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地质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及对地质部门

当前工作的几点意见

张宗枯 凌泽民

工程地质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我国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
“
施工前必先进行设计

,

设计之前必先进行勘测
”

的原则
,

说 明在工程建设之始
,

首先要进行建设地区的工程地质调查研究
,

在此基础上使建设工程得

到安全可靠而又经济合理的保证
。

在国外
,

由于不重视工程地质工作而造成的建筑事故屡见不鲜
。

国内近年来随着人 口的

增加和国民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
,

因人类经济活动引起地质环境变化而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

事例也很多
。

例如
,

我国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黄河三门峡
,

由于 50 年代没有充分地考虑

到黄河多沙的特点
,

建库后
,

中下游地区的侵蚀
、

泥沙搬运和沉积的原有 自然规律发生了变

化
,

影响工程建设
,

不仅达不到预期效益
,

反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

水库淤积加速
、

库岸坍

塌的发展破坏了大量的耕地
; 渭河人库地带淤高

、

关 中平原地下水位抬高
,

引起大面积土地

侵没和黄土塌陷
; 水库岸边民井塌陷影响取水灌溉等等

。

为解决泥沙淤积问题
,

先后进行过

两次改建工程
,

才基本上解决了泄流排沙问题
。

宝成铁路在勘察过程中
,

由于对某些地段路基稳定缺乏区域性分析
,

仅在施工过程 中作

了一些局部处理
,

结果后患无穷
,

致使这些路段经常遭受滑坡
、

塌方的威胁
; 另一些地殷

,

由于对线路的区域性地质条件进行了工程地质调查研究和分析
,

对许多不 良地质现象有了防

治措施
,

这些地段至今仍比较稳定
、

安全
。

据 1 9 7 5年人民铁道出版社编印的 《铁路工程地质经验汇编 》 中指出
:

成昆路 全线共 1 83

处滑坡
,

属于工程建设引起或复活的古滑坡就有 77 处 之多
,

占滑坡总数的42 %
。

沿线共有大

小泥石流沟 1 41 条
。

该线有 28 条沟谷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泥石流
。

成昆线 沿金沙 江右岸通

过地段
,

发生崩塌上千次
,

特大者 12 次
。

给铁路沿线路基及建筑物带来了重大威胁
。

在采掘矿产资源过程中
,

矿区及其邻边地段也常常出现滑坡
、

崩塌
、

地震等不良工程地

质现象
。

例如
, 1 9 80 年 6 月 3 日湖北宜昌盐河池磷矿因山体被采空

,

引起山体开裂
,

在暴雨

激发下形成大型滑坡
,

总体积达 10 0余万方
,

造成严重损失
。

滑 坡发生 时引起 的地震 M
s

=

1
.

4级
。

我国著名的高产油田— 河北任丘油田
,

自 1 9 7 7年开始高压注水后
,

同年 3 月地震台记

录到有小震活动
。

几年来出视 M
,

= 3
.

3级
、

3
.

1 级及一系列 2 级有感地震
,

显 示了油 田注水

诱发地震在我国存在
。

自然灾害的产生夕 有时是地质环境受到当地 自然条件的改变
,

经过长时期的变化过程而

引起突然灾变
,

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严重的危害
。

如 1 9 5 7年发生在陕西宝鸡以东的卧龙

寺大滑坡
,

不仅使附近居民受到危害
,

而且将沿海铁路的一段线路向南推移了一公里多
。

又



如 19 2 8年发生在四川云阳县的鸡扒子大滑坡将长江部分河道堵塞
,

严重影响长江航运交通
。

再如 1 9 8 3年 3 月 7 日
,

在甘肃省东乡族 自治县果园公社发生的一起罕见山体滑动灾害
,

当地

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

据报导突然滑塌的洒勒山
,

山体向南滑动 1
.

6 公里
,

东西滑

动 1
.

7公里
,

下滑土方 6 0 0 0多万立方米
,

厚度 20 米
,

面积约 3 平方公里的地面建筑 在不到三

分钟时间里荡然无存
。

广河县至东 乡县公路中断
; 一座小型水库被土石覆盖

, 3 0 0 0多亩良田

被毁
, 3 个生产队遭到毁灭性破坏

。

过量抽汲地下水
,

致使松散岩层压密而引起的城市或区域性地面沉降
,

已在我国不少地

区出现
。

如上海市累积沉降量达两米多
,

天津市也达两米
,

台北盆地达 1
.

9米
,

太原近一米
,

其他像北京
、

西安
、

福建的
细

以及沪宁线沿线城市均不同程度的出现地面沉降现象
。

因水土流失引起的经济损失也很可观
。

例如
,

在黄河中游连续分布黄土的面积约为 43 万

平方公里
,

占黄河流域总面积的 57 %
。

但每年输送给黄河的泥沙却占全河总输沙量 1创乙吨的

90 %以上
,

严重的水土流失
,

使得黄土高原土地贫瘩
、

水库
、

渠道
、

河道严重淤积
,

黄河下

游河道因淤积形成的悬河
,

国家每年要花数亿元巨额经费来维护黄河大堤
,

以确保安全
。

通过以上所举事例
,

已可见工程地质工作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

地质部门当前对工程地质应着重研究的几个问题

建国初期
,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

许多工业部门如水电
、

交通
、

铁道
、

基建工程单

位及军事工程部门
,

由于当时地质技术力量不足
,

纷纷要求借助地质系统的技术力量进行工

程地质勘察工作
。

因此
,

地质部门曾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
,

以主要力量为一些大中型

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

进行过工程地质勘察工作
,

取得了不少成绩
。

此后
,

由于各工业部

门逐步培养了各 自的工程地质勘察队伍
,

基本上满足了这些部门的设计
、

施工要求
,

扩大了

工程地质勘察领域
。

尽管如此
,

4

由于受到每个部门工作性质不同的限制
,

大量工作往往只重

视局部性地质条件
,

忽视 了全局性地质环境的影响
,

因任务紧迫
、

力量分散
,

只注意点不注

意面上的工作
,

以致出现了一些因地质环境开发利用不当而造成不良环境的后果
。

根据近年来我国工程建设中出现的大量问题
,

结合地质部门工作的特点
,

建议在下列诸

方面从事工程地质研究
。

,
·

皿撞工鳗塑醚哩兰 近年来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日益频$., 已引起人们

的关注
。

因此
,

我国今后的工程地质工作不仅局限于为某个具体工程项目
,

必须着眼于地质

环境
,

考虑到地质环境与工程活动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
,

探索合理开发利

用和保护
、

改造地质环境的途径
。

为了达到上述 目的
,

’

必须首先研究和认识建设地区各种 自然和地质因素的相互关系
,

以

及共同构成整个 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
,

发生
、

发展趋势
。

在易发生多种地质灾害的地区
,

要

着重研究下列这些 自然地质灾害
,

如地震
、

地面塌陷
、

滑坡
、

塌方
、

泥石流等的存在
,

发生

原因
,

发展条件
。

在此基础上为工程建设提供经济
、

合理地选择和利用 自然 条件 的科 学依

据
。

这些工作不是着眼于小范围地区
,

而是在区域性地段上进行分析和评价
。

在地区上应首先选择我国国民经济计划重点发展地区
,

如人 口稠密
,

经济及工程活动频

繁
,

环境受到严重影响的大城市或大工业区附近
,

以及能源开发任务紧迫
、

自然地质灾害经

常发生的地区开始
。

2
.

为不同类型工程建设地区编制不同类别
、

各种比例尺的工程地质图 以 往 工程地



质工作
,

大多集中在大
、

中型工程建设地点的土体或岩体的稳定性分析研究上
,

对外围地质

情况很少涉及
。

随着四化建设进程的飞速发展
,

原有的城镇区
、

工业区其工业布局势必要有

新的调整和安排
,

这就需要地域更为广泛的工程地质勘察资料提供给工业部门参考
。

如果是

重点工程项 目就必须进行现场勘察
。

但也有大量的工程设计项目
,

仅仅要求一般性的工程地

质评价就可满足设计要求
,

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已有工程地质资料
,

按不同要求编制不同比

例尺的工程地质图来指导和圈定必要的工程建 设地区
。

这样可以大大缩短建设周期
,

必要时

只要略加少量勘探工作量就可取得较为满意的工作成果
。

3
.

为我国新能源开发利用及
“

资源再循环
”

进行工程地质勘察 能源短 缺和 供不应

求是 当前四化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

我 国东南沿海 15 个省市
,

集中了全国工业人

口的 7 0%
,

而能源资源只占全国的 10 % 左右
。

为解决常规能源不足的困难
,

发展核电站具有

其现实意义
。

发展核电是解决我国能源紧张的主要措施之一
。

二十多年来
,

我国建立了相当

规模的核工业体系
,

具备发展核电的基本条件
。

核电站的选址既要考虑放射性废水及废物的

排放对环境安全的影响
;
也要研究工程地质条件对核电站安全运行的保证

。

另外
,

在能源利用上应采取变废为宝
,

充分利用资源的办法
,

这是工程地质工作者的又

一重要任务
。

我国是世界第三大产煤国
,

年产煤已超过 6亿吨
,

据估计到本 世纪 末
,

将 产 煤 8 亿吨

(美国 1 5亿吨
,

苏联 1时乙吨 )
,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

我 国都将采取 以煤为 主的能源战

略结构
。

目前我国电厂年产灰渣数千亿吨
。

粉煤灰的处理问题
。

对我国来说已成为国计民生

的突出问题
。

至今为止
,

我国处理粉煤灰的主要手段
。

仍把它运至远离城市的灰场堆放
,

每

处理一吨粉煤灰
,

约耗费 3一 6元
,

处理数千万吨灰渣所费资金是惊人的
,

而且用灰场堆放还

需大量场地
、

污染环境
、

堵塞航道
、

造成公害
。

国外对粉煤灰的工程地质特征试验资料表明
,

它们具有粉 砂土的 结 构
,

比 重
、

容重较

小
,

有较大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
,

透水性较好
,

压缩性小
、

压缩模量及变形模量较大
,

有水

硬性
,

属水硬性材料
。

近年来
,

欧美各国已经成功地将粉煤灰用于挡墙
、

桥台后的回填
,

道

路路基
、

承重地基
、

水坝
、

入造地貌等土建工程中
,

为粉煤灰利用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
。

应让
“

资源再循环
” ,

这是第四届国际灰渣会议上的突出概念
。

工程 地质工 作者
,

在工

程施工勘察中
,

扩大
“

资源
”
的再利用

,

变废为宝
,

采取这一措施将会在我国四化建设中产

生深远的影响
。

此外
,

在资源开发中
,

遇到的边坡塌陷
、

岩体失稳等一系列工程地质问题也是巫待解决

的重要课题
。

4
.

加强对岩
、

土工程地质特性方面的研究 岩
、

土工程地质特性是与 大中 型建筑物

基础直接有关的研究对象
,

此项工作除着重研究岩
、

土的基本工程地质性质外
,

对土的研究

应在微观结构方面进行深人探讨
; 对岩体的研究其侧重面应是其不连续性对岩体物理力学性

质的影响
。

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尚缺乏系统研究
,

应进一步加强
。

上列问题并非包括工程地质工作的全部内容
,

我们仅仅根据当前地质部门工程地质工作

首先应着手进行的项 目
。

因为所有这些工作涉及的范围和内容
、

深度和广度其领域面都较广

泛
,

依靠某一专业性较强的工业部门来完成这些任务是不易做到的
,

我们地质系统的工程地

质工作者应担负起这一光荣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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