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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ꎬ是我国自然(原国土)资
源系统一项重要的、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赖

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安全的民生工作ꎬ不管是业务

管理部门还是技术支撑部门ꎬ常会遇到一些专业

术语如不稳定斜坡、滑坡地质灾害、勘查等ꎬ极易

与建设行业的建筑边坡、勘察、工程地质测绘等术

语混淆不清ꎬ即使干了多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ꎬ笔
者也不例外ꎮ 还有地质灾害与非地质灾害野外判

别ꎬ对不稳定斜坡的定义的理解和在实际工作中

的应用ꎬ等等容易忽略和犯错的问题ꎬ结合笔者等

正在实施的科研项目取得的初步成果ꎬ进行探讨、
归纳并初步建立山区地质灾害与非地质灾害典型

识别图谱ꎮ

１　 容易混淆的术语

１ １　 斜坡、边坡与滑坡

斜坡( ｓｌｏｐｅ)、边坡( ｓｉｄｅ ｓｌｏｐｅ)与滑坡( ｌａｎｄ
ｓｌｉｄｅ)ꎬ在国内不同的主管部门ꎬ不同的行业ꎬ对三

者的定义亦有不相同ꎮ
地貌学中ꎬ斜坡属于重力作用成因地貌类型ꎮ

斜坡是构成地形的一个基本要素ꎬ每一斜坡地段

的形态ꎬ与特定的风化、剥蚀和堆积作用相关联

(谢宇平ꎬ２００３)ꎮ 斜坡的发展和演化ꎬ特别是在不

良地质作用下的快速破坏演化ꎬ形成滑坡、崩塌、
泥石流ꎬ对工程建设和人类生命财产造成严重

损失ꎮ
边坡一般指自然斜坡、河流水岸坡、台塬塬

边、崩滑流堆积体、以及人工边坡(交通道路、露天

采矿、建筑场地与基础工程等所形成)等坡体形态

的总称ꎮ 而水利、住建等建设部门把可能失稳或

已经失稳的坡体统称为边坡ꎮ 刘佑荣(２００２)将天

然斜坡与人工边坡总称为斜坡(刘佑荣ꎬ２００２)ꎮ
郑颖人等(２０１０)把一切自然的与人为的岩土斜坡

统称为斜坡ꎬ边坡是指由于工程原因而开挖或填

筑的人工斜坡ꎬ边坡与滑坡是一种常见和重大的

地质灾害类型(郑颖人等ꎬ２０１０)ꎮ 吴璋等(２０１５)
认为自然界的边坡是多种多样的ꎬ滑坡仅仅是其

中之一(吴璋等ꎬ２０１５)ꎮ 张世殊等(２０１２)还提出

了自然边坡(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ｌｏｐｅ)、工程边坡(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ｌｏｐｅ)和环境边坡(ｓｕｒｒｏｕｄｉｎｇ ｓｌｏｐｅ)等概念(张世

殊等ꎬ２０１２)ꎮ 环境边坡是指位于工程边坡开挖开

口线之外的ꎬ在自然营力作用或人为作用下ꎬ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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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稳可能会对工程或人员构成威胁并具有一定倾

斜度的地质体ꎬ是自然边坡的一部分(张世殊等ꎬ
２０１２ꎬ２０１４)ꎮ

建筑边坡规范中ꎬ建筑边坡是指在建筑场地

及其周边ꎬ由于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开挖或填筑

施工所形成的人工边坡和对建(构)筑物安全或

稳定有不利影响的自然斜坡(ＧＢ ５０３３０ꎬ２０１３)ꎻ岩
土工程规范中ꎬ滑坡是指斜坡部分岩土体在自然

或人为因素作用下失去稳定ꎬ发生整体下滑的现

象(ＪＧＪ / Ｔ ８４ꎬ２０１５)ꎻ等等ꎮ 综上所述ꎬ建设行业

对斜坡、边坡与滑坡的定义和关系归纳如下:
１) 自然的、人为的岩质、土质斜坡统称为

斜坡ꎮ
２)边坡不等同于斜坡ꎮ 边坡通常指倾斜方向

上有临空面、坡度较陡、纵向延伸有限的斜坡体ꎮ
属自然成因时边坡归属于斜坡范畴ꎬ工程人员多

称为环境边坡ꎬ属工程成因时为工程边坡(张世殊

等ꎬ２０１２)ꎮ
３)滑坡指由于自然原因而正在蠕动与滑动的

自然斜坡(郑颖人等ꎬ２０１０)ꎬ滑坡归属于边坡或斜

坡的变形破坏形式范畴ꎬ不一定与地质作用有关ꎮ

４)边坡在工程切、填方前坡体不存在滑面ꎬ但
可以存在未曾滑动的构造面ꎻ滑坡存在天然的滑

面ꎬ且坡体有蠕动或滑动迹象(郑颖人等ꎬ２０１０)ꎮ
自然资源部门ꎬ斜坡类地质灾害有滑坡、崩

塌、泥石流ꎬ属于斜坡的变形破坏形式范畴ꎮ 滑坡

是指斜坡上的土体或者岩体ꎬ受河流冲刷、地下水

活动、地震及人工切坡等因素影响ꎬ在重力作用

下ꎬ沿着一定的软弱面或者软弱带ꎬ整体地或者分

散地顺坡向下滑动的自然现象(地质灾害防治条

例ꎬ国务院令第 ３９４ 号ꎬ２００４)ꎮ 当滑坡、崩塌等不

良地质现象ꎬ致灾或可能致灾时ꎬ称为地质灾害ꎮ
还提出了不稳定斜坡术语ꎬ指具有蠕滑、鼓胀、拉
裂等变形特征且变形边界不明显的斜坡(ＧＢ / Ｔ
３２８６４ꎬ２０１６)ꎮ

因此ꎬ建设行业和自然资源行业ꎬ不同的行业

属性ꎬ对斜坡类灾害或隐患定义、含义和侧重点有

相似又不相同ꎮ 建设行业强调人为因素在先ꎬ以
建设工程为主体在建设中或建成后已经存在或可

能存在的斜坡安全隐患ꎮ 自然资源行业强调自然

因素在先ꎬ以人类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为受灾主

体ꎮ 几组术语比较如表 １ꎮ

表 １　 两大行业相似术语比较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ｗ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行业 建设相关行业 自然资源行业 备　 　 注

行业术语比较

建筑边坡 不稳定斜坡
可能失稳或已经失稳到一定阶段ꎬ存在隐患ꎬ变形
破坏形式不确定性ꎬ滑坡、崩塌或泥石流ꎻ边坡不一
定与地质作用有关

滑坡 滑坡

崩塌 崩塌

泥石流 泥石流

建设行业不侧重强调与地质作用有关

　 　 综上ꎬ建设和自然资源两大行业对斜坡、边坡

和滑坡的含义对比如下:
１)斜坡ꎬ在两大行业中的含义无太大区别和

争议ꎬ偏向于自然成因ꎬ属于重力地貌学范畴ꎮ
２)边坡ꎬ在建设行业中ꎬ归属于斜坡范畴ꎬ可

理解为斜坡中坡面倾角较陡的或存在临空面的地

段ꎮ 建筑边坡存在安全隐患ꎬ有工程切方或填方

的工程边坡ꎬ一定存在安全隐患ꎬ需要治理ꎬ具有

工程滑动属性ꎻ自然资源行业虽无边坡术语和定

义ꎬ通常泛指工程切、填方形成的人工斜坡ꎬ新增

了不稳定斜坡术语ꎬ其可能的变形破坏形式与边

坡一致ꎬ同归属于斜坡范畴ꎮ
３)滑坡ꎬ在两大行业的定义及含义也有差别ꎮ

建设行业未强调与地质作用有关ꎬ归属于边坡或

斜坡的变形破坏形式范畴ꎮ 在自然资源行业中强

调与地质作用有关ꎬ归属于斜坡的变形破坏形式

范畴ꎮ
搞清楚了斜坡、边坡与滑坡的含义及三者之

间的关系ꎬ对于我们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地质勘查

技术单位ꎬ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特别是判别地

质灾害与非地质灾害非常关键ꎮ
同时ꎬ在术语的引用上建议进行规范ꎬ如自然

形成的斜坡ꎬ称之为自然斜坡ꎬ工程切、填方形成

的斜坡ꎬ称之为工程切方边坡和工程填方边坡ꎻ河
流、库区岸坡根据斜坡形成条件ꎬ划分为自然土质

岸坡、自然岩质岸坡、工程切方岸坡、工程填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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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等ꎬ在判别地质灾害与非地质灾害时也非常

重要ꎮ

１ ２　 勘察与勘查

建设行业ꎬ勘察(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术语可以说是

岩土工程勘察(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的简称ꎮ
岩土工程勘察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要求ꎬ查明、分
析、评价建设场地的地质、环境特征和岩土工程条

件ꎬ编制勘察文件的活动(ＧＢ ５００２１ꎬ２００９)ꎮ
自然资源系统特别是地质矿产勘查行业ꎬ勘

查(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即是地质勘查(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的简称ꎮ 地质勘查ꎬ是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

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ꎬ对一定地区内的岩石、
地层构造、矿产、地下水、地貌等地质情况进行重

点有所不同的调查研究工作ꎮ 按不同的目的ꎬ有
不同的地质勘查工作ꎮ 例如ꎬ以寻找和评价矿产

为主要目的的矿产地质勘查ꎬ以寻找和开发地下

水为主要目的的水文地质勘查等ꎮ
自然资源系统地质灾害行业ꎬ滑坡防治工程

勘查ꎬ是指针对滑坡防治工程对滑坡区采用调查、
测绘、勘探等手段进行地质工作ꎬ并编制勘查文件

的活动(ＧＢ / Ｔ ３２８６４ꎬ２０１６)ꎻ泥石流勘查ꎬ采用调

查测绘、勘探试验等合适的技术方法ꎬ查明泥石流

的形成条件、活动特征ꎬ评价泥石流的危险区及危

害性ꎬ提供防治工程设计所需地质参数及图件资

料的工作过程(Ｔ / ＣＡＧＨＰ ００６ꎬ２０１８)ꎮ
本世纪初又提出了绿色勘查(Ｇｒｅｅ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术语ꎬ近年国内才有了规范性定义ꎮ 绿色勘

查ꎬ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ꎬ以科学管理和先进

技术为手段ꎬ通过运用先进的勘查手段、方法、设
备和工艺ꎬ实施勘查全过程环境影响最小化控制ꎬ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ꎬ并对受扰动

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的勘查方式( Ｔ / ＣＭＡＳ ０００１ꎬ
２０１８)ꎮ

综上所述ꎬ两大行业中ꎬ勘察与勘查二术语主

要区别如下:
１)行业属性不同ꎮ 勘察术语多使用于建设行

业ꎬ在查明地质、环境特征的基础上ꎬ查明、分析和

评价岩土工程条件是工作的重点ꎬ特别是岩土体物

理力学特征ꎮ 地质勘查术语主要用于自然资源行

业ꎬ如工作区地质环境条件调查及矿产资源勘

查等ꎮ
２)工作程度不同ꎮ 岩土工程勘察是根据建设

工程的承力基桩布设勘探点ꎬ勘探工程网、点间距

达到米级ꎮ 地质勘查、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的

勘探工程网、点间距通常为几十米级甚至几百

米级ꎮ
因此ꎬ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ꎬ“勘查” 与“勘

察”二术语不可等同ꎬ不应随意套用ꎮ

１ ３　 工程地质测绘与调查

工程地质测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ｐ －
ｉｎｇ)出自建设行业的岩土工程勘察ꎬ是指采用搜

集资料、调查访问、地质测绘、遥感解译等方法ꎬ将
场地的工程地质要素表示在地形图上的工作

(ＪＧＪ / Ｔ ８４ꎬ２０１５)ꎬ并绘制相应的工程地质图件

(ＧＢ ５００２１ꎬ２００９)ꎮ 是通过收集前人资料、实地调

查访问、野外地质测绘、遥感解译等方法手段ꎬ把
工程地质要素量化为三维空间数据表示在工程地

质图件上的一项工作和过程ꎬ其包含了前期的实

地调查过程ꎮ
自然资源系统地质灾害行业ꎬ相关规范中都

引用了工程地质测绘术语(ＧＢ / Ｔ ３２８６４ꎬ２０１６ꎻＴ /
ＣＡＧＨＰ ００６ꎬ２０１８)ꎬ是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的

重要工作内容之一ꎮ 近年才有了工程地质测绘术

语的定义ꎬ是对勘查场地及附近的工程地质条件

进行现场观察、量测和描述ꎬ并将有关工程地质要

素以图示、符号表示在地形图上的勘查工作方法

(Ｔ / ＣＡＧＨＰ ００２ꎬ２０１８)ꎮ 从术语的定义上理解ꎬ
与岩土工程勘察行业基本一致ꎬ只针对工程地质

要素的调查和测绘ꎮ
从前述滑坡、泥石流防治工程勘查术语的定

义中得知ꎬ工程地质测绘仅是地质工作手段之一ꎬ
地质调查与测绘属于并列关系ꎬ不属于包含关系ꎮ
地质工作流程通常是ꎬ调查(地质环境条件调查、
地质灾害调查等)在前ꎬ可以理解为野外工作为

主ꎻ测绘(包含水文、工程、环境地质测绘和地质灾

害测绘)在后ꎬ可以理解为野外和室内量化工作为

主ꎬ通过测量地质环境要素、地质灾害要素的三维

空间数据ꎬ绘制在地质平面图、剖面图上ꎮ
目前ꎬ不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范(ＧＢ /

Ｔ ３２８６４ꎬ ２０１６ꎻ Ｔ / ＣＡＧＨＰ ００６ꎬ ２０１８ꎻ Ｔ / ＣＡＧＨＰ
０１１ꎬ２０１８ꎻＴ / ＣＡＧＨＰ ００５ꎬ２０１８)对不同勘查阶段

的工程地质测绘工作内容、工作范围也不尽统一ꎮ
多数规范把工程地质测绘归属于勘查方法ꎬ提法

也不尽相同ꎬ如工程地质测绘、地质测绘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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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等ꎬ把调查与测绘混淆一起ꎮ
较新团体规范(Ｔ / ＣＡＧＨＰ ００２ꎬ２０１８)把其归入调

查的范畴ꎬ显然有点混乱ꎬ特别对于刚开始从事这

方面工作的技术人员难以理解ꎮ
新行业规范要求ꎬ测绘宜采用统一格式记录

和素描ꎬ观测点布置应满足最佳测绘效果ꎬ对于重

要地质现象应用足够的观测点控制(ＤＺ / Ｔ ０２６２ꎬ
２０１４)ꎮ 因此ꎬ笔者建议ꎬ应进一步规范调查与测

绘术语ꎬ不同勘查阶段ꎬ地质环境条件调查与测

绘、地质灾害调查与测绘ꎬ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各勘

查阶段的工作程度ꎮ

２　 地质灾害与非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与非地质灾害ꎬ特别是在野外如何判

别ꎬ即使从事地质灾害工作很多年ꎬ笔者也曾迷茫ꎮ
“滑坡肯定是地质灾害”ꎬ一位干了多年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的年轻技术人员争辩时的原话ꎬ说得还振振

有辞ꎮ 很显然ꎬ这是犯了严重的逻辑性错误ꎮ
首先ꎬ滑坡、崩塌、泥石流都是斜坡或边坡的

变形破坏方式ꎮ 如滑坡的分类ꎬ是否致灾ꎬ可分为

灾害性滑坡和非灾害性滑坡ꎻ致灾且是否与地质

作用有关ꎬ分为滑坡地质灾害和工程滑坡灾害ꎮ
崩塌、泥石流等亦是如此ꎬ因此ꎬ滑坡、崩塌、泥石

流不一定是地质灾害ꎬ在实际工作中表述须非常

严谨ꎬ滑坡与滑坡地质灾害是两个意思完全不同

的概念ꎬ后者归属于前者ꎮ 如下表 ２ꎬ为非地质灾

害和地质灾害滑坡的灾情险情分类ꎮ

表 ２　 滑坡按灾情险情分类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ｎｇ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工程引发 (与地质
作用无关)

自然或工程引发(与地
质作用有关) 备注

工程滑坡现象 滑坡现象 无灾情和险情

工程滑坡隐患 滑坡地质灾害隐患 有险情

工程滑坡灾害 滑坡地质灾害 有灾情

广义的地质灾害ꎬ从自然科学的角度ꎬ大致可

划分 １０ 大类 ３８ 亚类(国务院令第 ３９４ 号ꎬ２００４)ꎬ
又有划分为 １２ 类 ４９ 种(吴璋等ꎬ２０１５)ꎮ 地质灾

害是由地质作用产生的ꎬ包括内动力地质作用和

外动力地质作用(潘懋等ꎬ２００４)ꎮ «地质灾害防治

条例»(２００４ꎬ以下简称«条例»)所称地质灾害ꎬ包括

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

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

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ꎬ新规范定

义中增加了生态环境破坏(ＤＺ / Ｔ ０２８６ꎬ２０１５)ꎮ 此

定义是从法律角度作出的界定ꎬ并非自然科学上的

界定ꎬ主要强调由于地质作用产生的自然灾害ꎬ是
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形成的地质灾

害ꎬ而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

和财产安全的与地质作用无关的灾害ꎬ不属于地质

灾害(国务院令第 ３９４ 号ꎬ２００４)ꎮ
«条例»界定的斜坡岩土体重力作用运动形

成的地质灾害如滑坡、崩塌、泥石流ꎬ地面变形形

成的地质灾害如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ꎬ
各地区按照立法权限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具体界定

的种类也有所不同ꎮ
那么ꎬ在实际工作中ꎬ我们如何来判别是地质

灾害还是非地质灾害呢? 特别是存在工程填方区

变形时ꎬ往往容易混淆和误判ꎮ 如 ２０１５ 年深圳光

明新区渣土受纳场“１２２０”特大型滑坡灾害ꎬ滑
坡体、控滑面均与地质作用无关ꎬ从法律和自然科

学的角度界定ꎬ都不属于地质灾害范畴ꎮ
贵州省自上世纪末高度重视和开展地质灾害

相关工作以来ꎬ先后完成了县级地质灾害调查与

区划、重点地区重大地质灾害详细调查、高位隐蔽

性地质灾害隐患专业排查工作ꎬ为全省地质灾害

防治提供了详实的基础地质灾害防治数据支撑ꎮ
但由于工作面广、工作量大、时间紧迫ꎬ地勘单位

技术力量参差不齐ꎬ难免出现地质灾害与非地质

灾害定性不恰当的情况ꎮ 结合正在实施的科研项

目ꎬ笔者归纳并建立了山区容易混淆的地质灾害

与非地质灾害典型识别图谱(图 １)ꎮ
确定是否为地质灾害或隐患ꎬ必须与地质作

用有关ꎬ应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之一ꎮ
１)变形体( ｄｅｆｏｒｍｅｄ ｓｌｏｐｅ)是天然形成的地

质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ｂｏｄｙ)ꎮ 所谓地质体ꎬ通常指地壳内

占有一定的空间和有其固有成分并可以与周围物

质相区别的地质作用的产物ꎬ如与地质灾害有关

的各类第四系土层(人工填土除外)、岩层等ꎮ 而

经人为搬运到异地的地质体如素填土、其它填土

等不属于天然形成的地质体ꎮ
２)变形体脱离母体的结构面或变形体在重力

作用下运动的依托面是地质作用形成的ꎮ 变形体

包括天然形成的地质体和人工堆积体ꎻ依托面包

括天然斜坡面、自然冲沟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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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山区易混淆的地质灾害与非地质灾害典型识别图谱

Ｆｉｇ 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ｌａｓｅｓ ｅａｓｉｌｙ ｃｏｎｆｕｓｅ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ｕ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３　 不稳定斜坡

不稳定斜坡术语ꎬ较早出自地质灾害防治地

方标准或技术要求中ꎬ是指在自然或人为因素影

响下ꎬ可能引发滑坡、崩塌等潜在地质灾害隐患的

斜坡地段(贵州省国土资源厅ꎬ２００８)ꎮ 之后广泛

在国内自然资源系统和地勘单位引用ꎬ本世纪以

来ꎬ西南地区各省地全面开展县(市)地质灾害调

查与区划、重点地区重大地质灾害隐患详细调查、
高位隐蔽性地质灾害隐患专业排查ꎬ设计有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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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稳定斜坡野外调查表”ꎮ 最新国家标准对

不稳定斜坡的定义ꎬ是指具有蠕滑、鼓胀、拉裂等

变形特征且变形边界不明显的斜坡(ＧＢ / Ｔ ３２８６４ꎬ
２０１６)ꎮ

自然资源系统地质灾害行业ꎬ不稳定斜坡术

语早期定义和最新定义ꎬ含义基本相同ꎬ意指可能

失稳的斜坡ꎬ出现变形特征但边界不明显ꎬ变形破

坏方式具有不确定性ꎬ可能是滑坡、崩塌或泥石流

等ꎮ 与建设行业“建筑边坡”术语的含义相似ꎬ主
要区别在于ꎬ形成不稳定斜坡不管是自然因素还

是人为因素ꎬ肯定与地质作用有关ꎬ而建筑边坡不

一定与地质作用有关ꎮ
但在实际工作中ꎬ对不稳定斜坡的认识不到

位或不尽统一ꎮ 野外调查定性阶段ꎬ特别是在地

勘单位ꎬ有些技术人员把不稳定斜坡作为一种独

立的地质灾害类型处理ꎬ认为不稳定斜坡是一种

新的地质灾害类型ꎬ还有称之为潜在不稳定斜坡

(马建青等ꎬ２００９)ꎻ也有把不稳定斜坡直接定性为

整体滑坡(潜在)ꎬ估算的潜在滑体方量很大ꎬ后
期防治工作按照整体滑坡的思路进行勘查和设

计ꎬ往往与实际情况差异甚大ꎬ造成设计过度和治

理资金投入浪费ꎮ 科研院所的研究程度较深ꎬ认
为部分斜坡在天然状态或暴雨等极端气候条件下

处于极限平衡状态ꎬ广义称为不稳定斜坡ꎬ变形破

坏模式主要有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方式(董志海ꎬ
２０１４)ꎻ不稳定斜坡区存在多个独立滑移变形的地

质体(李沧海ꎬ２０１０)ꎻ也存在整体失稳发生滑坡和

局部失稳崩塌的可能性(董志海ꎬ２０１４)ꎻ还存在整

体状态较稳定存在局部不稳定ꎬ发生局部滑坡的

区域(陈晓洋等ꎬ２０１１)ꎮ
结合笔者正在实施的科研项目初步成果ꎬ对

不稳定斜坡的特点及认识归纳如下:
１)不稳定斜坡不属于地质灾害类型的范畴ꎬ

通过预测其发展趋势ꎬ即可能的变形破坏方式ꎬ如
以滑坡、崩塌或泥石流等定性为地质灾害隐患

类型ꎮ
２)实际工作中划定不稳定斜坡区范围ꎬ应根

据现状变形特征、地形地貌特征、地质环境条件、
人类工程活动影响范围和威胁对象等综合确定ꎮ

３)划定的不稳定斜坡区ꎬ可能是整体失稳ꎬ也
可能只是局部失稳ꎮ 局部失稳又可能存在几种情

况ꎬ即单处局部失稳、多处单一隐患类型局部失

稳、多处多种隐患类型局部失稳等ꎮ

因此ꎬ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隐患的调查或勘

查ꎬ比单一的滑坡、崩塌等隐患要复杂得多ꎬ调查、
勘查思路应从局部→整体→细部(图 ２)ꎬ通过现

状变形特征、地形地貌特征、地质环境条件、人类

工程活动影响范围和威胁对象等进行综合分析ꎬ
划定不稳定斜坡范围ꎬ分析预测是整体变形破坏

还是局部变形破坏ꎬ是单处局部失稳还是多处单

一隐患类型局部失稳或多处多种隐患类型局部失

稳ꎬ并根据不同隐患类型(崩、滑、流)发育特征ꎬ
对症下药ꎬ对位防治ꎬ提出的防治措施建议或施工

图设计才更加安全可靠、技术可行、经济合理ꎮ

图 ２　 不稳定斜坡调查、勘查思路图

Ｆｉｇ ２　 Ｉｄｅａ ｍａｐ ｏｆ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ｓｌｏｐ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４　 结论

通过研究ꎬ本文取得的主要认识如下:
１)不稳定斜坡与建筑边坡分属自然资源和建

设行业的专用术语ꎬ含义相似ꎬ可能失稳或失稳到

一定阶段ꎬ存在安全隐患ꎬ可能的变形破坏形式一

致ꎬ主要区别在于ꎬ前者不管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

因素都与地质作用有关ꎬ而后者不一定与地质作

用有关ꎮ
２)滑坡在建设行业归属于边坡或斜坡的变形

破坏形式范畴ꎬ在自然资源行业中强调与地质作

用有关ꎬ归属于斜坡的变形破坏形式范畴ꎮ
３)勘查与勘察术语具有不同的行业属性ꎬ二

者工作程度明显不同ꎬ后者的勘探工程网、点间距

达到米级ꎮ
４)工程地质测绘仅是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

的工作内容之一ꎬ属于地质环境条件调查与测绘

的工作内容ꎬ地质灾害调查与测绘在地质灾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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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程工作中更不可缺少ꎮ
５)归纳了山区地质灾害与非地质灾害的野外

判别特征并初步建立典型识别图谱ꎮ
６)明确不稳定斜坡不属于地质灾害类型ꎬ提

出不稳定斜坡的圈定原则和调查、勘查思路ꎮ
因笔者等水平有限ꎬ还存在很多不足ꎬ敬请专

家学者和同行们批评指正ꎮ

致谢:本文得到贵州省地矿局赵国宣研究员

等专家的指导ꎬ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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