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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开展泾县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查明评估区的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的
类型、规模、分布规律及特征，对评估区内分布的各类地质灾害体的危险性和危害程度逐一进行现状评估；对建设场
地内工程建设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和本身可能遭受的各类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分别进行预测评估；依据现状评
估和预测评估结果，综合评估建设场地地质灾害危险性程度，并提出有效防治地质灾害的措施与建议。

 引言

 泾县农、林生物质资源丰富，但未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建设泾县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可使这些资源成为可再生
能源，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开展项目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可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由于不合理的工程活动而
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工程遭受的地质灾害危害，为建设单位预防地质灾害、降低工程风险和维护费用提供科学依据。

 1评估工作概述

 项目处在原泾县琴溪镇垃圾填埋场的东侧，位于泾县县城东北部约10km处。项目包含1台生物质锅炉和1套高温高
压凝汽式
汽轮发电机组，其
规模分别为130t/h、30MW。项目为生
物质电厂，生物质的年消耗量为2.538×105

t，燃料为小麦、水稻、油菜、玉米、棉花等农作物秸秆以及部分林业废弃物等生物质资源。厂区内的建、构筑物分
为四个区：行政生活管理区、生产区、水工区、储料区。行政生活管理区主要为综合办公楼。生产区由升压站、主厂
房、锅炉房、空压站、储渣间、烟气处理设施等组成。水工区由消防水池、净水站、综合水泵房、自然通风冷却塔等
组成。储料区是电厂生产燃料的供给和贮存区。项目的灰渣全部综合利用，厂内不设永久性灰渣场。本工程投资3781
5.24万元，设计使用年限50年。

 工程属电力行业中的新能源建设项目，为重要建设项目。泾县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的建设项目重要性为重要，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故其评估级别为一级。

 2地质环境条件

 2.1区域地质背景

 评估区地处沿江丘陵平原区，大地构造单元为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台坳的沿江拱断褶带的石台穹褶断束。评估区地震
活动不频繁，也不强烈，属低烈度区。评估区的地质构造条件简单。评估区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是0.05g，地震设防
烈度为Ⅵ度。总体来说，评估区区域地质背景条件简单。

 2.2气象水文

 评估区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沛。评估区及附近地表水系属长江
流域，青弋江水系。评估区附近水体主要为青弋江、徽水，其水文特征简述如下：青弋江发源于石台县和黄山北麓，
自西南向东北斜贯县境，青弋江泾县水文站以上流
域面积4352km2

。根据水文资料记载，其最高水
位是34.64m，最低水位是27.25m，最大流量是5600m3

/s。青弋江主要支流有徽水、琴溪、孤峰河。徽水发源于绩溪县徽岭，经旌德县于浙溪入境，流经榔桥、黄村、丁桥
、泾川等乡镇注入青弋江。流域面积1064.3km2

，最大流量为773倉人，最小流量0.2m3/s。此外，评估区内分布有水塘、沟渠等，水深0.3�1.0m。

 2.3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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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区地势总体为北部、中部高，东南部、西部低。最高点位于评估区的北部，标高123.14m，最低点位于评估区
的西南，标高4.24m，相对高差达75.00m。估区地处沿江丘陵平原区，其微地貌类型包括低丘、山间谷地。

 2.4地层岩性

 评估区地层为白垩系上统宣南组的砾岩、砂砾岩及含砾粗砂岩、泥质粉砂岩等，遍布评估区，产状为350°∠4°，
厚度为1755�2606m。评估区内无岩浆岩。

 2.5地质构造与区域地壳稳定性

 评估区内无褶皱。评估区内无断层，距江南深断裂的最近距离约2.3km。

 2.6工程地质条件

 评估区岩土体为白垩系上统宣南组的红色粉砂岩、砂岩、砾岩及泥岩等。属沉积岩建造、碎屑岩亚建造，为泥质粉
砂状结构，中一厚层状构造，岩体表层为全风化砂砾岩，风化层厚度为2�10m，岩层厚度为1755�2606m，岩体较坚
硬，岩体破碎，易软化和风化，干抗压强度46.4�96.7MPa。

 2.7水文地质条件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包括松散岩类孔隙水和红层孔隙裂隙水。松散岩类孔隙水的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和径流补给。红
层孔隙裂隙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的入渗补给，并由中低山区向山前地带径流，排泄方式包括泉、地下径流及蒸发。

 2.8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评估区现状场地为垃圾填埋场、林地和厂房工程等，且无矿山开采活动。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交通工程、水利工程
、工业建筑工程的建设。具体表现为：

 （1）交通工程：评估区附近建设有G205国道、S322省道以及皖赣线铁路。评估区内的道路多为乡村公路，对地质
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小。

 （2）水利工程：评估区内水利设施建设主要为挖水塘和修沟渠，其规模较小，对评估区地质环境影响和破坏小。

 （3）工业建筑工程：主要表现为评估区内的工业厂房建设，为泾县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的厂房。其为2�3层钢
混结构，建设时是依地形而建，切坡较少，且高度低，低于1.0m，因此对评估区地质环境影响和破坏小。

 此外，现状条件下评估区西部包含泾县生活垃圾掩埋区、垃圾填埋渗滤液处理站等构筑物。据调查了解，目前垃圾
的产量小于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所需量。项目建成后垃圾填埋场将被废弃，垃圾掩埋区现状对评估区现状地质环境的
影响、破坏小。

 3地质灾害危险性的现状评估

 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滑坡地质灾害，详述如下：

 经调查，在泾县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门口发现一处滑坡（H1），滑坡后缘为泾县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该滑
坡现处于初始变形阶段，为全风化浅层岩质滑坡，其滑体厚度约9m，滑体的坡度约为50°，微地貌类型为山间谷地
，滑坡后缘出现裂缝，为拉张裂缝，长约10m，宽约3cm，深度为10cm，滑痕指向为北偏东150°、倾角80°，组成滑
带的岩性为白垩系宣南组棕红色粉砂岩和砾岩。该滑坡的主滑方向为北偏东150°，经现场调查，该滑坡坡面局部发
育沿主滑方向的断续小裂缝。该滑坡平面及剖面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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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判断该滑坡不稳定（强发育）；该滑坡的诱发因素为降水，属于自然因素；该滑坡的险情为受威胁人数约5
人，可能直经济损失约20万元，故该滑坡的危害程度小；该滑坡的发育程度是强发育诡害程度小，因此，该滑坡地质
灾害的危险性为中等。

 4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评估

 4.1工程建设中可能引发基坑崩塌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

 预测冷却塔工程建设可能引发基坑崩塌地质灾害，现状为有林地，现状地面标高为67.53�79.77m，地形起伏，该处
的设计标高为85.0m，场地整平过程中需要填方，填方厚度约5.23�17.47mo冷却塔工程的施工顺序是先填后挖，因此
，冷却塔基坑为开挖深度为4.5m的填土深基坑。

 综上所述，拟建工程的冷却
塔在建设过程中存在深基坑开挖，基坑崩塌方量为103m3，小于500m3

。因此，工程建设中可能引发基坑崩塌地质灾害，预测基坑崩塌危害程度为小，发育程度为弱，危险性小。

 4.2工程建设中可能引发崩塌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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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工程的设计标高及地形情况，在工程建设中存在QP1�QP4四段切坡，因此，工程建设可能引发切坡崩塌地质灾
害。

 工程拟建场地内地面标高61.75�122.25m，设计地坪标高为85.0�90.8m。拟建场地因人工开挖形成切坡，区内共有4
个拟切坡段，切坡高度在0.2�31.45m，均为单边岩质切坡，岩体较坚硬。

 QP1段人工切坡，位于工程区北部，切坡高度为0.2�31.45m，切坡长度为230m。边坡可能沿着风化的岩体结构面而
产生破坏，形成崩塌地质灾害，预测崩塌方量为3000m3。

 QP2段人工切坡，位于工程区西北部，切坡高度为0.2�6.2m，切坡长度为36m。边坡可能沿着风化的岩体结构面而
产生破坏，形成崩塌地质灾害，预测崩塌方量为600m3。

 QP3段人工切坡，位于工程区东部，切坡高度为1.0�9.0m，切坡长度为70m。边坡可能沿着风化的岩体结构面而产
生破坏，形成崩塌地质灾害，预测崩塌方量为900m3。

 QP4段人工切坡，位于工程区东北部，切坡高度为0.2�10.2m，切坡长度为114m。边坡可能沿着风化的岩体结构面
而产生破坏，形成崩塌地质灾害，预测崩塌方量为1500m3。

 总体而言，边坡开挖时需采用机械或爆破，会造成岩体松动、破碎，在降水、震动等诱因下，危岩体、松散岩体极
易沿裂隙面、软弱接触面产生崩塌地质灾害。

 以QP2切坡段为例，选取2—2’剖面，剖面图如图3所示。本工程中切坡段的预测崩塌方量计算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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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预测工程建设可能引
发崩塌地质灾害，预测崩塌方量为600�3000m3

，其危害程度为小，发育程度为弱，危险性等级为小。因此，工程建设中可能引发崩塌地质灾害，其危害程度为小，
发育程度为弱，危险性等级为小。

 4.3工程建设中可能加剧滑坡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

 位于泾县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门口存在一处滑坡（H1），滑坡后缘为泾县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该滑坡现处
于初始变形阶段，为全风化浅层岩质滑坡，其滑体厚度约9m，滑体的坡度约50°，微地貌类型为山间谷地，滑坡后
缘出现裂缝，为拉张裂缝，长约10m，宽约3cm，深度为10cm，滑痕指向为北偏东150°、倾角80°，组成滑带的岩性
为白垩系宣南组棕红色粉砂岩和砾岩。该滑坡的主滑方向为北偏东150°，该滑坡坡面局部发育为沿主滑方向的断续
小裂缝。

 该滑坡不稳定（强发育）；该滑坡的诱发因素为降水，属于自然因素；该滑坡的险情为受威胁人数约5人，可能直
接经济损失约20万元，故该滑坡的危害程度小；该滑坡的危害程度小，发育程度为强发育，故该滑坡地质灾害的危险
性中等。在
降水、人为加载等复合
作用下，岩体会沿着裂缝和潜在结构面发生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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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滑塌方量约为11万m3

。预测工程建设中可能加剧滑坡地质灾害，其危害程度小，发育程度为强发育，故预测该滑坡地质灾害的危险性为中
等。

 5地质灾害的防治措施

 5.1基坑崩塌地质灾害的防治措施

 （1）拟建工程中的冷却塔工程存在深基坑开挖，深度达4.5m，在开挖时须遵循相关规范进行施工，并在周围一定
的范围内禁止大量堆载和超重车辆通行，深基坑及周围影响区域内应进行地面监测，若出现裂缝则立即停止施工。

 （2）拟建工程中的深基坑在开挖施工的过程中应选择合理的支护措施，且注意防水，采取必要的降排水措施。

 5.2崩塌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1）工程切坡段中切坡高度大于等于8.0m的切坡段（QP1、QP2、QP3、QP4中的部分切坡段）可先放出台阶，然
后可采用格构锚索进行支护；切坡高度在5.0�8.0m（QP1、QP2、QP3、QP4中的部分切坡段）可采用桩板式挡墙或
格构锚索进行支护；切坡的高度小于5.0m（QP1、QP2、QP3、QP4中的部分切坡段）且岩体较完整段可采用SNS柔性
防护网、浆砌石挡墙等进行支护。

 （2）边坡支护前均应先清理危岩体及坡顶松散岩土体。

 （3）边坡须砌筑截、排水沟来防止地表水入渗。同时应尽量避免雨期施工，以防遭受崩塌灾害，危及施工人员的
安全，影响工程建设。

 （4）因本工程部分边坡的切坡高度较大（最大可达31.45m），施工时应做好相应的监测或支护措施。

 5.3滑坡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1）工程施工时应注意施工顺序，应先填坡脚再填滑坡后壁，以防止先填滑坡后壁加剧滑坡。

 （2）对滑坡体上的拉张裂缝应进行填塞和掩埋，以减少降水及地表径流沿裂缝入渗。

 6结束语

 （1）拟建工程施工中存在填方，建议严格按设计要求施工，分层铺筑碾压，压实度及填料质地应满足相关规范要
求，以避免和减小不均匀沉陷。

 （2）拟建工程施工过程中应顺地形走势，合理布局，减小土石方工程。

 （3）拟建工程施工前应进行场地清表，清理工程场地范围内的垃圾、植被等。

 （4）合理处置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渣土，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次生灾害。

 （5）评估区内有水塘分布，施工时应采用清淤和回填等措施予以处理，避免其对建（构）筑物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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