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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水工环地质勘察工作已经广泛使用到了各

种高新科技，有效推动了我国工程地质勘察、环境地质

勘察以及水文地质等领域高质量发展。江苏镇江丹阳市

必须要不断加大水工地质勘察关键技术的应用力度，如

此才能保证水工环地质勘察工作质量和技术应用水平，

从而满足工程建设需要，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一、案例分析

前几年丹阳市作为地质调查局服务实行的新型城镇

化战略中小城镇地质调查的试点城市，该项目紧跟丹阳

市城市发展计划，着重调查丹阳市主要的环境地质问题

与地质资源特点，为丹阳市城镇建设提供数据保障。尤

其是在实行系统化地质研究工作中，全面认识了地理

环境。在地质研究中，丹阳市使用了粒度分析、古生

物鉴定、同位素测年以及钻探揭露等技术防范，针对

前人调查数据进行了验证，比如资料中的区域中的太

湖冲湖积平原区全新世古河道的形成时间、物质来源、

空间布局以及具体成因 [1]。实践证明，所划分的古河

道实际上是一碟形积水洼地，在新时期下，冰期渐渐

结束，气候逐渐变暖，地域广泛分布了阔叶混交林。

在气候变暖后，雨量减涨、海面不断提升，海水开始

波及河床。当海侵直达高峰以后，海水会顺着支流或

者低洼区域逐渐侵入到丹阳市东南部，从而造成地区

镇江海侵。

在晚更新世纪末时期，丹阳市的东部便形成了波状

平原低洼处汇集流入到海水中，逐渐构成了积水洼地，

因为水体更多为入侵海水，整体水体环境更偏向于滨海

泻湖，被该区域的沉积水动能比较弱，对于基底侵蚀作

用不太明显；蝶形盆地当中发育大量海相有孔虫，同时

中心水体更深处地区存在着发育浮游孔虫，同时有着厚

度相当的沉积物，即近静水细粒沉积物，通常为湖沼沉

积为主，在丹阳市的北东段局部有着进水通道沉积，主

要为粉砂。其中水质中微体古生物以及同位素测年最终

数据显示，该区域的积水洼地主要是全新世镇江海侵最

大海侵，海水溯江而上，入侵至本区低洼区汇集形成 [2]。

在今后的水工环地质勘察工作中，丹阳市可以结合各种

先进技术开展工作，这样可以不断提高勘察数据和结果

的可靠性与精准性。

二、丹阳市水工环勘察工作中的关键技术

1. 电法技术

电法技术是水工环地质勘察工作中使用最多的技术

之一，在丹阳市地质勘察中应用该技术可以进一步提高

勘察效果与质量。另外，电法技术发展历史比较漫长，

因此技术层面相对成熟，通常情况下，该技术划分为两

种，其一是高密电法，此技术的勘察核心是方式，被广

泛应用到野外勘察中，其勘察数据精准度较高、操作也

比较便捷。其二是激化法，该方法主要运用相关方式激

化岩石，这是因为岩石内部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能够在

差异不同情况下辨别结果，一般被使用到水资源勘察或

者岩石勘察中。

2. 钻孔静止水位测量技术

该技术是完成钻孔施工任务之后，要求相关人员有

针对性的测量水工环地质区域的实际水位，测量时间的

间隔控制在五分钟以此，最后一次测量时间保持在开始

测量周的一个小时以内，在测量全过程中，相关测量人

员要详细记录各项数据，并且保证为一个小时一周期，

全面观测水位实际情况，进而保障钻孔静止水位测量数

据的真实性 [3]。在丹阳市水工环地质勘察中便可以有效

使用该方法，以此保证水位在不断变化中其最终的测量

数据相对稳定精准。另外，还要结合丹阳市实际情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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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环环境等，适当调整地质勘察测量方式，合理分析

测量的数据信息，确保钻孔静止水位测量技术得到充分

应用。

3.GPS 技术

在技术在水工环地质勘察中起着重要测量作用，可

以精准定位地质危险区域，搜索勘察领域中最关键的位

置。现阶段，该技术更加实用与先进，可以有效应用到

海陆空领域中，并且为测量人员提供更加精准的导航服

务。所以在丹阳市水工环地质勘察项目中合理应用 GPS

技术，可以不断降低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为勘察人员

提供更加真实合理的数据信息，从而提升勘察工作效果。

另外，GPS 技术还能有针对性的监测环境当中的地质灾

害、水文分布以及环境污染等，实时收集相关的精准信

息数据，进而有效分析数据和处理数据，保证勘察工作

的最终质量，并为后期提供更加合理的数据支撑。因此

勘察人员在收集数据后应做好实时记录，通过信息技术

保留数据，可以按照以下表 1 进行填写，确保数据的完

整性 [4]。

表1　GPS控制测量外业记录表格

观测日期：　　　　观测者：

点名： 仪器号：

开机时间： 天线高：

关机时间：

观测点描述：

有无大范围水域，河、湖、池塘等

有无无线电干扰源，发射塔、高压线等

有无遮挡

有无大面积反射面，玻璃幕墙等

4.RTK 技术

该技术在实际使用中，还需要结合 GPS 技术相位差

分才可以高效完成工作，实时定位的数据信息会通过基

准站传送数据，也叫改正数，同时有效结合流动站的应

用技术，能够实时处理好测量数据。其工作原理为：在

正式测量之前，合理设置好接收机，通常将其放置在流

动站或者基准站上，与此同时，在安装全过程中，接收

机可以精准、实时的接受定位系统传递来的相应信号。

随后借助基准站收到的精准定位和信息数据处理结果，

开展有效的数据对比分析工作，以此保障最终数值的正

确性 [5]。还要应用无线电数据链电台，把最终的数值高

效发送到流动站中。流动站的处理方式：结合信号的距

离和实际强度选择基础站开展常规的 RTK 作业、当某个

基准站出现问题时能够灵活切换、其本质上就是常规的

RTK、需要流动站通信设备具有自动化扫频性能。一情

况下可以在丹阳市环境污染防治中应用该技术，比如灾

害的检测和防控，还有水污染监测等勘察工作中，以此

提高勘察工作的有效性 [6]。

5. 遥感技术

遥感技术工作原理见图 1；在丹阳市水环工地质勘

察工作中，可以使用遥感技术获取更多遥感数据，以此

保证勘察技术水平。在实际使用中，遥感数据所呈现的

地物表现能力大不相同，还需要基于地物波普特点，合

理选择成像方式，比如地物类型主要为解译植物时，可

以使用 MSS5、TM3、TM2 等成像方式收集遥感数据。对

于数据的处理，遥感技术主要包括几何校正技术和辐射

校正技术，丹阳市需要结合实际要求，选用合适的数据

进行处理，处理好的数据将以图像形式呈现出来，相关

人员需要合理裁剪图像，将有价值的部分保存下来，排

除无关的数据信息 [7]。最终将合成图像波段，为地下水

信息解释提供依据。对于信息的解释，因为地下水信息

数据和勘察地区的植被分布、地质特征以及地貌特点等

相关，比如人类活动，一般人类活动比较平凡的地域，

地下水一般更大，所以相关人员在分析辐射亮度、植被

和土壤水分之间的关系之后，才估测地下水位的分布情

况，以此获取更加精准的勘察结果。

目标物 传感器 遥感平台 成果

专业图件

统计数字

信息处理

信息分析
传输

物体辐射或

反射电磁波
收集

图1　遥感技术

6. 地质雷达技术

在水环工地质勘察中，地质雷达技术也是非常重

要的技术之一，其主要原理是结合探测目标选用合适

的发射机，并结合发射天线发射相应频率的脉冲电磁

波讯号，使用超高评电磁波来探索地下介质的实际分

布状况。地质雷达基础理论中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如下，

，其中的 J=J外+J自

当发射机发射相应频率的和脉冲宽度的电磁波信号，

如果信号在岩层当中产生反射信号，随后被反射讯号以

及直达讯号利用接收天线传送到接收机以后，将其放大

之后通过示波器呈现出来你，示波器有无反射波数值，

就能判定监测目标的存在性，结合反射讯号的目标物体

平均反射波速以及滞后时间，还能大概计算出检测目标

的实际距离，雷达的工作频率见表 2。



23

7. 技术创新

创新是快速发展的基础，就丹阳市的水工环地质

勘察工作中，一定要高度重视技术的开发应用与创新，

可以积极使用上述的 GPS 技术，通过物探技术比如图

2 所示，以及遥感技术等。同时要确保技术应用和勘察

工作的适用度，必须要保证技术作用的充分发挥，这

样才能保障勘察作业的质量。此外，对于技术的应用，

必须要安排专业人员，培训其专业操作知识，防止在

工作中出现各种大失误，在丹阳市地质项目模拟中，

便能使用遥感技术采集数据，开展综合分析，降低工

作人员工作压力，节约时间，合理使用化学分析法检

测水质 [8]。

图2　物探技术

三、结语

丹阳市的水工环地质中勘察工作与开发利用对于国

家经济而言有着现实意义，并且在环境保护中有着一定

重要性，在科学技术高效发展下，水工环地质勘察工作

成为现代勘察技术重点应用领域。与此同时，丹阳市水

工环地质勘察工作对于能源建设而言影响较大，所以相

关人员必须要高度重视勘察工作，积极学习先进的勘察

技术与实际应用，全面掌握丹阳市的水文地质特点与实

际情况，合理分析水文环境对于工程项目开展各种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有效使用新技术，这对于国家水工环建设

而言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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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雷达的工作频率

带号 频带名称 频率范围 波段名称 波长范围

-1 至低频（TLF） 0.03-0.3Hz 至长波或千兆米波 10 000-1000 兆米（Mm）

0 至低频（TLF） 0.3-3Hz 至长波或百兆米波 1000-100 兆米（Mm）

1 极低频（ELF） 3-30Hz 极长波 100-10 兆米（Mm）

2 超低频（SLF） 30-300 Hz 超长波 10-1 兆米（Mm）

3 特低频（ULF） 300-3000 Hz 特长波 1000-100 千米（km）

4 甚低频（VLF） 3-30kHz 甚长波 100-10 千米（km）

5 低频（LF） 30-300 kHz 长波 10-1 千米（km）

6 中频（MF） 300-3000 kHz 中波 1000-100 米（m）

7 高频（HF） 3-30 MHz 短波 100-10 米（m）

8 甚高频（VHF） 30-300 MHz 米波 10-1 米（m）

9 特高频（UHF） 300-3000 MHz 分米波 10-1 分米（dm）

10 超高频（SHF） 3-30 GHz 厘米波 10-1 厘米（cm）

11 极高频（EHF） 30-300 GHz 毫米波 10-1 毫米（mm）

12 至高频（THF） 300-3000 GHz 丝米波或亚毫米波 10-1 丝米（d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