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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贺州至巴马公路(钟山至昭平段)工程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项目责任页 

分项 人员 职务或职称 任务分工 签字 

批准 陆王烨 院长/高级工程师 批准 

 
核定 陆豫 总工/高级工程师 核定 

 

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五章 
 

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广西贺州至巴马公路(钟山至昭平段)工程弃渣场稳定性评估报告

29

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场地内地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人工填土层，下伏强风化

泥质粉砂岩。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前缘坡

体坡脚部位可见几处小型的局部滑塌，天然状态下渣场整体稳定。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82hm
2
，实际弃渣量约 4.76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23.5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

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续降

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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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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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场稳定性评估项目责任页 

分项 人员 职务或职称 任务分工 签字 

批准 陆王烨 院长/高级工程师 批准 

 
核定 陆豫 总工/高级工程师 核定 

 

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五章 
 

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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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场地内地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人工填土层，下伏强风化

泥质粉砂岩。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坡面无

滑塌，天然状态下渣场整体稳定。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55hm
2
，实际弃渣量约 3.5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16.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

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续降

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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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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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场稳定性评估项目责任页 

分项 人员 职务或职称 任务分工 签字 

批准 陆王烨 院长/高级工程师 批准 

 
核定 陆豫 总工/高级工程师 核定 

 

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五章 
 

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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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场地内地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人工填土层，下伏强风化

泥质粉砂岩。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坡面无

滑塌，天然状态下渣场整体稳定。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85hm
2
，实际弃渣量约 3.68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9.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

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续降

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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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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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场稳定性评估项目责任页 

分项 人员 职务或职称 任务分工 签字 

批准 陆王烨 院长/高级工程师 批准 

 
核定 陆豫 总工/高级工程师 核定 

 

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五章 
 

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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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场地内地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人工填土层，下伏强风化

黏土层。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坡面无

滑塌，天然状态下渣场整体稳定。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36hm
2
，实际弃渣量约 1.94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10.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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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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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 人员 职务或职称 任务分工 签字 

批准 陆王烨 院长/高级工程师 批准 

 
核定 陆豫 总工/高级工程师 核定 

 

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五章 
 

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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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场地内地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人工填土层，下伏强风化

黏土层。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坡面无

滑塌，天然状态下渣场整体稳定。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33hm
2
，实际弃渣量约 1.36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10.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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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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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陆王烨 院长/高级工程师 批准 

 
核定 陆豫 总工/高级工程师 核定 

 

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五章 
 

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广西贺州至巴马公路(钟山至昭平段)工程弃渣场稳定性评估报告

30

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场地内地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人工填土层（Q4

ml
），下伏

泥盆系下统莲花山组（D1l）粉砂岩。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前缘坡

体坡脚部位可见几处小型的局部滑塌，天然状态下渣场整体稳定。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1.63hm
2
，实际弃渣量约 13.21 万 m

3
；现状

最大堆渣高度约 20.5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弃渣场的截、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

马道平台修建排水沟，截排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

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积体。

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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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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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贺州至巴马公路(钟山至昭平段)工程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项目责任页 

分项 人员 职务或职称 任务分工 签字 

批准 陆王烨 院长/高级工程师 批准 

 
核定 陆豫 总工/高级工程师 核定 

 

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五章 
 

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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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本次勘察揭露的地层主要为人工填土层、冲洪积黏土、

残积黏土和强风化粉砂岩，详见剖面图和柱状图。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勘察区

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和基岩裂隙水，勘察

期间勘察深度范围内未见地下水。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1.43hm
2
，实际弃渣量约 12.3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18.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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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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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场稳定性评估项目责任页 

分项 人员 职务或职称 任务分工 签字 

批准 陆王烨 院长/高级工程师 批准 

 
核定 陆豫 总工/高级工程师 核定 

 

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五章 
 

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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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本次勘察揭露的地层主要为人工填土层、冲洪积黏土、

残积黏土和强风化粉砂岩，详见剖面图和柱状图。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勘察区

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和基岩裂隙水，勘察

期间勘察深度范围内未见地下水。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48hm
2
，实际弃渣量约 4.5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21.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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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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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场稳定性评估项目责任页 

分项 人员 职务或职称 任务分工 签字 

批准 陆王烨 院长/高级工程师 批准 

 
核定 陆豫 总工/高级工程师 核定 

 

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五章 
 

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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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场地内地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人工填土层，下伏强风化

黏土层。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坡面无

滑塌，天然状态下渣场整体稳定。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5hm
2
，实际弃渣量约 1.5 万 m

3
；现状最大

堆渣高度约 10.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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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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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场稳定性评估项目责任页 

分项 人员 职务或职称 任务分工 签字 

批准 陆王烨 院长/高级工程师 批准 

 
核定 陆豫 总工/高级工程师 核定 

 

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五章 
 

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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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场地内地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人工填土层，下伏混合土。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坡面无

滑塌，天然状态下渣场整体稳定。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35hm
2
，实际弃渣量约 1.1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9.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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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广西贺州至巴马公路(钟山至昭平段)工程弃渣场稳定性评估报告 

 
 

 

广西贺州至巴马公路(钟山至昭平段)工程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项目责任页 

分项 人员 职务或职称 任务分工 签字 

批准 陆王烨 院长/高级工程师 批准 

 
核定 陆豫 总工/高级工程师 核定 

 

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五章 
 

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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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本次勘察揭露的地层主要为人工填土层、冲洪积黏土、

残积黏土和强风化粉砂岩，详见剖面图和柱状图。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勘察区

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和基岩裂隙水，勘察

期间勘察深度范围内未见地下水。。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90hm
2
，实际弃渣量约 10.5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20.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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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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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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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本次勘察揭露的地层主要为人工填土层、冲洪积黏土、

残积黏土和强风化粉砂岩，详见剖面图和柱状图。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勘察区

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和基岩裂隙水，勘察

期间勘察深度范围内未见地下水。。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68hm
2
，实际弃渣量约 5.5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25.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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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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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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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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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场地内地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人工填土层，下伏强风化

粉砂岩。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坡面无

滑塌，天然状态下渣场整体稳定。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1.5hm
2
，实际弃渣量约 3.96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17.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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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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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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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本次勘察揭露的地层主要成分为强风化、中风化砂岩及

泥质粉砂岩等碎石夹黏性土，详见剖面图和柱状图。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勘察区

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和基岩裂隙水，勘察

期间勘察深度范围内未见地下水。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93hm
2
，实际弃渣量约 15.11 万 m

3
；现状

最大堆渣高度约 27.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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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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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本次勘察揭露的地层主要成分为强风化、中风化砂岩及

泥质粉砂岩等碎石夹黏性土，详见剖面图和柱状图。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勘察区

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和基岩裂隙水，勘察

期间勘察深度范围内未见地下水。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1.57hm
2
，实际弃渣量约 17.66 万 m

3
；现状

最大堆渣高度约 23.5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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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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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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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本次勘察揭露的地层主要成分为强风化、中风化砂岩及

泥质粉砂岩等碎石夹黏性土，详见剖面图和柱状图。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勘察区

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和基岩裂隙水，勘察

期间勘察深度范围内未见地下水。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1.65hm
2
，实际弃渣量约 18.0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56.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

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续降

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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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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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 陆豫 总工/高级工程师 核定 

 

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五章 
 

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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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本次勘察揭露的地层主要成分为强风化、中风化砂岩等

碎石夹黏性土，详见剖面图和柱状图。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勘察区

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和基岩裂隙水，勘察

期间勘察深度范围内未见地下水。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57hm
2
，实际弃渣量约 6.4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35.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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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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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 陆豫 总工/高级工程师 核定 

 

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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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五章 
 

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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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场地内地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人工填土层，下伏黏土层

及强风化页岩。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坡面无

滑塌，天然状态下渣场整体稳定。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47hm
2
，实际弃渣量约 5.7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25.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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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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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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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本次勘察揭露的地层主要成分为全风化、强风化粉砂质

页岩等碎石夹黏性土，详见剖面图和柱状图。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勘察区

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和基岩裂隙水，勘察

期间勘察深度范围内未见地下水。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4hm
2
，实际弃渣量约 2.4 万 m

3
；现状最大

堆渣高度约 23.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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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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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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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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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本次勘察揭露的地层主要成分为全风化、强风化粉砂质

页岩等碎石夹黏性土，详见剖面图和柱状图。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勘察区

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和基岩裂隙水。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59hm
2
，实际弃渣量约 3.01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39.5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

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续降

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

⑥现状潜在隐患：坡顶平台及坡面有局部植被尚未恢复，部分渣

土裸露，坡顶周边无截水沟、排水设施未完善，坡面易因降雨冲刷产

生侵蚀沟；雨水长期冲刷及入渗于坡体稳定极为不利。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表面形成侵蚀沟。目前堆渣体顶部及

斜坡面植被尚未完全恢复，部分处于裸露状态，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

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

减少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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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完善排水系统，建议沿堆渣体顶部、左侧边缘及斜坡面修建排

水沟，及时将堆渣体周围山坡及渣体顶部汇水导排至沟道下游，排水

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减少暴雨时汇水入渗到

堆渣体，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积体及渣场边坡。

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④后期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

的生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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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 人员 职务或职称 任务分工 签字 

批准 陆王烨 院长/高级工程师 批准 

 
核定 陆豫 总工/高级工程师 核定 

 

审查 吴雪娟 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审查 
 

校核 
王锋 

 
覃勇勇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校核 

 

项目负责人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编写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一章 
 

黄孟怡 工程师 第二章 
 

李鹏冲 高级工程师 第三、四章  

司娟娟 高级工程师 第五章 
 

孙万峰 工程师 外业踏勘 
 

勘察专业负责人 莫衍超 工程师 勘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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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本次勘察揭露的地层主要成分为全~强风化粉砂质页岩

等碎石及第四系残坡积土。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缓，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勘察区

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和基岩裂隙水，勘察

期间勘察深度范围内未见地下水。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6hm
2
，实际弃渣量约 6.24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38.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现状潜在隐患：坡顶平台及坡面有局部植被尚未恢复，部分渣

土裸露，坡顶周边无截水沟、排水设施未完善，坡面易因降雨冲刷产

生侵蚀沟；雨水长期冲刷及入渗于坡体稳定极为不利。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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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完善渣场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水

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积

体，减少暴雨时汇水入渗到堆渣体，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积体及渣场

边坡。

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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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本次勘察揭露的地层主要成分为全风化、强风化粉砂质

页岩等碎石及其残积土，详见剖面图和柱状图。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勘察区

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和基岩裂隙水，勘察

期间勘察深度范围内未见地下水。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2.51hm
2
，实际弃渣量约 21.81 万 m

3
；现状

最大堆渣高度约 32.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现状局部边坡仍较陡，建议较陡边坡进行削缓坡率处理。

②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③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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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体。对弃渣场坡脚的排水渠进行衬护，以避免水流对坡脚冲刷破坏

影响坡体稳定；坡脚设置挡墙。

④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⑤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⑥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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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场地内地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人工填土层，下伏粉质黏

土层及强风化砂岩。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坡面无

滑塌，天然状态下渣场整体稳定。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1.28hm
2
，实际弃渣量约 9.69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20.0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堆积体受雨水的冲刷易在顶部形成较浅的冲沟。目前堆渣体顶

部大部分植被自然恢复，可多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灌木及草本等来

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水土流失。

②完善坡顶的排水系统，建议修建坡顶截水沟将表水导出，截排

水沟的尺寸应满足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避免进一步地冲刷堆

积体。尽快在弃渣场坡脚修建挡墙，挡墙埋深需满足冲刷要求，减少

坡脚水流对堆渣体的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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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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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①弃渣场位于剥蚀丘陵地貌，场地地质条件简单，由高速公路弃

土堆积形成，本次勘察揭露的地层主要成分为强风化砂岩、页岩等碎

石及第四系残坡积粉质粘土。

②弃渣场坡顶面较为平整，无积水，无长大贯穿性裂缝。勘察区

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和基岩裂隙水，勘察

期间勘察深度范围内未见地下水。

③弃渣场占地面积约 0.47hm
2
，实际弃渣量约 2.63 万 m

3
；现状最

大堆渣高度约 21.5m。

④各岩土层的参数见表 4-1 所示。

⑤根据计算分析，正常工况（天然状态）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

足规范要求，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塌破坏可能性较低；非正常工况（连

续降雨）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发生滑坡危害程度低。

⑥影响坡体稳定的主要因素为降雨及人工活动等外力因素。

5.2 建议

①目前堆渣体表面大部分植被（灌木、草）自然恢复，可补植根

系较发达的乔木来减少降雨下渗及冲刷，达到固坡稳土的效果，减少

水土流失。

②完善排水系统，建议沿堆渣体顶部边缘修建排水沟，及时将堆

渣体周围山坡及渣体顶部汇水导排至沟道下游，排水沟的尺寸应满足

暴雨工况条件下的排水要求，减少暴雨时汇水入渗到堆渣体，避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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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地冲刷堆积体及渣场边坡。

③应严格控制在堆渣体顶部修建建筑物或者增加堆渣体顶部荷

载的人工活动。

④尽量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开挖和扰动，减少在堆渣体前缘的生

产、生活活动。

⑤定期对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地表裂缝等进行巡查，发现

危险信号应及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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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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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K5+600 路基边坡骨架植草防护 

 

K8+400 路基边沟 

 

K14+800 路基边坡骨架植草防护 K15+740 清塘互通 

 
K20+200 路基排水沟 

 

K22+300 路基排水沟和边坡灌草绿化 

附件 14 



K22+900 路基边坡植草防护 K26+050 莲塘互通 

 
K26+500 路基边坡骨架植草防护 

 

K29+300 路基边坡植草防护 

K32+241 白藤 2号高架大桥 

 

K34+000 路基边坡骨架植草防护 



 

K34+400 路基边沟 K35+500 路基边坡骨架植草防护 

K37+100 路基边坡骨架植草防护 K40+060 走马互通 

K41+100 路基边坡骨架植草防护 K42+600 中央分隔带绿化 



K51+130 昭平互通 

K53+145 昭平桂江大桥 

莲塘连接线 走马连接线 

K11+530 钟山西服务区 清塘收费站 



莲塘收费站 昭平收费站 

昭平管理分中心 K44+400 改路 

K1+500 左弃渣场 K5+400 右弃渣场 



 K10+800 左弃渣场 K16+100 左弃渣场 

K16+000 左弃渣场 K17+480 左弃渣场 

K18+840 左弃渣场 K20+700 右弃渣场 



K21+220 左弃渣场 LK7+240 左弃渣场 

 

K21+880 左弃渣场 

 

K22+100 左弃渣场 

 

K22+360 左弃渣场 

 

K22+600 右弃渣场 



 

K26+500 右弃渣场 K28+500 左弃渣场 

K29+480 右弃渣场 K30+000 右弃渣场 

K31+590 右弃渣场 K31+590 左弃渣场 



K32+450 左弃渣场 
K34+700 左弃渣场 

K37+300 左弃渣场 K39+400 和 k39+600 右弃渣场 

K42+100 右弃渣场  

K44+400 右弃渣场 



K45+530 右弃渣场 K47+000 右弃渣场 

 

K49+250 左弃渣场  

K49+400 左弃渣场 

K50+300 右弃渣场 
K53+600 右弃渣场 



K1+500 左侧取土场  K5+400 左侧取土场 

 K6+150 左侧取土场  K9+000 左侧取土场 

K35+450 左侧取土场 
K35+900 右侧取土场 



 K43+830 左侧取土场  K49+050 左侧取土场 

 K49+120 右侧取土场  K50+300 右侧取土场 

 K51+200 右侧取土场 K3+300 左侧拌合站已复耕 



K31+800 左侧驻地已复绿  K41+200 左侧拌合站（已移交玖晟木业公

司） 

K43+400 隧道拌合站已复耕 K52+400 右侧拌合站（已被昭平县政府收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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