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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质勘察中的水文地质危害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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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开展工程项目建设时，拥有科学有效的水文地质信息数据能够保证工程的顺利开工，水文地质的勘探

测量能够为工程建筑设计提供抗震性能、结构强度等有效信息。因此，工程开工之前的水文地质勘探测量数据的

准确性和有效性，能够为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从而保证工程建设的质量，减少地质灾害的

发生。此外，工程建设单位如果忽略了工程前期勘探中的水文地质勘察，将会在后续的工程建设当中产生一系列

的水文地质灾害，其中包含地基基础受到腐蚀，地面下沉等问题，从而对工程建设的质量产生危害。因此，本文

针对工程地质勘察中的水文地质灾害进行研究分析，制定了减少水文地质灾害的措施，以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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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hydrogeological information data can ensure the smooth start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ydrogeological exploration and measurement can provide effective information for seismic performance and structural 

strength of engineering buildings. Therefore,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hydrogeological survey data before the project 

starts can provide strong data support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so a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In addition, if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unit ignores 

the hydrogeological survey in th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project, it will produce a series of hydrogeological disasters in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including the corrosion of the foundation, ground subsidence, and other problems, 

which will harm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hydrogeological disasters 

in engineering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formulates measures to reduce hydrogeological disaster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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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的地质勘探工作能够为工程建设项目的顺

利施工和安全生产提供重要的基础保障，地质勘探工作

的有效性和质量将会影响整个工程建设的质量和发展。

从工程建设的角度来看 [1]，工程地质勘探工作是连接工

程的前期建设，正式施工，以及工程竣工的重要枢纽，

其在工程建设的所有环节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地

质勘探对工程建设区域内的水文环境和地质环境进行勘

察测量，能够保证工程的安全生产和建设质量。根据近

几年的工程建设施工情况来看，施工现场的环境相对来

说较为复杂，致使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事故频繁发生。

据工程建设的不完整数据显示，冒顶、突水等地质问题

是施工现场常见的地质灾害，且此类事故多受水文地质

的影响而发生。基于此，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加强工程建

设的勘探测量工作，以保证工程建设的质量和安全生产。

一、工程地质勘察中水文地质危害分析

（一）水文地质中的潜水位上升

如果工程建设地区内的水文地质环境中的潜水面不

断上升，就会使岩土含有的地下水数量增加，从而对地

质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并且提升了施工难度，甚至会对

一些已经施工完成的环节产生影响 [2]。因为土壤浮力的

大小受水文地质潜水位高低的影响，而土壤浮力的大小

又会使建筑结构的受力稳定性受到影响，因此潜水位的

上升或下降将会造成建筑物的倒塌或局部损害。与此同

时，潜水位的上升与下降会对地质环境的平衡状态产生

影响，土壤颗粒也会因水分含量的增多而呈现高饱和状

态，从而导致地质环境的各项测量数据无法满足工程建

设项目的施工标准，因此也会导致施工建设中产生难以

预料的灾害问题。影响水文地质环境中潜水位的上升因

素有很多，比如，雨季降雨大、工业生产中工业废水与

人民的生活用水的随意排放，都会增加岩土中水含量。

（二）水文地质中的地下水位下降

如果工程建设区域内地下水位下降，将会导致地面

以下的建筑物结构发生变化、预埋管线的位置发生偏移

等。因为在建设相关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一定会对建设

区域内的水文地质环境进行勘探测量，以此为基础进行

工程建设施工，能够使建筑工程的主体结构达到平衡稳

定的状态 [3]。如果水文地质环境中岩石内的水分含量发

生变化，将会使岩层内部的空隙变大或缩小，从而使其

体积在重力作用下改变其体积的大小，同时，因土壤结

构的分布不均匀以及重力作用的不集中，将会使体积的

压缩无法形成比例，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因此就会对地

面上的建筑物，从主体结构、地基基础等方面造成不同

程度的塌方与下沉，此类不均匀的地面下陷会使建筑的

主体结构产生裂缝、倾斜，甚至是坍塌等问题，严重时

会使建筑的主体结构产生断裂，整体坍塌，从而造成严

重的地质灾害和一些不必要的人员伤亡。

（三）水文地质中的地下水波动

通常水文地质环境中的地下水位会因外部的挤压以

及内部的地壳运动而产生水位波动变化，比如，雨季降

水量的不断增大、居民生活用水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各

类用水的排放等，此类状况会影响地下水的数量变化，

从而引起地下水的产生波动，而地面上的建筑物的结构

会因地下水位的变化而受到影响 [4]。其中，最为明显的

就是建筑物的地基结构会因水文地质环境的变化而失去

稳定性，尤其是在砂质的地下土层中，地下水位的不断波

动将会直接改变砂质土层的体积大小，这种体积的不稳定

变化将会直接对工程建设的建筑结构地基基础产生危害，

从而影响项目建设中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和质量安全。

二、工程地质勘察中水文地质危害防护策略

（一）重视水文地质危害，提升勘察能力

由于水文地质环境的不断变化将会对土质结构产生

影响，从而对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产生影响，严重的甚

至会造成安全生产隐患。因此对工程项目的设计人员必

须严格要求，在项目设计阶段必须重视水文地质环境对

工程项目建设的影响。在工程建设的前期勘察中，勘探

部门应当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对水文地质环境

进行全面勘探测量，并找出可能会对工程建设产生不利

影响的水文地质问题，同时制定有效的预防与治理方案，

以此来保证在工程建设施工时水文地质问题在可控范围

之内，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水文地质对工程建设施工的

影响。同时施工单位项目管理人员应当有效地落实地质

勘探测量工作，以此来提升测量数据的精确度和实用性，

从而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序开展。在水文地质的勘测过程

中，涉及很多有关建筑学、勘探、测绘测量等知识，同

时勘测的环境和点位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就要求勘测

技术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经验和勘测知识，因为在地质

勘探测量中，技术人员会面临一些未知的挑战，从而增

加了勘测的难度，技术人员只有拥有充足的经验和技术

才能保证地质勘测数据的精准程度，从而根据地质测量

结果发现水文地中的潜在问题。施工建设单位应当着重

培养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以此来减少水文地质灾害发

生的概率，从而真实地反映出水文地质的具体信息。勘

测技术人员也要在工作中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己的知识

储量，并在工作的同时学习先进的勘探测量技术，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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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勘探测量工作进行有效结合，从中总结经验，完善

并应用相关地质勘测技术 [5]。同时，工程建设管理部门

可以利用评价体系对水文地质的勘测数据进行综合评价，

以求达到工程建设管理的要求，并在其中言明建筑勘测

人员的职责，让勘测人员能够更加自己的工作职责来完

成工程建设的勘测工作，从而保证工程建设的项目质量

和技术人员的勘察勘探能力。

（二）根据工程建设需要，科学应对处理

在工程项目建设当中，项目建设的负责人应当结合

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有效的解决措施，并采用有

效的技术手段来解决水文地质环境中可能会出现的危害

及问题，做到防微杜渐，最大限度地降低水文地质危害

的影响。比如，工程项目建设区域内的地下水位较高，

相关技术人员可利用有效预防措施来做好工程项目的防

水处理工作，利用隔水帷幕等材料将地下室隔离在工程

建设的建筑 = 之外，用此方法来降低水位变化对工程建

设的影响，从而保证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稳定性。除此

之外，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还应当加强工程建设的监管

力度，严格监管施工建设的每个环节，以此来降低施工

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比如，在施工建设中发现

岩土的透水性无法满足建筑工程的设计要求，那么就需

要根据建筑要求将岩石更换为硬度较大、透水性较差的

材质，从最大程度上来保证工程建筑结构的稳定性能 [6]。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当与当地的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的

沟通交流，来有效地控制施工现场附近的人员流动，以

此来降低水文地质灾害的发生。在工程建设当中，一旦

对水流进行截流处理，或者因生产需要增加地下水的使

用量，就会对地下水位的上升或下降产生影响，从而出

现蝴蝶效应，对工程建筑施工的结构产生不利影响，致

使建筑结构失去平衡，同时还会对工程的建设质量等产

生一系列影响。

（三）根据水理特性，加强研究力度

勘探测量技术人员应当对水文地质环境中的水理性

质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与探索，此项研究有利于提高人

员的勘测技术、帮助建筑施工人员及单位有效地解决因

水文地质所产生的灾害。勘测技术人员只有全面的掌握

和理解水文地质环境中的水理特性，才能够在勘探工作

中及时的发现水文地质灾害问题，并利用相关措施来降

低事故发生的概率，并根据其特性来有效地完成勘探测

量工作，保证工作实施的质量和效率。除此之外，水文

中的水理特性还会对地质中的岩土强度、硬度，岩土的

易变程度等造成影响，从而加强了水文地质勘察工作的

难度，因此，勘察技术人员可以从岩土结构的吸水能力、

柔软程度、可塑性等方面进行地质勘探 [7]。从物理的角

度可以将岩石中的水分为气态水、结合水、毛细水、重

力水等。在人为运动与地球重力作用的共同影响之下，

水文地质中的重力水能够自由地在岩土环境中进行流动，

其是研究水理性质的重要方向，同时也是水文地质的重

点研究对象，因此勘察技术人员应当着重研究重力水的

水理性质，利用先进的勘测技术有效的测量重力水理性

质的相关数值，从而科学有效地找出水文地质中存在的

安全隐患问题。

三、结束语

综上，在工程项目正式施工之前，科学有效的勘探

水文地质环境，综合测量数据及地质特点应用有效的处

理措施，能够使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和使用期限得到有效

提升。同时，在勘探中应当着重分析地下水位的变化，

并研究其性质，发现水文地质的潜在问题，制定行之有

效的解决措施与预处理方案，以此来降低水文地质灾害

对建筑工程所产生的影响，提高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和

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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