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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9F_E5_B7_A5_E7_c63_544445.htm 2.4 场地稳定性 场地

稳定性评价主要是选址和初勘阶段的任务。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加以论述: (1)场地所处的地质构造部位,有无活动断层通过,

附近有无发震断层。 (2)地震基本烈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3)场地所在地貌部位,地形平缓程度,是否临江河湖海,或临近

陡崖深谷。 (4)场地及其附近有无不良地质现象,其发展趋势

如何。 (5)地层产状,节理裂隙产状,地基土中有无软弱层或可

液化砂土。 (6)地下水对基础有无不良影响。报告对场地稳定

性作出评价的同时,应对不良地质作用的防治,增强建筑物稳定

性方面的措施提供建议。 2.5 其他专门要求 论述的问题对于

设计部门提出的一些专门问题,报告应予以论述,如饱和砂土的

震动液化、基坑排水量计算、动力机器基础地基刚度的测定

、桩基承载力计算、软弱地基处理、不良地质现象的防治,等

等。 2.6 结论与建议 结论是勘察报告的精华,它不是前文已论

述的重复归纳,而是简明扼要的评价和建议。一般包括以下几

点: (1)对场地条件和地基岩土条件的评价。 (2)结合建筑物的

类型及荷载要求,论述各层地基岩土作为基础持力层的可能性

和适宜性。 (3)选择持力层,建议基础形式和埋深。若采用桩

基础,应建议桩型、桩径、桩长、桩周土摩擦力和桩端土承载

力标准值。 (4)地下水对基础施工的影响和防护措施。 (5)基

础施工中应注意的有关问题。 (6)建筑是否作抗震设防。 (7)

其它需要专门说明的问题。 以上7个方面的内容,并非所有的

勘察报告都要面面俱到,一一罗列。 由于场地和地基岩土的差



异、建筑类型的不同和勘察精度的高低,不同项目的勘察报告

反映的侧重点当然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上列概述、地基岩土

分层及其物理力学性质、地下水简述和结论与建议等四项,是

每个勘察报告必须叙述的内容。总之,要根据勘察项目的实际

情况,尽量做到报告内容齐全、重点突出、条理通顺、文字简

练、论据充实、结论明确、简明扼要、合理适用。 3、图表

编制要点 3.1 主要图件 (1)勘探点(钻孔)平面位置图。 表示的

主要内容:①建筑平面轮廓.②钻孔类别、编号、深度和孔口标

高.应区分出技术孔、鉴别孔、抽水试验孔、取水样孔、地下

水动态观测孔、专门试验孔(如孔隙水压力测试孔).③剖面线

和编号:剖面线应沿建筑周边,中轴线、柱列线、建筑群布设.

较大的工地,应布设纵横剖面线.④地质界线和地貌界线.⑤不

良地质现象、特征性地貌点.⑥测量用的坐标点、水准点或特

征地物.⑦地理方位。对于较小的场地,一般仅表示①、②、③

、⑥、⑦五项内容。标注地理方位的最大优点在于文中叙述

有关位置时方便。此图一般在甲方提供的建筑平面图上补充

内容而成。比例尺一般采用(1∶200)～(1∶1000)。 (2)钻孔工

程地质综合柱状图。 钻孔柱状图的内容主要有地层代号、岩

土分层序号、层顶深度、层顶标高、层厚、地质柱状图、钻

孔结构、岩心采取率、岩土取样深度和样号、原位测试深度

和相关数据。在地质柱状图上,第四系与下伏基岩应表示出不

整合接触关系。在柱状图的上方,应标明钻孔编号、坐标、孔

口标高、地下水静止水位埋深、施工日期等。柱状图比例尺

一般采用1∶100或1∶200。 (3)工程地质剖面图。 此图是作为

地基基础设计的主要图件。其质量好坏的关键在于:剖面线的

布设是否恰当.地基岩土分层是否正确.分层界线,尤其是透镜



体层、岩性渐变线的勾连是否合理.剖面线纵横比例尺的选择

是否恰当。关于剖面线的布设和地基岩土分层原则,此前已论

及,不再赘述。倘若分层正确,一般来说分层线的连接就会自然

平顺,而不致将产状平缓的第四系尤其是全新统的土层画成陡

斜状,或出现新老层位之间的互相穿插等不合理现象。同一层

位间的相变,要用岩性渐变线表示清楚。透镜状分层和同一层

位中的透镜状夹层,在不同的剖面线上要互相照应,显示其分布

范围。剖面比例尺的选择,应尽量使纵、横比例尺一致或相差

不大,以便真实反映地层产状。一般横比例尺采用(1∶200)

～(1∶500),纵比例尺采用(1∶100)～(1∶200)。在剖面图上,必

须标上剖面线号,如6-6′或Ｆ-Ｆ′。剖面各孔柱,应标明分层

深度、钻孔孔深和岩性花纹,以及岩土取样位置及原位测试位

置和相关数据(如标贯锤击数、分层承载力建议值)。在剖面

图旁侧,应用垂直线比例尺标注标高,孔口高程须与标注的标高

一致。剖面上邻孔间的距离用数字写明,并附上岩性图例。

(4)专门性图件。 常见的有表层软弱土等厚线图,软弱夹层底

板等深线图,基岩顶面等深线图、强风化、中风化或微风化岩

顶面等深线图,硬塑或坚硬土等深线图等。不言而喻,这些图件

对于地基基础设计各有用途。有的图件还可以反映隐伏的地

质条件,如中风化顶面等深线图,可以反映隐伏的断层.等深线

上呈线状伸展的沟部,往往是断层通过地段。专门性图件并非

每一勘察报告都作,视勘察要求、反映重点而定。 3.2 主要附

表、插表 (1)岩土试验成果表。 按岩、土分别分层,按孔号、

样号顺序编制。每一分层之后列出统计值,如区间值、一般值

、平均值、最大平均值、最小平均值。 (2)原位测试成果表。 

分层按孔号、试验深度编制,要列统计值,并查算分层承载力标



准值。 (3)钻孔抽水试验成果表。 按孔号、试段深度编制,列

出静止水位、降深、涌水量、单位涌水量、水温和水样编号

。 (4)桩基力学参数表。 如果建议采用桩基础,应按选用的桩

型列出分层桩周摩擦力,并考虑桩的入土深度确定桩端土承载

力。除上述附表之外。有的分层复杂时,应编制地基岩土划分

及其埋藏条件表。 4、努力提高报告的编写能力 4.1 要具备牢

固的地质地貌和工程理论地质基础理论方面,主要是岩石学、

构造地质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地貌学.工程地质方面,主要是土

质学、土力学、工程地质分析、工程动力地质学、工程地质

勘察。在丘陵山区,要注意地质构造的观察分析.在平原地区,

要着重于第四系成因类型、岩性组合的分析研究。此外,要时

常了解和掌握国际国内的有关岩土勘察方面的新技术新知识,

以便不断更新和提高个人的理论知识。 4.2 要熟悉和掌握有关

的规范规程规范规程既是经验的总结,又是技术的指南,具有很

强的勘察工作指导性。对于国家的、行业的、省和地方的有

关规范规程,必须熟悉掌握,并在具体勘察工作中认真执行。

4.3 要了解工作区的地质情况对于勘察地段的区域地质、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资料,应尽可能地搜集并熟悉。对于邻近地段

已有的工程地质勘察资料,也要尽可能了解,以便在勘察工作中

发挥其参考作用。 4.4 要掌握工程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础施工

的技术要点只要明确了工程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础施工方法,

作出的工程地质评价才能有的放矢、正确客观,提出的建议才

能合理适用。 4.5 要切实保证第一手资料的质量岩土工程勘察

报告是工程地勘察的最终成果。一份高质量的勘察报告,必须

来自于高质量的第一手原始资料。由此可知,现场勘察和实验

资料的质量好坏,对报告的编写影响极大。因此,必须认真抓好



第一手资料的质量,而钻探工作又是第一手资料的重点。为此,

报告的编写者,必须常到现场掌握有关的勘察情况,最好是参与

现场的地质编录工作。 4.6 提高综合知识技能除具备较高的专

业知识外,还要提高综合知识方面的技能。如基本的数理统计

知识、文字表达能力、编图技巧、综合分析能力(特别是现场

地质编录的综合判定能力)。俗话说:熟能生巧、触类旁通。只

要多干多学,善于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提高,就能逐步

地编写好每一份勘察报告。 百考试题精彩推荐： 百考试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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