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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中的高陡边坡加固与治理,关乎着整个水利工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也关乎着水利工

程的后续使用安全。本文深入分析了导致水利工程高陡边坡失稳的原因,并提出了有效的治理对策,旨在

为相关从业者提供可靠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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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陡边坡作为水利工程建设的关键

关键,其施工质量影响着水利工程的施

工质量,保障高陡边坡施工质量就是保

障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因此要重视高

陡边坡的施工质量,加强其加固与治理

技术的研究,利用科学合理的对策提升

高陡边坡施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1 水利工程中高陡边坡加固与

治理的重要性 

水利工程中的高陡边坡受周围环境

影响,自身结构的稳定性会发生变化,极

易出现滑落问题。且高陡边坡破损问题

一旦发生,即便及时对其进行修复,造成

的影响也已经存在。为此,必须在水利工

程施工过程中,做好高陡边坡的加固与

治理工作,从源头上降低高陡边坡滑落

的可能性,加固边坡,进而保障水利工程

的整体质量及使用的可靠性。 

2 造成利工程高陡边坡失稳的

主因 

2.1岩层性质 

当底层结构中的岩层属于较为松散

的类型时,这种岩石层在承载性能上有

着天然的不足,且存在高陡边坡自重较

大的问题。在这种地理条件下建设的水

利工程,如果不借助外力,单纯依靠岩石

层自身具有的承载力来对水利工程整体

进行支撑,是无法达到预期要求的。为此,

就需要借助一定技术手段,对岩层进行

加固,提高岩层的承载能力。在实际施工

中,底层结构及岩层性质是决定高陡边

坡稳定性的根本,只有具有一定强度与

抗风化性的岩体结构,才能实现对高陡

边坡的自然支撑。反之,岩层软弱、结构

破碎严重、风化深度大的岩层是无法为

高陡边坡提供支撑的,当边坡的陡度和

高度达到一定数值时,必定会发生高陡

边坡失稳现象。 

2.2地质结构 

地质结构是导致高陡边坡失稳的主

因。这是因为地质结构多存在地质断裂

层,地基层一旦出现地质断裂,必定会导

致基层承载力分布不均,进而导致高陡

边坡失稳。水利工程边坡结构稳定性与

地基层受地质结构影响,底层中的地质

断裂层离地表越近,这种影响也越加严

重。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根据地基结

构的实际情况,对地基进行加固,提高地

基的稳固性以及高陡边坡的稳定性。 

2.3地理因素 

水利工程中的高陡边坡受地理因素

的影响,容易在降雨频发时段出现滑坡

问题。虽然滑坡问题可以通过高陡边坡

加固与治理技术得到解决,但却无法彻

底根治。如果在地理条件较为恶劣的区

域建设水利工程,会无形中放大地理因

素对水利工程的影响,为水利工程的安

全埋下隐患,并在长时间的使用中,加剧

地理因素对水利工程的影响程度, 终

导致高陡边坡坍塌事故的发生。 

3 水利工程高陡边坡加固与治

理的对策分析 

3.1抗滑桩 

通常情况下,我们将穿过滑坡体深

入相对稳定岩层的柱状结构成为抗滑

桩。抗滑桩属于支挡结构的一种,主要是

对山坡体、填土等进行加固和支撑,防止

坍塌,保障山坡体或填土的稳固。抗滑桩

适用于坡度较小的滑坡加固,在应用中

通常被安置在滑坡的前端部位,利用灌

浆技术将抗滑桩与相对稳定岩层紧密相

连,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在利工程高陡边坡加固与治理中,

首先要对水利工程的施工场地进行现场

勘查,根据当地的水文地质条件,确定缓

凝土桩柱的排列顺序、排列位置、以及

深度,确保完工后的混凝土桩柱能够深

入到水利工程的相对稳定岩层,作为抗

滑桩起到加固边坡滑体的作用。 

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对抗滑桩的

间距、打桩方法等进行慎重选择,要求抗

滑桩的间距在符合标准规范要求的基础

上,能够有效防止桩体间的边坡滑土滑

出,起到应用的加固作用；在打桩方法的

选择上,要依据水利工程的设计情况和

加固需求,确定桩柱是底部链接还是顶

部链接,是独立间隔还是整体间隔。 后,

混凝土施工工艺简单,施工周期短,因此

混凝土抗滑桩被普遍应用于当前的水利

工程高陡边坡加固与治理中,但混凝凝

土抗滑桩对边坡滑体有一定的要求,多

用于浅层或中厚层的滑体层加固。 

3.2主、被动防边坡防护网 

边坡防护网根据其原理的不同分为

主动边坡防护网和被动边坡防护网,其

中主动边坡防护网指的是主动将以钢丝



水电水利 
第 4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9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绳网为主的各种柔性边网,覆盖在有可

能发生地质灾害的边坡面上,对边坡面

的岩石和碎石进行加固,防止其发生移

动,其能够在不改变边坡原有生态地貌

和植被的基础上,有效控制滑坡的发生；

而被动边坡防护网多设置在边坡下方,

被动的对边坡坡面上滚落的碎石或岩石

进行拦截,防止碎石或岩石对保护对象

遭横伤害,也正因此,被动边坡防护网只

有在边坡发生滑体时才能发挥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主动边坡网适用于

坡度较低且施工方便的边坡,加固边坡

的同时,保护边坡原有的生态循环系统,

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边坡加固技术；而被

动边坡防护网,则适用于坡度较高、施

工难度大,且容易发生落石崩塌的集中

区域或高频地区,与主动边坡防护网相

比,被动边坡防护网造价成本低,经济

性高。在实际的边坡加固中,建筑单位

要从水利工程边坡的实际情况与自身

的综合实力出发,选择 为合适的边坡

加固技术。 

3.3锚固洞技术 

锚固洞技术是当前应用 为普遍的

水利水电工程高陡边坡加固与治理方法,

其能够对高陡边坡失稳问题进行有效解

决,然而锚固洞技术对施工规范要求较

高,施工人员必须严格遵照锚固洞具体

施工标准,进行锚固施工,按照先里后外,

先上后下的顺序,逐增进行锚固加固,以

此提升高陡边坡稳固性,增加边坡的抗

滑力。 

3.4喷射混凝土护坡法 

喷射混凝土护坡法作为当前见效

快,且效果 为明显的水利水电工程高

陡边坡加固治理方法,被广泛用在水利

水电工程高陡边坡加固治理中。与其他

高陡边坡加固治理方法相比,喷射混凝

土护坡法有着较快的施工速度,只需依

照事先设定好的施工计划,按的步照对

应骤完成混凝土搅拌工作和施工即可,

其能够有效缩短施工周期,降低施工成

本。需要注意的是,喷射混凝土护坡方法

在实际的应用中,必须在施工前,对喷涂

混凝土的施工区域进行全方位清理,保

障施工面的平整度和光滑度,且要求施

工面不存在碎石和缝隙,以此保障喷射

混凝土的均 度和完整性,进而保障边

坡面的牢固性,实现对边坡滑体的有效

加固。 

3.5预应力锚固技术 

预应力锚固技术是通过对边坡进行

锚索施工的方式,增加结构的稳定性,达

到稳定高陡边坡的目的。预应力锚固技

术在具体的施工中,会对已经产生滑动

或有可能发生滑动的滑动面中进行打孔,

将钢索或钢筋的一段穿过钻孔,固定在

与滑动层相连接的稳定岩土层中,而后

对钢索或钢筋进行拉紧,产生一定的预

应力, 后将钢索或钢筋的另一端固定

在支挡结构上,借助钢筋或钢索的预应

力,将滑动层和支挡结构牢牢的压紧并

固定在一起,用以增加滑动面的抗滑强

度,实现对高陡边坡体的加固。 

3.6排水、截水技术 

地表渗水也是导致水利工程高陡边

坡失稳,发生滑坡的主因。为将地表渗水

的危害降到 低,必须加强对排水、截水

技术的应用。在边坡坡体周围修筑拦、

排水沟,且根据施工区域的不同情况采

用不同的排水、截水技术。如浅层排水,

应在高陡边坡钻孔,用来设置截水沟进

行排水；而地下排水,则应采用平孔排水

方法,或通过设置集水井的方式来进行

地下水排放。 

4 结语 

高陡边坡加固与治理作为水利工程

施工的重要施工环节,应根据水利工程

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加固方法、加固技术

等进行合理选择,以此提升高陡边坡体

的抗滑力度,完成对高陡边坡体的加固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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