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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庆地区地质灾害多发，最为常见的就是滑坡类地质灾害。论文就发生在重庆区域地质灾害的特征分

析谈起，为防治地质灾害的工作提出一些意见，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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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质灾害多发的城市中，重庆地区站在了前面的位置。重庆在我国的西南地区，是长江上游地区的交通枢纽。但其多发的

地质灾害非常不利于重庆市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地质灾害每发生一次都会给重庆市带来相当大规模经济损失，制约着社会经济

发展。 

2 重庆地区地质灾害具有的特点 

2.1 发生地质灾害的频率高 

重庆市区域内发生地质灾害的频率非常高，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期的阶段内，全市范围内发生的地质灾害就很

多，其中包括了不同规模滑坡、不同大小的滑坡，还有一些崩塌事故、泥石流事故，均造成了较大的危害,严重影响到了本市社

会和经济的发展[1]。 

2.2 地质灾害具有空间分布规律 

2.2.1 水平的分带性 

重庆地区发生滑坡和崩塌等地质灾害有着特有的空间分布规律：一是集中分布在长江干流和支流区域中，最集中分布的区

域是长江干流的沿岸和大宁河区域以及乌江沿岸区域；二是带状展布形式中低山的两侧斜坡区域分布的较为多，在观音峡的背

斜呈现出 NNW 向的发展，温塘峡的背斜或者附近区域呈现出 NNW 向的发展，铁峰山的背斜山地两旁呈现出 EW 向发展，并且地

质灾害分布的比较密集；三是分布在交通沿线附近，万开公路和涪武公路以及 310 国道还有铁路沿线。 

                                                        
1作者简介：吴萌（1982-），女，重庆人，从事地质灾害防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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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垂直分带性 

滑坡、崩塌、泥石流这三类地质灾害的分布和发育以及发生，通常会形成一种灾害性的组合模式，表现为上部是崩塌，中

下部是崩积物的堆积，最后就会因为堆积物的松散而发生滑坡或者泥石流，也就是一种上部崩塌，下部滑坡这种垂直性分布的

模式。也有可能是上部滑坡、下部泥石流，或者上部的崩塌和滑坡、下部的地面塌陷这类的垂直性的分布模式。 

2.2.3 层空性 

重庆地区地层的岩性影响到其地质灾害的分布与发生，呈现一种分布层控性。侏罗系红层以及三迭系巴东组地层范围内，

发生了一半以上的滑坡灾害；砂岩和碳酸盐一类峡谷范围中或者砂岩和碳酸盐覆盖的悬坡和悬崖带的地区中，容易出现崩塌；

发育在山区岩溶槽谷中，容易出现塌陷。 

2.2.4 同地貌部位有着紧密的关系 

依据以往的灾害统计分析，整理得出容易发生崩塌性质的崩滑体分布高程以及数量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崩体、滑体的前

缘高程大约是 75-145m，其后缘高程大约是 175-235m。在这样范围内的崩塌和滑坡常常发生在中等坡度（坡度是 20°到 40°）

中凹形坡和复形坡段。 

3 防治措施的建议 

地质灾害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不仅要实施一些工程性措施，也要实施一些非工程性措施，实现二者相结合的综合性治理。

重庆市区域内发生的地质灾害具有点多和面广的特点，所以说治理措施耗费的费用比较高，而且也不能说工程措施所有的点都

照顾到，因此，防治措施需要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互结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3.1 工程性措施 

3.1.1 滑坡灾害防治工程的修建工作 

针对滑坡灾害的防治工程措施，这项工程中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排水方面：容易出现滑体的周围，设置一些拦截的水沟，确保外来的水源进入不到滑体中。 

第二，支挡方面，建筑一些构筑物作起到支挡的作用，比如说，建一些挡墙，修建抗滑桩，增大滑体的抗滑能力，防止其

滑动。 

第三，卸荷和填土，想要改善斜坡的形态，达到消除隐患的目的，应该对斜坡的上方进行削方减重的工作，将存在危险性

的石头移走，坡脚处填上土并且要加强压力，降低滑动的可能性。 

第四，可以应用改良的方法，将坡体的岩和土的性质加以改良，具体工作中要秉承着早治和小治的工作态度，具体的有灌

浆法、锚固法、焙烧法[2]。 

3.1.2 危岩及崩塌的防治工程修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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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危岩和崩塌灾害，主要应该修建一些护墙及护坡，避免斜坡上的岩土出现剥落的危害，小型的危岩体和峭壁需要用人

工削坡的方式减少危险，并且将危险性较大的石头清除掉。对斜坡的岩石中存在的缝洞应该镶补或者填塞，存有的大危石需要

用支挡和锚固的方法，对岩体的稳定性进行提高，并对地表和地下水进行疏导。 

3.1.3 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修建工作 

针对泥石流灾害的防治工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拦截方面、滞流方面、疏排和利导方面。首先谈谈拦截方面，拦沙坝和拦

渣坝的修建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停淤场的设置，此项设置能将泥石流动力作用减小，泥石流的总量也能相对减少，泥石流

中的固体物质的含量也相对减少，从而削弱泥石流的强度。另外还要建筑一些护坡构建物、挡墙构建物、顺坝构建物、丁坝构

建物，这样能保护到铁路、公路以及桥梁，保护城镇。 

其次是滞流方面，高矮不同的拦挡坝一定要修建，它们可以起到拦住并且储蓄固体物质的作用，将泥石流的规模减小，将

河床固定住，避免出现下切及边坡坍落的情况，将纵坡的坡度变得平缓，将泥石流流下的速度降低。 

最后，疏排和利导方面，在下游可能出现泥石流堆积物的区域中修建一些排导槽，还有急流槽和导流堤，并且要固定沟槽，

将水流约束住，起到将沟床的平面加以改善的目的。 

3.1.4 生物工程性措施 

首先，恢复植被是很好的工程性生物方面的措施，主要有封山育林、严禁砍伐森林树木、林地中构建出桥灌草形式的多层

结构，进而可以让森林有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植被恢复，水土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持，从而可以很好地预防地质灾害的发生。

其次，严禁陡坡上开荒，退耕护岸林，大于坡度是 25°的陡坡都不能开垦荒地，禁止开荒保证森林植被的恢复。第三，明令禁

止在丘陵和土地进行开采土石的活动，如需要很大规模开采土石工作，应该先做好水土保持的措施。 

3.2 非工程性措施 

3.2.1 政策法规方面 

强化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法制建设工作，制定出相关的法规条例，对具体的防治工作加以规范。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在制

定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规划和资源的开发时，让地质环境的监督和管理机构人员参与其中，并需要提出合理的环境保护政策，

提出一些环境保护的措施。 

3.2.2 管理方面 

在地质灾害认识上面，要高度重视，提升全社会对其的认识程度，强化地质灾害宣传教育工作，确保政府和群众都能高度

认识到其带来的严重危害，并且要认识到将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降低和保护资源、治理环境，同增长经济和发展的可持续是密不

可分的，进而更好地开展防治工作。 

4 结语 

综上所述，重庆地区多发的地质灾害非常不利于重庆市经济的进步和发展。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做好有关地质灾害的防治工

作，对该地区内地质灾害具有的特点展开研究，制定出防治措施，减少灾害的发生，从而降低其造成的危害，确保重庆地区经

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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