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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水文、环境方面研究、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国

家的基础建设事业，在对其进行研究时，也要考虑其中

的地质构造问题，使其更好地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发挥

更为关键的作用。当前，我国的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因

此在基础建设方面，也需要更为科学和高效的方法。所

以，关于水文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的地质构造的研究工

作，就应当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从科学角度上适应我

国发展所带来的巨大需求，这也就意味着，水文工程

地质与环境地质的地质构造研究工作，必须符合国际

发展趋势。

一、水文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的地质构造研究的重

要性

地质构造是地球内部和外部应力的作用，使岩石或

岩石产生了形变或移动，从而形成的一种岩石结构。其

在成片的岩层中最明显，分布于岩浆岩带和变质岩带，

主要有褶皱、断裂、劈理、面状和线状构造等。它的存

在，直接关系到大坝基础的稳定与渗漏问题。主要表现

在：在折叠结构的核心部位，岩石破碎和裂隙发育、岩

石的力学性能差、渗透率高；在选择闸坝、电站和隧道

的时候，要尽可能避免此类区域。在选择地点时，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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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水库周围的断裂带条件，如果大的断裂带超出水库

范围，则有可能造成水库的渗漏。因此，在进行水文地

质工程时，研究其地质构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

由于近年来环境问题一直是人生产生活关注的重点问题

之一，所以进行环境地质的构造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

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

1.工程地质

工程地质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工程，所以其主要研究

领域也会随工程建设的发展而变化，在这当中，对于区

域稳定性的研究，例如：地震、地层及地表岩体的稳定

程度等，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所以，对工程所在地

进行地质方面的研究也就更加重要。运用各种先进的科

技工具，对地质组成和细部的结构进行分析，对工程中

的可行性方案提出建议，在技术层面上保证工程的合理

稳定[1]。

2.水文地质

水文地质学是地理学中的重要内容，其研究是以地

下水为主要因素的，在自然演变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变化

和运动为主要内容。在水文地质中，对地下水进行科学

研究的方法主要有治水和找水两种。治患是指在水文地

质工作调查各种工程可能会对水体资源造成的影响；找

水指的是通过对地质组成展开研究，从而确定出地层水

的分布状况或位置，并在后续的工作中，或打井或回避，

从而提高人们对水资源的利用程度，降低地层水对人们

获得资源所造成的影响。在进行水文地质工程建设时，

一定要注重对地质构造问题的研究，以便为工程建设提

供有效信息，保证工程顺利进行[2]。

3.环境地质

环境地质是上世纪中期提出的一种新概念，最初是

用来解决地面塌陷、滑坡和泥石流等问题。环境地质主

要是指范围大、影响深的自然灾害地质或人类活动对自

然的影响的有关情况，在国民经济开发的重点地区和交

通运营线路的规划中，通过科学的方式进行环境层面的

地质测量，减少因为地质变化等因素引起的自然灾害或

人为行为给人类经济建设或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从当前我国的环境地质状况来看，在地面水源、土壤以

及地下水的污染防治工作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

对环境进行治理或风险回避方面也可以进行相应的工作，

这就为今后的环境地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

数据[3]。

二、关于我国环境地质、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问题

的解决

我国的地质灾害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因此必须采

取相应的对策，解决地质灾害问题，使我国的经济能够

稳步发展，使我国的地质灾害分区和地区评估体系更加

完善，使地质灾害监测机制更加完善，使有关地区的矿

产资源、土地资源和气象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使我国

的水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根据实际有关地区的环境问

题，实现其在土地沙漠化等环节的有效应用，从而可以

有效抑制目前的生态退化问题，提高有关地区居民的生

活水平，有效的改善有关地区的贫困状况，实现我国的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均衡[4]。例如，促进长江和三角洲区

域经济和生态的均衡发展，对我国喀斯特地区进行有效

的治理，并对其生态脆弱的部分进行优化，帮助其解决

现实的生态问题，优化其有关的科学技术投资，提高区

域的总体经济效益。选取该区域的基础性与应用性问题，

开展多学科多部门联合的综合整治实验，以期早日扭转

喀斯特山地的落后局面，为喀斯特石山的治理、资源的

合理评估与开发以及西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

科学依据，并在区域及世界范围内喀斯特石山的治理中

发挥重要的示范效应。

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因为地质条件问题，无法

实现其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之近年来，随着对沿

海经济的发展和对海洋资源的开采，也引发了一系列的

环境灾害，无法实现对其自然环境的保护，造成了现实

的发展困难，进而影响到其区域的整体效益。因此，我

们必须要对一些海岸区域的环境污染状况进行分析，从

而达到对其污染环节进行有效的控制。环境污染不仅造

成渔业、盐业和旅游业的损失，还导致了赤潮的产生。

从实践需求出发，要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环节进行调控，

对其整体管理制度进行优化，对其资源发展环节和生态

建设环节进行完善，对其有关的环保法律制度进行完善，

使其资源建设环节与经济建设环节、生态建设环节之间

进行有效的协同。同时，我们也要完善其区域环境灾害

监测体系，推动其防控体系的优化，从而可以对一系列

的地质灾害进行有效的预防，进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其地质灾害的损失，推动其地表应用环节的优化，从而

达到对其本地土地资源条件的有效应用，推动其工程建

设环节的优化。

随着城市建设的持续发展，其废物的排放量也变得

更大，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我国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达到对垃圾排放的最优化，这样

才能更好地利用我们国家的大气污染和地下水污染的现

状，达到对有关废弃物利用的最优化，达到对城市废弃

物的地质安全处理的最优化，从而保证提高城市的综合

效益，让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配合，从而更好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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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践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不断地改变着所

处的环境，所以，协调人地关系，探索人的行为机制，揭

示人与自然的内在关联，已经成为维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因素，这也是人们认知地球的新起点和新突破点[5]。

三、水文、工程以及环境地质科技化发展

科技化已经成为许多学科所倡导的一种发展趋势，

与当前的发展状况和我们国家的实际状况相联系，将我

们国家的水文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的地质构造研究进行

科技化，这是我们国家现阶段在工程建设中必须要发展

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发展趋势，除了科学技术和装备上的

进步之外，我们还应该将水文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的应

用与政府的功能联系起来，在执行政府政策法规的过程

中，通过水文地质和环境地质对于环境监测、区域水体

监督等的方便，为我们国家的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提供

方便和支撑[6]。除此之外，多学科的扩展也应该是水文

地质与环境地质在地质构造研究中所要发展的一种趋势，

将地质学的基础学科和其它的学科相融合，从而在工程

建设中起到更为具体、更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这也是未

来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

1.发展过程中要遵循的思想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

在水文、工程和环境地质学的科技发展中，应当坚持下

列主线：一是科学发展的方向，一定要以西气东输、西

电东送、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为依托。二是科技创新的

发展要求以政府功能的发挥和依法行政的执法为根本方

向。政府提供的功能服务具体有：地质环境的监测、地

下水的监管和利用等。环境保护法和矿产资源法是我国

环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技术的发展要向多个领域

发展。针对水文、工程和环境地质进行的工作，实际上

是将地质的基本知识与环境科学和土木工程学相结合，

从而在环境科学和土木工程学中得到很好的运用，由于

工程施工所牵涉到的范围很广，并且看起来很复杂，因

此需要向多学科发展[7]。

2.岩石边坡

岩石边坡的结构与其自身的安全与稳定关系到工程

建设的质量与安全。但是，在外界条件的作用下，峡谷

塌陷、开采等对岩质边坡造成了较长时间的破坏，其对

岩质边坡的防护作用也会随之减弱。因此，加强岩体边

坡的安全防护工作，降低外部自然环境对岩体的冲击，

增强岩体的稳定，防止其发生坍塌，是今后工程与环境

地质学发展的重要方向[8]。

3.湖海资源开发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对湖海等资源的开发利用已

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这种做法在缓解

人地矛盾，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

很多严重的环境问题。随着湖面的缩小，沉积物量的增

大，会引起周边地区的水文、生态、生态等方面的变化，

进而导致城镇湖面的排涝功能减弱，导致汛期积水风险

增大。所以，在发展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的技术时，要

注重在技术上对上述问题进行处理，既要减轻资源冲突，

又要保证原始的生态功能不受最大程度的损害，才能在

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达到经济与生态共赢的目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文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的相关研究，

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地质构造分析和对地质环境的变

化进行合理地预测，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生产条件，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保证人们能够安全地生活和

工作，人们需要对水文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的相关问题

进行了解，才能为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更多的保障。

因此，有关部门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才能

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在这一过程中，有关人员还需要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这样才能

更好地解决水文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问题，促进我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乐霖.水文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的地质构造研究

[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23（03）：107-109.

[2]姚伟.水文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的地质构造研究

[J].中国金属通报，2022（09）：204-206.

[3]张阳，陈荣，杨永印.研究水文工程地质与环境地

质的地质构造[J].世界有色金属，2021（21）：226+228.

[4]杨飞，刘喜湘.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的科

技发展[J].绿色环保建材，2021（10）：190+192.

[5]刘行行.水文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的地质构造研

究[J].建筑安全，2021，34（05）：75-77.

[6]任强.水文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的地质构造研究

[J].广东化工，2022，45（15）：175+163.

[7]王文斌.水文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的地质构造研

究[J].环境与发展，2021，29（05）：138-139.

[8]马卫东，李杰.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

质的科技发展趋势分析[J].世界有色金属，2021（14）：

244+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