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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全面系统地开展排土场滑坡机理等方面的研究，《排土场稳定性及灾害
防治》是作者王运敏、项宏海根据多年来对排土场稳定性及泥石流研究的成果编写而成的。

全书系统总结了排土场稳定性及泥石流的研究方法，排土场的滑坡机理，泥石流成因，排土场滑坡和
泥石流防治措施，排土场监测方法，排土场规划和排土场管理，排土场植被复垦方法和实例及国内外
排土场滑坡或泥石流实例。

《排土场稳定性及灾害防治》既可用于指导排土场灾害防治研究、教学，又可用于指导矿山企业排土
场安全生产管理，也可作为排土场设计参考。

主要读者包括从事排土场科研、生产、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及高等学校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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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运敏，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采矿学会副主任，中国冶金矿山企业
协会理事，全国锰业技术委员会主任，金属矿山杂志社和现代矿业杂志社社长等。

近30年来，先后牵头组织和参加完成了“六五”到“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还承担了国家
“863”项目、“973”项目、院所基金项目、省市项目及企业委托研究课题等80余项，在露天开采工
艺和安全技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部级特等奖1项、一
等奖4项、二等奖5项，获授权发明专利3项，出版专著2部、主持编制国家行业标准2部，发表论文30多
篇。

项宏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大洋协会理事，国家标准委员会非煤矿山技术委员
会副主任，安徽省地质学会副理事长等。

近30年来，先后组织或参加完成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973”项目、院所基金项目、省市项
目及企业委托研究课题等30余项，在矿山边坡、排土场、尾矿库等岩土工程技术方面取得了大量科技
成果，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其他奖项5项，出版著作2部
，发表论文1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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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降雨与泥石流的形成密切相关，激发泥石流是短时暴雨过程中或雨后的某个时刻，
泥石流形成之前的降雨是激发泥石流的直接原因，而之后的降雨只对泥石流的持续时间及其规模起作
用。
泥石流暴发的激发动力，雨强的大小（10min或60min雨强），是预测泥石流产生的重要指标。
 2.4.2.3地基软岩和地形坡度的影响 地形地貌是决定排土场滑坡和产生泥石流的另一重要因素。
为了能加大排土场堆积容量，少占地，矿山排土场大多选择在地势比较陡峭的山坳、山沟里，从上往
下排土时，所形成的排土场边坡角往往是由所排弃废石的安息角决定的，因为废石的岩性和粒度不同
而形成的边坡自然安息角也不同。
对于在陡峭地基上所形成的排土场边坡大多也比较陡，这种高台阶排土场的稳定性也比较差，往往产
生滑坡和泥石流；尤其是在雨水和地表水的作用下，高台阶陡峭的边坡使得水和土质浆体沿着排土场
的凌空面做快速运动，而影响泥石流产生的规模与流动速度。
 当地基是坚硬岩层而且比较稳固，且排土场与地基的接触面又比较光滑，含有薄层黏土受水浸润或分
布有腐殖层时，会产生废石与地基接触面之间的滑坡，多数情况发生在倾斜地基面的条件下。
所以说地形坡度直接影响排土场的稳定性。
 （1）当倾角较小或接近水平时，地基面对排土场的稳定性影响较小，如果地基表土软岩层较薄，则
经过排土场压实固结后，对于排土场稳定性影响不大。
但如果地基的软弱岩层较厚，即使地基的倾斜角呈水平或平缓时，滑动面首先出现在地基软岩层内部
，呈圆弧滑面并牵引上部废石边坡滑动，而组合单一滑面。
 （2）如果地基的倾斜角比较大时，则沿地基软弱岩层的滑坡还要严重一些，因为这时沿着滑面的剪
应力随着地基顺坡倾角的增大而增加。
即使地基是硬岩不含软弱层，当其坡角大于岩石内摩擦角和自然安息角时，容易出现沿地基面的滑坡
，这时地基成为自然滑动面。
例如澳大利亚Fordin9矿务局所属11个排土场的观测资料表明，它们的排土场高度30～200m，坐落在10
°～26°倾角的山坡地带，其稳定性良好，但地基坡度超过24°～26°时，其排土场便出现滑坡，或
者要在坡脚采取稳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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