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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基于一种改进支持向量机算法(ν -SVR)的边坡稳定性预测方法，直接利用边坡的特征参数快速预测边

坡稳定性。为解决算法中模型选择困难的问题，用留一法设计预测模型，用网格搜索法搜索最优参数。留一法可

以避免传统方法中根据经验确定预测模型的缺点，较为客观地获取合适的预测模型。网格搜索法可以保证搜索到

合适的参数。计算结果显示，联合运用这两种方法可以获得合适的预测模型。利用该预测模型对 82个圆弧破坏边

坡实例中的 71 个实例进行学习，对另外 11 个实例进行推广预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预测精度明显优于一种

改进 BP神经网络算法和常规 SVR算法，与 GA-BP神经网络算法相近。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ν -SVR算法的边坡

设计方法，能够快速、准确的获取不同方案下的边坡安全系数，评价其稳定性，为选择经济合理的边坡设计方案

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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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NG SLOPE STABILITY BASED ON 
ν -SVR ALGORITHM 

 

YU Zhi-xiong，ZHOU Chuang-bing，LI Jun-ping，SHI Chao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cienc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A slope stability predicting model based on ν -SVR algorithm，which uses only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slopes，is put forward.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in model selection in the algorithm，leave-one-out method is 
used to design predicting model；and grid-search method is used to search suitable values of parameters of the 
predicting model. Leave-one-out method can select appropriate model objectively，avoiding the shortcoming of 
designing model by experience. The 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with these two methods，the appropriate predicting 
model can be searched. Applying the predicting model to predict safety factors of 11 slopes after learning with 
other 71 samples；the result is satisfactory. It is more accurate than a modified BP algorithm and classical SVR；
and it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is effective. Moreover，a new method based on ν -SVR algorithm is 
presented to guide slope design. It can acquire slope safety factors of different schemes by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slopes quickly and accurately，and evaluate the stability of slope，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 
determining of an economic and safe slope design scheme.  
Key words：geotechnical engineering；support vector machine；slope stability；v -SVR(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prediction；slope design；model selection；leave-one-out method；grid-searc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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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天然或人工边坡常常由于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

破坏其力学平衡，发生滑坡等现象，造成严重事故。

滑坡发生过程实际上是斜坡从渐变性发展到突发宏

观滑移的非线性复杂过程。由于边坡岩体的结构与

物理力学性质表现出宏观和微观上的不连续性和高

度的非线性等特点，因此，边坡工程可以看成是不

确定的、非线性的、动态开放的复杂大系统，其稳

定性受地质因素和工程因素等的综合影响。这些因

素大部分具有随机性、模糊性、可变性等不确定性

特点，它们对不同类型边坡岩体稳定性的影响权重

也是变化的，这些因子之间具有复杂的非线性关

系。对其稳定性做出准确有效的预测预报是岩土工

程与工程地质领域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1]。 
目前在工程中用于边坡稳定性分析的方法主要

有瑞典条分法、毕肖普法、沙尔玛法、图解法、有

限元法等。这些分析方法考虑了影响边坡稳定的主

要因素，如岩性、地形、地下水条件、坡体含水量、

地震强度等，但这些方法计算冗长、繁琐，计算量

大，往往难以准确描述这种复杂的非线性特征，因

而运用该类边坡模型对大型复杂边坡稳定性进行准

确预测预报尚存在一定的困难，以至不少研究者认

为岩石力学目前尚处于“声誉很高，信誉尚低”的阶

段[2]。随着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滑

坡灾害的发生是系统内在要素通过一系列非平衡不

稳定产生空间、时间、功能和结构的自组织过程，

导致滑坡灾害发生的是系统远离平衡态的结果，因

此，部分学者提出神经网络法，通过综合研究系统

的不确定性和工程经验，来解决复杂的边坡工程设

计问题。但是，这类方法最终解过于依赖初值，存

在过学习现象，训练过程中存在局部极小问题，且收

敛速度比较慢，网络的隐节点数难于确定等问题[3]。 
20 世纪 70 年代，Vapnik 等人提出统计学习理

论，为有限样本，尤其是小样本情况下机器学习提

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到 20世纪 90年代中期，随
着其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也由于神经网络等学

习方法在理论上缺乏实质性进展，统计学习理论开

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并在此理论框架下产生

了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这一新
的通用机器学习方法[4]。SVM有严格的理论基础，
是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原则的方法，明显优于传统

的基于经验风险最小化原则的常规神经网络方法。

其算法是一个凸二次优化问题，保证找到的解是全

局最优解，能较好的解决小样本、非线性、高维数

等实际问题，问题的复杂度不取决于特征的维数，

且具有良好的推广能力，正在成为继神经网络研究

之后的研究热点。目前，SVM已经在模式识别中取
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广泛应用于文本识别等领域。

近年来，人们又发展了回归型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SVR)，它可以任意精度逼近非线
性函数，具有全局极小值点，收敛速度快，被应用

于电力系统短期负荷预测[3]、地下水位预报[5]等领

域，解决了实际工程问题。文[6]首先将 SVR 算法
引入到边坡稳定性估计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与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相比，SVR不存在容易陷入局部
最优等问题，提高了泛化能力，因此有较大的优越

性。 
为了能够更容易的选择参数值，文[7]提出了一

种改进的 SVR，即ν -SVR方法[7]。ν -SVR使用起来
更方便，计算结果也比 SVR更准确。 

为了解决边坡稳定性预测问题，本文在介绍了 
ν -SVR 的基本原理[7]之后，将提出一种基于ν -SVR
算法的边坡稳定性预测模型，运用留一法和网格搜

索法选择合适的预测模型，并对实际边坡稳定性进

行预测预报。此后，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基于ν -SVR
算法的边坡设计方法，为快速设计经济安全的边坡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2  ν -SVR算法原理 
 
2.1  ν -SVR算法数学模型 

对于训练样本集 l
iii yx 1}{ =， ， ix ∈ nR 为输入变

量的值， Ryi ∈ 为相应的输出值，l为训练样本个
数，回归问题就是寻找一个从输入空间到输出空间

的映射 f： nR →R，使得 yxf =)( 。ν -SVR 的目标
是寻求回归函数： 

bwxxfy +== )(              (1) 

式中：w， nRx∈ ； Rb∈ 。对于线性问题，根据统

计学习理论，ν -SVR通过极小化目标函数来确定回
归函数，即求下式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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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xy ii +− ω ≤ ∗+ iξε           (4) 

∗
iξ ≥0，ε≥0              (5) 

式(2)～(5)中：C 为用来平衡模型复杂性项 2

2
1 w 和

训练误差项的权重参数，ε为不敏感损失函数，ξ 为
松弛因子。如图 1所示。 
 

 
图 1  ν -SVR算法原理图 

Fig.1  Principle of ν -SVR algorithm 
 

对于约束条件，引入相应的乘子 )(∗
iα ， )(∗

iη ，   
β≥0，通过拉格朗日算法，得出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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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小化式(2)，需要求出式(6)的鞍点，也就
是最小化变量 w，ε，b， ∗

iξ 并且最大化变量 )(∗
iα ，

β， (*)
iη 。因此可以得到以下 4个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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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上述问题，可得到ν -SVR的回归函数： 

=)(xf ∑
=

+−
l

i
iii bxx

1

* ))(( ，αα         (11) 

对于非线性问题，可以通过非线性变换将原问

题映射到某个高维特征空间中的线性问题上进行求

解。在高维特征空间中，线性问题中的内积运算可

以用核函数来代替，即 

=)( ji xxK ， )()( ji xx φφ            (12) 

核函数可以用原空间中的函数实现，没有必要

知道非线性变换的具体形式。因此非线性问题的回

归方程为 

=)(xf ∑
=

+−
l

i
iii bxxK

1

* )()( ，αα         (13) 

根据支持向量机回归函数的性质，只有少数

)( ii αα −∗ 不为 0，这些参数对应的向量称为支持向
量，回归函数 )(xf 完全由其决定。图 2为ν -SVR结
构示意图[6]。 

 
图 2  ν -SVR结构示意图[6] 

Fig.2  Sketch of ν -SVR structure[6] 
 

2.2 二次优化问题的求解算法 
由于ν -SVR 对偶问题的求解过程相当于解一

个线性约束的二项规划问题，需要计算和存储核函

数矩阵，其大小与训练样本数的平方相关，因此，

随着样本数目的增多，所需的内存也就增大。其次，

ν -SVR 在二次型寻优过程中要进行大量的矩阵运
算，多数情况下，寻优算法是占用算法时间的主要

部分。因此，部分学者提出了块处理算法(chunking 
algorithm)、分解算法、序贯最小优化算法(sequential 
minimal optimization，SMO)、最近点快速迭代算法
(nearest point algorithm，NPA)等算法[8]。其中，SMO
是目前在实际问题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算法。本文选

用 SMO算法来求解对偶问题。 
SMO 算法是分解算法的一个特例，在其工作空

间只包含 2个样本，即在每一步迭代中只对 2个拉
格朗日乘子进行优化。由于对拉格朗日乘子的线性

等式约束，这是可能达到的最小优化问题，可以求

出二次规划问题的解析解，从而避免了多样本情形

下的数值解不稳定及耗时问题。因此，SMO算法思
路简单，易于实现，可以用简洁的程序代码解决二

次规划问题，不需要处理大矩阵，效率高，对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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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没有额外要求，特别适合稀疏样本。此外，SMO
采用 2层嵌套循环分别进入工作样本集的样本，这
种启发式策略大大加快了算法的收敛速度。SMO 算
法的具体过程可以参见文[9]。 
2.3 常用核函数类型 

目前，人们构造了十多种核函数，其中常用的

核函数有以下几种： 
(1) 多项式核函数 

=)( ji xxK ， d
ji xx )1( + ， =d 1，2，⋯ 

(2) 径向基核函数 

=)( ji xxK ，












 −
−

2

2

exp
σ

ji xx
 

(3)  sigmoid核函数 

)( ji xxK ， = ])([htan Cxxb ji −  

(4) 线性核函数 

=)( ji xxK ， )( ji xx  

 
3  模型选择 

 
模型选择包括核函数的类型选取和相关参数取

值。模型选择是 SVM 算法的一个难点，目前还没

有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实际工程中，

研究者主要依靠经验和有限的试验来选取模型，而

不去讨论模型确定的合理性。模型中核函数的类型

和参数的大小对预测效果影响非常大，而且对于不

同的具体工程，合适的预测模型的核函数形式和参

数取值往往有很大区别。文[6]以实际工程为例，分
析了参数选取对预测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参数

取值显著影响预测效果。因此，核函数类型的确定

和参数的合理取值是成功确立预测模型的一个关键

因素。本文采用留一法和网格搜索法进行模型选择。 
3.1 留一法 

通常设计预测模型的方法有 2种：(1) 用全部
N 个样本作为设计集设计预测模型，并将所有样本
作为验证集回代入该模型中，计算相应的预测误差，

以此为评价模型预测效果的依据，来调整模型参数，

直到得到预测误差最小的模型，作为最优预测模型。

(2) 将全部 N 个样本分为 2 份，其中一份样本作为
设计集建立预测模型，另外一份样本作为验证集代

入该模型中，计算预测误差，以此为评价模型预测

效果的依据，来调整模型参数，直到得到预测误差

最小的模型，作为最优预测模型。前一种方法将所

有样本既作为设计集，又作为验证集，容易出现过

拟合现象，产生偏于乐观的假象，即该模型不能真

实反映实际情况，在样本附近预测精度非常高，在

其他地方预测精度较低。后一种方法不能充分利用

所有样本，尤其是在样本较小的情况下，预测效果

不佳。基于此，本文提出采用留一法设计预测模型。 
留一法是交互验证方法的特例。交互验证就是

将全部 N个样本随机均匀分为 L份，首先取出其中
一份，用剩下的L－1份作为设计集来设计预测模型，
然后用取出的那份样本作为验证集进行验证，计算

相应的预测误差；再把取出的那份样本放回原样本

集中，取出另外一份，用剩下的 L－1份作为设计集
来设计预测模型，然后用取出的那份样本作为验证

集进行验证，计算相应的预测误差。这样一共重复

设计模型 L次，检验 L次，并计算平均预测误差，
以此为评价模型预测效果的依据，来调整模型参数，

直到得到预测误差最小的模型，作为最优预测模型。

有关交互验证的理论见文[10]。留一法是交互验证
的极端情况，就是将全部 N个样本分为 N份，每份
一个，然后进行交互验证。留一法的优点是充分有

效地利用了 N个样本，是评价模型稳定性和对外部
样本预测能力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能有效

避免过拟合现象的出现。留一法比较适用于样本数

N较小的情况，缺点是需要计算 N次预测模型，计
算量大。文[11，12]运用留一法进行支持向量机模
型选择，效果较好。 
3.2 网格搜索法 

ν -SVR模型本身有 2个参数 C和ν ，核函数也
有自己的参数。因此在多个参数中盲目搜索最优参

数是非常浪费时间的。文[13，14]的相关计算表明，
模型预测误差在参数预测误差平面图上有一定的规

律：随着预测误差的减小，预测误差等值线所围成

的面积逐渐减小，并且位于较大的预测误差形成的

等值线内部。因此，文[11]提出运用网格搜索法来
确定模型参数取值。网格搜索法就是首先确定每个

参数的取值范围，然后对每个参数取值范围按照一

定规律插值，得出若干组参数组合。对每组参数组

合进行一次计算，应用留一法计算其预测误差均方

根。对应于预测误差均方根最小的参数组合，就是

最优的参数取值。由于参数与预测误差之间存在上

文所述的规律，采用网格搜索法可以保证搜索到最

优参数。网格搜索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安全地搜索

到最优参数组合；在只有 3，4个参数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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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搜索法不比其他高级搜索方法费时；用网格搜

索法能够很容易地进行平行搜索[14]。在采用网格搜

索法的时候，还可以采用粗细网格结合的方法，首

先采用粗网格确定最优参数的区域，然后采用细网

格确定最优参数组合[14]。 
3.3 模型选择流程 
本文首先按照一定规律在参数空间进行网格划

分，网格中的每个结点代表一个参数组合。然后应

用留一法对每一个参数组合进行计算，求出相应的

误差均方根。用网格搜索法对上述计算结果进行搜

索，找出最小的误差均方根对应的参数组合，就是

所要搜索的最优参数。具体搜索流程如图 3所示。 
 

 

图 3  模型选择流程 
Fig.3  Flow chart of model selection 

 
采用留一法评价模型的预测效果，同时应用网

格搜索法搜索合适的参数值，可以较为可靠的得到

合适的预测模型，避免了传统方法中人为确定预测

模型的缺点。另外，留一法和网格搜索法思路清晰，

很容易用简洁的程序代码实现。利用简短的程序实

现模型选择，比手工试验人为确定模型更快。 

4  边坡稳定性预测 

4.1 边坡稳定性影响因子的确定 
影响边坡稳定性的因素较多，定量的因素有岩

石重度γ 、粘聚力 c、内摩擦角ϕ、边坡角 fϕ 、边
坡高度 H、孔隙压力比 ur 、地震烈度 q等[1，6，15～17]，

定性的信息有岩性、破坏模式、岩土体结构类型、

节理、节理面与边坡角的关系、地下水、岩体质量

类别等[6，15]。影响边坡稳定性的指标有安全系数 F、
边坡稳定性状态等[6]。本文主要计算边坡的安全系

数。由于要进行定量计算，定性的指标转化为定量

的数值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岩石

重度γ 、粘聚力 c、内摩擦角ϕ、边坡角 fϕ 、边坡
高度 H、孔隙压力比 ur 等 6个定量的影响因素。 
4.2 边坡稳定性ν -SVR预测模型 

类似文[6]，本文以边坡安全系数作为评价边坡
稳定性的指标，建立数学模型对边坡的安全系数进

行预测。现假设有若干边坡稳定性实例作为样本，

记为 l
iii yx 1}{ =， ， ix ∈ nR 为影响边坡稳定性的定量

因素，在本文中依次为岩石重度 γ 、粘聚力 c、内
摩擦角ϕ、边坡角 fϕ 、孔隙压力比 ur 和边坡高度H；

iy ∈ R为相应的边坡安全系数，则可以建立如下关
系： 

)( ii xfy =                (14) 

其中， RRf n →: 。相应的边坡稳定性预测模型为 

)(xf ＝∑
=

+−
l

i
iii bxxK

1

* )()( ，αα      (15) 

4.3 学习样本和预测样本的选取 
本文以文[17]中收集到的 82个危险圆弧破坏实

例作为学习样本和预测样本。在这 82个实例中，有
44个破坏实例，38个稳定实例。为了便于与其他计
算方法的计算结果比较，本文类似文[17]，选取表
中所列举的前 71个实例作为学习样本，后 11个实
例作为预测样本，来检验模型预测效果。在文[17]
中，大部分实例的孔隙压力未知。对于这些实例，

其孔隙压力以文[17]中已经给出孔隙压力的实例的
孔隙压力平均值 0.309代替。 
4.4 模型选择 

为了获得合适的预测模型，本文分别选取多项

式核函数、径向基核函数和 sigmoid 核函数等常用
核函数进行测试。由于本次计算样本较小，可以采

用留一法和网格搜索法进行模型选择。本次计算得

出最适合测试样本集的核函数为径向基核函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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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参数为 =C 1.05， =ν 0.68， =2σ 1.47。利用径向
基核函数与最优参数以及随机选取的几组参数分别

建立边坡安全系数ν -SVR 预测模型，对 11 个未学
习的样本分别进行预测，其预测结果如表 1所示。
由表 1可以看出，利用最优参数建立的预测模型的
预测效果最佳。因此，本文利用径向基核函数与参

数 =C 1.05， =ν 0.68， =2σ 1.47建立边坡安全系数
ν -SVR预测模型。 

 
表 1  不同模型预测效果比较 

Table 1  Results of slope safety factors predicted by different  
models 

组号 C ν σ 
2 

平均相对 
误差/％ 

样本相对

标准差/%

1  1.05 0.68 1.47  4.816  6.340 0 

2 10.00 0.50 0.25  7.518 10.347 2 

3  2.00 0.30 4.00 11.012 12.923 1 

4  0.30 0.80 1.00  6.283  7.898 9 

5  0.10 0.10 0.10 13.475 17.914 5 

6 50.00 0.40 5.00  8.695 10.707 4 

 
本次计算采用留一法和网格搜索法在 PC 机上

搜索最优预测模型。因为样本较小，整个过程总共

花费了将近 8 h。相对于随机搜索算法，该方法速度
稍慢一些，但是考虑到能够得到较为客观可靠的模

型参数，该计算成本是值得的。况且，在以后的工

作中，可以直接利用该预测模型迅速预测出其他边

坡的安全系数，或者进行边坡设计(见本文节 5)。如

果样本数据量较大，也可以首先采用常规的交互验

证法，将所有样本分为 5～10份进行交互验证，初
步确定参数范围，然后用留一法精确确定参数值。

采用这种方法可以较大程度的减少计算量，显著提

高计算速度。 
4.5 预测成果分析 

根据已经确定的边坡稳定性ν -SVR预测模型，
对文[17]中的后 11个边坡实例进行计算，得出相应
的预测安全系数，如表 2所示。从表 2可以看出，
除了样本 73 的相对误差达到 13.565％之外，其他样
本的相对误差均较小，在 9％以内；平均相对误差
为 4.816％，小于 5％。这表明用ν -SVR进行边坡安
全系数预测是合理可靠的。虽然与文[6]所采用的样
本不同，但本文预测的平均相对误差明显小于文[6]
用 SVR预测的 7.842％的平均相对误差。这表明用 
ν -SVR算法进行边坡安全系数预测精度明显高于
传统的 SVR 算法。下面提到的一些因素将影响预测
精度，它们是：大部分样本没有给出参数孔隙压力

比 ur 的具体数值，计算时这些样本的孔隙压力取已
知样本的平均值 0.309；样本的部分参数如粘聚力
c、内摩擦角ϕ本身在测量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存在
一定的误差；样本的安全系数虽然都是由采用极限

平衡法计算得出的，但具体的计算方法还是存在差

别；极限平衡法本身也没有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由

于极限平衡法不能充分表达影响边坡稳定的因素与

安全系数之间的关系，计算结果也不可避免存在一

定的误差；其他一些影响因素如地震烈度 q 等由 
 

表 2  基于ν -SVR算法的边坡安全系数预测成果 
Table 2  Results of slope safety factors predicted by ν -SVR algorithm 

样本号 γ /(kN·m－3) c/kPa ϕ / (°) ϕf /(°) H/m ru 
实际安 
全系数 

预测安 
全系数 

绝对 
误差 

相对误差 
/％ 

72 20.0 20.0 36 45.0  50 － 0.96 1.029 5 0.069 50  7.240 

73 27.0 40.0 35 47.1 292 － 1.15 1.306 0 0.156 00 13.565 

74 25.0 46.0 35 50.0 284 － 1.34 1.342 0 0.002 00  0.149 

75 31.3 68.0 37 46.0 366 － 1.20 1.154 5 0.045 50  3.792 

76 25.0 46.0 36 44.5 299 － 1.55 1.414 2 0.135 80  8.761 

77 27.3 10.0 39 50.0 480 － 1.45 1.403 4 0.046 60  3.214 

78 25.0 46.0 35 46.0 393 － 1.31 1.321 1 0.011 10  0.847 

79 25.0 48.0 40 49.0 330 － 1.49 1.445 5 0.044 50  2.987 

80 31.3 68.6 37 47.0 305 － 1.20 1.157 2 0.042 80  3.567 

81 25.0 55.0 36 45.5 299 － 1.52 1.435 5 0.084 50  5.559 

82 31.3 68.0 37 47.0 213 － 1.20 1.239 5 0.039 50  3.292 

平均值         0.061 62  4.816 

最大值         0.156 00 1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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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样本本身的原因没有考虑。因此，可以说样本本

身存在一定的误差。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得出本文

的预测精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表 3 分别列举了基于改进 BP 神经网络算法、

GA-BP 神经网络算法[17]和ν -SVR 算法预测的边坡
安全系数及其误差。经比较，ν -SVR算法预测结果
的平均相对误差和相对误差标准差明显小于改进

BP神经网络算法。与GA-BP神经网络算法相比较，
ν -SVR算法的平均相对误差稍大一点，相对误差标
准差非常接近，最大相对误差略小一点。由此可见，

ν -SVR 算法与 GA-BP 神经网络算法的精度在同一
水平。考虑到ν -SVR算法的计算结果稳定，不像改
进 BP神经网络算法和GA-BP神经网络算法具有一
定的随机性，而且ν -SVR算法不会陷入局部最优值。
因此，可以说，ν -SVR算法明显优于改进的BP神经
网络算法和传统的 SVR算法。与GA-BP神经网络算
法相比，两者各有特色，ν -SVR算法稍有优势。 

 
5  基于ν -SVR算法的边坡设计方法 

 
由于ν -SVR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通过对少量

已知边坡安全系数的实例进行学习，能够在提供相

应的影响因子数值的基础之上，给出精度较高的边

坡安全系数预测值。因此，本文提出基于ν -SVR算
法的边坡设计方法。在进行边坡设计时，可以根据

已经训练好的边坡稳定性ν -SVR预测模型，快速准
确的设计出安全、经济的边坡形状。设计程序如下： 

(1) 收集边坡稳定性判断实例及其相关资料和
已计算出的安全系数。 

(2) 利用ν -SVR 对搜集到的边坡稳定性实例 
进行训练，求出相应的边坡稳定性ν -SVR 预测模
型。 

(3) 根据边坡所处位置的实际情况，提出若干
组既能反映边坡形状又符合工程实际的方案，给出

相应的参数，如边坡角 fϕ 、边坡高度 H，并分别与
其他已知的影响因子如岩石重度 γ 、粘聚力 c、内
摩擦角ϕ、孔隙压力比 ur 、地震烈度 q等一起输入
边坡安全系数ν -SVR预测模型中，计算出相对应的
边坡安全系数。 

(4) 从计算结果中选择出既能保证边坡安全、
又经济的 2，3个方案，利用传统的极限平衡法加以
验证。 

(5) 利用计算出的最佳边坡方案指导设计。 
在这个设计程序中，第(1)，(2)步可以在进行设

计以前完成。在确定了边坡稳定性ν -SVR预测模型
以后，完成第(3)步非常简单快捷，只要将相关的参 

 

表 3  基于改进 BP神经网络算法、GA-BP神经网络算法和ν -SVR算法的边坡安全系数预测成果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prediction results of slope safety factors by 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GA-BP neural net work  

algorithm and ν -SVR algorithm 

安全系数预测误差 

改进 BP神经网络算法 GA-BP神经网络算法 ν -SVR算法 
样本号 

极限平 
衡法安 
全系数 安全 

系数 
绝对 
误差 

相对 
误差/％ 

安全 
系数 

绝对 
误差 

相对 
误差/％ 

安全 
系数 

绝对 
误差 

相对 
误差/％ 

72 0.96 1.03 0.070 0  7.290 1.092 8 0.132 8 13.835 1.044 7 0.069 5 7.240 

73 1.15 1.16 0.010 0  0.870 1.254 3 0.104 3 9.069 1.314 3 0.156 0 13.565 

74 1.34 1.44 0.100 0  7.460 1.221 8 0.118 2 8.822 1.348 1 0.002 0 0.149 

75 1.20 1.14 0.060 0  5.000 1.202 2 0.002 2 0.183 1.174 4 0.045 5 3.792 

76 1.55 1.62 0.070 0  4.520 1.500 5 0.049 6 3.197 1.419 7 0.135 8 8.761 

77 1.45 1.41 0.040 0  2.760 1.457 0 0.006 9 0.479 1.421 8 0.046 6 3.214 

78 1.31 1.47 0.160 0  12.210 1.267 8 0.042 2 3.223 1.313 0 0.011 1 0.847 

79 1.49 1.60 0.110 0  7.380 1.559 4 0.069 4 4.659 1.462 1 0.044 5 2.987 

80 1.20 1.18 0.020 0  1.670 1.197 7 0.002 3 0.190 1.165 8 0.042 8 3.567 

81 1.52 1.64 0.120 0  7.900 1.488 3 0.031 7  2.086 1.438 3 0.084 5 5.559 

82 1.20 1.14 0.060 0  5.000 1.206 3 0.006 3  0.527 1.220 4 0.039 5 3.292 

平均值   0.075 0  5.642  0.051 0  4.206  0.061 6 4.816 

样本标准差   0.090 1  6.755  0.072 6  6.314  0.080 3 6.340 

最大值   0.160 0 12.210  0.132 8 13.835  0.156 0 1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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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输入ν -SVR预测模型立刻可以输出安全系数，判
断该方案的稳定性，整个过程只要几分钟。 
基于ν -SVR 算法的边坡设计方法能够考虑影

响边坡的多个因素，获得成果的精度较高，而且计

算简单快捷，工作量小，易于被包括基层技术人员

在内的各种层次的技术人员掌握。因此，它是一种

行之有效的边坡设计方法。 
 

6  结  语 
 
(1) 本文提出的基于ν -SVR算法的边坡稳定性

预测方法，不仅能够考虑边坡多因素的影响，评价

边坡稳定性，获得精度较高的预测成果，而且计算

简单，工作量小。 
(2)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ν -SVR算法的边坡设计

方法，能够快速、准确获取不同方案的边坡安全系

数，评价其稳定性，为经济合理地选择边坡设计方

案提供可靠的保障。该方法简单易行，易于被包括

基层技术人员在内的各种层次的技术人员掌握。 
(3) 在建立ν -SVR预测模型过程中，模型选择

是一个关键问题。通常采用经验的方法选取核函数

和相关参数，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留一法和网格搜

索法相结合，能够客观可靠的获得合适的预测模

型。本文采用这种方法，搜索到了较优的预测模型，

提高了预测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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