质量直接关

系着水工建筑物的施工质量,相关管理

部门需要注重施工组织设计工作的严谨

性,提高组织设计工作效果、施工管理质

量,针对人力、物力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最大程度减少滑坡带来的影响。 

2.3维护保养 

在水工建筑施工准备阶段,技术人

员需要针对工程设计图进行严格检查,

及时地发现并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提

升施工质量控制的整体水平,进一步提

升水工建筑物设计的整体质量。并且,

在施工竣工完成后,技术人员还要做好

维护保养工作,强化日常检查工作力度,

在遇到水工建筑物损坏问题时,应及时

进行维修,提高水工建筑物的整体质量,

这样才能够延长水工建筑物的使用年

限[2]。另外,相关部门针对水工建筑滑坡

事故进行了统计,15%的滑坡事故出现在

水库蓄水阶段,18%的滑坡事故出现在水

库运行阶段。因此,在后期水工建筑物滑

坡防治过程中,相关部门必须强化维护

保养工作,实现水工建筑物施工及运行

中滑坡防治控制的预期目标。 

3 水工建筑物施工及运行中滑

坡防治控制实例 

3.1工程实例 

某地区在水工建筑工程活动过程

中造成了牵引式土质滑坡问题,其横宽

是245m、纵长是90m、平均厚度是12m,

规模是2.5×105m3。滑坡前缘是某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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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从滑坡体中前部穿过,其设计水面

高程约700m,总水体容积式3.5×106m3。

当地年降水量1109.8mm,5到9月降水量

占全年降水量的80%。滑坡坡脚高程在

733m到734m之间,滑坡上部、中部、前缘

坡度是25°到30°、10°到15°、20°

到45°,如图1。 

 

图1  滑坡全貌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滑坡发展趋势

的分析结果如下：首先,滑坡Ⅰ区。前缘

会出现20m的大量临空面,滑体裂缝发育,

出现了鼓胀、马道拉裂、局部地段滑塌

问题,这一区域处于强变形阶段,受蓄

水、暴雨、地震等因素的影响,滑坡Ⅰ区

极易出现整体失稳问题。其次,滑坡Ⅱ

区。前缘会出现10m的大量临空面,裂缝

发育相对较弱,不会出现明显的马道、膨

胀问题,处于弱变形阶段,基本不会出现

整体滑移失稳问题,特殊情况下会沿次

级滑面剪出。 

3.2防治控制 

在水工建筑物施工及运行中滑坡防

治控制过程中,相关部门必须遵循实效

性、永久性、动态性原则,建立完善的边

坡监测网络,并提出了两种方案[3]。第一,

抗滑桩支挡+格构护坡+裂缝填充+截水

工程；第二：前缘回填反压+裂缝填充+

截水工程。通过进行对比,选择了第二种

方案。 

3.2.1砂卵石回填反压 

在处理滑坡前缘的过程中,技术人

员需要选择1:1的回填坡度,弱变形、强

变形的压脚宽度分别是8m、15m,弱变形

情况下的压脚高度是10m,上台回填坡度

是1:1.25,并使用格槟墙对前缘进行支

撑,下台回填坡度是1:1,使用挡墙、格槟

墙针对前缘进行支挡。 

3.2.2截、排水沟 

在滑坡防治过程中,正常、校核流量

下安全超高在0.2m到0.3m之间,滑坡的

汇水面积是0.04km2,并设置2条排水沟,

排水沟和截水沟的总长约110m、260m,

排水沟的主要作用是排导坡内路面水、

截水沟的主要作用是拦截滑体内、滑坡

后缘地表水。 

3.2.3裂缝填充 

在裂缝填充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

使用粘土进行封填,分层回填厚度约

250mm,并实行人工夯实封闭方法,粉质

粘土的最佳含水量必须控制在±±2%,

压实系数设为0.94。为了有效地防治控

制滑坡事故,技术人员需要根据现有资

料、监控设施,有效地监测影响因素、治

理工程,制定完善的监测系统,实施施工

期监测计划、治疗效果监测计划,提高了

滑坡综合防治效果。另外,施工人员发现

了划破剧烈变形和失稳问题,随后针对

位移沉降进行了修复,提升了综合防治

措施的实用性。 

3.2.4养护 

在水工建筑物运行过程中,极易引

发滑坡事故,技术人员需要强化水工建

筑物维护保养措施,在施工验收时,应认

真审核设计图纸,针对水工建筑施工质

量进行检查,对比滑坡防控措施的施工

完成情况、设计要求,确保防控措施满足

工程需求、使用年限需求。同时,在水工

建筑物投入运行后,管理部门需要定期

检查滑坡体防控设施,避免出现防控设

施提前损坏的问题[4]。并且,在长期发展

中,滑坡体防控措施极易老化,出现自然

破坏问题,技术人员需要及时维修、处理,

并做好计算分析工作,重现选择防护措

施,尤其在遇到地震等地质水文灾害的

情况下,应全面分析水工建筑滑坡体的

稳定性,避免出现滑坡事故。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的快速发展中,

水工建筑物建设项目建设规模在不断

扩大,水利部门必须合理地控制滑坡事

故,减少滑坡事故对施工安全、建设成

本、施工进度、运行安全带来的不利影

响,需要强化滑坡防治控制力度,引进更

多现代化技术、设备,做好施工维护工作,

减少水工建筑物滑坡事故的出现,还可

以借鉴先进的水利工程建设活动经验,

综合、有效地防控滑坡事故,提高水工建

筑物施工运行的整体质量。 

[参考文献] 

[1]王贺 .浅谈水工建筑裂缝成

因分析及加固研究[J].工程建设与设

计,2018,(06):135-136. 

[2]刘洋.水工建筑物施工及运行中

滑坡防治控制要点的分析[J].建筑工程

技术与设计,2018,(021):1479. 

[3]胡翠薇.水工建筑物施工及运行

中滑坡防治控制要点分析[J].工程技术

研究,2019,4(09):37-38. 

[4]高磊 .水工建筑物施工及运

行 中 滑坡防治控制要点[J].山西水

利,2015,(010):34-35. 

作者简介： 

王鹏(1992--),男,汉族,甘肃人,本科,

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水利水电工程建

设；从事工作：水库及附属建筑物施工

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