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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水文地质问题在工程地质勘察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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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能源的需求量也随之与日俱增，如对地下水的需求等。水文地质问题是工程地质勘测重点关注
的内容，如果发现水文环境存在一些危险情况，如何有效合理的规避则会变为首要任务。本文从影响工程建设中的水文地质因素出发，分
析并探讨了水文地质勘察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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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勘察是指勘测地下水的运动状态，同时检查并分析自

然界中的地质变化规律。借助水文地质问题的研究，相关人员可以
直观看到地下水的性质及其形成方式，为合理运用地下水提供有效
指导。   
1.影响工程建设的水文地质因素 
1.1 地下水位 

地下水位会直接影响工程建设的进度。大肆开采地下水资源导
致水位下降之后，容易因为外界压力导致地面发生塌陷等，严重时
可能会引起大型建筑物发生损坏，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
全。当然地下水位的升与降还会受到气候的影响，像我国常常表现
为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又过于寒冷干燥。对于工程建设来说，地下
水位下降首先会使地下岩石的水含量改变，其后影响岩石的应力，
让工程建筑出现倾塌等问题，对建筑内部的用户安全造成不利影
响。其次工程中会用到挖掘机等器械，但岩石水理性质改变之后，
会直接影响这些器械的使用年限。 
1.2 地下水质 

众所周知，地球的生态环境属于动态的循环系统，而水资源则在
其中充当动力的角色。然而由于工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地下水资源的
需求量日渐增加，人们在开采利用水资源的同时也对地下水的质量造
成伤害[1]。像很多工业生产中的废弃材料直接大量排放到水系统中，
造成地下水质急剧下降。还有一些排放到大气环境中的毒害气体，在
水循环的过程当中又会伴随雨水进入地表的河流中，即变成酸雨造成
湖泊污染。当污染的水渗入地下水之中，又会让原本纯净的水质变浑
浊，或者让已经有些污染的水质恶化。与地下水位相似，水质的变化
也会通过影响岩石的性质进而影响工程建设的过程。 
1.3 地下水动力 

如果没有人类的干预，地下水原本则为性质相对稳定的系统，
即使出现水污染等问题，也会逐渐调整过来，水动力则会引导地下
水进行定向流动，即从高压处流向低压处。然而现实中却因为人类
的水资源开采打破了这种平衡状态。开采过的地方会出现明显的凹
陷，地下水的定向流动也会因为类似漏斗的凹陷发生改变。除了水
资源的开发利用会影响到地下水动力之外，开采埋于地下的矿产资
源也会出现相似的情况。岩石一经挖掘出来，原本对地面的支撑作
用就会减弱，而水动力的存在可能使得地下水持续冲击地质，容易
引起井涌，威胁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 
2.水文地质勘察在工程建设中的作用 

水文地质勘察是通过一系列的勘察手段，用以了解分析地下水
污染的原因和程度等。常见的勘察手段如坑探技术，可以用来分析
当前地下水的大致情况，包括地下水的分布以及污染途径，当然其
也能够将勘察之后所得的数据进行具体研究，从而利于归总地下水
质的变化规律[2]。 

工程建设涉及的地域范围比较广泛，如果缺乏科学而系统的水
文地质勘察手段，会直接影响到工期。当前野外的水文地质勘察手
段常会用到地面电法，电法勘测可用于寻找地下掩埋的金属以及非
金属的矿床，同时还可以确定地下水资源的情况，能够为工程建设
提供较为准确的数据资料。除此之外，物探法可用于掌握地下水是
否出现污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更加先进的技术手段也逐
渐应用于水文地质勘察当中，例如借助卫星导航前往人力难以逾越
的地区进行实地拍照等。无论是电法勘察还是物探法等，这些工程
探测的手段都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地下水污染的不利影响。 

3、做好工程地质勘察的几点要求 
3.1 检测分析地下水的存在形式及水理性质 

地下水的存在形式主要包含结合水、毛细管水和重力水三种类
型。 

较一般的水体，结合水的水体密度更高。无论是从水体弹性还
是粘附性而言，都具备一定的抗剪能力。结合水内部的水分子之间
作用力强，能有效保护自身结构。与此同时，结合水不容易受到重
力的影响，也不会对岩石的水理性质产生较大影响。按照分子作用
力的强弱，结合水可以细化为强结合水与弱结合水两种。其中强结
合水主要存在于粘性明显的土壤当中，不容易对外部水体发生作
用。弱结合水又叫弱薄膜水，集中分布于水体的外部，比强结合水
的附着力弱一些，但整体而言具有一定吸附力[3]。 

毛细管水常见于土质疏松的土壤中，如沙质土等。其是内部存
在毛细管力的作用水体，通常这些水体还会受到重力的影响。当毛
细管力与重力之间存在大小关系时，毛细管水相应的也会发生变
化。当毛细管力大于重力时，水位则会逐渐上升，反之则下降。 

重力水主要会受到重力或是水体压力的作用，能让土粒漂浮起
来。重力水与防洪之间关系密切。 
3.2 检测岩石的水理性质 

岩石的水理性质是指岩石和水之间互相作用而使岩石发生相应
变化的性质，主要从透水性、崩解性以及速水性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透水性是指在重力作用下，地下水对岩石的穿透情况。一般情
况下，如果岩石自身的通透性强，则透水性也会更加明显，如果通
透性差说明岩石的透水性差。岩石的透水性主要与岩石层的空气流
通有关。 

崩解性是指岩石经过地下水的浸透，小分子颗粒的连接性减
弱，导致出现崩裂的情况。通常会测量岩石的给水度，用以确定岩
石层的释水程度，是必要重要的测量指标。岩石的崩解性大小取决
于矿物成分间的作用力。 

速水性是指岩石吸收地下水之后发生的明显变化，如体积膨胀
或者收缩等。导致岩石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结合水的水膜厚度发生
改变，可能会引起地面隆起或塌陷，影响工程中的地基建设[4]。 
结语: 

现实情况下对水文地质进行勘察时，由于勘察环境或工作人员
素质等约束，很容易忽视一些细节问题，导致工程建设过程出现阻
碍。为了保障工程建设的实际效率，应继续加强水文地质勘测的研
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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