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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思路探讨

姚晓燕

山西省地质勘查局二一一地质队有限公司 山西忻州 034000

摘 要：水工环地质涉及面广，包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等项目。地质科学中，基于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的评

估解决思路，在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某工程建设概况，探究了基于工程概况的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思路，以为地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工作提供可行性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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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质工程中，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为地学研究

的关键之意。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今天，水工环对水源的跨地

域调度，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环节，基于洪涝灾害等的预防

作用更大，还对缓解工农业水资源不足等提供了保障。特结

合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思路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的思路如下：

1  工程概况

某水利工程为水利水电枢纽，由拦河坝、电站等建筑

物组成，拉河坝为碾压土石坝，最大坝 60 m，坝前设护砌

工程。水库正常蓄水位1800m，总库容120亿3，装机总容量

180MW，多年平均发电量5亿km/h；面板堆石坝为混凝土，

坝顶高程675m，最大坝高153m；最大泄洪流量8.35m3/s。校

核洪水位1543.4m，据相关评估技术部门要求，对本工程的

地质灾害危险性和危害程度加以评估，以在地质灾害防治

上，经水工环地质灾害评估作为基本评估思路加以提倡。

受此次工程建设环节，大坝左右两岸开挖施工引发边坡

稳定性不足，成为诱发滑坡及其山体崩塌的主因；而引洪渠

施工引发的自然边坡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极大程度地造成了

工程后期运维环节有可能在地质灾害影响下，造成不可估量

的损伤。而在围堰基础右岸开挖施工中，受上部土体的生物

力学应西乡，导致软弱结构滑坡现象，也成为围堰泥石流风

险的主因。

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要点上，需将边坡开挖和防

治泥石流等策略作为问题解决的核心关键。

2  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细则

2.1  评估现状

水工环地质现场勘查是保证公民正常有序生活，科学合

理防治方案制定的可行性方略，并在环境保护中对确保 地质

稳定性提供了技术支持。而基于现场勘查的认知度控制和技

术设备评定，可为进一步提高评估人员的技术操作水平提供

可行性借鉴，也更便于在后续的危险性评估风险等级划分及

其维护当地生态环境和谐上发挥其应有之义。

2.2  评估中的关键点

水工环地质灾害作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关键，其评

估重点上更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需在关注地质灾害面积和

数量的情况下，深入考虑。经实际考察，本项目场地及周围

岩层和地形经准确性评估后，斜坡、冲沟、现场地貌等均为

其考察重点。而危险性评估中，基于管理、技术、设计等的

重视，对预防地质灾害提供了可能。为降低地面沉降、地震

灾害等的发生，基于石油、矿产开采；岸边土层软化，水库

坍塌泄洪危险等；必要时应用盾构施工以防止小规模岩体崩

塌、滑坡；机类设施引水隧道施工中，为防范可能存在的岩

体松动、隧道稳定性差及其坍塌等风险。

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要求查明拟建区域水文

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及环境地质问题及其可能引发的危

害性。针对不同地质类型的工程加以考察并依据相关条件，

对潜在危险区域进行风险规避，以确保治理后的效果更能满

足现代社会要求，以为区域性能安全提供建设依据。

水工环是水文地质环境合理分析和勘探工作进行的基

础，对保障后续项目工程材料、施工设备及其进度，科学安

排施工，提前预测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危险。在预估地下岩

溶、地质条件等环节，将水工环作为细致化评估关键，以在

岩溶面积、深度、发展中做好细致化分析、研判。以在一定

标准下进行清晰合理的判断工作，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

而加强地质环境的勘测，深入地质勘探工作，着重对山

区地理构型、地质层次等精准评估施工现场地质环境探究工

作，以更好地实现对地质灾害等情况的发生，以确保测量的

数据和出具的报告符合预期。

2.3  预防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有效措施

2.3.1  工程地质灾害

针对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度不佳的因素，通过

做好施工现场的勘查工作来进行准确的研判。因此次工程施

工建设中，地质灾害情况较特殊，有别于平原的特殊地貌，

故针对该类评估工作的有序进行，更能符合不同地质类型工

程条件的划定，也能对潜在的建设分区提供灾害潜在区域划

分提供依据，以规避方式或新的治理手段加以处理。

2.3.2  水文地质灾害

在实际的工作稳定性评估中，需将水文因素及其水文条

件的分析作为勘查重点，合理划分相关数据并做好评估。具

体施行中，严格岩溶地区发育情况，并明确主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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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数据及评估依据的划分上，应就地下岩溶结构层次

的评估作为参考，对现存的标准施以完善的等级划分，确保在

工程建设的施工面上，为完善和预防处置施工提供运行依据。

2.3.3  环境地质灾害

在实际的地质环境勘查中，需结合地质环境的基本特

点，寻求与施工技术、设备运行及其环境相关知识方面的培

训，确保评估工作人员的专业性。评估细节上，针对本工程

涉及的建设概况，将对地质灾害的评估作为危险性分析考评

重点。

3  提高评估准确度的策略

3.1  完善勘察管理体系       

区域构造稳定作为当下水利工程地质勘查环节的重点，

无论是规模还是重要性，均离不开对工程的有效勘察。评估

重点上，包括工程建设区、规划区地质环境条件等基本特

征；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工程建设区和规划区各

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价中，提出有效的

防治地质灾害措施与建议等。

具体工作程序概图如下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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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完善工程周围水文环境勘察

构筑水文巡测基地，提升工程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

水质监测等；生态环境治理上，基于水资源管理、防汛抗

旱、城乡供水、水工程建设等提供合宜的划分依据，并能针

对灌浆围堵地下径流等提供渗漏、管涌等依据。

3.3  完善技术，提升评估质量

水工环地质行业受信息技术的影响幅度也进一步加大，

计算机技术，还是信息技术均发挥了显著的效果；以GPS 技

术应用来看，可精准地达到了预期的测量效果。通过遥感解

译、水下测量、水工环调查、物探、钻探等手段开展综合地

质勘察，查明朱仙庄采煤沉陷区的地质灾害类型、分布与规

模、沉陷现状及影响范围[1]。

3.4  完善人才培养，政策制度作保

在水利工程的实际建设中，受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环节的专业人才较少。故在实际的人才培养层面，尚需

以完善的政策制度作为基础，广泛听取社会层面相关人员建

议，以在国内外经验借鉴中，寻求创新型人才，并使得该项

工作的发展更契合时代要求。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GH/Z?3003—2010)

数据检核点需在精度上满足生产规范，成果数据可用于灾害

体变形特征分析、几何参数快速提取，辅助分析评估险情、

灾情[2]。若当地降雨强度大于30.72 mm/h且持续时间超过30min

时，排土场就有发生滑坡危险的可能，需要提前做好灾害评

估和险情预防工作[3]。建构水工环地质信息服务模型，并整合

多源异构数据实现水工环地质信息的社会化共享[4]。针对地

下资源被开采后的区域应积极做好相关善后工作，同时应做

好严格勘察工作，分析是否存在地质灾害的风险隐患，积极

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然，积极提升水工环地质

灾害的防治工作[5]。为精细化和准确化预报地质灾害风险，构

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组织及责任体系；完善陇南市自然灾害

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实现各部门专业监测设备、预

警预报工具、预警信息发布渠道、群测群防员整合共享；系

统建成指挥系统数据库和指挥系统业务平台，实现气象、水

利、国土、水文、环保等部门的自动气象站、雨量、水位、

河流流量、环境监测自动监测站等自动监测站的资料共享。

预警信息还能以字幕形式和语音形式，插播到当地电视、广

播、出租车显示屏等媒介。必要时可有效整合各类信息，科

学预测与危险性分析，判断预警级别并快速发布预警，为应

急指挥决策的“控制台”行应急救援处置[6]。

总之，在水工环地质勘测中，通过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勘

测，对测量工作行统一安排，在区域划分后可更好的进行周

边环境测量、检测、分析、反馈工作，提升水工环地质灾害

的评估准确度。还需要提高水工环地质勘测工作人员技术，

于水工环地质勘测施工阶段，建立在施工的安全性的基础上

进行的水工环危险性评估。强化对施工工作人员进行灶教

育，通过在其施工安全性意识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在

工作过程中加强技术使用规范化处理工作，对突发事件和日

常工作予以妥善安排、处理，降低工作中的失误，整体确保

施工工作的如期顺利进行。

结束语：

水工环地质工作作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重要内容，基

于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中，需结合具体的工程建设实践，从中

探寻与危险性评估相关的预防知识，并在后续的工作中，精

准实现对危险性的划分和分级，以为工程项目的顺利进展提

供可行性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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