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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工程地质勘察方法

郑鹏程
浙江省浙中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Ǔ浙江Ǔ金华Ǔ321000

摘Ȟ要：工程地质勘察，作为工程建设的基石，其定义与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是获取地质信息的关键手段，

更是确保工程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其目的明确，任务艰巨，旨在深入探究地质条件，为工程规划与设计提供科学

依据。在方法上，工程地质勘察涵盖了多种勘探技术、精细的取样工艺、严谨的现场试验以及先进的地球物理勘探手

段，共同编织出一张详尽的地质信息网，为工程的安全、稳定与经济性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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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程地质勘察作为工程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

节，对于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并降低潜在风险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工程地质勘察的定义和重要性出

发，详细阐述其承载的目的与任务，并深入探讨工程地

质勘察的基本方法，包括勘探、取样、现场试验以及地

球物理勘探等手段。期望通过本文的论述，能为相关领

域的实践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1��工程地质勘察的定义和重要性

工程地质勘察，简称工程勘察，是工程建设前期不

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是指为了发现或制约工程的重要

地质要素而开展的地质调查科学研究项目，主要利用钻

探、测试与观测等手段，对区域地质、场地稳定性、地

基岩土性质以及不良地质现象等进行评价与预测。这一

过程的核心在于确保工程建筑在安全可靠的地质环境上

顺利进行。在各类土木工程中，无论是高层建筑、桥梁

隧道，还是水利水电设施，都需要进行详尽的工程地质

勘察。这是因为地质条件直接影响到工程的稳定性、安

全性以及经济性。例如，在软土地区建设高层建筑，若

不进行地质勘察，很可能因地基承载力不足而导致建筑

物沉降不均，甚至发生倾斜或倒塌。同样，在山区进行

道路建设，必须先行勘察以确定岩体的稳定性和潜在的

地质灾害风险。工程地质勘察不仅关乎工程质量，还涉

及工程造价与工期；准确的地质数据可以帮助设计师合

理规划工程结构，避免不必要的加固措施，从而节约成

本。提前识别地质风险，能够在施工前采取有效的预防

措施，减少因地质问题导致的工程延误。工程地质勘察

还承担着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责任，在勘察过程中，需

要评估工程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对水文地质

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这有助于制定科学的施工方案，减

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1]。

2��工程地质勘察的目的和任务

工程地质勘察的主要目的是为工程建设提供详尽的

地质数据与评估，以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并降低潜在风

险；这一过程中，勘察团队需要综合运用地质学、岩

土力学等多学科知识，对建设场地的地质条件进行全面

深入的分析。具体而言，工程地质勘察的任务包括以下

方面：第一，要对建设场地的地层结构、岩土性质进行

详细探查，这涉及到土壤的类型、承载力、稳定性等关

键参数的测定；这些数据是工程设计的基础，直接影响

到建筑的结构设计和基础选型。第二，勘察需要评估场

地的地质灾害风险，如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可能

性，以及地下水、地质断层等对工程建设的影响。这不

仅关乎建设工程的长期安全，而且还直接影响着建设工

程的持久安全性和使用寿命。第三，工程地质勘察还需

考虑环境保护因素，评估工程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提出相应的环保建议和措施；这体现了现代工程建设对

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第四，勘察结果需要为工程建设提

供科学、合理的建议，包括地基处理方式、施工方法、

材料选择等，以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并最大限度地降

低地质风险。

总的来说，工程地质勘察的任务是综合运用地质学

知识，为工程建设提供全面、准确的地质数据和科学建

议，以确保工程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经济性[2]。

3��工程地质勘察的基本方法

3.1  勘探方法概述
在工程地质勘察中，勘探是获取地质信息的关键环

节；通过勘探，可以直观地揭示地下的岩土层结构、构

造特征、水文地质条件等，为工程设计和施工提供必

要的基础数据。勘探方法主要包括钻探、坑探和洞探三

种。（1）钻探是利用钻机在地表进行钻孔，以获取地
下岩土样本和信息的方法。钻探具有操作灵活、适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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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广的特点，是工程地质勘察中最常用的勘探手段之

一。钻探可以深入地下数十米甚至数百米，通过对不同

深度的岩土层进行取样和分析，可以了解地层的分布、

厚度、岩性、结构等特征；钻探还可以进行地下水位的

观测和取样，为评价地下水资源和水文地质条件提供依

据。在进行钻探时，需要根据勘察目的和地层特点选择

合适的钻头、钻具和钻进工艺；例如，在软土层中可采

用螺旋钻头进行钻进，而在岩石层中则需要使用硬质合

金或金刚石钻头；钻探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孔内的安全

防护和泥浆循环，以确保钻孔的稳定性和钻探作业的顺

利进行。（2）坑探是通过在地表开挖探坑或探槽来观
察和取样地下岩土层的方法。坑探适用于地层浅部或需

要详细了解地表附近岩土层特性的情况；通过坑探，可

以直接观察岩土层的颜色、结构、构造等特征，并采集

到较为完整的岩土样本。坑探的优点是操作简便、成本

较低，但受限于开挖深度和范围，对于深部地层的勘察

能力有限。在进行坑探时，需要根据地层特点和勘察需

求设计合理的探坑或探槽尺寸和形状；开挖过程中需要

注意安全防护和环境保护，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

响。（3）洞探是通过开挖隧道或竖井来观察和取样地
下岩土层的方法。洞探适用于需要深入了解地下深处岩

土层特性的情况，如大型地下工程、矿山开采等；通过

洞探，可以直观地观察地下深处的岩土层结构、构造和

地下水条件，为工程设计和施工提供准确的地质信息；

但洞探的成本较高，施工周期长，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较大，因此需要谨慎选择和使用。在进行洞探时，需要

进行详细的地质勘察和设计工作，确保洞探的安全和有

效性；施工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守相关安全规范和环保要

求，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和周边环境的保护。

3.2  取样技术
在工程地质勘察中，取样技术是获取地下岩土层信

息的关键步骤；通过科学合理的取样，可以获取具有代

表性的岩土样本，进而在实验室中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测

试，以确定地层的物理力学性质、化学成分以及潜在的

工程特性。取样技术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原状取样和扰

动取样。（1）原状取样，是指尽可能保持岩土样本原始
状态不变的取样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原状取样对技术

要求较高，需要采用专门的取样器和严格的操作流程，

以确保样本在取出过程中不受或少受扰动。通过这种方

式取得的样本，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地层的天然状态，为

后续的实验室测试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原状取样常用

于评估地基承载力、变形特性以及渗透性等关键工程参

数，对于确保工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在

进行原状取样时，通常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层位置进

行取样，避免在断裂、节理或其他地质构造复杂区域进

行，以减少样本的变异性。取样过程中还需要注意避免

对样本造成过大的扰动，比如采用旋转钻进等方式时，

应控制钻进速度和压力，以减少对岩土层的破坏。（2）
扰动取样则是一种允许在取样过程中对岩土层进行一定

程度扰动的取样方法。这种取样方式相对灵活，可以应

用于更广泛的地质环境和工程需求；扰动取样通常用于

获取大量样本，以便进行更为全面的实验室测试和分

析。虽然样本在取样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

或破坏，但通过合理的处理和分析方法，仍然可以从中

提取出有价值的地质信息。扰动取样在实际操作中可以

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如挖掘、铲取或钻探等；取样时，

应根据具体的地质条件和勘察目的选择合适的取样工具

和操作方法；与原状取样相比，扰动取样在操作过程中

对技术的要求相对较低，但其取得的样本仍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能够满足大多数工程地质勘察的需求。需要注

意的是，无论是原状取样还是扰动取样，都需要严格遵

守相关的取样规范和操作标准，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

可靠性。同时，取样过程中还应注意安全防护措施，避

免对取样人员和周围环境造成危害[3]。

3.3  现场试验
在工程地质勘察过程中，现场试验是一个至关重要

的环节；它能够帮助工程师获取实际工程环境中的岩

土体性质，为工程设计和施工提供直接且可靠的数据

支持。现场试验主要分为两大类：原位试验和室内试

验。（1）原位试验是在岩土体所处的实际位置进行的
试验，其目的在于测定岩土体在天然状态下的工程性

质，而无需移动或改变其原始环境。这种试验方法的优

势在于能够真实反映岩土体在工程实际中将面临的各种

复杂应力和环境条件。常见的原位试验包括静力触探试

验（CPT）、标准贯入试验（SPT）以及动力触探试验
（DPT）等。这些试验能够提供关于地基承载力、岩土体
的变形特性、抗剪强度等关键参数，有助于工程师准确

评估地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以静力触探试验为例，该

试验通过逐渐压入一个探头到土体中，并记录压入过程

中的阻力和摩擦力变化，从而推断出土体的力学性质。

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细粒土和软土的勘察，其结果可以

直接用于基础设计。而标准贯入试验则是通过在土体中

打入一根标准化的钢管，并记录打入过程中的锤击数，

以此来评估土体的密实度和承载力。（2）与原位试验相
对应的是室内试验。室内试验是在实验室环境下，对从

现场采取的岩土样本进行系统的测试和分析；这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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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样本进行更为精细和全面的研究，揭示其物理性

质、力学性质以及水理性质等。室内试验通常涵盖密度

试验、含水量测定、压缩试验、剪切试验等多个方面；

通过这些试验，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岩土的组成、结构特

征以及在不同应力和环境条件下的响应行为。例如，在

压缩试验中，通过对岩土样本施加逐渐增大的压力，可

以观察其变形特性和压缩模量，这对于评估地基的沉降

变形具有重要意义。而剪切试验则可以测定岩土的抗剪

强度，这是基础设计中防止土体滑坡或剪切破坏的关键

参数。

3.4  地球物理勘探方法
在工程地质勘察领域，地球物理勘探方法是不可或

缺的技术手段；该方法依赖于物理原理，通过测量和分

析地球物理场的异常变化来揭示地下的地质结构和岩性

特征。其中，电法勘探、磁法勘探、重力勘探和地震勘

探是几种常用的技术。（1）电法勘探，是利用地下不同
介质的电阻率、极化率等电性参数的差别，观察和探讨

人造或自然电场、电磁场的位置变化规律和时序特征，

从而找出各类有用矿藏资源和发现地质构造和解决地质

学问题的重要地球物理探测工具。其主要用于寻找金属

矿、非金属矿床、油气田等资源，并可用于水文地质和

工程地质的勘察。（2）磁法勘探则是利用观察和研究
由岩层、矿物或其他勘探物体的磁力变化而产生的磁异

常，从而探讨地质结构和矿产资源及其勘探的分布变化

规律的一门地球物理技术。磁异常的目标体可分为具有

磁性的目标体和能感应出磁化的目标体两类；磁法勘探

在铁矿勘察、地质填图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3）重
力勘探，则是指通过构成地球地壳的不同岩体、矿体之

间的密度不同而造成的对地表的重力加速度值的不同，

而进行地质勘探的另一种方式。如果所探测地质物体与

其附近岩层存在相应的密度差别，则能够使用精确的重

力测定仪寻找重力异常。然后，再根据所测量区域的地

质条件和其他物探数据，对重力异常作出定性说明和定

量分析说明，便可推测覆盖层下的地质结构，以及矿体

的埋藏位置与形状、产状。重力勘探常用于区域地质调

查、金属矿的普查与勘探、石油与煤田的普查与勘探等

方面。（4）地动钻探则是利用人工手段激发地震波活
动，了解地震波在岩层中扩散的现象，从而发现地下的

地质结构，为探索油田天然气以及其他探测目的提供的

一项技术。地震勘察作为钻探前勘查原油和气体来源的

主要方法，在煤田和工程地质勘探、区域地理调查以及

地壳构造调查等领域，都受到应用。这四种勘探方法各

具特点，互为补充。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地

质条件和勘察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方法。同时，随着科技

的进步，这些勘探方法的精度和效率也在不断提高，为

工程地质勘察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技术支持。

结语

综上所述，工程地质勘查在建筑工程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通过详细的勘探、科学的取样、准确的现场试

验以及先进的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工程地质勘察能够为

工程建设提供全面、准确的地质数据和科学建议。这不

仅有助于确保工程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经济性，还能为

工程的顺利施工和长期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因此，在未

来的工程实践中，我们应继续深入研究和优化工程地质

勘察方法，以更好地服务于工程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高祖有.物探技术在工程地质勘察中的应用[J].世界
有色金属,2021(03):219-220.

[2]张昱.探析工程地质勘查中存在的问题[J].世界有色
金属,2020(22):184-185.

[3]黄耐石.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的主要方法及难点
[J].河南科技,2020(11):4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