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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技术条款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工业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重庆三峡学院、西南科技大学、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安

全生产科学研究院、辽宁省第十地质大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世海、郑宏、王金安、林鹏、李安洪、冯春、周玉、庞林祥、张一鸣、马海涛、

王振伟、王智猛、陈江 、陈鸿杰、崔原、江权、程鹏达、秦宏楠、杨长卫、王海波、程龙飞、张丽、周廷强、

周东、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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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岩质边坡安全性数值分析与评价方法》的制定旨在规范岩质边坡安全性数值分析评价方法与

流程。
本文件是在收集国内外岩质边坡勘察、设计及施工技术标准,充分调研和分析我国现行岩质边坡数

值计算方法及其在边坡工程中的应用基础上编制而成。
本文件共分7章,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数值分析流程、安全性评价和

报告编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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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质边坡安全性数值分析与
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数值分析方法评价岩质边坡的安全性。
在采用本文件时,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DZ/T0286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岩质边坡 rockslope
由岩体构成的工程边坡或自然斜坡。

3.2
岩质边坡灾变 rockslopedisaster 
岩质边坡(3.1)从局部变形、破坏到失稳成灾(滑坡、崩塌和倾倒等)的过程。

3.3
边坡安全性 slopesafety
边坡在诱发因素作用下的稳定程度、灾变程度及成灾范围。

3.4
地质模型 geologicalmodel
包含地表形态、地层结构、地质构造、岩石类型及属性等要素的抽象地质结构体。

3.5
几何模型 geometricmodel
包含地质模型(3.4)尺寸、结构和位置等几何信息的模型。

3.6
数值建模 numericalmodeling
通过构建几何模型(3.5),剖分计算网格,选取本构模型及材料参数,确定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等建

立计算分析所需模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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