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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

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包括：确定废弃采

石场治理与修复区域，基于所述区域的场地高

程，明确不同区域诱发的地质灾害类型，基于所

述地质灾害类型和区域气候、生态环境特征，划

定边坡易失稳区域和边坡稳定区域；针对所述边

坡易失稳区域，制定预应力锚杆加固方案确保边

坡的稳定性，并结合边坡稳定区域的地形、地质

特征，提出整个岩质边坡的生态修复设计方法，

完成对所述废弃采石场的治理与修复。本发明能

够有效解决废弃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领域中单

一性、不系统性、不整体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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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确定废弃采石场治理与修复区域，基于所述区域的场地高程，明确不同区域诱发的地

质灾害类型，基于所述地质灾害类型和区域气候、生态环境特征，划定边坡易失稳区域和边

坡稳定区域；

针对所述边坡易失稳区域，制定预应力锚杆加固方案确保边坡的稳定性，并结合边坡

稳定区域的地形、地质特征，提出整个岩质边坡的生态修复设计方法，完成对所述废弃采石

场的治理与修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通过收集地质勘察资料及物理力学指标测试数据获得所述不同区域诱发的地质灾

害类型，其中所述地质勘察资料及物理力学指标测试数据包括：坡段倾角、坡段长度、坡体

岩性、岩层产状、岩体软弱结构面、厚度、重度、粘聚力、内摩擦角。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基于赤平投影法、极限平衡法和Geo5岩土软件数值计算方法综合判断所述边坡易

失稳区域和边坡稳定区域的边坡稳定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基于所述赤平投影法定性分析所述边坡稳定性的过程包括：通过所述赤平投影法

得到研究区域的边坡、结构面的空间关系，结合所述结构面切割形成的楔形体分析研究区

域的边坡是否受软弱结构面控制，并结合岩体节理裂隙的发育情况，得到岩体节理裂隙的

倾向和倾角。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针对具有两组结构面的平面滑动滑坡，采用所述极限平衡法计算边坡的稳定性：首

先将所述两组结构面分为主滑面和辅滑面，建立方向力平衡方程，通过所述方向力平衡方

程计算得到边坡稳定性安全系数；对于存在内部结构面的滑坡时，采用不平衡推力法计算

所述边坡稳定性安全系数。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采用所述Geo5岩土软件数值计算方法进行边坡稳定性分析的过程包括：选取Geo5

岩土软件中的岩质边坡稳定性分析板块，选择国家标准、折现滑动的方法，通过极限平衡法

求解安全系数，并根据岩土工程物察报告获得边坡及边坡内部参数信息，得到边坡类型及

边坡计算安全系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针对所述边坡易失稳区域制定预应力锚杆加固的过程包括：设计锚杆加固方案，采

用预应力锚杆进行加固，计算锚杆轴向预应力、锚杆钢筋直径、锚固体与地层锚固长度，通

过支护验算，确定锚杆支护水平间距。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对于所述边坡易失稳区域还能够在所述锚杆支护的基础上设置植生孔，根据边坡

状况设计坑式复绿方案，用于加固边坡稳定性，完成对所述边坡易失稳区域的生态修复。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4638122 A

2



一种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

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同时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巨

大影响，产生了大量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甚至是地质灾害。开采砂石导致岩体变形，易诱发崩

塌等地质灾害；采坑内供植物生长的土壤极少，植被荒芜；原采场植物砍伐殆尽，水土流失

严重；采场内废石堆、岩粉、矿渣随处可见，大气污染严重。因此，治理、修复采石场，对矿山

生态资源的利用和矿山环境的保护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0003]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发展，矿山生态修复得到重视与关注。目前，在废

弃露天采石场中，大多研究集中于边坡治理，往往忽视生态修复或简单的锚喷复绿，而缺少

治理与生态修复的一体化设计方法。由此可见，现有技术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以克服

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6] 一种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包括：

[0007] 确定废弃采石场治理与修复区域，基于所述区域的场地高程，明确不同区域诱发

的地质灾害类型，基于所述地质灾害类型和区域气候、生态环境特征，划定边坡易失稳区域

和边坡稳定区域；

[0008] 针对所述边坡易失稳区域，制定预应力锚杆加固方案确保边坡的稳定性，并结合

边坡稳定区域的地形、地质特征，提出整个岩质边坡的生态修复设计方法，完成对所述废弃

采石场的治理与修复。

[0009] 优选地，通过收集地质勘察资料及物理力学指标测试数据获得所述不同区域诱发

的地质灾害类型，其中所述地质勘察资料及物理力学指标测试数据包括：坡段倾角、坡段长

度、坡体岩性、岩层产状、岩体软弱结构面、厚度、重度、粘聚力、内摩擦角。

[0010] 优选地，基于赤平投影法、极限平衡法和Geo5岩土软件数值计算方法综合判断所

述边坡易失稳区域和边坡稳定区域的边坡稳定性。

[0011] 优选地，基于所述赤平投影法定性分析所述边坡稳定性的过程包括：通过所述赤

平投影法得到研究区域的边坡、结构面的空间关系，结合所述结构面切割形成的楔形体分

析研究区域的边坡是否受软弱结构面控制，并结合岩体节理裂隙的发育情况，得到岩体节

理裂隙的倾向和倾角。

[0012] 优选地，针对具有两组结构面的平面滑动滑坡，采用所述极限平衡法计算边坡的

稳定性：首先将所述两组结构面分为主滑面和辅滑面，建立方向力平衡方程，通过所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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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平衡方程计算得到边坡稳定性安全系数；对于存在内部结构面的滑坡时，采用不平衡推

力法计算所述边坡稳定性安全系数。

[0013] 优选地，采用所述Geo5岩土软件数值计算方法进行边坡稳定性分析的过程包括：

选取Geo5岩土软件中的岩质边坡稳定性分析板块，选择国家标准、折现滑动的方法，通过极

限平衡法求解安全系数，并根据岩土工程物察报告获得边坡及边坡内部参数信息，得到边

坡类型及边坡计算安全系数。

[0014] 优选地，针对所述边坡易失稳区域制定预应力锚杆加固的过程包括：设计锚杆加

固方案，采用预应力锚杆进行加固，计算锚杆轴向预应力、锚杆钢筋直径、锚固体与地层锚

固长度，通过支护验算，确定锚杆支护水平间距。

[0015] 优选地，对于所述边坡易失稳区域还能够在所述锚杆支护的基础上设置植生孔，

根据边坡状况设计坑式复绿方案，用于加固边坡稳定性，完成对所述边坡易失稳区域的生

态修复。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7] 本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中仅考虑岩质边坡稳定或生态修复的单方面治理、未考虑

岩质边坡稳定与生态修复的一体化、系统化设计及其治理等不足，将废弃矿山岩质边坡稳

定性分析和生态修复设计相结合，提出废弃矿山岩质边坡稳定分析及支护治理的方法，进

而，结合稳定的岩质边坡及其地质、地形条件，提出生态修复设计方案，实现废弃矿山岩质

边坡稳定与生态修复的一体化、系统化设计、治理；

[0018] 该发明能够有效解决废弃矿山治理与生态修复领域中单一性、不系统性、不整体

性的问题；同时，岩质边坡稳定与修复一体化设计治理，使得施工过程连续化，相较于单个

过程施工，明显较少施工准备、工程量、设计费用等因素。因此，本发明提出的废弃矿山岩质

边坡稳定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能够有效的实现废弃矿山岩质边坡稳定和生态

修复双目标，更加有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战略。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

的步骤流程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所选择采石区场的治理区域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两组结构面的平面滑动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持平投影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双结构面滑动的岩体边坡稳定性计算简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锚杆支护设计示意图，其中1‑6表示螺纹钢筋锚杆的设置位

置；

[0026]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的A区治理剖面图；

[0027]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的B区治理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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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的C区分区图；

[0029]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值生孔布置示意图；

[0030]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植生孔绿化详图；

[0031] 图1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较缓坡区开挖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3]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4] 参照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

方法，包括：

[0035] S1、将废弃采石场圈定出要治理与修复的区域范围，调查废弃采石场所处地区的

气候类型、适宜的植被种类等，分析采石场土壤、植被及周边环境等生态环境特征，具体步

骤如下：

[0036] 本实施例所选择的采石场在历史采石活动中形成高陡边坡，边坡岩性为中‑强风

化花岗岩。边坡长约241m，边坡高526m，坡度多集中在60°～89°,标高+155.35+184.60m,边

坡立面面积1707m2，局部倒倾，区域边坡整体走向为20°,坡顶第四系松散堆积物覆盖约

0.5m，采石活动破坏了原有山体的岩体结构，岩体节理裂隙发育岩体表面较为破碎，局部已

发生岩体崩塌，采石活动所致，采石平合边坡岩体因爆破开采的原因较为破碎。表层山体裂

隙发育，延伸长度0.2m～1.0m不等。现拟将治理区划分为A区、B区和C区三区，如图2所示。

[0037] S2、根据废弃采石场的高程不同，划分不同块区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类型，例如边

坡失稳(一般坡度大于40°)、滚石、水土流失等；

[0038] S3、划定出边坡易失稳区域，收集地质勘察资料及物理力学指标测试数据，如：坡

段倾角、坡段长度、坡体岩性、岩层产状、岩体软弱结构面、厚度、重度、粘聚力、内摩擦角等

参数，具体步骤如下：

[0039] 根据试验结果结合工程实际情況，选取较为合理的岩土物理力学指标。本工程中，

根据岩土工程物察报告，相关参数指标按下表取值，表1为岩层信息表，表2为结构面信息

表。

[0040] 表1

[0041] 岩层 厚度（m) 重度(KN/m3)

1 35 25

[0042]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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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S4、基于赤平投影法、极限平衡法和Geo5岩土软件数值计算方法分别定性、定量分

析划定的边坡失稳可能性，基于三者分析结果，综合判定边坡稳定性，步骤如下：

[0045] 根据实地勘探，选取最可能发生滑动的结构面，滑动方式是具有两组结构面的平

面滑动，示意图见图3。

[0046] S41、以赤平投影法定性分析边坡稳定性,赤平投影法是将物体的形心放在一个不

限制大小的球体的球心上，然后将物体在球体中的位置状态投影到球的水平面上，从而在

平面上展现边坡、结构面的空间关系，进而能够对由结构面起主导作用的边坡深入分析，示

意图见图4。

[0047] 岩质边坡的稳定性主要受软弱结构面控制，边坡的破坏主要是由结构面切割形成

的楔形体失稳造成的，其稳定性分析需考虑岩体节理裂隙的发育情况，查明各组岩体节理

裂隙的倾向和倾角，故赤平投影法常用于岩质边坡稳定性定性分析。

[0048] 根据实际工程测量，岩层的产状为290°∠19.8°，边坡坡向为290°∠59.3°，坡顶面

坡度大约为30°。在岩体之中，还有一组结构面，产状分别为290°∠60°。各部分具体产状条

件见表3。

[0049] 表3

[0050]

[0051] 当具有层状结构的边坡且在只受自身重力的时候，滑动势能最强烈的地方往往出

现在沿层状结构面的方向上，因此对于层状结构边坡，潜在滑动方向往往就是结构面的倾

向。在本工程中，主要软弱结构面与边坡面的走向相同，且倾向一致的，边坡倾角大于结构

面倾角，此时边坡可能产生滑动。定性分析往往是通过经验的判断，所以存在一定的不稳定

性，分析结果也容易造成不同人员分析结果差异较大的情况，为了能够保证定性分析的准

确性，往往需要定量分析作为重要的参考，两个分析方法一同使用确保分析结果的稳定性

和准确性。

[0052] S42、采用极限平衡法准确计算边坡的稳定性，定量的分析边坡的稳定性。对于有

两组结构面的滑坡，将两组结构面分为主滑面和辅滑面，如附图5所示。是滑块体自重等外

部荷载在水平方向的分力，为在竖直方向的分力，其他作用如图6所示。根据图5建立方向力

平衡方程有：

[0053] Fx＝T1cosα1+T2cosα2‑N1sinα1‑N2sinα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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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Fy＝T1sinα1+T2sinα2+N1cosα1+N2cosα2      (2)

[0055] 其中，Fx、Fy是滑块体自重等外部荷载在水平和竖直方向的分力，T1、T2为辅滑面和

主滑面的切向力，N1、N2为辅滑面和主滑面的法向力。

[0056] 设Fs为岩质边坡安全系数，则有：

[0057]

[0058]

[0059] 将式(3)、式(4)代入式(1)、式(2)中，得出有3个未知数N1、N2和Fs的两个方程。因而

为了求出结果，假设N1为零，再将式(3)、式(4)代入式(1)、式(2)并联立可得：

[0060]

[0061] 根据实际工况将Fx、Fy、T1、T2、LAB、LBC、c1、c2、 α1、α2带入式(5)可以求得

Fs。

[0062] 其中，c1、c2为辅滑面和主滑面的粘聚力， 为辅滑面和主滑面的内摩擦角，

LAB、LBC为辅滑面和主滑面的长度。

[0063] 根据上述工程参数代入式(5)，其中FX为0，FY为滑动体重力，岩层参数及结构面参

数根据岩土工程物察报告获得，通过试算法，最终可得安全系数FS为1.96。不过，这种情况

没有考虑内部结构面。对于存在内部结构面的滑块不能当成刚体计算，因为被内部结构面

切割的滑块之间可能发生位移，这种位移在分析中是不可缺少的。对于这种情况，通常以结

构面代替前述的假想分界面进行分析，也可采用不平衡推力法进行计算。

[0064] S43、采用Geo5岩土软件分析边坡稳定性，按照下表4内部结构信息表、表5边坡数

据表，依次输入数据：

[0065] 表4

[0066] 编号 倾角(°) 黏聚力(KPa) 内摩擦角(°)

1 ‑7.4 0.02 0.02

[0067] 表5

[0068]

[0069] 本工程内部结构面为完全发育的裂隙，不具备任何承受力的能力，黏聚力和内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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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角均应取0，Geo5岩土工程软件要求该数据最小值为0.02，因而本工程取0.02。

[0070] 该采石场地下水水位较低，未考虑地下水因素，同时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该工程所处地区不需要考虑地震影响，软件计算安全系数结果的为1.09，

边坡处于基本稳定状态，可能发生滑动。

[0071] 对于较完整、结构面结合一般的、高度在15m到30m之间的欠稳定岩体，根据《建筑

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13)(以下简称规范)规定，此时边坡岩体类型为二类。该边

坡附近有一个小区，发生滑坡时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按照规范规定，边坡工程安全等级取

二级。按照表6边坡稳定安全系数Fst，此时边坡稳定安全系数Fst应取1.30。

[0072] 表6

[0073]

[0074] 通过赤平投影法得出该边坡可能发生滑动，极限平衡法计算安全系数为1.96，GEO

岩土工程计算安全系数为1.09。由于极限平衡法没有考虑内部结构面，此时的计算结果与

实际状况有一定的偏差，不予考虑。岩土工程结果显示该工程具备一定的保持稳定的能力，

不过根据规范，对于二级边坡工程安全等级应该达到1.30，为了符合规范的要求，此时仍需

对工程施加工程措施，本工程采用锚杆加固。

[0075] S5 .针对边坡失稳区域，制定预应力锚杆加固方案，分别设计计算锚杆轴向预应

力、锚杆钢筋直径、锚固体与地层锚固长度等，并通过支护验算，明确锚杆支护水平间距,具

体步骤如下：

[0076] 由于本工程的边坡是永久性的边坡，因此将采用预应力锚杆加固本工程。

[0077]

[0078] β＝θ‑(45°+φ/2)      (7)

[0079] 其中，E为滑坡体剩余下滑力，由GEO5软土工程可得为272.5KN/m，la为锚杆垂直于

滑动方向的间距，取3m，α、β、φ分别为滑动面与锚杆相交处滑动面倾角、锚杆倾角、滑动面

内摩擦角，β通过式(9)计算，θ为滑动面倾角，ns为锚杆沿滑动面方向的排数，取6排，计算可

得：β取35°，Nt取150KN。

[0080] 锚杆钢筋直径计算：

[0081]

[0082] 其中，γ0为工程结构重要性系数，取1.1，fy为锚杆抗拉强度设计值，ξ3为锚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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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系数，对于永久性锚杆取0.7，δ为锚杆钢材年锈蚀量，取0.04mm/年，T为使用年限，取50

年，计算可得：ds为31.4mm，最终ds取32mm。

[0083] 锚固体与地层锚固长度计算：

[0084]

[0085] 式(9)中，ξ1为锚固体与地层粘结工作条件系数，对于永久性锚杆取1.0，d为锚固

体直径，取40mm，f rb为地层与锚固体粘结强度标准值，一般通过试验确定，本工程取

1.35MPa，计算可得：lm为0.89m。

[0086] 锚杆钢筋与锚固砂浆间的锚固长度计算：

[0087]

[0088] 式(10)中，ξ2为锚杆与砂浆粘结强度工作条件系数，对于永久性锚杆取0.9，fb为钢

筋与锚固砂浆粘结强度设计值，对于永久性、预应力螺纹钢筋取1.4MPa，计算可得：lsa为

1.41m，结合坡面及滑动面信息，最终取1、2排锚杆总长度为10m，3、4、5、6排锚杆总长度为

15m。

[0089] 初始预应力计算：

[0090] 锚杆的初始预应力指的是锚杆在锁定状态下作用于锚头的一种拉力。对于地层及

其锚固结构中位移变化要求比较高的工程，锚杆拉力设计值可以作为初始预应力；而对于

地层及其锚固结构位移变化要求比较低的工程，一般把锚杆拉力设计值的0.70～0.85倍当

作初始预应力，本工程取预应力为300KN。

[0091] 锚杆支护验算：

[0092] 边坡锚杆的设置和施工情况如表6和图6所示：分别设置6排锚杆，第1、2排锚杆长

度为10m，3、4、5、6排锚杆长度为15m，锚固钢筋采用直径为32mm的预应力螺纹钢筋，钻孔俯

斜35°。

[0093] 表6

[0094]

[0095] 整体稳定性分析验算求得安全系数为1.31，大于规范要求。

说　明　书 7/9 页

9

CN 114638122 A

9



[0096] S6、考虑到边坡失稳块区坡度较大，在危石清理和锚固支护基础上，在两个支护孔

之间设置植生孔，后者根据边坡状况设计坑式复绿方案；植生孔和坑式中分别选取当地乡

土攀援能力强、易存活的藤木植被，并填加适合植物生长的营养基和营养土；

[0097] S7、针对不需锚固的较缓稳定边坡(一般小于40°)，按照“危石清理→场地平整→

覆土→挡土墙设置→植被栽种”这一思路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同时，可考虑加入人文策略，

如矿山文化、旅游观光等；最终，形成融合治理、文化、旅游、采摘等功能的废弃采石场治理

与生态修复的一体化设计，具体步骤如下：

[0098] A区和B区的边坡坡面形态为折线形，边坡高度大都在3m以下，坡顶距坡底最大高

差在16m以下，坡度多集中在10°～30°，是典型的缓边坡，边坡坡面风化较强烈，岩石较破

碎，岩体边坡表面存在少量碎石，同时生长着见少量草本植物。现根据A区、B区具体情况分

析该采用何种方案进行生态修复。

[0099] A区、B区治理剖面图见图7。

[0100] 经过场地平整后，进行挡土墙设计，本文不再赘述挡土墙设计具体过程，A区采用

直立式、高度为3.5m的重力挡土墙，B区采用直立式、高度为5m的重力挡土墙。

[0101] 该采石场范围内几乎没有种植土，因此为了能够种植植物，采用其他地方的熟土

填充采石场的客土覆盖方式培养植物。为了能够更好的让植物吸收养分，本工程客土覆盖

厚度取25cm。植物选用耐寒耐旱的乡土草种黑麦草，并且搭配爬山虎、山茶等植物一起种

植。

[0102] C区坡面形态也为折线形，边坡坡度变化较大，坡面分化强烈，岩石较破碎。根据坡

面坡度将C区分为C1区、C2区、C3区、C4区，见图8。对于C1区、C3区、C4区，对危岩体进行爆破

清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危岩体的清除采用自上而下的台阶法静态破碎，每次破碎后都要

把碎石清除干净，再对下层进行破碎。静态破碎是指以生石灰为破碎剂的主要组成，加水经

过一定时间后因其体积膨胀而形成膨胀压力使介质开裂而破碎的方法，其优点是在破碎过

程中无震动、飞石、噪声小、无毒、无粉尘污染、对周边岩体不造成破坏，对山体周围的环境

基本无影响。

[0103] 对于C1区、C3区和C4区，由于边坡的坡度过陡或者边坡不方便开挖，故采用人工钻

孔的方式，在坡面中间采用坡面植生孔技术进行生态修复。

[0104] 对坡面进行1×1规格布置生态植生孔见图9，孔径0.15m，孔深0.5m，详图见图10。

[0105] C2区边坡较缓，为了能够更大面积种植植物，修复生态，采用坑式复绿。坑式复绿

式利用边坡的原始地形，采用爆破开凿等方法在坑壁上创造植物生长的空间并覆土种植的

方法，施工效率高、植物选型丰富且成活率高。

[0106] 为了能够更好的帮助植物扎根岩层内，防止土壤基质被雨水冲刷，同时也为了边

坡修复之后的植物的成活率，将C2区边坡开挖成圆弧形，并且土壤填充至水平面，见图11。

[0107] 本发明克服国内现有岩质边坡稳定性分析和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面的不足，提

供了一种废弃采石场岩质边坡治理与生态修复一体化设计方法，本发明根据岩土工程物察

报告获得边坡的各项参数，以边坡坡度的大小进行区分，确定不同的边坡治理方案。

[0108] 针对不需锚固的较缓稳定边坡(一般小于40°)，按照“危石清理→场地平整→覆土

→挡土墙设置→植被栽种”这一思路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同时，可考虑加入人文策略，如矿

山文化、旅游观光等；最终，形成融合治理、文化、旅游、采摘等功能的废弃采石场治理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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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修复的一体化设计。

[0109] 针对需要锚固的较陡边坡(一般大于等于40°)按照“明确区域可能发生的地质灾

害→危石清理→划定边坡易失稳区域→综合判断边坡稳定性→针对可能失稳区域施加预

应力锚杆→根据不同坡度设置不同植生孔→配土填土→选植种植”这一思路开展生态修复

工作。

[0110]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发明优选方式进行的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围进行

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出

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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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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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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