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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堆积体临江部分被掏空，前缘临空，当抗滑力

不足以抵抗下滑力时，失去支撑而向下滑动。尤其是

库水位接近各种软弱结构面的高程时，在地下水的作

用下，软弱结构面软化导致滑坡的发生和发展(附图

la)。蓄水后，松散堆积物岸坡周期性浸泡在库水中，

或部分浸泡在库水中，吸水膨胀，加之波浪的侵蚀，导

致古滑坡，或古倒石堆前缘发生了错落或古滑坡或古

倒石堆再发生滑移，老滑坡复活，直至产生坍岸、坍塌

或滑坡。坍岸主要发生在河流冲积层分布地段，坍塌

按其起始运动方式分为滑塌式和坠落式2种，库区冲

积层分布范围小，呈狭长条带沿江分布，厚度不大。

3．2岩质岸坡

岩质岸坡由层状碎屑岩岸、层状碳酸盐岩岸、结

晶岩岸坡等组成，软硬相问的层状碎屑岩和有软弱基

座的局部碳酸盐岩库岸，变形相对强烈。

蓄水前，岩质岸坡受风化作用、地下水作用等因

素作用，岸坡基底泥岩或泥质砂岩软硬夹层的风化、

软化、崩解，形成风化穴、软弱基座，在上伏岩体自重

等外载荷作用下发生压缩流变及临空方向的剪切流

变，坡体上缘基地部位产生部分张裂隙，陡倾角裂隙

带进一步拉张，逐渐形成危岩体H21，为水位上升后岸

坡形变创造了条件。

蓄水后，岸坡岩体周期性出没与库水中，引起岸

坡岩体物理力学性质发生改变，在库水静压力、浮托

力和动水压力等作用下，岩体底部的潜在滑动面浸水

软化、泥化，空隙压力增大(附图1b)，抗剪强度降低。

同时原来岩体阻滑的前缘部位，受库水浮托，降低了

阻滑力，引起岸坡沿软弱滑动面顺层活动。由于层状

岩层具有软硬相间的结构，尤其是顺向坡，较强的构

造应力作用使软硬岩层相互错动，软硬岩层接触面上

产生应力差，使得岩层内部发育有多组构造裂隙，破

坏了岩体的完整陛，有利于地下水的活动。

在部分岸坡地段，临江部分被长江切割临空，两

侧发育深切冲沟，后缘坡度很大，形成三面临空地带。

受风化作用等外营力的作用，岸坡逐步松动变形，岸

坡岩体连续性、完整性不断遭受破坏，稳定性、力学强

度不断下降，易发生岩体顺层滑坡部位，尤其在库水

位迅速下降时，岩体内空隙水来不及随库水下降而排

出，岩体内仍保持很高的浸润面。随着地下水坡降的

增大，而形成渗透压力，这时库水对岸坡的挤压力消

失，导致抗滑力减少，下滑力增加，易引起岸坡滑

坡[13]。依据岩层走向等可分位倾外层状岸坡、平缓

(及软弱基座)层状岸坡、倾内层状岸坡，碳酸盐岩区

具软弱基座的岸坡段是崩塌、滑坡的密集地带。滑坡

以其发育的岩类分为基岩滑坡和堆积层滑坡，基岩滑

坡按滑动面与滑床基岩产状的关系，分为顺层滑坡和

切层滑坡。

岸坡崩塌、滑坡的发育强度受岩性、地质构造和

岸坡结构等条件的控制，多分布在秭归树平一巴东黄

腊石、巫山老鼠错一大湾、黄瓜树一刘家屋场、奉节白

衣庵一云阳茂河岭、云阳宝塔一兴隆滩、万县市一带、

万县大溪口一狮耳冲、忠县庙上一丰都陈家吊崖等支

流主要分布在香溪河、归州河、青干河、草堂河、梅溪

河和乌江岸，这些地段的岸坡水位上升后，将诱发和

加速滑坡的形成。尤其在水位波动时，在每年的11

月至翌年3月，汛前大幅缓慢消落，坝前水位从175

m降至防洪限制水位145 m，促使稳定性较差的岸坡

变形产生滑移。水位波动较大的时段，小幅度快速消

落，即汛期一次洪峰后库水位骤降，引起边坡失稳，产

生滑坡等。

4结论

三峡水库蓄水后，以前出露的岸坡岩土体周期性

出没于水中，引起水动力条件明显改变，导致地下水

和库水共同作用于岸坡表面和岩土介质，对岩土体产

生物理、化学和力学作用，对松散堆积物岸坡和基岩

岸坡产生不同的影响。岩石和土体经水的浸泡后，其

强度普遍降低，且吸水性越强，强度降低越大。页岩、

黏土岩、含有机质的黏土等，亲水性很强，在库水的浸

泡作用下发生物理、化学、力学性质变化，特别是有软

硬夹层的岩体，会软化、泥化。当岩体的软弱层、结构

面、松散堆积层与基岩接触带土体受水浸泡时，其抗

剪强度普遍下降，当斜坡体下滑力超过支撑力时，斜

坡体失去平衡，产生变形位移现象，将会发生崩塌和

滑坡，抗剪强度降低，破坏库岸斜坡，导致老滑坡复活

新滑坡产生，松散堆积物岸坡产生坍塌，岩石岸坡产

生崩落等。加速坍岸、崩塌、滑坡的过程，地貌动力作

用由在基岩风化剥蚀基础上以重力作用为主变为在

库水和地下水作用下以蠕动、滑移、崩塌、侵蚀、冲蚀

作用等为主，进而引起岸坡变形，对于松散堆积岸坡

的改造时间较短，而对于基岩质岸坡的改造时间则较

长，表现为缓慢长期的岸坡演化过程，使岸坡地貌过

程发生一系列变化，岸坡将经历一个地貌改造一再造

的长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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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良好的生态效益

古运河两岸生态墙建成后，也将大大美化城市环

境，一改往日放眼望去尽是单调的混凝土堤坝为茵茵

绿草的视觉效果，也将为镇江这座历史名城增添一处

靓丽的景点。另外，生态墙还可以稀释、分解、吸收、

固定大气中的有害、有毒气体，能把有毒的硝酸盐氧

化为有用的盐类，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所优选的

部分植被还能分泌特殊的杀菌素，杀死某些细菌，从

而有益于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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