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1 本章知识结构图 

 

5.2  崩塌 

本节内容：崩塌的概念、特点与危害，崩塌灾害的产生条件及诱发因素，减

轻崩塌灾害的措施。 

重点：崩塌灾害的产生条件及诱发因素，减轻崩塌灾害的措施。 

难点：崩塌灾害的产生条件。 

基本要求：理解崩塌的概念，熟悉崩塌的特点、危害以及产生条件及诱发因

素，掌握减轻崩塌灾害的措施。 

关键词：崩塌；坡度；节理；人为作用；崩塌危害；减轻崩塌危害。 



（注意：红色为本节重点，蓝色为本节的思考，黄底色标注为本节的作业） 

 

5.2.1 崩塌的定义 

崩塌就是高陡的边坡岩体突然发生倾倒崩落，岩块翻滚撞击而下，堆积于坡

脚的现象。如图 2 所示。 

 

图 2  崩塌现场：岩体倾倒崩落，岩块翻滚，堆积于坡脚 

崩塌的规模不同或者崩塌

发生的地点不同崩塌有不同的

称谓，如大规模的岩体崩塌也

称山崩，其体积可达数千万甚

至上亿立方米；小规模的崩塌

称坠石（如图 3），一般其体积

仅数立方米或数十立方米；在

坚硬岩体中发生的崩塌也称岩

崩；在土体中发生的则称土崩。 

 

 

                                         图 3   崩塌现场：坠石，岩块翻滚装机而下 

5.2.2 崩塌发生条件和影响因素 

崩塌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并往往有一个激发因素。 

（1）山坡的坡度及其表面构造，斜坡外形高而且陡峻，其坡度往往 55°-75°；



表面凹凸不平，可能岩层有裂隙。 

 

表 1    崩塌与地形坡度关系统计表 

 

注意坡度最低的“0-10”组崩塌发生比例反而比较高，是什么原因？ 

人为因素的原因导致的这一现象，在“0-10”组，人为的建设活动比较多，

所以尽管坡度较低，反而崩塌发生比例较高。 

（2）岩石性质和节理化程度的影响。 

岩石性质不同其强度、风化程度、抗风化和抗冲刷的能力不同及其渗水程度

都不同。块状、厚层状的坚硬脆性岩石常形成较陡峻的边坡，若构造节理或卸荷

裂隙发育且存在临空面，则极易形成崩塌。如图 4 所示。  

 

 

 

                

 

 

 

 

 

 

 

图 4 软硬岩层互层，软岩石风化后      图 5   节理与崩塌关系示意图 

使硬岩石失去支持而引起崩塌 

岩石的节理化程度，也就是破碎的程度是决定稳定的主要因素，节理化程度

高易发生崩塌（如图 5 所示）。 

（3）断裂构造、褶皱构造对崩塌有控制作用；断层，特别发震断层对山体的稳

定程度有影响。（如图 6 所示） 



 

图 6  发震断层对山体的稳定程度有影响：汶川地震诱发崩塌 1342 处 

 

（4）水的作用。水是崩塌发生的重要诱发因素，包括融雪、暴雨. 融雪、

降雨特别是大暴雨，它们主要可以软化岩土，还可以产生孔隙水压力以及冲刷坡

脚等，这些都会导致崩塌发生。（如图 7 所示） 

 
图 7  暴雨诱发崩塌，影响交通安全 

 

（5）人为作用  

人为作用主要指人类不合理的工程活动，是诱发崩塌发生的重要原因，不合

理的工程活动主要有： 

(1)采掘矿产。露天采矿场边坡崩塌，采空区地表崩塌。 



(2)道路工程开挖边坡。（如图 8 所示） 

(3)水库蓄水与渠道渗漏。主要是水的浸润和软化作用。 

(4)堆(弃)渣填土。 

(5)强烈的机械震动。 

 
图 8  不合理加护诱发崩塌，危害交通安全 

5.2.3 崩塌的危害 

崩塌的危害特点比较多，包括爆发突然，运动速度快，历时短暂；惯性大，

破坏能力强；运动过程中不断撞击，引发沿途更多危岩滚落；运动轨迹不固定，

变向显著；运动形式多样，有滑动、滚动和弹跳，防御难度大 。 

崩塌对我们常见危害的方式有：崩塌常使斜坡下的农田、厂房，水利水电设

施及其他建筑物受到损害，有时还造成人员伤亡，铁路，公路沿线的崩塌则阻塞

交通、毁坏车辆，造成行车事故和人身伤亡。  
 

 

 

 

 

 

 

 

 

 

 

 

图 9  1980 年 6 月 3 日晨 5 时 35 分发生在湖北省远安县盐池河崩塌 



1980 年 6 月 3 日晨 5 时 35 分发生在湖北省远安县盐池河崩塌，16 秒钟内

摧毁矿务局机关全部建筑物和坑口设施，导致 284 人死亡。 

5.2.4 减轻崩塌灾害 

怎么减轻崩塌带来的灾害呢？首先要进行崩塌危险性预测。 

（1）崩塌危险性预测 

崩塌危险性预测方法较多，有地质历史分析法、刚体极限平衡法、数值模拟

法、地质力学模拟试验法以及长期监测法等，前面几种专业性较强，长期监测法

比较适合用于群测群防。  

较大型崩塌发生前，有一个变形过程，在出现强烈的破坏之前，都显示出一

定的前兆特征。 

①崩塌体后部出现裂缝；  

②崩塌体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小崩小塌不断发生；  

③崩塌的脚部出现新的破裂变形，嗅到异常气味；  

④岩质崩塌体偶尔发出撕裂摩擦错碎声； 

⑤出现热、氧、气、地下水质、水量异常； 

⑥动植物出现异常现象。 

（2）崩塌的避让 

①房屋建设选址预防 ：建房前应对地质环境进行详细调查，并进行稳定评

估；坡度大于 50°的陡坡容易发生崩塌，所以斜坡坡度＞50°的陡坡脚和陡崖边

不适宜建房屋。  

②工程开挖中预防崩塌发生 在道路和其他工程开挖坡脚施工时，应从开挖

边坡上缘开始施工，按设计要求开挖一段（级）加固一段，从上到下边开挖边加

固就可以防治崩塌发生。  

③保护环境，不要随意开挖边坡。不要向已变形的高陡边坡加水；用防水土

工布覆盖裂缝防止雨水进入；崖顶上的水田若有漏水现象，应立即改为旱地，以

防引起崩塌发生。 

（3）崩塌的防治 

A.基本原则 

对于崩塌而言，在整治过程中必须遵循标本兼治、分清主次综合治理、生物

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治理危岩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相结合的原则。       

B.工程措施 



对于存在崩塌危险的地区我们要进行工程防治。 

防止落石造成道路中断、建筑物破坏和人身伤亡是整治崩塌危岩的最终目的。

这就是说，防治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阻止崩塌落石的发生，而是要防止其带来的

危害。 

崩塌落石防治措施可分为防止崩塌发生的主动防护和避免造成危害的被动

防护两种类型。具体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崩塌落石历史、潜在崩塌落石特征及其风

险水平、地形地貌及场地条件、防治工程投资和维护费用等。 

主动防治的基本方法包括支撑，遮挡，拦截，围护、嵌补、锚固以及注浆、

挂网喷射混凝土、清除和排水等。 

 

小结：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崩塌的概念、特点与危害，崩塌灾害的产生条

件及诱发因素，减轻崩塌灾害的措施，请大家课后针对以上内容进行复习。 

作业：请大家继续上次的调查，调查你家乡发生过的那些地质灾害造成了怎

样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