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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一版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我们向广大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读者的反映来看，已达到了本书出版的意图，即以实用为目的，以提炼与推广新理论、新方法、新
技术，总结与介绍成熟的工程经验、工程实践与应用为宗旨，既重视理论的阐述与推理，又强调方法
的掌握与应用。
为了及时补充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科研成果，介绍成熟工程经验，第二版增加了一些补充内容
，主要是扩大了第六章有限元强度折减法在边（滑）坡中的应用，第一版主要是介绍稳定分析方法，
第二版补充抗滑桩设计计算新方法，解决了埋人式桩、多排桩的设计计算难题，将促进边（滑）坡支
挡结构的设计提高到新水平；在第七章中增补了边（滑）坡失稳的预防技术内容。
此外，第二版对第一版的个别笔误与疏漏进行了订正；同时应用了近年来新颁布的规范对书中相应内
容进行了修订。
我们将随着时间进程，不断增补和修正内容，请读者将意见或建议及时反馈给我们，地址：中国人民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400041），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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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二版对第一版内容进行了修订，从工程治理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边坡与滑坡产生的机理、病害类
型与处治方法。
内容包括：概述、边(滑)坡勘察、作用于边坡支护结构上的荷载、土质边(滑)坡稳定性分析方法、岩
质边坡稳定分析方法、有限元强度折减法及其在土坡与岩坡中的应用、边(滑)坡稳定性分析与评估、
边坡工程设计、滑坡防治工程设计、排水工程、边(滑)坡工程防护与绿化设计、边(滑)坡工程施工与
质量评定、边(滑)坡工程的监测与预报，以及建筑与道路边(滑)坡工程实例、水利水电工程边坡工程
与滑坡实例等。
    本书适用于岩土工程勘察、设计和施工人员，亦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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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颖人，男，浙江镇海人，1933年1月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著名岩土工程专家。
1956年9月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现为后勤工程学院军事建筑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空军工程
技术顾问，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与地下工程分会、防护工程分会等常务
理事，中国力学学会岩土工程分会副主任，重庆市科协副主任等多种学术职务。
先后在军事地下工程与边坡工程的稳定性分析、地下工程围岩力学、岩土塑性力学、岩土极限分析方
法、区域性土等研究与应用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论文四百余篇，出版专著8部，主持编写了
国标《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参编了国标《锚杆喷射混凝土支护技术规范》，培养博士、硕士研
究生80多名，为国家军队及地方工程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军队、部委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奖励8项
，全国科学大会奖1项，水利部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项，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土力学及基础工程提名奖1
项，十二届西部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项。

    陈祖煜，博士，师从黄文熙先生，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澳大利亚莫纳西大学客座教授，
清华大学、河海大学兼职教授。

    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1979—1981年于加拿大Alberta大学土木系进修，师从国际岩土工程界
知名学者Mot、gstern教授，1981年至今在中国水科院工作。

    长期从事边坡稳定分析理论研究和工程咨询工作，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100余篇，有
关研究成果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并获茅以升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大奖、黄文熙讲座撰稿人等
国内岩土界的最高荣誉。
曾任三峡、小浪底、长江干堤加固等工程的安全鉴定、验收和咨询专家。
曾在第8届国际岩石力学大会、国际边坡工程学术讨论会和世界岩土工程大会做主题报告。
现担任2008年第10届国际滑坡与工程边坡会议组委会主席。

    王恭先，男，汉族，1936年12月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
1961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铁道建筑系，遂进入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北分院(现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
从事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的研究和勘察设计工作，历任工程师、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滑坡研究室主任、副院长等。
从业45年来，一直坚持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工程地质与岩石力学相结合，深入实际，调查研
究，较系统地研究了各类滑坡的形成条件、作用因素、发生和运动机理、监测预报理论和方法、滑坡
的防治原则和工程措施。
主持和参与治理的百余处大型滑坡均取得了成功。
对数以千计的滑坡和高边坡病害治理进行了咨询和方案论证，成效显著。
主编的《滑坡防治》专著填补了我国在该学科的空白，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主持和指导的《滑坡的规律与防治》、《西北地区大型滑坡监测预报》成果分获全国自然科学奖和科
技进步奖。
2004年主编的《滑坡学与滑坡防治技术》专著，系统论述了滑坡学的内容，揭示了滑坡的发生机理及
有效防治技术。
发表论文60余篇，主持翻译国外滑坡专著5部。
1991年被评为铁道部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6年获茅以升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大奖。

    1986—2003年任国际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学会滑坡技术委员会委员。
现任中国科协咨询服务中心滑坡防治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质灾害研究会顾问，中国岩石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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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滑坡文集》编委会主任。

    凌天清，男，1962年2月生，分别于1983年7月、1985年12月在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和硕士学位，1996年3月在同济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现为重庆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2年被评为重庆市首批学术技术带头人，交通部“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获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兼任中国公路学会道路工程分会理事、重庆市市政工程协会理事、重庆市材料工程学会理事、《中国
公路学报》和《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编委；出任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执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
委员。

    近年来主持、参与完成了18项科研项目，获省部级奖励三项。
在核心期刊和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3部，主编21世纪交通版教材1
部，参编交通部统编教材2部，主编筑路材料产品交通部行业技术标准34个。

    在西部地区公路建设中的云南楚大高速公路、四川绵广高速公路、重庆渝黔高速公路，以及攀枝花
市公路滑坡治理工程等工程建设中，利用近年来研究成果中的新技术、新材料，节约了工程成本，产
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特别是在楚大高速公路上利用加筋土技术成功地修筑了高度达43.75米的特大型双面加筋土挡墙，创造
了中国高速公路最高挡土墙的美誉，获得云南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央电视台科技博览节目对此
进行了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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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概述  1.1 边(滑)坡危害及其防治    1.1.1 边坡与滑坡的含义及其区别    1.1.2 边坡与滑坡的地质灾害  
 1.1.3 边坡与滑坡的防治  1.2 边坡的类型与特征    1.2.1 边坡的类型    1.2.2 边坡的特征  1.3 边坡岩体的稳
定性分类    1.3.1 边坡的破坏形式    1.3.2 岩质边坡岩体的稳定性分类  1.4 滑坡的类型与特征    1.4.1 滑坡
的类型    1.4.2 滑坡的特征  1.5 滑坡变形阶段的划分  参考文献第2章 边(滑)坡勘察第3章 作用于边坡支护
结构上的荷载第4章 土质边(滑)坡稳定性分析方法第5章 岩质边坡稳定分析方法第6章 有限元强度折减
法及其在土坡与岩坡中的应用第7章 边(滑)坡稳定性分析与评估第8章 边坡工程设计第9章 滑坡防治工
程设计第10章 排水工程第11章 边(滑)坡工程防护与绿化设计第12章 边(滑)坡工程施工与质量评定第13
章 边(滑)坡工程的监测与预报第14章 建筑与道路边(滑)坡工程实例第15章 水利水电工程边坡工程和滑
坡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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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斜坡变形的类型很多，而滑坡与其他变形类型的最主要区别是它沿一定软弱面（带）发生滑动
。
因此，是否存在“潜在滑动面”就成为会否发生滑坡的关键，也即调查测绘的重点。
哪些软弱面易形成滑动面？
在土质滑坡中有：土层下伏的基岩顶面，不同成因土层的分界面，不同时代堆积的土层分界面，透水
与隔水性能不同的土层界面，含水层的顶面和底面，老地面，类均质土层中最大剪应力面。
在岩质滑坡中有：岩层层面（特别是泥质岩层的层面），不整合面，整合面，缓倾角的断层面，错动
面（如层间错动带），片理面，大节理面，不同风化岩层的分界面，及以上各种面的组合面。
调查中要注意了解这些面的产状、在坡体上的分布位置、破碎泥化及含水状态，以及它们与临空面或
开挖面的关系，如倾向临空面则易滑坡，倾向山内则不易滑动。
其走向与临空面走向夹角小于30。
容易滑动，大于45。
则不易滑动。
从这些软弱结构面在坡体上的分布还可判断会出现整体滑动还是局部滑动。
  ③从岩土的强度上调查判断  并非所有倾向临空面或开挖面的软弱结构面都会发生滑坡，它取决于软
弱面的倾角a大小与面上综合内摩擦角P值的对比，a大于P时易滑动，反之则不易滑动。
有些硬质岩层如石灰岩和砂岩倾角陡达40°～50°也不滑动，但当其中夹有泥岩、泥灰岩、页岩等软
质岩相对隔水时就很容易发生滑坡，因后者岩性软弱，受水作用后强度低。
  ④从地下水的分布和水量调查判断  地下水是斜坡失稳滑动的主要作用因素之一，斜坡是否滑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地下水的分布和作用，同样地层、同样坡体结构的斜坡，地下水发育者易滑动，否则不
易滑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几层地下水分布和出露就可能发生几层滑坡。
⑤从人类工程活动对斜坡的改变程度上调查和判断结构不利的坡体潜伏着滑动的危险，但是否会滑动
和滑动发生早晚（施工期或运营期）又与人工改变的程度（如开挖深度和削弱斜坡支撑力的大小）有
关。
削弱斜坡支撑力大，在施工过程中就会发生滑坡，削弱小时引起斜坡松弛应力调整有较长过程，可能
在工程完工后3～5年，甚至10年以上才发生滑坡。
这要考虑坡体的蠕动变形特征去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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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边坡与滑坡工程治理(第2版)》：第二届“三个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十一五”国家重点出版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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