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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孔子日：“游于艺，行不由径”。
在地质灾害防治领域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总有一些话要说，因此便有了这本著作。
当然，客观上著者盼望自己多年辛苦的结晶能对推进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地质环境合理开发利用和科
学管理起到一点作用，也为后来者继续探索铺下一块小小的基石。
本书是一部偏重于阐述理论思维方法及其应用的专著。
它既是著者20余年广泛参与我国地质灾害防治活动的经验总结，也是从事长江三峡链子崖危岩体地质
论证、防治工程设计、跟踪指导施工和工程治理效果检验研究的心得。
在指导思想上，通过追求现场“原型观测”、“原型试验”和“原型研究”乃至“原型设计”，走向
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力求体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维，从特殊个性到一般共性，又从基本
原理回归到特殊案例应用的技术路线。
地质灾害防治是一个复杂性问题，但并不等于排斥或拒绝简单性和还原论的基本原则。
因为解决复杂性问题的整体论和系统论还是来源于简单性和还原论的集成，来源于原型系统的抽象与
概化，逐步走向系统仿真，从而追求地质体的整体特性与变形破坏行为的内在规律。
由于针对一般性斜坡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的著作已有很多，结合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多年考察，
本书无意介绍国内外地质灾害防治的方法技术，而是结合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把探
索地质灾害防治的理论思想、思维方法，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优选工程方案和动态施
工的技巧乃至防灾减灾的公共管理置于更优先的地位。
可以说，本书是著者从个人视角反映中国地质灾害防治研究历程的一篇“大文章”，也可以说是著者
“徘徊于现场与理论之间的足迹[申润植（日），1989]”。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初步建立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学及其应用的基本体系，包括基本概念、地质灾害与地质环境变化
、地质灾害调查与勘查评价、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原理与应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方案论证与工程设计
、重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和地质灾害防治公共管理等。
下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国家重大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长江三峡链子崖危岩体防治工程的地质认识、
变形破坏机理分析、稳定性评价、工程方案优化与设计、施工地质与设计调整、动态监测、大型原位
岩体力学模拟试验（试件尺寸1m×1m）和基于变形监测、地压监测、竣工后稳定性校核计算和长江
三峡水库多期蓄水考验等方面的工程治理效果评价。
附录提供了一些数据、图片、资料信息和关于地质灾害防治的中英文名词，这对于理解应用本书的知
识体系并非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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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20余年从事地质灾害防治研究的学术总结，初步建立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学及其应用的基
本体系。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主要包括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学的基本概念、地质灾害系统与地质环境变化、地质灾害调查与勘查
评价、监测与预警预报、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应急处置和地质灾害防治公共管理等。
下篇介绍长江三峡链子崖危岩体防治工程涉及的变形破坏机制分析、稳定性评价、工程方案优化、施
工反馈研究、现场模拟试验、稳定性校核计算和多年监测数据评价工程治理效果等。
    本书可供从事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地质、岩土工程、工程建设地质安全评价和土地规划利用的工程
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政府官员和高等学校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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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传正，男，1961年生，1983、1986年先后在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获得工程地质专业学士、
硕士学位，1992年在中国地质科学院获得理学博士学位，1997年1月晋升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
地质环境监测院（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中心）副总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灾害地质、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
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专著5部，合著6部。
5部专著是：环境工程地质学导论，1995，地质出版社；地质灾害勘查指南，2000，地质出版社（2008
年第3次印刷）；长江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成因与评价研究，2007，地质出版社；重大地质灾害防治理论
与实践，2009，科学出版社；中国地质灾害区域预警方法与应用，2009，地质出版社。
 
    主要学术成就有：初步建立了重大工程选址的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安全岛”多级逼近与优选理论
（1992）和环境工程地质学理论体系（1995）；提出了长江三峡链子崖危岩体三维开裂变形破坏机制
及防治工程目标函数，并设计了煤层采空区防治工程，跟踪开展了防治工程效果研究（1993～2006）
；从防灾减灾的角度创建了区域地质灾害“发育度”、“潜势度”、“危险度”和“危害度”“四度
”递进分析理论方法，并在三峡库区和四川雅安等地进行了应用（2003）；从合理利用地质环境的角
度初步提出了工程建设地质环境质量评价、功能区划、容量评价和地质灾害防治风险管理的学术思想
（2005）。
综合吸收美国旧金山和中国香港经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验区——四川雅安地质
灾害监测预警试验区（2001，2004）；提出了地质灾害隐式统计（临界降雨量）、显式统计和动力模
式区域预警原理，隐式统计和显式统计方法是2003年以来基于气象因素的全国地质灾害区域预警预报
和多个省（自治区）开展类似工作的理论依据（2003，2007）；针对长江三峡复杂斜坡建立了“复合
堆积体”概念，认为古川江与古峡江东西贯通形成统一的长江是一个重大地质事件，是三峡库段大型
复杂斜坡形成的根本动因的科学认识（2000，2005）；提出并系统研究了长江三峡“巴东复杂斜坡系
统”及其“重力成因论”（2006）；根据多年工作经验，提出了重大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论证设计、应
急响应和群测群防的一系列技术工作原则（1995，200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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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问题总有两面性，人类不可能完全控制自然，也不可能使自然灾害完全消失。
防治灾害，减少损失，是人类抗拒自然威胁，保护生存环境的基本目标。
然而，逢灾必治未必是科学而经济的良策。
盲目决策，不进行长远的损失与收益对比分析，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加剧灾害的发生。
2.4.1 地质考查的启示长期的工程地质考查发现，许多城镇、村落等居民地（特别是山区）多处于古崩
坡积物、古滑坡体或尚在活动的崩滑体上。
这些崩滑地质灾害在历史上曾多次危害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奇怪的是，当地居民并未觅途它
徙！
地震活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但众多的人类群落又多沿地震带而建。
安宁河流域是四川第二大平原，位于中国著名的南北地震构造带上，也是中国西南地区在水能、矿产
资源等方面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但安宁河断裂是一条巨大的孕震断裂，历次地震、滑坡和泥石流灾害
的惨重教训，使当地的人民祈求安宁，尽管实际上安宁河并不“安宁”。
中国许多大城市也都位于地震带上，这些大城市地处地震区却历久不衰，究其原因是其地处多种生态
位的集合点。
如北京地处北东与北西方向地震带的交叉地带，它坐落于山前冲洪积扇上，地下水源丰富。
它西通内蒙商贸，东临渤海，北达东北粮仓，南抱富庶的华北平原。
又如西安、太原、呼和浩特、银川也位于鄂尔多斯地块周缘的环形地震带上。
乌江下游的许多城镇均坐落在古崩积物或古滑坡体上，这些堆积物目前多呈稳定状态，其后山最新的
崩塌、危石已威胁不到江边居民的安全。
从滑坡结构上分析，不难推测，这些滑坡体也经历了形成－活跃－稳定的多个阶段。
这就提出了古滑坡体的工程建设可利用性及可利用程度问题。
对于人类活动集中地区，也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地质灾害群体，如水库地区的水位上升及其变动，造成
库岸斜坡的失稳；铁路沿线路堑开挖及来往列车的交变动荷作用，形成带状工程地质环境恶化区；矿
山地区不仅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且不同程度地引起边坡失稳、地面塌陷和尾矿、矸石堆泥石流等；
城市地区的地球物理化学场发生急剧变化，过量抽取地下水引起地面沉降、地裂缝，而人工填土地基
则极大地加重了地震引起的灾害损失。
总之，人类聚居区，往往也是灾害多发区，特别是在山区或山前，内外动力作用孕育了地震或崩滑流
灾害，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各种矿产、地下水储集地（地下水库）和有利的生
态环境。
因此，人类的文明史包含有灾害文明的成分，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与自然灾害斗争的历史。
当今文明社会的高度发展，导致一些地质环境的恶化，地质灾害的成灾规律特点有所改变，或完全以
其他方式危害人类。
例如，1985年墨西哥地震，在离震源约.4 00km的首都墨西哥城的松软地基上发生严重震害。
墨西哥城是由于不断填湖造地扩大而成的，曾屡次遭受震害。
1985年9月的地震造成建筑物震害类型如表2.7 。
这次大震，软地基是破坏的主要原因，另外是情报传递和对提出的警告不够重视，相应的体系不健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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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撰写一部系统介绍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理论及其应用著作的念头始于1997年初。
当时，长江三峡链子崖危岩体防治工程施工终于进入正轨。
回首地质研究、工程设计与指导施工的艰难，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到逐渐统一认识的过程，著者开始
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感到很有必要总结自己的工作体会。
多年来的地质工程学习、研究与实践使我认识到，目前介绍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的论著较多，从思想、
理论高度指导工程应用者却较少见，这是作者长期孕育、思考，并着手著述工作的原动力。
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地质灾害防治研究的学者，我清楚自己的社会责任，也深深感到了自己能力的不足
。
多方面的繁重工作实践使著者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但也使著述工作一再推迟。
经过10多年的准备，终于在2007年初开始了著述工作。
有想法是一回事，下决心去做则是另一回事，真要实现它却未想到是如此的漫长而艰难。
一路走来，著者时时感到不堪重荷，因为整个著述过程充满着挑战与挫折，乏味和兴奋的心情交织在
一起，唯有的驱动力只剩下责任感了。
1.1 工作经历20多年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经历是保证著述言之有物的先决条件，简单回顾一下也许是有
启发意义的。
1984年，参加长江上游云阳县鸡扒子滑坡工程地质调查，这是首次接触地质灾害问题。
1985年6月12日凌晨3时45分，新滩大滑坡发生时（体积3000×104m3，造成夜宿长江水域的船上人员死
亡或失踪12人，伤8人，长江断航12天），著者恰在当地调查仙女山和九湾溪活动断裂（新滩滑坡处于
两者之间）。
机缘巧合，协助湖北省西陵峡岩崩调查工作处划定了危险区和人员撤离范围（中国地质报，1985年
第224号），但该阶段我的兴趣仍在重大工程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和水库诱发地震研究方面，只是初步
认识到长江三峡区域内、外动力作用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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