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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崂山景区盘山道路边坡采用危岩体嵌补加固、危岩体锚固、挂网锚喷、人造

景观石、植树绿化相结合的治理措施进行治理的原理及优点。实践证明,该方法既可以消除地质灾害隐

患,又可最大限度的恢复景区道路边坡原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 嵌补加固；锚固；挂网锚喷；人造景观石；植树绿化；景区盘山道路边坡治理 

 

前言 

目前,国内对山体危岩等一般采用

危岩体清理、嵌补加固等方法进行治理,

对裸露面较大的边坡一般采用主动防护

网、挂网锚喷等方式进行加固。以上方

式虽能消除隐患,但对景区内景观恢复

效果不佳。危岩体清理破坏了景区内的

天然景观石,破坏了旅游资源；加固、支

挡虽然能使景观石得到保护,但加固体、

支挡体往往也带来了视觉污染,破坏了

游客的旅游兴趣。如何解决景区盘山道

路边坡的这些问题,既使原有景观石得

以保护,又不致于形成新的视觉污染,是

本文的重中之重。 

为了消除崂山景区盘山道路边坡的

危险性,同时兼顾景区道路的自然景观,

近年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尝试探索。主

要做法是首先采用支挡加固等技术对边

坡进行处理,加强边坡稳定性,然后采用

人造景观石技术进行景观恢复,并辅以

苗木绿化,以达到与自然景观相融合的

目的。 

1 支挡加固技术对景区道路边

坡治理 

1.1危岩体嵌补加固 

有些危岩体下方大部分已脱离母岩,

其下方存在不规则前缘临空,重心发生

偏移,岩体下方仅有少量小块碎石进行

支撑,此种危岩体极不稳定,在暴雨冲

刷、地震动和风化等外力作用的影响下

极易失稳发生滚落,威胁下方盘山道路

的安全。此种危岩体,部分可以直接清理,

但部分作为景观石或者历史原因,不能

进行清理。针对此种情况,宜采用嵌补加

固的方式进行治理。嵌补体可以是浆砌

毛石构造,浆砌块石构造,亦可以是钢筋

混凝土构造。嵌补体完全填充危岩体间

空隙,确保嵌补体与危岩体完全贴合,不

留空隙,嵌补体外部形状沿危岩体走势

进行修建。 

1.2危岩体锚固 

针对上述不能进行清理的危岩体,

如果施工空间较小,宜采用危岩体锚固

的方式进行治理。首先针对现场实际情

况对锚索锚固力进行计算,然后计算预

应力锚索锚固段长度,从而确定锚固所

需的预应力锚索根数及锚固段长度。该

施工工艺所需施工空间较小,对景观影

响较小,但需注意材料的防腐防锈处理。 

1.3挂网锚喷 

挂网锚喷是一种较先进的岩土加固

技术,其基本原理是锚杆穿过岩体松动

面深固于岩体内部,形成锚杆、钢筋网和

混凝土层的共同作用机理,通过三者的

共同工作来提高岩体的结构强度和抗变

形刚度,减小岩体的侧向变形和坡面冲

刷,增强边坡的整体稳定性。主要适用于

岩性较差、强度较低、易于风化的岩石

边坡；或虽为坚硬岩层,但风化严重、节

理发育、易受自然力影响、导致大面积

碎落,以及局部小型崩塌、落石的岩质边

坡；或岩质边坡因爆破施工,造成大量超

爆、破坏范围深入边坡内部,路堑边坡岩

石破碎松散、极易发生落石、崩塌的边

坡防护。 

2 人造景观石技术 

人造景观石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假

山造景方式,具有可塑性大、造型变化

多、制作方便等特点,具有天然石般质

地、花纹与色泽的景观石,保护了大自然

的山林、雅石,美化环境与维护自然生态

景观,能更好的创造环境氛围,协调周围

空间,可弥补边坡、危岩体加固技术引起

的外观不足,符合景区景观发展的迫切

要求。 

将传统人造景观石技术应用于矿山

裸露边坡治理,在危岩体嵌补加固、危岩

体锚固、挂网锚喷加固等的基础上,根据

当地自然环境、加固后的形状及当地山

石的材质,对其进行造型,塑出符合当地

的石脉和条纹。在塑石表面细致地刻画

石的质感、色泽、纹理和表层特征,使石

面具有逼真的质感,以达到以假乱真的

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人造景观石本身存

在天然的缺陷,和自然石假山相比,景观

石缺乏生气,略显枯燥,所以在制作人造

景观石时除了对制作技术的创新与技术

的提升外,我们也可以栽种自然植物来

进行修饰搭配和点 掩盖,从而减少人

工味,达到自然美观的目的。 

3 植树绿化技术 

人造景观石完成后,为了减少人工

味,采用植树绿化的方式对其进行点

遮挡。绿化尽量选择当地树种,以当地乡

土树种为主,结合攀援植物、乔木、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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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植物进行植物配置,形成丰富的植

被生态群落。 

美观的景观搭配会呈现出更美轮美

奂的自然景观。植株较大的常绿植物,

如侧柏、黑松等,可直接对景观石进行遮

挡。攀爬绿化植物,如爬山虎、扶芳藤等,

种植在坡底及坡顶,从下爬到上,从上爬

到下,加快绿化速度,对人造景观石形成

了遮挡。树种的合理搭配,丰富了植株多

样性,增加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证

了景观石的自然性。 

盆栽元素也可与人造景观石进行结

合,可以根据景区的自然特点,选择盆栽

的树种,如常绿的松、柏,其骨干苍劲有

力,飘逸豪放,与自然景观完美结合,呈

现出立体感与层次感。树种的色彩搭配

力求自然,追寻山林的野趣,注重季节性

和自身周期变化。盆栽元素与人造景观

石的结合阐释了自然美和艺术美,亦可

达到点 遮挡的目的。 

4 盘山道路边坡治理的难点及

解决方式 

由于盘山道路自身受限于山地环境,

大多数路段十分窄小,一般只有双向两

车道,且蜿蜒崎岖,导致边坡治理过程较

为困难。主要原因如下：边坡下即为旅

游专用道路,且沿线过往车辆和游客客

流量非常大；施工场地狭窄,四周无法修

建满足施工设备、材料堆放和施工人员

居住的临时设施,给施工调配带来比较

大的困难；人造景观石需同当地岩体、

景观相融合,景观石的纹理、颜色的施工

比较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施工过程中应严格

执行《安全生产规定》和各有关安全生

产文件,以项目部制定的《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为指南,搞好安全生产教育。在施

工作业面下方设立警示牌,并设置警示

标志,对临近坡面的区域进行部分警示,

划分限行区域。同时,设置专职安全巡视

员,在有车辆及人员通过时,进行联系协

调,必要时上部作业必须暂停,待人员或

车辆通过后方能继续施工。现场施工必

须遵循景区的安全管理制度,并根据具

体安全要求制定详细可靠的安全保障机

制和应急预案。 

由于施工场地狭小,生活区考虑在

工地附近的场外布置。对施工所用材料、

设备实行分批进场,做好计划性安排。现

场材料堆放均不能堆放大量材料,只考

虑即用即运,以减少现场堆放占地空间。 

人造景观石效果的呈现取决于施工

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施工过程中,要选

用具有专业水准的人员进行施工,以确

保 终呈现的效果。 

5 方案的创新性与先进性 

目前,在城市园林、景观美化工程中,

人造景观石使用的越来越多,对环境的

美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应用非常

广泛。但是,在景区盘山道路边坡的治理

工程中应用较少。 

以往景区道路边坡的治理工程,主

要考虑消除危险性这一目的,对治理后

景观的破坏及视觉的污染未进行充分的

考虑。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人们的审美境界也得到了很

大提升,在此背景下,同时考虑景区因素,

对景区盘山道路边坡的治理有了更高的

要求。 

本文既秉承了传统边坡治理的设计

理念和要求,又创新性的提出了新的符

合实际现状的方案,利用嵌补体加固、锚

固、挂网锚喷和人造景观石、植树绿化

相结合的方法在崂山景区盘山道路边坡

的治理工程中进行了应用探索,通过简

单的重组,创造性的融合,营造出了适合

当前边坡治理的新理念,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此种方案的结合能 大限度的恢

复景区道路边坡原貌,为景区道路边坡

的治理带来了新的生命,为景区道路边

坡防治工作提供示范效应,为其他景区

道路边坡的治理提供了新的参考借鉴。 

该方法不仅排除了险情,消除了地

质灾害隐患,使原有山体边坡得到了治

理、保护,而且未形成新的视觉污染,恢

复了原有岩体形态,做到了与当地景观

的相协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旅游沿

线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保障,同

时也为景区旅游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达到了景区盘山道路边

坡治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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