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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的应用

李俊明
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宁波 315000

摘� 要：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是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的重要领域，通过对其综合应用可以提高场地地质灾害的防

治效果。本文从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两个方面出发，阐述了其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的应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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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地质灾害是由自然因素或人类活动引起的地

球表面的不良地质现象，为了有效地预测和防治地质灾

害，需要利用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的相关理论和技术

手段，对场地进行调查、分析、评估和治理。本文主要

探讨了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的应

用，以期为相关工程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地质灾害和工程地质勘查概述

地质灾害和工程地质勘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地质

灾害是指由自然因素或人类活动引起的地球表面的不良

地质现象，如地震、火山爆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

这些灾害对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损失。

工程地质勘查则是指在进行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或其他

工程建设时，对建设场地的地质条件进行调查和分析，

以确定地基、边坡或地下水的稳定性和适宜性，为工程

的设计和施工提供基础资料。虽然地质灾害和工程地质

勘查有所区别，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在某些

情况下，地质灾害的发生可能会对工程地质勘查产生影

响，如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导致地形改变、土壤

移动等问题，从而影响工程地质勘查的结论和决策。在

进行工程地质勘查时，需要充分考虑地质灾害的影响[1]。

例如，在边坡治理中，需要分析边坡的稳定性，避免因

边坡失稳而导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此外，在

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或其他工程建设中，还需要对建设

场地进行地震、洪水等灾害的评估和分析，以确保工程

的安全和稳定。

2 水文地质简述与地质灾害类型

水文地质学是研究地下水的科学，它涉及到地球表

面和内部的水分运动、地下水的起源、性质和运动规

律。水文地质学在许多领域都有应用，如水资源管理、

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预防等。地质灾害是指由自然因素

或人类活动引起的、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损害的地球表

面的异常现象。地质灾害的类型很多，其中一些最常见

的包括：（1）地震：地震是由地球内部能量释放引起的

地面震动。地震可以对建筑物、桥梁和其他结构造成严

重的破坏，并可能导致人员伤亡和灾害性后果。（2）火
山爆发：火山爆发是由于地球内部熔岩和气体压力造成

的喷发现象。火山爆发可以造成严重的破坏，对人类和

环境造成极大的影响。（3）滑坡：滑坡是指由于地下水
位变化、土地沉降或山体滑动等原因造成的地面移动现

象。滑坡可以对建筑物、道路和其他结构造成严重的破

坏，并可能导致人员伤亡和灾害性后果。（4）泥石流：
泥石流是指由于土地沉降、山体滑坡或地下水位变化等

原因造成的泥沙和石头的流动现象。泥石流可以对建筑

物、道路和其他结构造成严重的破坏，并可能导致人员

伤亡和灾害性后果。（5）地下水污染：地下水污染是指
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因素引起的地下水质量下降。地下

水污染可能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并可

能导致长期的生态和经济效益损失。这些地质灾害类型

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为了减少这些地质灾

害的影响，我们需要加强对地下水的监测和管理，采取

有效的措施来减少地下水污染和保护水资源。同时，我

们也需要加强对地球内部结构和运动的监测，以便更好

地预测和预防地质灾害的发生。

3 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的重

要性

地质灾害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和生

态环境带来很大的危害。而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在地质

灾害防治工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为灾害的预防和

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安全保障。首先，水文地质在地质

灾害防治工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水文地质可以通过

监测和分析地下水的运动，判断地质灾害的发生和发育

趋势。同时，地下水的开采和灌溉等人类活动也是地质

灾害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水文地质还可以通过

对地下水资源的管理和合理利用，减少人类活动对地质

灾害的产生和发育的影响。其次，工程地质在地质灾害

防治工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2]。工程地质可以通过对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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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形成机制的研究，提出合理的防治方案，如加固地

质灾害、修建防渗墙等。在治理过程中，工程地质还可

以通过对岩土体性质的研究，确定合适的治理材料和方

法，提高治理效果。此外，工程地质还可以通过对场地

稳定性的评估，避免工程建设对地质灾害的诱发。

4 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在地质灾害防治应用

4.1  有效治理地震灾害
水文地质治理是地震灾害治理的重要方面之一。在

地震灾害中，由于地壳运动的缘故，地下水的水位、水

质、水压等都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地下水

污染、地面塌陷、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因此，

在进行水文地质治理时，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控制地

下水的水位、水质和水压等，以防止这些灾害的发生。

例如，可以对地下水的水位进行监测和控制，对地下水

的开采进行限制，对地下水的水质进行监测和净化等。

工程地质治理也是地震灾害治理的重要方面之一。在地

震灾害中，地面构造的变化可能会导致边坡失稳、地基

失效等问题，从而对工程建设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在

进行工程地质治理时，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工程

建设的地质勘查和设计，以防止这些灾害的发生。例

如，可以对边坡的稳定性进行计算和分析，对地基的承

载力进行监测和控制等。此外，在地震灾害治理中，还

需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损失的评估。在地震

灾害中，生态环境可能会受到严重破坏，例如植被破

坏、土壤移动、水资源污染等。因此，在进行地震灾害

治理时，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生态环境，例如加

强植被恢复、土壤改良、水资源保护等。

4.2  有效治理滑坡与泥石流
滑坡和泥石流是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对人民生命

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而水文地质和工程地

质可以有效治理滑坡和泥石流，减轻灾害的影响。首

先，水文地质在治理滑坡和泥石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滑坡和泥石流的诱发因素之一就是降雨，尤其是暴

雨和连续降雨。因此，监测和预测降雨情况，及时采取

措施，可以有效地减轻灾害的发生。同时，水文地质还

可以通过对地下水运动的监测和分析，判断滑坡和泥石

流的发生概率，从而为防治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其

次，工程地质在治理滑坡和泥石流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工程地质可以通过对滑坡和泥石流形成机制的研究，提

出合理的防治方案，如加固滑坡、修建挡土墙等。在治

理过程中，工程地质还可以通过对岩土体性质的研究，

确定合适的治理材料和方法，提高治理效果。此外，工

程地质还可以通过对场地稳定性的评估，避免工程建设

对地质灾害的诱发。总之，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在治理

滑坡和泥石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3]。只有充分了解和掌握

场地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环境，才能制定科学有效的防

治方案，提高治理效果，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的

投资和科学研究，提高技术水平和应用效果，对于减轻

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4.3  有效治理地面塌陷
地面塌陷是指地下洞穴或通道因自然因素或人类活

动而突然崩溃的现象。地面塌陷对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

了严重的危害和损失。在地面塌陷治理中，水文地质

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地下水的运动和变化会导致地下洞

穴或通道的崩溃，从而引发地面塌陷。因此，在进行水

文地质治理时，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控制地下水的运

动和变化。例如，可以进行地下水的抽取和排放，以减

少地下水的压力和流速；进行地下水的阻断和引流，以

防止地下水的深入渗透和侵蚀；进行地下水的填充和填

充，以增加地下室的容积和稳定性等。除了水文地质治

理外，工程地质治理也是地面塌陷治理的重要方面之

一。在地面塌陷中，边坡失稳、地基失效等问题可能会

导致工程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在进行工程地质治

理时，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工程建设的地质勘查

和设计。例如，可以对边坡的稳定性进行计算和分析，

对地基的承载力进行监测和控制等；进行地基加固和边

坡支护，以提高工程建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进行地下

室的改造和重建，以增加地下室的容积和稳定性等。此

外，在地面塌陷治理中，还需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社

会经济损失的评估。地面塌陷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

重破坏，例如植被破坏、土壤移动、水资源污染等。因

此，在进行地面塌陷治理时，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

护生态环境。例如，可以加强植被恢复、土壤改良、水

资源保护等。

4.4  有效治理地裂缝
地裂缝是一种常见的地质灾害，给人类社会和生态

环境带来很大的危害。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可以有效治

理地裂缝，减轻灾害的影响。首先，水文地质在治理

地裂缝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地裂缝的产生和发育往往

与地下水的运动和作用有关。因此，水文地质可以通过

监测和分析地下水的运动，判断地裂缝的发生和发育趋

势。同时，地下水的开采和灌溉等人类活动也是地裂缝

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水文地质还可以通过对地

下水资源的管理和合理利用，减少人类活动对地裂缝的

产生和发育的影响。其次，工程地质在治理地裂缝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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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或缺的[4]。工程地质可以通过对地裂缝形成机制

的研究，提出合理的防治方案，如加固地裂缝、修建防

渗墙等。在治理过程中，工程地质还可以通过对岩土体

性质的研究，确定合适的治理材料和方法，提高治理效

果。此外，工程地质还可以通过对场地稳定性的评估，

避免工程建设对地质灾害的诱发。

4.5  建立地质灾害预报系统
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是研究地球科学中两个重要的

分支学科。水文地质学主要研究地下水的起源、分布、

运动和化学成分，以及地下水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工

程地质学则侧重于研究地质环境对人类工程建筑物的影

响，包括地基稳定性、隧道埋设、边坡稳定性等方面。

由于人类工程建筑需要建立在地质环境之上，因此水文

地质和工程地质的研究对于保障建筑物的安全和稳定性

至关重要[5]。同时，地质灾害的预测和防治也是水文地质

和工程地质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更好地预防和预

测地质灾害，建立地质灾害预报系统是非常必要的。地

质灾害预报系统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地质灾害进

行预测和警报的系统。该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地下水、地

质构造、地形地貌等关键因素的变化，并通过对数据的

分析和处理，预测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

5 工程地质勘察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应用建议

5.1  强化地质灾害识别和评估
在工程地质勘察中，应加强对场地地质灾害的识别

和评估。对于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如滑坡、泥石流、

地面沉降等，需要进行详细调查和分析，并制定相应的

防治措施。在评估场地地质灾害时，应充分考虑场地的

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以及人类

活动对地质灾害的影响。

5.2  加强工程地质勘探和测试
在工程地质勘察中，应加强工程地质勘探和测试工

作。通过钻探、槽探、物探等技术手段，获取场地地层

岩性、结构、埋深、水文地质条件等详细信息[6]。同时，

进行原位测试和室内试验，获得岩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质

和力学行为特征，为防治工程提供依据。

5.3  提高数值模拟和预测分析能力
在工程地质勘察中，应提高数值模拟和预测分析能

力。利用数值模拟和预测分析技术，可以更加准确地了

解场地地质灾害的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为防治工程提

供科学依据。在数值模拟和预测分析过程中，应充分考

虑场地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以

及人类活动对场地的影响。

5.4  加强工程地质勘察人员的专业素养
在工程地质勘察中，应加强勘察人员的专业素养。

勘察人员需要具备扎实的地质学、岩石力学、土力学、

岩土工程等相关学科知识和技术手段，能够准确识别和

分析场地地质灾害，并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此外，勘

察人员还需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责任心，能够认真

对待每一次勘察任务，确保勘察结果准确可靠。

结语

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的综

合应用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其综合应用，可以更加

准确地识别和分析场地地质灾害，并制定相应的防治措

施。因此，在未来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应加强对水

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的深入研究，提高其在防治工程中的

应用水平，为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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