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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C_9F_E5_B7_A5_E7_c63_94835.htm 6 工程地质勘探 6．1 工

程地质勘探的任务 工程地质勘探由物探、钻探与山地工程组

成,其任务是了解浅部岩石组成,风化带岩石性质,风化带深度,

沙丘底板埋深与起伏状况,沙土固结程度,潜水、浅层承压水的

性状,露头不良地段的地质剖面揭露及岩土体样品。水样等采

取及进行必要的试验上作。不同手段要综合运用,互为补充,相

互验证。 6．2 物探 6．2．1 物探工作的任务是查明沙漠地区

土体结构和岩性、沙丘底板起伏状况,隐伏古地貌与隐伏断裂 

位置,地下水埋深等。 6．2．2 物探方法应根据任务,工作区的

地质、地形、地貌条件,干扰因素等因地制宜选择确定。 6．2

．3 物探工作应在钻探工作之前进行,探测深度一般应大于钻

探深度1．5～2倍。物探应与钻探工作紧密配合,互相验证与补

充。 6．3 钻探 6．3．1 工程地质钻探的任务 来源

：www.examda.com 沙漠地区工程地质钻探任务是查明岩、土

体岩性、厚度和分布。进行分层和划分土体结构类型,了解外

动力地质现象的形态,组成物质及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动力触

探,十字板剪切等试验及有关样品采取。由于沙漠地区地形地

物受流动沙丘影响具可变性,钻探工程布置应慎重。 6．2．2 

钻探工程布置原则 6．3．2．1 钻探工作应在工程地质测绘及

物探工作基础上布置；钻孔主要按勘探线布置,根据工作区工

程地质变化规律和钻探目的、任务组成“十”字形、“井”

形勘探网,部分钻孔,不受勘探网、线控制。 6．3．2．2 在流

动沙丘、半固定沙丘及固定沙丘分布地区,钻探工程应布置在



规划中的线路工程通过地段和其它工程设置区,并垂直沙丘走

向,以点线结合予以控制；在丘间、沙漠边缘及戈壁地带,则应

垂直工程地质体或结合实际需要进行安排；对交通极端困难

的沙丘、沙山中部,一般暂缓或不进行钻探工作。 6．3．2．3 

一般钻探深度以20～30m为宜；控制性钻孔应揭穿全部松散沙

砾层至基岩3～5m,孔深一般不超过100m,数量占钻孔总数的5

％～10％。 6．3．3 钻孔技术要求 6．3．3．1 孔径：采取原

状土样钻孔,终孔直径不小于130mm,采取岩石力学样钻孔,终

孔直径不小于110mm,进行专门性试验的钻孔直径按需要确定

。 6．3．3．2 取芯：全孔连续取芯钻进,潜水位以上孔段应尽

量采用干钻,基岩和有意义隔水层采用清水钻进；岩芯采取率,

粘性土和完整岩石不低于80％,砂类土不低于60％,卵砾类上、

风化岩石,基岩破碎带不低于50％；无岩芯间隔：一般粘性土

、基岩不超过1m,其他不超过2m。 6．3．3．3 孔斜、孔深测

量及其它有关要求,应按工程需要或遵照有关钻探规程进行。

6．4 山地工程 6．4．1 山地工程一般采用浅坑、槽探、剥土

等轻型工程,目的是了解沙下浅埋岩、土体界线,构造形迹,破

碎带宽度,包气带松散岩层的渗透系数,以及进行采样和现场试

验。 6．4．2 山地工程剥、掘深度一般不超过3m,如有特殊要

求,可适当布置探井工程。其技术要求可参照有关规定执行。

6．4．3 山地工程需进行编录描述并编制地质展示图。 7 工程

地质测试 7．1 工程地质测试的目的、任务 7．1．1 在沙漠地

区进行工程地质的室内试验和野外测试目的在于获取岩、土

工程地质方面必须和足够的代表性资料,为研究沙漠地区沙丘

及沙漠化发育规律,评价工程地质条件提供定量指标。 7．1

．2 沙漠地区工程地质测试主要任务是：了解岩、土体成分,



状态,性质及其空间变化特征,确定有关工程地质性质的综合指

标,为正确划分工程地质岩组,评价沙漠地区工程地质条件提供

依据。 7．2 室内试验 来源：www.examda.com 7．2．1 土的工

程地质常规测试项目 7．2．1．1 土的物理力学试验一般应取

得粒度,土粒密度,天然密度,天然含水量和饱和度,抗剪强度,变

形模量,渗透系数等指标。 7．2．1．2 砂土增测最大干密度和

最小干密度。颗粒不均匀系数、相对密度等,并判别液化的可

能性。 7．2．1．3 黄土增测相对湿陷系数,相对湿陷量和湿陷

起始压力等。 7．2．1．4 粘性土应增测塑性指标(塑限、液限

、计算塑性指数、液化指数和含水比),无侧限抗压强度和灵敏

度等。 7．2．1．5 胀缩土和红粘土增测胀缩性指标和判别性

指标。 7．2．1．6 冻土增测冻胀含水量,相对含量、融沉系

数,冻胀力和冻结力、冻胀率、冻胀量。 7．2．1．7 作填筑土

用的土料,需补作击实试验,求出最优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 7

．2．1．8 特殊需要时,粘性土、砂性土可增做崩解试验和潜

蚀试验。 7．2．2 岩石工程地质常规测试项目 7．2．2．1 一

般项目有：颗粒密度、岩石密度、含水量、孔隙度、吸水率(

包括饱和吸水率和饱和系数）、干和湿极限抗压强度、软化

系数、抗剪强度、变形模量和泊松比。 7．2．2．2 特殊项目 

来源：www.examda.com a．碳酸盐岩增作矿物成分(方解石、

白云石及其他)、化学成分(CaO、MgO酸不溶物)等； b．软

质岩石应增作矿物成分、化学成分和胀缩指标； c．建筑石料

应测抗拉和抗冻性指标。 7．3 野外岩土体工程地质特性原位

测试 7．3．1 土体(包括一般粘性土、砂类土、细小卵砾类土

和素填土等),宜以静力触探和动力触探为主。 触探成果主要

用于判断土的状态和分层,确定地基土的强度和变形性,估算地



基承载力。 7．3．2 旁压试验一般适用于粘性土和砂性土层,

可以提供压应力(p)～变形(s)曲线,计算变形模量和允许承载力

。 7．3．3 点荷载试验用于测定不经修整的岩芯或稍加修整

的不规则岩样,可在工程地质测绘和勘探中进行,每个工程地质

岩性层测10～20个样,其试验结果可用于估算单轴抗压强度和

抗拉强度,也可作为岩石强度分类指标之一,得出岩石各向异性

情况。 7．3．4 野外测试的使用条件、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

应参照有关规范执行。 8 成果报告书编制 8．1 资料综合整理

8．1．1 室内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的任务是：对各种调查手段

所取得的众多原姑资料和随机现象和数据、指标等,进行全面

系统的整理和数理统计,找出规律,进行工程地质分类,分析研

究调查区主要工程地质条件、问题及其时空规律；将资料成

果以文、图(影象)、表等形式表达出来。 8．1．2 资料整理,

按其性质可分为原始资料和最终成果资料整理。 8．1．2．1 

原始资料内容包括： a．各种原始记录的文字、表、图(包括

手稿图、野外素描图、照片等)的整理； b．实测和勘探资料

的整理； c．各项原位测试,室内试验鉴定分析资料和勘探试

验资料的整理； d．各种物探资料的整理,解译及分析推断； c

．编制各种有关图件,如地质略图、研究程度图、实际材料图

、各类工程布置图、遥感图象解译图等。 8．1．2．2 最终成

果资料整理是在原始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对各类资料进行全面

系统的综合分析研究,编制基础性图件,专门性图件及最终的区

域工程地质图和调查报告书。其中基础性图件有岩、土体工

程地质类型图、沙漠类型图、外动力地质现象图、区域地壳

稳定性图(或地壳稳定性分区图)和水文地质要素图等；专门

性图件可视具体情况因需要而定,如沙漠沙丘起伏程度图、沙



漠沙丘疏密程度闻、沙丘移动方向与强度图等。 8．2 图件编

制 来源：www.examda.com8．2．1 沙漠沙丘起伏程度图：表

示沙丘高低起伏程度,反映风沙地貌形态特征示量指标,起伏高

度是以 一个地区高度平均值表示,可根据实测得航卫片解译资

料进行起伏高度分区,如：小于5m；5～10m；10～25m；25

～50m等。 8．2．2 沙漠风沙地貌图：可采用两级划分,第一

级以沙丘下伏地貌的成因类型为分区标准。它反映了风沙地

貌形成的第四纪古地貌基础；第二级分区以沙丘形态为标准,

划出每种形态沙丘的范围,高度及活动程度。 8．2．3 外动力

地质现象图：反映外动力地质现象以及人类经济工程活动引

起的环境工程地质现象和问题的类型、分析、形态和规模,反

映其区域性、地带性与活动规律及主要控制条件,对可能成灾

的,要用鲜明的符号予以表示。如图而负担允许可与沙漠地貌

图合并。 8．2．4 综合工程地质图的编制：图面反映的主要

内容有： a．岩、上体工程地质单元及其工程地质特性； b．

沙漠地貌待征。外动力地质现象及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引起

的环境工程地质问题； c．地质构造,特别是活动性构造； d．

水文地质要素； c．工程地质分区。 来源：www.examda.com

8．2．5 在综合工程地质图的基础上,编制环境工程地质分区

评价预测图。主要反映各种规划工程建设对地质环境的适应

性,预测在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影响下,地质环境的变化趋势。来

源：www.examda.com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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