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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西部地区典型地质灾害研究与实践，重点对危岩崩塌、滑坡、泥石流、塌岸的工程计算及治
理技术进行了系统论述，分析了滑坡及危岩崩塌的监测预报方法。
全书遵循计算方法合理、治理技术实用、易于操作的原则，立足地质灾害治理实际需求，深入浅出，
以大量实例做支撑，是一本具有重要工程实用性的地质灾害论著。

本书可作为地质工程、土木工程、水利工程、自然地理学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学用书，
也可供土建、交通、铁道、采矿、水利水电、城乡规划、地质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等相关部
门勘察和工程设计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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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1章 危岩稳定性与落石运动1.1 危岩分类《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设计规范》（DB50
／5029—2004）根据失稳模式把危岩分为滑塌式危岩、倾倒式危岩和坠落式危岩三类，陈洪凯等提出
了危岩成因分类系统，即宏观上把危岩分为单体危岩和群体危岩两大类，认为群体由单体叠置组合而
成，并将单体危岩分为压剪滑动型危岩、拉剪倾倒型危岩、拉裂坠落型危岩和拉裂‐压剪坠落型危岩
四类，将群体危岩分为顶部诱发破坏型危岩和底部诱发破坏型危岩两类。
1.1.1 单体危岩分类1.压剪滑动型危岩压剪滑动型危岩的典型物理模型见图1.1。
此类危岩的主控结构面倾角较小，一般在45°以下，为陡崖或陡坡内缓倾角的卸荷拉张结构面或缓倾
角地层弱面（图1.2）。
危岩体重心在主控结构面下部端点内侧，主控结构面所受荷载主要为危岩体自重及作用在危岩体的地
震力和裂隙水压力。
危岩体沿着主控结构面滑移变形、破坏，呈现压剪破坏力学机理。
2.拉剪倾倒型危岩拉剪倾倒型危岩的典型物理模型见图1.3。
此类危岩的主控结构面倾角变化较大，一般大于45°，多为陡崖或陡坡的卸荷拉张结构面，且主控结
构面下端部潜存于陡崖或陡坡岩体内（图1.4）。
危岩体的重心位于主控结构面下部端点外侧是此类危岩的关键，在荷载作用下通常围绕主控结构面的
下端部或下端部与临空面的交点旋转倾倒破坏，危岩体呈现拉剪破坏力学机理。
3.拉裂坠落型危岩拉裂坠落型危岩的典型物理模型见图1.5。
此类危岩体后部为倾角大于80°的卸荷结构面或断裂结构面，多数处于基本贯通状态；危岩体顶部为
主控结构面，近于水平，其逐渐扩展贯通诱发危岩体变形与失稳坠落。
在荷载作用下，主控结构面拉裂是控制危岩体变形与稳定的力学机理。
4.拉裂‐压剪坠落型危岩拉裂‐压剪坠落型危岩的典型物理模型见图1.6。
此类危岩主要受控于两条主控结构面，即近于水平的第1主控结构面和倾角小于80°的第2主控结构面
，分别属于拉裂及压剪力学机理。
在荷载作用下，首先是危岩体的第1主控结构面逐渐受拉扩展，扩展至一定程度时危岩体沿着第2主控
结构面滑移变形，变形达到阈值后整体失稳崩落。
1.1.2群体危岩分类1.顶部诱发破坏型危岩顶部诱发破坏型危岩的典型物理模型见图1.7。
该类危岩的主控结构面倾角一般大于70°，底部端部潜存于稳定岩体内。
危岩体由多个危岩块体叠置构成，底部一块或两块危岩体的重心位于主控结构面以外且具有倾倒失稳
破坏趋势，上部危岩块体的重心一般位于主控结构面以内，危岩块体之间的界面近于水平且黏结强度
较低。
此类危岩的关键块体为顶部危岩块体，对底部危岩块体具有反压作用，关键块体崩落或清除将劣化整
个危岩体的安全状态。
2.底部诱发破坏型危岩底部诱发破坏型危岩的典型物理模型见图1.8。
该类危岩的主控结构面倾角一般小于70°，底部端部在陡崖或陡坡临空面出露（图1.9）。
危岩体由多个危岩块体叠置构成，危岩块体之间的交界面倾角较小且胶结强度低，底部危岩块体为关
键块体。
关键块体失稳后，上部危岩块体易于连锁变形失稳。
这种危岩类型符合危岩崩塌链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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