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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C_9F_E5_B7_A5_E7_c63_94849.htm 第二节 工程地质测绘

的研究内容 工程地质测绘是为工程建设服务的，自始至终应

以反映工程地质条件和预测建筑物与地质环境的相互作用为

目的，深入地研究建筑区内工程地质条件的各个要素。 一、

工程地质测绘中对岩土的研究来源：www.examda.com 岩土是

工程地质条件最基本的要素，产生各种地质现象的物质基础

。它当然是工程地质测绘的主要研究内容。 目前在工程地制

裁测绘特别是小比例尺的工程地制裁测绘中对岩土的研究仍

多彩地层学的方法，划分单位也与一般地质测绘基本相同。

但在建筑物分布地区内的小面积大比例尺工程地质测绘中，

可能遇到的地层常常只是一个“统”、阶“甚至是一个”带

“，此进就必须根据岩地工和地质性质差民作进一步划分才

能满足要求。特别是砂岩中的泥岩、石灰岩中的泥灰岩、玄

武岩中的凝灰岩等夹层对建筑物的稳定和防渗有重大影响，

常会构成坝基潜在的滑移控制面，更要突出地反映出来，这

是工程地质测绘与其它地质测绘的一个重要区别。 工程地质

测绘对岩土的研究其特点还表现在既要查明不同性质岩土在

地壳表层的颁、岩性变化和它们的成因，也要测定它们的物

理力学性质指针，并预测它是建筑物作用下的可能变化。这

就必须把岩土的研究建立在地质历史一成因基础上才能达到

目的。在地质构造生产简单、岩相变化复杂的特定条件下，

岩相分析法对查明岩土的空间分布是行之有效的。 在查明岩

土成因和分布的基础上还应根据野外观察和采取简易现声测



试方法握取得的物理力学指针，初步判断岩土与建筑物相互

作用时的性能。通过这种判断不公应分出那些能产生严重变

形以致铖及建筑物安全和不常使用的岩土，即使这类岩土是

很薄的夹层、透镜体、或是裂隙中的充填物也不能忽视。 在

工程地制裁测绘中常用来测定岩土强度参数的简易方法有回

弹锤测试和点荷载仪测试等。 二、程地质测绘中对地质结构

的研究来源：www.examda.com 地制裁结构一词的含义是比较

广泛的，有关岩体结构等内容在先修课程中已有论述，这里

着重讨论对地质构造条件的研究。 地质构造特别是现代构造

活动与活断层是决定区域稳定性的首要因素，所以修建大型

水工建筑物和原子能电站等极重要建筑物时，就必须在很大

范围内研究活断层和地震危险性，例如原子能电站选场，一

般就要求在声地周围半径为300KM的范围内进行研究。要预

测大型水库存蓄水后能否诱发地震，也需要在库存区广大范

围内研究地质构造，鉴别是否有区域性活断层存在，并研究

它们的错动方式和现代构造应力场。其次，地质构造限定了

各种性质不同的结构面的空间分布、破坏了岩体的均一性和

完整性。然而，岩体中各种实习结构面的空间位置和岩体的

不均一性既取决于构成岩石的性质也取决于地质构造，所以

要选出岩性均一完整的优良建筑场地，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建

筑区的地质构造掌握构造发育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在地质构

造复杂的山区修建水工建筑物和地下洞室等大型工程时，就

更需要进行详细的地质构造研究。第三，在选定建筑场地内

评价岩体的稳定性也需要研究地质构造才能判明岩体的结构

特征，和各种不连续面的发育程度及其相互组合关系。此外

，地质构造还控制着地貌、水文地质条件、物理地质现象的



发育和分布。所以地质构造常常是工程地质测绘研究的重要

对象。 在工程地质测绘中研究地质构造既要运用地质力学的

原理和方法，也要进行地质历史分析，这样才能查明各种结

构面的力学组合和历史演化规律；既要对褶曲、断层等在的

构造形迹进行研究，也要重视节理、裂隙等小构造的研究。

断层破坏了岩体的完整性和边续性对建筑物影响最大，当然

应是研究的重点，要着研究厂矿带宽度及充填胶结情况、构

造岩的性状及分带，断层的活动性及与建筑物的相对关系。 

实践证明，结合工程布置和地质条件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进

行详细的节理裂隙统计，以便使岩体结构定量模式化是有重

要意义的。其统计研究的内容包括：裂隙的产状和延伸情况

，在不同构造部位和岩性中的变化情况，裂隙发育程度，裂

壁特征及开口宽度，充填物的成因、性质和充填胶结程度，

最后还应判明各组裂隙的成因和力学性质。对其中的缓倾角

裂隙更要注意研究。 工程地质测绘中也常用图解表示裂隙统

计的结果，目前采用较多的有裂隙极点图、裂隙玫瑰图和裂

隙等密图三种。 表21 按裂隙间距的裂隙发育程度分级分级Ⅰ 

ⅡⅢⅣ间距（M）描述完整性＞2不发育整体20．5较发育块

状0．51发育破裂＜0．1极发育破碎 表12 按裂隙率的裂隙发

育程度分级分级ⅠⅡⅢⅣ裂隙率K（%） 描 述＜0．2 弱裂隙

性0．21 中等裂隙性15 强裂隙性＞5 极强裂隙性 表23 裂隙开

口宽度分级分级 Ⅰ Ⅱ ⅢⅣ裂隙宽度（MM） 描述＜0．2 闭

合0．21 微张15 张开＞5 宽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