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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降雨响应的黄土－基岩型滑坡失稳机制分析

———以宝鸡市麟游县岭南滑坡为例

辛　鹏　吴树仁　石菊松　王　涛　杨为民
（国土资源部新构造运动与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为探索黄土－基岩型滑坡的降雨响应机制，以麟游县岭南滑坡为例，利用滑坡宏观变形破坏数据、岩土体测试与模拟
计算相结合的方法，讨论了暴雨、连阴雨下岭南滑坡的地下水水位响应特征，相应应力路径下土体应力应变特征，对黄土－基
岩型滑坡的破坏机制进行了研究。初步揭示：（１）滑坡体为粉质黄土状黏土，滑床为砂砾岩，渗透系数小，具有隔水性质。（２）
黄土泥流与块体滑动是岭南斜坡的主要运动失稳方式。暴雨天气时黄土泥流频发，块体滑动的出现与连阴雨有关。（３）与降
雨１０３ｍｍ的暴雨天气相比，连续降雨２３５５ｍｍ，斜坡地下水位明显升高。（４）滑坡体粉质黄土状土具有剪胀特征。在暴雨背
景下，表层土体孔隙水压力易消散，诱发低速运动的黄土泥流；在连阴雨背景下，地下水水位以下的滑动面剪切破坏过程中，

剪胀孔隙被地下水迅速补充，诱发的剧烈块体滑动，具有高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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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黄土高原一直是我国滑坡、崩塌、地裂缝等地质

灾害频发高发地区之一，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黄土崩

塌滑坡重大灾害越来越严重。例如，２００８年宝鸡市
扶风县发生黄土滑坡，导致４人死亡；２００９年山西
吕梁地区发生黄土滑坡，导致２３人死亡；２０１０年３
月１０日，陕西榆林市子洲县双峪镇发生黄土滑坡，
导致２７人死亡。上述黄土滑坡的发生除了受到黄
土性质和结构影响之外，还与黄土的湿陷性、水解性

远比其他岩土体明显有关，因此，降雨极易诱发黄土

滑坡。宝鸡市是黄土地区降雨量相对较多的区域，

既是暴雨和连阴雨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黄土梁峁

区降雨滑坡灾害高发区之一。例如，２００５年宝鸡市
陇县强降雨集中诱发滑坡２６处，２００３年８月麟游
县全县强降雨诱发１１处滑坡。降雨滑坡成为宝鸡
地区地质灾害重点研究对象。因此，选择宝鸡市麟

游县典型黄土－基岩滑坡为研究对象，研究黄土滑
坡的降雨响应及其破坏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降雨诱发黄土

滑坡的破坏机制进行了研究［１，２］。朱丽娟利用数值

模拟确定了非饱和黄土的土－水特征曲线和渗透系
数－基质吸力关系曲线，研究了降雨对非饱和黄土
边坡含水量的影响［３］。张少宏在讨论降雨与黄土

滑坡稳定性中，通过计算分析了不同入渗深度对黄

土边坡稳定性的影响，得出对任一特定边坡均有一

个临界入渗深度值［２］。这些研究多集中于降雨过

程中黄土含水量、渗透性、入渗深度的模拟计算上，

对于黄土－基岩接触型滑坡的监测、勘察以及变形
破坏的力学实验数据分析研究较少。因此，本文试

图依托近年来在宝鸡地区进行地质灾害的所获得的

资料，结合典型黄土滑坡监测、勘察和测试数据及其

模拟计算分析，以宝鸡市麟游县岭南黄土滑坡为例，

探讨黄土－基岩型斜坡在不同降雨汇流、渗透作用
下，滑坡的变形、失稳演化过程及其破坏机理。

２　岭南滑坡基本特征

岭南滑坡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招贤镇永丰

移民新村。自２００２年招贤镇３６户居民２３０多人搬
迁到此地后，后续年份雨季中断续发生滑动，长期以

来被列为陕西省重大滑坡监测防护对象；２００８年９
月２３日再次发生滑动，掩埋村民房屋。

２１　岭南滑坡地质环境概况

宝鸡市麟游县位于关中平原最西端，黄土高原

西南边缘，南部为岐山山脉，西部为六盘山及其支脉

陇山，北部为黄土高原及北山山地。最高海拔

１６６４ｍ，最低海拔７４０ｍ，以低中山丘陵、黄土梁峁、
黄土残塬地貌为主。区域构造背景相对简单，无大

规模的褶皱、断裂，构造作用轻微，岩层产状平缓，岩

层倾角一般１°～１０°，局部小构造处岩层倾角可达
２２°～３５°。

麟游县系黄土高原与基岩山区的过渡带，区内

地貌形态为白垩系古风化地形所控制，黄土、第三系

红色黏土土覆盖于基岩之上。局部黄土残塬区黄土

覆盖厚度较大，达到 ２０～１００ｍ左右，而多数黄土
梁、中部页岭与基岩山区都为浅层黄土覆盖。第四

纪黄土以离石黄土（Ｑ２）与马兰黄土（Ｑ３）为主，覆盖
全区；黄土厚度在山顶与山脚差异大，厚度在１０～
２０ｍ之间，易于发生黄土－基岩接触面型滑坡。

２２　岭南滑坡基本特征

岭南滑坡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县境地质灾害最为

发育的分水岭区，地貌上系中高山黄土梁区，海拔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ｍ之间。滑坡平面上表现为后缘尖棱的
三角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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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东西向最大纵长 ２８０ｍ，中部宽近
１００ｍ，前缘宽度在２７０ｍ左右，平均厚度 ８ｍ左右，
体积近５０×１０４ｍ３。新老滑坡体呈等轴状发育，主滑
方向为９８°，平均坡度２０°～３０°。

岭南滑坡体存在完整的３级弧形滑动边界，边
界陡坎高度从外向内逐次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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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从 Ｄ到 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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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滑坡分布平面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ｎｇｎａｎ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Ｂ），表明滑坡存在多次块体滑动。最外层边界为老
滑坡的活动边界（Ｄ边界），其北侧边界走向
ＮＥ４０°，表现为１～４ｍ的滑坡陡坎，南侧边界走向
ＳＥ３５°，表现为１～３ｍ的滑坡陡坎。内部的边界（边
界Ｂ）为最新活动边界，保留完整，勘测时下挫陡坎
仍可以清晰见到。２００８年９月降雨后滑坡体上出
现新的不连续陡坎Ｆ，裂缝呈南北走向。

经勘测斜坡物质由２部分组成，上层为黄土状
土、黄土和黏土，下层为白垩系砂岩、砾岩。区域白

垩系岩层顶面存在厚约０３ｍ厚古风化壳，未风化
基岩呈近水平状，产状３５８°∠８°，相对强度大，且具
有一定的隔水性。黄土状土的厚度在 ５～１５ｍ之
间，坡脚与斜坡中部黄土状土较厚。据推测受土体

与岩体力学性质的影响，滑动面可能沿着土体与岩

体的接触面，滑坡的滑床则为基岩。

滑坡所在黄土梁区黄土厚度成浅层状，在连阴

雨作用下，上部黄土体沿下伏白垩系砂砾岩接触面

向下滑动。岭南滑坡的主滑动面与斜坡外部地形近

平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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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滑坡后缘滑动面部分陡峭，中部相对

平缓向坡脚延伸，在斜坡前缘陡峭。从斜坡后缘至

前缘，发育３级下挫陡坎，是多次级滑动的次级滑
面，次级滑面与主滑动面（带）贯通 （

书书书

图２），反映滑
坡不同期次的活动。

２３　降雨诱发滑坡变形特征

块体滑动、崩滑及黄土泥流被认为是黄土滑坡

３种运动形式［１］。自２００２年起相关部门开始对岭
南滑坡进行监测，根据当地国土局的历史记录与变

形破坏监测资料显示［４］，岭南滑坡运动表现出块体

滑动与泥流复合变形的形式 （

书书书

图３、

书书书

图４）。
岭南滑坡块体滑动变形剧烈，运动量大，在滑体

后缘出现一系列拉张裂隙。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６年及
２００８年滑坡体均出现过大规模块体滑动。２００３年
８月２９日，麟游地区日降雨量达到６７１ｍｍ，斜坡第
一次发生下挫，下挫高度０５ｍ，滑动过程中，坡脚部
分房屋地基整体抬升损坏，后缘活动的裂缝延伸至

后缘 （

书书书

图１，Ｃ处）。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１１月出现连阴
雨，８月２３日与１０月１日再次出现明显变形，其中

９４５２０（４）　辛　鹏等：基于降雨响应的黄土－基岩型滑坡失稳机制分析———以宝鸡市麟游县岭南滑坡为例



图２　岭南滑坡Ａ－Ａ剖面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ＡｏｆＬｉｎｇｎａｎ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图３　块体滑动陡坎（镜像北）
Ｆｉｇ．３　Ｂｌｏｃｋｓｌｉｄｅｓｃａｒｐ（ｌｅｎｓｔｏＮ）

图４　暴雨诱发黄土泥流（镜像西）
Ｆｉｇ．４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ｕｄｄｙｌｏｅｓｓｆｌｏｗ（ｌｅｎｓｔｏＷ）

１０月１日变形最大。在滑坡前缘平台出现２条拉
张裂缝 （

书书书

图２），较长的拉张裂缝长约１８０ｍ，宽２０～

５０ｃｍ，下滑的高度在４０ｃｍ左右 （

书书书

图３）。不断扩张
的裂缝与滑坡边界（Ｂ边界）近似平行，显示出滑坡
向下块体滑动的迹象 （

书书书

图３）。截止到２００９年，滑
坡的后缘拉裂、下滑已到达１８ｍ。根据麟游县国土
局监测资料分析，可看到块体滑动的出现多在连阴

雨天气（梅雨期后期），雨季前期发生较少［４，５］。

图５　黄土泥流体积年变化特征
Ｆｉｇ．５　Ａｎｎｕ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ｍｕｄｄｙｌｏｅｓｓｆｌｏｗ

黄土泥流是岭南滑坡的主要变形形式，土体近

饱和后，在触发因素作用下，土体结构失效向坡下流

动。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及 ２００８年均有大规
模泥流爆发 （

书书书

图５），其中 ２００３年泥流的体积在
２００ｍ３左右，２００８年泥流的体积达到４５０ｍ３；降雨
量偏小的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泥流规模小，平均流动
体积仅在１００ｍ３左右。统计分析发现，岭南滑坡的
泥流活动有逐年增强的趋势，２００８年为治理该滑
坡，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跟踪研究，发现６月、７月、８
月爆发的黄土泥流体积逐月增大 （

书书书

图６），规模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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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黄土泥流体积月变化特征
Ｆｉｇ．６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ｏｌｕｍ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ｍｕｄｄｙｌｏｅｓｓｆｌｏｗ

６０ｍ３以上，而后的８月、９月后缘变形破坏加剧，其
中８月份暴雨等强降雨过程频次增大，是黄土泥流
频发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在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６日
岭南滑坡出现了块体滑动、黄土泥流伴生现象。

图７　２００８年７、８、９月日降雨量
Ｆｉｇ．７　Ｄａｉｌ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Ｊｕｌｙ，Ａｕｇｕｓｔａｎ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

岭南滑坡的变形破坏特征资料说明暴雨易导致

斜坡前缘坡面松散体以流态化形式溜滑，长时间连

阴雨易导致整个滑体沿基岩界面缓慢滑动。黄土泥

流、斜坡的块体滑动与降雨过程相关联，但产出部位

不尽相同。黄土泥流集中在斜坡坡脚爆发，沿着滑

坡平面不同坡脚部位自左向右断续发育。斜坡的块

体滑动迹象上，表现为后缘拉张裂缝、坡体中部发育

次级拉张陡坎。块体缓慢蠕滑以陡坎式张裂缝形式

向后缘扩展。总之，黄土－基岩型滑坡的变形破坏
与降雨量、降雨形式以及雨水入渗过程等相关联。

论文通过多方面的土力学试验与数值分析，阐明降

雨诱发该类黄土－基岩斜坡失稳的机理。

３　岭南地区降雨特征

麟游县属干旱地区，降雨过程具有季节分明的

特征。该地区出现的最大年降雨量为９８７ｍｍ，每年
自４月份，降雨量开始增加，１０月份开始减少，７、
８、９这 ３个月相对多雨 （

书书书

图７），其中６～１０月降水
量占全年降水量的８１１％～９７０％。２００８年 ７月６
号出现暴雨，降雨量达５５ｍｍ，９月１０日出现当年
最高日降雨量达６７１ｍｍ，而９月１日至１５日之间
的连阴雨，持续半月之久，其累积降雨量达到

２０３ｍｍ。在暴雨、连阴雨作用下，斜坡发生了复杂的
物理力学过程，降雨雨量大小主导了土体渗透、地下

水水位变化、土体变形。

４　降雨诱发岭南滑坡的失稳机制

降雨过程中，黄土斜坡经历了雨水渗透、裂隙导

水、强度弱化、非饱和到饱和转换、地下水位上升、土

体强度降低等一系列物理力学过程，这些因素中地

下水水位与土体强度性质是两大主要响应因素。

ＧＥＯＳＬＯＰＥ提供了降雨渗流的计算模型，利用麟游
县降雨监测资料可完成不同降雨类型下地下水水位

响应特征分析。在地下水响应特征基础上，确定滑

坡土体应力路径，结合土体变形特征分析岭南滑坡

的块体滑动、黄土泥流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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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地下水位响应特征

降雨带来孔隙水压力与地下水位的变化，暴雨、

连阴雨有着不同的地下水力学响应机制。利用麟游

县１９７９年以来的年、月、日降雨资料，选取２种代表
性的极端天气：（１）２００７年８月９日出现的最大日
降雨量１０３ｍｍ；（２）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４日至８月２３日
间的最长连阴雨（考虑雨量因素），１１ｄ降雨
２３５５ｍｍ，分别代表暴雨与连阴雨２种条件。运用
ＧＥＯＳＬＯＰＥ渗流分析确定地下水位特征，其中地质
模型概化为两层，其中上层黄土的非饱和渗透系数

与饱和体积含水量是试验测得，作为基岩的砂岩其

渗透系数采用工程地质类比法，根据经验参数确定，

土水特征曲线是根据 Ｆｒｅｄｌｕｎｄ＆Ｘｉｎｇ法获取。降
雨模拟时在斜坡坡面以降雨强度为标准施加流量边

界条件，且同时施加潜在渗透面边界。

图８　地下水位的分布图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数值计算结构显示，最大日降雨量１０３ｍｍ，降
雨导致地下水位线发生变化，地下水位高度变化微

小，主要集中在一级陡坎与二级陡坎之间、坡度较大

的地区。１１ｄ连续降雨２３５５ｍｍ地下水位不断上
升，在坡脚与二级陡坎之间，坡体完全呈现饱和状态

（

书书书

图８），在斜坡的坡脚有地下水溢流现象。对比发
现受到汇流作用的影响，在斜坡一级陡坎下部位地

下水水位变化剧烈，尤其是坡脚部位。斜坡陡坎以

上部位，２３５５ｍｍ降雨带来的地下水水位上涨不
高。

上述斜坡模型仅考虑土体渗透率、饱和性问题，

实际黄土斜坡的雨水入渗机制较数值模型复杂，黄

土内发育的垂直节理裂隙、风化裂隙、卸荷裂隙等裂

隙系统使得雨水入渗深度增大。滑坡前期活动存在

的滑动面以及拉张裂缝、贯穿性裂缝Ｂ、Ｃ、Ｄ也成为
此斜坡地下水快速流动的通道 （

书书书

图１，

书书书

图２）。在此
类裂隙发育的斜坡体中，暴雨（强降雨）即可带来岭

南滑坡体地下水位的显著变化。

４２　土体结构与应力应变响应特征

为了解斜坡土体结构与物质成分组成，对岭南

滑坡前缘隆起的部位开展４５ｍ的探槽开挖，取 ３
组试样，利用Ｘ衍射试验进行黏土矿物组成综合测
定。结果显示斜坡黄土状土的黏土矿物以伊利石、

蒙脱石、混层矿物占黏土矿物的相对含量的４９％～
６９％，其混层比约为４５％左右，属中等混合比矿物，
伊利石、蒙脱石、混层矿物占天然干土重的１２１％～
３６６％（绝对含量），伊利石占４３％～１５％，高岭石
占 ０５％ ～２６％。土体属于粉质黄土，黏粒
（＜０００５ｍｍ）含量大都在 ３２％～４２％左右，胶粒
（＜０００２ｍｍ）含量平均在２６％～３２％左右。同时根
据膨胀势判断标准 （

书书书

图８），滑坡土体表现为中等膨
胀性。整个土体具有物理化学活性和亲水性，饱和

土体渗透压力作用下具有土体结构失效的趋势。

为了解土体的应力应变性质、孔隙水压力特征

影响滑坡体的破坏、运动机制，依据降雨应力路径具

制定，采用固结不排水剪切试验，本次试验土样采用

岭南滑坡坡体中１ｍ、２ｍ、３ｍ深度处土体，试验土样
采用标准的试样尺寸。由北京市勘测设计研究院三

轴测试系统完成，试验结果显示 （

书书书

图１０，

书书书

图１１）：
（１）不同围压下，孔隙水压力均有峰值状态出

现，在弹性阶段，孔隙水压力剧烈增加，特别是峰值

应变出现区；塑性阶段，孔隙水压力下降，低围压下

（σ３≤１００ｋＰａ），压力增大过程中，固结不排水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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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膨胀性判断图
Ｆｉｇ．９　Ｊｕｄｇ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ｒｅｎｄ

图１０　主应力差与轴向应变关系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ｘｉａｌｓｔｒａｉｎ

图１１　孔隙水压力与轴向应变关系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ｒｅｗａ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ａｘｉａｌｓｔｒａｉｎ

样体积增大，致使孔隙水压力出现负值。高围压下

孔隙水压力变化均为正值。

（２）在高围压下（σ３≥３００ｋＰａ），土样的应力－应

图１２　有效主应力比与轴向应变关系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ａｘｉａｌｓｔｒａｉｎ

变曲线表现应变硬化型，具有剪胀性质。在中、低围

压下（σ３≤２００ｋＰａ），弹性极限、屈服强度与峰值应
变均随着围压的增大而增大。

（３）土体剪胀性质改变了土体的孔隙特征，影
响变形速率、孔隙水压力变化，但影响范围有限，土

体最终强度与结构完全丧失。

４３　试验结果分析及滑坡失稳机制

地下水水位与岩土体的性质影响了斜坡变形特

征。Ｈｕｎｇｅｒ按照运动速度特征将滑坡的运动方式
分为坠落、倾覆、滑动、扩散与流动，这种分类同时考

虑了滑坡运动时的物质性状（脆性或塑性）［６～１１，１２］，

对流动与滑动的运动进行了区分。经验表明对土质

滑坡而言，滑动、流动、泥流是３种主要的运动形式，
典型的滑动包括沿滑坡体底面剪切滑动和滑坡体内

部变形，在完整的或是有裂缝的黏土中，它是破裂的

结果。土质滑坡的流动跨越的速度区间较大，可以

慢速或高速。流动类滑坡破裂以后具有扩散性。

土体的变形破坏模式与其应力路径有着必然联

系。岭南滑坡的变形破坏特征资料表明斜坡坡脚松

散体易以黄土泥流的形式缓慢下滑，整个滑体沿基

岩界面缓慢蠕滑、块体滑动间或发生，块体缓慢蠕滑

以陡坎式张裂缝形式向后缘扩展。黄土泥流、沿基

岩块体滑动都与降雨量、降雨形式等过程相关联。

目前，对降雨作用导致的土体应力路径的定量分析

较多，涉及到土体非饱和与饱和的转换。目前普遍

认为暴雨入渗条件下，表层土体先饱和，经历了非饱

和至饱和过程，表层土体经受偏应力ｑ不变、平均有
效应力 ｐ逐渐减小过程。当因连阴雨作用，斜坡底
部因地下水汇聚，水位出现上涨时，斜坡自表层至滑

动面土体所受应力过程较复杂，但可确定地下水水

位以下的土体的应力状态，孔隙水压力随水位升高

３５５２０（４）　辛　鹏等：基于降雨响应的黄土－基岩型滑坡失稳机制分析———以宝鸡市麟游县岭南滑坡为例



增大。地下水水位的出现是黄土－基岩型斜坡破坏
机制转变的关键。

土体强度特征与滑坡变形破坏的关系研究较

多［４，５，１１，１２］，土体应力应变实验表明土体具有强度软

化特征，同时表现出剪胀特征。斜坡坡脚的黄土泥

流多在暴雨天气出现，暴雨入渗条件下，斜坡表层土

体所受偏应力 ｑ不变，平均有效应力 ｐ逐渐减小的
过程，总应力 σ１、σ３增大，土体内孔隙水压力逐渐
增加。当变形破坏发生后，对于剪胀型土，孔隙比增

加，孔隙水压力减小。暴雨过程中，表层土体孔隙水

压力的降低能够由雨水渗透补给，补给的速度较孔

隙水压力降低的速度慢。但仍可维持表层土体的缓

慢剪切变形。变形的持续与雨水入渗的速率及入渗

量相联系，缓慢的变形难以形成统一滑动面，最终表

层近饱和土体在重力作用下，以缓慢流动形式堆积

于坡脚。

块体滑动不同于黄土泥流，来自斜坡底部土体

的变形破坏。当降雨为连阴雨时，地下水位以上土

体所受应力路径与暴雨入渗相同。随着地下水位的

上升，在地下水水位以下，土体的孔隙水压力随水位

升高增大。连阴雨过程中，当土体剪切破坏发生在

地下水位以下产生时，土体剪胀，土体的孔隙增大，

得到上部地下水的补充。与地表不同的是，因位于

地下水位以下，地下水充足。剪胀孔隙的补给迅速，

土体破坏易产生的高孔隙水压力。在高孔隙水压力

作用下，土体产生剧烈剪切破坏，形成统一结构面。

宏观上斜坡体变形上则表现为整体破坏，滑动速度

较快。

通过上述实验和原有研究成果表明：岭南滑坡

的危险性可能在于连阴雨带来的深层滑动，深层滑

动速度大，会形成统一的滑动面，可以出现大变形，

但受到高程势能的控制，不会形成高速滑坡。岭南

滑坡岩土体的剪胀型变性破坏方式也决定了暴雨条

件下滑坡的滑动为浅层泥流，速度慢，滑面浅，受到

季节降雨的作用，这种破坏频率高。

５　结　论

岭南滑坡前期变形形成的拉裂缝成为导水的通

道，促进了地下水的快速运输。滑坡的启动、运动、

堆积特征与降雨过程相联系：连阴雨过程中，出现深

层块体滑动，后缘已形成高达０８ｍ的陡坎；强降雨
过程，斜坡坡脚出现表层泥流。岭南滑坡对降雨的

响应具有黄土－基岩滑坡的基本特征，经上述分析，

可见其变形失稳机制如下：

（１）岭南滑坡体为粉质黄土状土，滑床基岩为
砂砾岩，两者水理性质差异大。砂砾岩的渗透系数

小，具有隔水性质。黄土状土的物理化学活性和亲

水性强，湿陷敏感性较强。

（２）前缘以黄土泥流形式溜滑、整体沿基岩界
面块体滑动是岭南斜坡的主要失稳运动方式。暴雨

等强降雨天气是黄土泥流频发，块体滑动的出现多

在连阴雨天气。

（３）地下水水位与岩土体的性质影响了斜坡变
形特征。在暴雨背景下，表层土体经历非饱和至饱

和过程，岭南剪胀型滑坡体孔隙水压力易消散，致使

低速运动的黄土泥流。

（４）连阴雨过程中，当土体剪切破坏发生在地
下水位以下产生时，土体剪胀，土体的孔隙增大，得

到上部地下水的补充。与地表不同的是，因位于地

下水位以下，地下水充足。剪胀孔隙的补给迅速，土

体破坏易产生的高孔隙水压力。在高孔隙水压力作

用下，土体产生剧烈剪切破坏，形成统一结构面。宏

观上斜坡体变形上则表现为整体破坏，滑动速度较

快。具有高危险性。

为此，岭南滑坡体支护需要消除或减轻降雨对

坡体的危害。建议在治理过程中做好坡面排水、导

水设施，可以在斜坡体上布设环形截水沟，或布置垂

直孔群及水平孔群，增设渗水洞，排出疏干填土中水

分。提高其强度指标，以增强滑坡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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