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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堑坡设计及病害分析与防治》针对有关滑坡各项防治工程措施中每项措施的特点、勘测内容
、设计理论、施工方法和适用场合，以及在综合防治中彼此的组合等，结合目前正处在国内山区铁路
和高速公路的建设高潮，迫切要改善高堑坡在施工及运营中事故频繁、崩塌、滑坡病害十分严重的被
动局面；在铁路新线建设中已经被迫桥隧相连，高等级公路因路面太宽非当前经济条件允许，不得不
大量切割山坡。
《高堑坡设计及病害分析与防治》总结了数十年来我国在山区高堑坡设计（路基特别设计之一）及与
之有关的山坡病害防治方面的经验教训。
可供从事这方面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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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在道路工程及厂矿住宅区所筑平台以上任一侧斜坡的稳定，实质上是指人工开挖边坡及自然斜
坡两部分的安全，但习惯是针对原山坡稳定。
按人工在自然斜坡上开挖边坡的垂直高度可划分为高边坡及一般堑坡。
对不稳定的自然山坡划至不良地质地段，按病害山坡单独处理；一般先将病害山坡治理稳定，再分析
在加固条件下堑坡的稳定。
稳定山坡的堑坡设计及病害防治，应以人工切坡形成的斜坡变形及破坏的治理为主。
由于开挖种种原因（切坡越高大，失稳的可能性越多；特别在道路工程中由于需要开挖堑坡的地段多
，在当前技术水平低、投入的技术力量少、受土方工程的造价限制等不如桥隧和支挡工程的效益大、
可靠度大；开挖不同岩土与地质环境的山坡，在超过一定的高度后可能出现病害的规模与危害、增加
治理费用大小与技术难易，需要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应的地质资料进行特别与个别设计⋯⋯），各国各
专业的情况不同，高堑坡的界定高度有异。
世界各国在不同年代以规程方式规定人工边坡开挖的垂直高度在超过一定尺寸以上，要进行单独设计
的称之为路堑高边坡。
例如我国铁路于20世纪50年代以堑坡超过12m的划入高边坡范围，现改为20m；目前高速公路以30m为
度，超过的划人单独设计工点。
世界各国目前多以12m、15m、18m及20m为度，超过的划在高边坡的范围；各国以各自所在地的地质
条件和环境、修路时隧道与路堑的一般经济技术比选指标、加固边坡的技术与造价、当时的技术水平
与施工力量及各类工程竣工后的安全可靠度与善后等确定高边坡的高度。
我国因人工费用低、材料单价相对高，故多挖深堑高边坡；国外为避免后果不良，一般很少采用高
于20m的路堑边坡。
　　2.我国在山区筑路中，高堑坡的病害历来十分严重　　（1）铁路自新线建设于20世纪50～60年代
接受教训以来，已经在选线上要求尽量避免了长拉沟，以隧道代替深路堑，以边坡加固工程尽量降低
高堑坡的切坡高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重视不够、贯彻不力，20世纪末期新修的铁路，在每年雨
季中仍然有不少的地段是因高堑坡病害而断道的。
当然目前由于国内外对高堑坡及其病害防治技术的水平均不高，尤以在地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主观地
开挖高堑坡仍然是导致多病害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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