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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7章，主要内容包括：第1章绪论，介绍了边坡破坏的主要形式及其影响因素、边坡工程学的
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第2章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讲述了边坡稳定性的判别准则以及常用边坡稳定
性分析方法；第3章边坡岩体水力特性，分析了边坡岩体的水力学特性及边坡常用排水处理方案；第4
章边坡工程防治技术，介绍了边坡工程防治设计的基本程序及常用技术措施；第5章生态边坡与边坡
景观，详细介绍了植被护坡景观的设计方法、方案确定和实施等；第6章边坡工程监测，着重介绍了
边坡的变形、应力、地下水的监测方法；第7章边坡灾害智能预测，介绍了GIS支持下计算智能集成边
坡灾变预测系统在边坡灾变预测中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矿业工程、石油工程、地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等专业的研究生
教材或高年级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的教师，科研院所和工程部门的科研人员、工
程技术人员的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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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　　在进行边坡稳定性分析时，首先应当根据地质体结构特征确定边
坡可能的破坏形式，然后针对不同破坏形式采用相应的分析方法。
岩质边坡破坏形式是指坡体结构面成为滑裂面的空间组合形态特征和滑动的机理。
严格而言，边坡滑动大多属空间滑动问题，但对只有一个平面构成的滑裂面，或者滑裂面由多个平面
组成而这些面的走向又大致平行且沿着走向长度大于坡高时，也可按平面滑动进行分析，其结果偏于
安全。
在平面分析中，常常把滑动面简化为圆弧、平面或折面，把岩土体看作为刚体，对指定的滑动面进行
稳定验算。
目前，用于分析边坡稳定性的方法有工程地质类比法、刚体极限平衡法、岩坡优势面分析法、数值分
析法及智能分析方法等。
　　2.1 边坡稳定性的判别　　工程界广泛使用稳定安全系数（简称稳定系数）这样的安全度指标来进
行边坡的稳定性评价，稳定系数大于1，意味着边坡是稳定的；小于1则是不稳定的；等于1时说明边坡
处于临界状态。
由于稳定性计算中含有若干不确定性，为保证设计的边坡处于稳定状态，应使计算的稳定系数大于1
，以使其具有一定的安全储备，也就是要规定一个稳定系数设计限值——安全系数。
　　用极限平衡法分析边坡稳定性时一般采用边坡稳定系数，与设计（允许）安全系数（一般由规范
规定，以下简称安全系数）进行对比的方法来加以判断，当边坡稳定系数大于安全系数时边坡安全稳
定，否则，就认为是不稳定、不安全的。
　　2.1.1 边坡稳定系数的定义　　边坡稳定分析中多采用稳定系数（K）来表征边坡的稳定程度。
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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