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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勘查对地质灾害防治的重要性

邱婷婷
唐山中地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各项工程项目增加，所有工程项目在实施时都要对具体的项目地点的

水文地质特点进行勘查，获取水文地质资料，以减少地质灾害出现的可能性，并进行地质灾害的预防。水文地质勘查

对工程施工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其施工可能导致地质构造发生变化，甚至影响其稳定性。所以，应该对水文地质进行

科学勘查，并对其中出现的地质现象作出正确评估，制定出相应的预防性保护措施，以确保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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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文地质勘查概述

水文地质勘查是指为查明工作区的水文地质条件而

进行的水文地质调查研究工作，旨在掌握地下水和地表

水的成因、分布及其运动规律，为科学开采利用水资

源，合理进行基础、打桩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提供依据。

在建筑工程地质勘查工作中，水文地质勘查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环节，不仅需要测量区域地质腐蚀程度，而且要

根据地下水位的变化，尽可能降低水位变动带来的不利

影响。在水文地质勘查过程中，可以根据地下水位变化

来掌握地下水的实际情况。当地下水位异常上升时，它

会进入土层，侵蚀土壤，最终改变土壤的性质。地下水

渗入土壤很可能会盐渍化，进而影响建设项目的施工质

量。因此，在地质勘查过程中，首先要进行水文地质勘

查，并记录勘测数据。通过这些水文数据，可以解地下

水的变化情况，从而减少地下水对建筑物的影响。当地

下水位异常下降时，如果不采取措施，地下水水位会大

幅下降，甚至会形成地下水降落漏斗。这种情况下，地

下水力的原始平衡被打破，外力的介入会对建筑物地基

产生一定影响，通过破坏建筑物的地基影响建筑物的稳

定性[1]。

2 地质灾害概述

地质灾害，即自然或人为因素作用形成并对人类生

命财产以及生态环境造成损失与破坏的地质现象，主要

包括黄土湿陷、地面塌陷、滑坡、地裂缝、崩塌、土

壤盐碱化、水土流失、火山、地震、岩土膨胀、地面沉

降、泥石流等等。为此，地质灾害内涵有致灾动力条

件、灾害事件后果两方面。致灾动力条件：地质灾害主

要是地质作用所致，即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在人类活

动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人类的活动会更显著影响地球表

面形态与物质组成。为此，人为活动对于地表系统产生

的作用也属于地质灾害形成动力，也被称作人为地质作

用。灾害事件后果：地质灾害，即对人类生存环境与生

命财产产生影响或者破坏地质事件，而即致使地质环境

恶化而未对人类生命财产、生产生活环境造成破坏的地

质事件仅属于灾变，而非灾害。像是泥石流、崩塌与滑

坡等，若在无人区发生且未损毁人类生命财产，即不被

称作灾害，若在经济发达区域发生而导致人员伤亡与财

产损失，即被称作灾害[2]。

地质灾害防治的重点在于预测、监控，只有科学落

实监控工作，才可尽早发现地质灾害并采取准备措施，

尽可能减少损失。地质环境系统内的大气圈、岩石圈、

生物圈与水圈之间互相影响且相互关联，会产生诸多能

量运动。地质工作者可成分利用专业仪器，以地质环境

变化为依据掌握地质运动规律，并对地质灾害的发生展

开科学化预测。

3 水文地质勘查对地质灾害防治的重要性

目前，水文地质勘查工作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具有

重大价值。然而由于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各种开发利用，

修建了许多地上和地下的建筑物，其对自身的地质构

造形成了很大影响，甚至是局部区域的地质构造发生了

不平衡，从而产生地面塌陷和地下水缺乏等状况，同时

进一步增加了地质灾害形成的可能性。而利用水文地质

勘查可以科学的获取某一范围的地下水运动情况，以便

有效的判断出水文变动对当地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程

度。地质灾害产生的原因很多种，而地下水就是其中的

一个。由于地下水的变化可能会对地质构造造成直接的

冲击，因此勘查工作者就必须对地下水的水文性质加以

研究，寻找合理的预防措施，从而减少地质灾害发生。

此外，针对水文地质勘查应当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

测绘。利用测绘能够对水文地质各方面的特点加以观

察，也可以正确掌握地质状况，同时对二者的影响关系

作出正确的分析。在具体的测绘工作当中，通常通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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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获取数据来对水资源分布情况进行分析，以此来寻找

最适宜的观测点。在通常情况下，都会在水资源的泉处

设立观测站，也可能通过钻探的方法，通过对该区域的

地下水进行研究，以此来得到准确的水文地质资料和测

绘资料进行比较，以此保证了二者数值不会产生很大的

差别。以上这些方法能够得到正确的地下水位信息，而

且能够很好掌握水文地质状况。此外，也需要通过一定

的试验来确定水文地质条件是否具有明显的趋势改变。

通过抽水和放水二个方法，观测地下水的情况，通过试

验得到正确的水文地质数据，最后通过数据计算确定地

下水的渗透范围和渗透系数[3]。

4 水文地质勘查中地质灾害产生的原因

第一，地下水位变化。在无重大地质运动的自然情

况下，地下水的水层结构分布、水流方向都会保持在相

对稳定的状态。但当地下水所处地理环境发生变化时，

可能会对地下水的水层分布状态造成影响，进而引发水

文地质灾害。常规情况下地下水是通过地上水系进行补

给，若地表水发生异常增量情况，地下水层中承压水总

量增多，各层水和潜水水位都会受承压水总量变化的影

响而发生水位上升情况。

潜水水位过高会直接加大土壤与水体的接触面积，

加快土地盐碱化速度。若土壤湿度过大，会直接削弱土

壤黏性，导致土壤结构松散，极有可能在地质勘查或

资源开采过程中发生山体滑坡等不良现象，严重威胁工

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此外，健康的地下水水层结构应不

断得到来自补给区的水体补充，但当环境水文地质条件

较为复杂时，部分山体补给区水层被宽体碎片堵塞，导

致地下水层结构未能得到稳定的水体补给，地下水经排

泄区不断排出后，地下水水位不断降低，也会引发山体

坍塌、滑坡等地质灾害。若地下水水位存在频繁升降情

况，会使土体在短时间内频繁发生涨缩，也可能造成裂

纹、坍塌等不良现象[4]。

第二，地下水压力升降。地下水水压大小会直接受

到水面与上层土壤高程比的影响，地下水深度越大，水

压越高。但水流从补给区流动到承压区的过程中，水

波的流动会平衡地下水水压和大气压之间的关系，若地

下水水压比的波动区间更高，则地下水会在水压的作用

下发生上升或下降。引发地下水水压波动的原因较为复

杂，如人类过 度开采地下水资源、自然地质活动、气

候变化等因素都会引发地下水水压上升现象，短期大量

降雨、地震、过渡灌溉等因素则会引发地下水水压下降

现象。水压的波动不仅会加快土地盐碱化速度、削弱土

层承载力、破坏土壤结构、腐蚀建筑物，还会引发泥石

流、山体塌陷、地下水枯竭等多种地质灾害。

第三，地下水位升高。如果将地下水位增大至不可

控的程度，则会引起建筑物地基基础发生软化，在较大

程度上影响了地基的强度。此外，还会导致基础建设工

程的变形及沉降问题。如果地下水位的波动范围太大，

也会造成建筑物的侧移，削弱建筑物总体安全性。

5 水文地质勘查中地质灾害防治的措施

5.1  做好勘察工作
水文地质勘测的过程当中，有关人员要结合其所处

区域的地形地貌、水文气候等因素进行详细调查，根据

地下水的情况与地质情况，制定并提出相应的地质调

查测量方案和应对措施，有序开展建设工程前期的地质

调查测量工作，确保地质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在地质勘

测中，要特别注意地下水位的变化情况，掌握地下水的

种类、性质、水文状况及岩土的详细情况，并做好数据

记录，以保证施工的安全性。岩土水力学是在岩土与地

下水的交互作用中所具有的多种特性，其最大的特点是

岩土的水力特性和岩石的物理特性。其中，岩石内部的

水力学特性包括软化、膨胀等，这些会对地质结构的强

度、形态产生影响，进而对结构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5.2  加强人为因素的防控
自然原因所形成的水文地质灾害基本上是不可逆转

的，不过人为因素造成的水文地质灾害却是可以避免

的，这也是水文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内容，所以人们一

定要予以关注。因此在进行自然环境改造的同时，要做

好对自然环境的防护，并逐步增加植被覆盖面，以便于

更好进行防风固沙，维护水资源环境平衡。同时还要做

好对生产污水的管理了，采取科学合理的处理措施，以

避免人们将未能处理过的工业污水直接排放到河流湖泊

当中，工业污水又将会顺着河流流入到地下水中，致地

下水系统受到严重污染，进而对地面表层的土地形成了

很大面积的侵蚀，并逐步对整个地表面土壤造成了很大

的影响。所以，应该做好污染治理，对处理过的污染物

方可排泄到河流中。同时在开展各类工程前，首先要对

水文地质特点加以研究，以此来防止工程的地质构造损

伤。针对缺水区域来说，地下水是主要来源之一，应密

切注意地下水的开采，制定科学的开采方案，从而减少

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因此不论在哪个时期，在实施自

然环境改造的工程中，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防止

产生过量开采的情况。另外有关单位也要进一步加大对保

护自然环境的力度，帮助民众建立更高的环保意识，此外

对危害地质环境生态安全的活动要加以严厉的惩罚[5]。

5.3  加强水文地质环境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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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先进计算机技术，强化水文地质情况的实时监

测，采集有关资料信息加以分析研究，以此来制定科学

合理的防治措施。水文地质灾害多是突发性的，所以

要求专职人员利用地质勘查来掌握水文的状况，并要进

行实时监测作业，保证水文地质变化一直在控制范围之

内。结合实际状况，观测降水量，如果超过预警值就要

进行疏导和管理，以便避免坍塌事件的发生。对地质状

况较为简单的地方，也应重视塌陷事件的防范，应建立

完善的监测机构，制定健全的水文地质监测体系，并引

导其他施工项目的科学地开展。

5.4  地质灾害预报
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我国的地质灾害预报工作也

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利用先进的探测仪器和探测技术，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完成对地质灾害的预测。当前我国

的地质灾害预测技术主要有高密度电阻率法、瞬变电磁

法以及地理信息系统三种。高密度电阻率法主要基于不

同岩土类型的导电性能存在差异，当利用高密度电阻率

法进行勘察时，不同岩土的反馈现象也是不同的。通过

高密度电阻率法得到不同区域的反馈情况，能够明确该

地区的地形结构，明确该地区是否存在裂缝、断层等问

题，据此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加强注意力，以避免地质灾

害的发生。瞬变电磁法就是通过接电线源发射脉冲，由

于地下介质在接收脉冲后会产生一定的感应涡流场，因

此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对地下介质的电阻率进行观测。

地理信息系统就是通过对定位技术、信息技术以及计算

机技术等多种技术进行整合，利用工程信息技术对地质

情况进行采集和分析，从而明确地质的构成。此外，利

用 GIS 技术对地质数据进行分析，还能够将原本的二
维数据转换为三维图形，将地质情况更为直观地展现出

来，从而有效避免失误而引起的地质灾害。

5.5  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为了在出现安全事故后，可以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

员进行营救，将损失降到最低，维护人员的生命财产安

全，应聘请和培养专门的应急救援队伍，除了救生员

和管理人员外，还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医护人员，以对受

伤人员进行第一时间的医疗救治，避免人员由于伤势过

重致残、死亡。工作人员需要严格遵循工作流程开展工

作，规范勘查环节，合理收集及分析数据，提升地质勘

查工作有效性。

5.6  提升地质勘查工作的规范性
勘查人员必须结合建设地的水文质量和周边的实际

情况进行深人的分析和数据收集，严格按照国家规范的

勘查制度与规章进行施工，并且结合工人在具体施工过

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来对工程的地质水文勘察流程做出

细致具体的规定，促进后续的勘察工作能够科学有效地

进行。与此同时，规范勘察流程能够有效地提升工作效

率确保各个部门的施工人员按部就班，分工明确，权责

一致，假如出现了问题，也能够时找到责任人，尽快改

正错误减少损失。对此，勘察人员必须用高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事先熟悉勘察标准流程和规范制度，选择出合

适的勘察方法，正确按照程序进行，做好地质工作报告

的撰写，为后续实地勘察奠定良好的基础。

结束语

总之，地质灾害对当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很

大危害，所以有关部门应当充分关注。水文环境是造成

地质灾害的最主要原因，所以通过进行水文地质勘查就

可以合理避免地质灾害，从而降低了其发生的概率。要

求有关人员全面认识到水文地质勘查在地质灾害预防中

的重大作用，且对当前其面临的问题作出全面研究，从

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从而进一步提高水文地质勘

查的效率，实现地质灾害的有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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