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路滑坡崩塌地质灾害预测与控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公路滑坡崩塌地质灾害预测与控制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114084744

10位ISBN编号：7114084749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人民交通出版社

作者：余小年　等著

页数：412

字数：659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路滑坡崩塌地质灾害预测与控制�>>

前言

　　我国西部地区地质环境复杂，在各种地质营力作用下或地质环境异常变化的情况下，使得西部成
为我国地质灾害多发区，崩塌、滑坡、泥石流（即崩滑流）尤为严重。
　　作为地质灾害主要类型的崩、滑、流，具有突发性强、分布范围广和一定的隐蔽性等特点，对公
路交通基础设施危害极大。
在地质灾害多发地区修建公路、桥梁或隧道给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带来严重的威胁，制约了公路
交通持续稳定的发展。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科技进步和引进先进技术提高了公路勘察设计、施工和运营阶段管理的
水平，取得了很多经验，但从西部地区开发公路建设的条件和环境需求来看，还不能适应。
如全长259km的贵阳至新寨公路，在建设过程中，发现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点210余处，处理费用高
达3亿元，并且多处滑坡路段的治理工程成为整条路的“卡脖子”工程，严重影响施工工期。
该公路投入运营3年，先后多处又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较大的经济和财产损失
。
又如贵州已建成的其他高等级公路，包括已通车12年的贵黄公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仍
时有发生，地质灾害和大雾、冰冻一样，已经成为高速公路是否关闭的重要影响因素。
目前贵州在建的水黄公路、关兴公路、崇遵公路、玉三公路、三凯公路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造成的事故和处置困难，已成为影响公路投资和建设工期的主要因素之一。
　　随着国家建设战略重点向西部地区转移，将在西部地区新建大量的公路，对环境的改造更加强烈
，需对公路地质灾害的地质环境规律、公路构造物与地质环境互馈效应、公路地质灾害评级与预报、
公路数字地质灾害预报系统等进行研究。
因此，加强公路地质灾害的监测与预报，减轻和防治公路地质灾害是西部地区特别关注的重大研究项
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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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多项课题研究及实体工程的实施基础上，通过滑坡现场相似模拟试验、室内崩塌模拟试验，对
崩塌的机制及块体理论稳定性，滑坡、崩塌成灾机制与规律等，进行了理论性分析，详细探讨了崩塌
潜在危害性，全面总结了公路滑坡、崩塌监测、预测预报及控制技术。
　　本书可供从事公路工程地质灾害科研人员，公路工程施工人员、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作为相关专
业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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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世纪80年代，瑞士就开始了滑坡地表位移的长期监测工作，主要是为了掌握滑坡的动态规律
，1953年在瑞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土力学和基础工程会议上，提出的许多关于滑坡与边坡稳定的报告
，差不多都是以长期观测为题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开展了以防灾减灾为主要目的的地质灾害监测预报技术研究。
通过对滑坡、泥石流等10种自然灾害的研究工作，使减灾工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美国、西欧等国家采用遥感、GPS卫星定位技术、气象雷达及微振技术等监测手段，通过自动记录、
储存、计算机处理和信息远程传输，实现对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实时监测及预报。
　　滑坡、崩塌作为一种自然地质灾害，常常会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其危害性已经成为仅次于
地震的第二大自然灾害。
而滑坡、崩塌之所以往往给人类造成严重损失，究其原因是人们难以事先准确知道其发生的地点、时
间、强度和影响，也就预先难以防范。
所以对于滑坡、崩塌灾害，重在预测。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滑坡、崩塌的预测预报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它包括空间预报和时间预报两个方面。
空间预报是确定不稳定边坡所在位置，时间预报是在空间预报的基础上确定滑坡、崩塌可能发生的时
间。
由于滑坡、崩塌问题的复杂性，滑坡、崩塌时间预报至今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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