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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C_9F_E5_B7_A5_E7_c63_94837.htm 4．4 调查中根据工程地

质类型可酌情采用“重点地段法”。要重视典型调查和分析,

要充分利用遥感、物探、原位测试,同位素地质、示踪及计算

机等新技术、新方法,以提高上作质量和效率。 来源

：www.examda.com 4．5区域工程地质调查工作可分为下列三

个阶段： a．搜集已有资料,进行航、卫片解释,编制调查设计

书； b．按批准的设计书开展野外测绘、勘探和试验工作； c

．室内资料整理,图件、报告书的编制,审批和出版。 4．6 区

域工程地质调查的范围视需要而定,可按自然单元或行政区划

圈定。在可能条件下照顾国际图幅和邻近地区的接图问题。

调查地区的选择可优先考虑下列地区； a．近期经济发展和环

境综合治理的重点地区．如沙漠边缘、线路工程、国防工程

、矿山开发等地区； b．有开发远景的水系、湖泊地带； C．

各种工程建设的密集地区,如受沙漠入侵及沙化影响的城镇和

农牧业分布地区。 5 工程地质测绘 5．1 基本任务 来源

：www.examda.com 调查沙漠地区工程地质条件的各组成要

素,包括：地形地貌特征,沙漠形态,沙漠化演变趋势,岩、土体

类型及其工程地质特征,地质构造与新构造运动,地下水特征,

自然地质现象和环境工程地质问题,天然建筑材料和地质景观

资源等,为沙漠地区进行区域工程地质评价和环境地质评价提

供基础资料,并为勘探、试验工作和专题研究提供依据。 5．2 

一般要求 5．2．1 工程地质测绘采用比测绘精度要求大一级

比例尺的地形图作外业底图。 5．2．2 在进行过同比例尺(或



更大比例尺)的区域地质和水文地质调查的地区,工程地质测绘

应充分利用已有资料和遥感解释成果。 5．2．3 实测地质体

的最小尺寸一般为相应图上的2mm,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地质现

象可夸大表示。测绘的地质、地貌界线必须实地勾划或根据

遥感解释界线通过野外核定,允许误差范围在图上不大于2mm

。 5．2．4 正式测绘前,首先应实测地层剖面,建立地层柱状剖

面,划分工程地质岩组,确定填闻基本单位。制定工作细则,以

统一工作方法与技术要求,保证测绘成果质量。 5．2．5 系统

的路线观察是沙漠及沙漠化地区工程地质测绘的主要方法。

观察路线一般沿工程地质条件变化最大方向布置,在沙丘(沙

山)起伏较大、地面通行条件差的地区可顺沟谷方向布置。 5

．2．6 观察点布置要日的明确,一般应布置在各种工程地质界

线(地层、岩组、地貌单元和地质构造线等)和各种工程地质

现象处,具有较好的控制性和代表性。 5．2．7 选择代表性的

典型地段,用“重点地段法”对沙丘移动变形、水土流失、斜

坡稳定性等进行较大比例尺测绘。 5．3 遥感图象的应用 5．3

．1 基本要求 来源：www.examda.com 5．3．1．1 沙漠地区利

用遥感图象解译是确定沙漠地貌与工程地质现象的有效手段

之一,可减少野外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和成果质量。 5．3

．1．2 遥感图象的解译工作应先于工程地质测绘,并贯穿工作

的全过程,使其成为设计编写,野外工作布置,室内资料整理和

报告编写等工作的组成部分。 5．3．1．3 通常应用的遥感资

料是航摄象片和卫星图象。应尽量选用不同时间,不同波段的

遥感图象。为适应专题研究需要,应搜集不同时期的航、卫片,

或者专门飞行拍摄,并将航摄象片和卫星图象应用结合起来。

5．3．1．4 遥感成果应充分用于野外观测路线和观测点的布



置,观测点线的控制指标要根据沙漠及沙漠化地区的地质条件,

工程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和遥感图象可解译程度来定。 a．解

译效果较好的地区：主要地质体、沙漠分布和工程地质界线

在图象上能连续追索和圈定。地质观测则以检验解译成果为

主,补充搜集遥感影象难以获得的资料,观测点定额可减少30％

～50％,其他技术定额也可适量减少； b．解译效果中等的地

区：主要地质体、沙漠地质现象、工程地质现象和工程地质

界线不能全部地在图象上连续追索或圈出,则观测点定额可减

少10％～30％； c．解译效果较差的地区：各种地质体解译效

果不明显,图象上难以确切圈定出主要地质体和地质现象的界

线,观测路线长度和观测点只能适当减少。 5．3．2 解译内容 

遥感图象解译内容,应密切结合沙漠地区工程地质调查的实际

需要和已有遥感资料的片种、比例尺、可解程度来定,主要解

译下列内容： 5．3．2．1 划分沙漠地貌形态类型,确定地貌单

元界线,辨别微地貌类型,分析微地貌成因。 5．3．2．2 确定

区域地质构造轮廓,判别棵露和隐伏的主要断裂和节理裂隙密

集带的分布位置和发育规律,解译新构造活动在影象上的表现

、活动方式,为区域地壳稳定评价提供依据。 5．3．2．3划分

岩、土体不同岩性和不同沙漠及沙漠化岩性类型的分布范围

。 5．3．2．4 解译滑坡、崩塌、泥石流、沙丘、沙漠化、人

工采空区等不良工程地质现象的分布、规模和形态待征,对其

危害程度和发育趋势作出初步评价。 5．3．2．5 解译植被生

态类型、分布和覆盖度。 5．3．2．6 解译各种水文地质现象,

重点是与工程地质关系密切的现象,包括湖、水库等地表水体,

现代河流(溪)的分布、渗没段及古河道、沼泽、盐渍化,泉、

泉群、地下水溢出带等。 5．3．2．7 利用多时相(不同时间)



航卫片,进行对比解译,研究地质现象动态,对其发展和影响程

度作出初步评价。 解译重点： a．沙丘、沙漠化的动态变化

； b．滑坡、崩塌、泥石流的变化； c．湖泊消失,湖泊、河道

变迁,地下水露头变化； d．植被生态变迁。 5．3．3 沙漠及

沙漠化土地的遥感解译标志 沙是具有强反射的物质,一般在航

片或卫片上都以浅色调出现。 5．3．3．1 沙漠 来源

：www.examda.com a．新月形沙丘：形象轮廓形态清晰可辨,

般呈月牙形,迎风坡微凸而平缓,背风坡下凹而较陡,两翼顺着

风向延伸,沙丘脊线呈弧形,呈白－银白色彩； b．抛物线沙丘

：形象上似一抛物线形,翼角所指方向为逆风向,迎风坡平缓而

凹进,背风坡陡峭而呈弧形凸出,呈白－灰白色调； c．鱼鳞状

沙丘(群)：沙丘呈群体分布,丘间地不明显,前一个沙丘的迎风

坡坡脚即为后一个沙丘背风坡坡麓；沙丘两翼顺风向延伸与

前方沙丘迎风坡相连,形成沙丘间与风向平行的沙埂,航片上沙

埂脊线构成白色的“网格”,沙埂所圈的凹地呈灰－灰白色调

的“斑块”； d．金字塔沙丘：形态呈角锥状,外观似金字塔,

它本身排列方向不与任何一种风向相平行或垂直,而是具有不

同方向的脊线和三角斜面,形象上脊线尖棱呈涡轮状纹形； e

．梁窝(蜂窝状)沙丘；梁窝状沙丘是在风向均匀,风力相等的

条件下形成的多向沙埂,其外围为洼地,总体形似梁窝状,形象

上同鱼鳞状沙丘有相似之处,仅梁窝状沙丘中间的沙窝较深,沙

埂色调为白色,而沙窝则为灰白色调； 来源

：www.examda.com f．沙垄：沿主导风向呈线性延伸的沙丘

为沙垄,形象上沙垄的两侧坡度大致相等,中脊线深圆,向阳坡

呈白色色调,背阴坡呈灰色色调,按沙垄与风向的关系,平行为

纵向沙垄,垂直为横向沙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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