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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勘查对地质灾害防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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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不断创新，各类工程项目也进行着更新与优化，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工程项目，在其施工前都需要对

施工地点、施工类型以及施工所涉及到的技术进行研究，尤其是施工地点的地质特征，对其进行勘察，进一步完善水文信息，

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地质灾害给整体施工建设带来的不良影响，提前对其进行防范对水文地质勘察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任何施

工在进行过程中都会对自然岩石地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其特性发生改变，严重的会影响其稳定系数。因此合理勘察水

文地质并对地质问题进行详细研究与研判是预防工作中的重点，只有从根本上入手抓住问题的关键才能进一步维护人们的生

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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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Hydrogeological Exploration for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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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construction, various engineering projects are also being updated and 

optimized. Regardless of the type of engineering projec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construction site, construction type, and the 

technology involved in construction before its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survey it, 

and further improve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Only by fundamentally reducing the adverse effect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on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can we prevent them in advan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hydrogeological survey work. Any construction 

process will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impact on the natural rock foundation, causing changes in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seriously 

affecting its stability coefficient. Therefore, reasonable exploration of hydrogeology and detailed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geological 

problems are the key points in prevention work. Only by fundamentally grasping the key to the problem can people's life safety be 

further main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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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只要提起地质灾害，人们总会认为属于自然灾害无法

避免，更无法减轻天灾人祸的概率，但是往往会忽略人为

因素带来的影响。地质灾害一旦发生，给人们的生命财产

安全带来的威胁无法估量，如果不加以重视，自然环境也

会随之改变。但是，地质灾害往往是有预兆的，其中蕴含

着大自然的语言，有时候人类长期的非正常运作也会造成

大自然的破坏，不正确的生活方式触发了地质灾害发生的

条件，类似这种灾害属于非突发性灾害，是日积月累中慢

慢积攒形成，不同区域的地质特征也是存在差异的，人类

可以凭借自然勘察知识对触及灾害进行研究分析，就像医

生取出病理才能对疾病进行判断然后进行治疗，并从中采

取一些预防措施来降低地质灾害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 

1 防治地灾中水文地质勘察工作的重要性 

我国现阶段在针对水文地质的研究范围里对此进行

勘察工作是预防地灾发生的重点，它推动了人类经济文明

的发展与进步。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建设推动下，人们生活

需求越来越高，对自然环境也是更加依赖，所以自然环境

受到了人们的多处开发，人们为了更进一步地发展对原本

的土地资源也进行了改造，近几年来开发了很多地下建筑

物，原本的地质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种改变并

不是自然的馈赠，同样也会存留很多弊端，有些地区的地

质稳定性不高，进行深度挖掘只会让地质结构更加瘫软，

多处地面塌陷问题接踵而至，渐渐地地下水流失严重，造

成了大面积的地质灾害。
[1]
通过水文地质勘察结果，系统

中对某一区域的地下水情况作出了研究与分析，从而判断

出水文地质与当地自然环境之间具备非常密切的联系，地

下水则是形成地质灾害的因素之一。经过研究发现无论何

种形式的地下水或者地下水的任何活动均会影响地质原

本结构，因此研究地下水的水文特性是专业人员针对地质

灾害研究项目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抵制地质灾害发

生的实际措施，并通过一系列水文信息和实际情况制定与

地质灾害相关的应急预案。 

针对研究出的水文地质勘查结果，相关研究人员需要

采用科学方式进行分析，比如测绘。利用测绘的方式能够

更详尽地观察到水文各方面的特征，更能准确对地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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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掌握，降低失误概率，从大体上对二者影响关系准确

分析。
[2]
当进行地质勘察测绘工作时需要借助遥感技术达

到对总体数据的掌握，然后将水资源的分布区域作出详细

规划，通过自身技术的掌握与实际情况的结合找出适合进

行测绘的观测方位。通常利用钻探方式对所测绘水资源进

行观测，进而对此片区域的地下水作出研究，最后利用钻

探技术获得所需要的水文数据，再与测绘数据进行比较，

保证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不相上下。采用这种方式能够对地

下水位置信息作出正确调整和判断，水文情况也能够更好

地进行获悉。当然也可以在勘察过程中结合相应试验对水

文特性的浮动变化进行评判。利用抽放水模式对地下水的

流动变化作详尽记录，然后通过多次试验的方法获取有效

参数，举一反三，结合实际数据推算出地下水的流动变化

对地质本身的影响程度。 

2 关于地质问题的分类 

中国国土资源辽阔，矿产显赫，但是开发性不算很高，

人类对此的浪费十分严重，但仍有很大的应用空间。经济

发展迅猛，地质勘探技术不断增强，资源开发受到限制是

由于其变化不太明显。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都可以完成地

下八百米的资源勘探它们的资源利用率极高。我国相对于

此并结合国情现状存在较大差距。一般条件下，地下水文

地质问题大致分为三类。
 [3] 

第一类是水资源较少，在地质环境中保持稳定。这种

情况下基本上补充水分的方式只能是雪水融化和少量降

水补给，地下水的含量偏少，在自然风化条件下地质结构

也相对稳定，在地质结构中存在一种关系，即地质层与水

资源之间虽然紧挨但划分得也相对明显，很多施工人员更

愿意挑这种区域进行施工，地灾发生率较低，在整个水文

地质勘察中也属于较为简单的一类。第二类与第一类恰好

相反，其地质环境中地下水储备较多，但是形成地下河的

概率很低，因为其流通性是具有一定优势的。这类水文地

质中含水量不低，从整体上对其进行研究会发现它的结构

常年与侵蚀面相融，其周围水资源少，并不会短时间侵入

地下水中造成地下水位上涨。周围的水文地质环境相对较

好，具备一定的地下水的排放条件，地质环境不容易发生

改变，其周围也没有能够使之发生改变的因素产生，因此

这类问题在水文勘察中难度中等。第三类则属于前两类的

升级，也属于水文环境中较为复杂的区域，其地质层中富

含充足水量，如果对排放的地下水不进行疏通就会造成日

常拥堵，没有排放条件会让堵塞情况更加严重，甚至在降

水期间，地表的降水量会增加，很多水流汇集于此，地表

水域与地下水进行融合，会成为地下水位上涨的直接原因，

严重的情况会直接对地面层地质造成影响，这时候再利用

勘察方式测绘传统地质问题会出现问题。所以此种地质条

件会更容易造成塌陷与泥石流灾害，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严重威胁。只有从根本上改善勘察方式，科学地进

行排查和预估，仔细研究水文地质基础知识，加强区域性

巡查，才能对地下水变化作出清晰的判断，从而降低灾害

发生的可能性。 

3 水文地质勘查中地灾产生的原因 

3.1 地下水位升降 

根据相关研究表明，处于地下层中的水能够在一定时

间范围内保持自身结构的稳定。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唯一，

也有少见的可能会引起地下水的变化。地下水在一般情况

下存在补给源，如果所补给量超出预定值，就极容易使地

下水位增长，进而将承压水面淹没。地下水位增长一方面

原因是来源于自然降水，另一方面是人为干预。水位上涨

容易使土地土壤沉积，渐渐地土壤盐碱化程度就会增多，

经过长期地下水浸泡的土壤会对其结构造成严重冲击，使

结构自身发生改变，进而成为泥石流和滑坡的直接原因，

这些自然灾害成为伤害人类的重要元凶。存在一些水文环

境是相对复杂的，当地下水的补给区域受到外来作用造成

堵塞时，地下水过量汇集找不到排放出口，压力便因此升

高，从而造成地下水下游区域的水位下降。这时候一旦压力

过大，地面坍塌与山体滑坡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升高。
[4]
除此

之外，上游的地下水没有找到排放出口造成大量汇聚无法释

放，原本的地质结构无法承受巨大压力导致洪灾的发生。 

3.2 地下水压变化 

地下水中的压力系数与水位地面成正比关系，而且系

数本身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是恒定不变的。当地

下水埋藏深度越大，所产生的压力也会随之变大，当离地

面越近，压力也会随之变小。为了能够使水压与大气压之

间的稳定性得到保持，地下水的稳定性就需要进行维系。

如果地下水位超过限定值，压力的变化就会得到促动，产

生这种变化通常情况下是由人为和自然因素导致。现如今

人们为了能够更好地生活对大自然进行多方面的改造与

开发，很多自然资源被无情地破坏，有些地区由于水资源

紧缺只能不断地对地下水进行挖掘开采，这样非自然变化

会造成土壤大面积盐碱化，若不进行干预便会逐步深入地

下建筑物并进行腐蚀，有些区域土壤结构性改变，强度就

会变弱，造成大量土体坍塌。自然环境中的降水量增加就

会加快地下水位上升的频率，对地下水层结构造成直接破

坏，升高了洪涝灾害发生的概率，人们的生命安全因此受

到了威胁。我国地质板块较活跃，地下水自身结构会受到

地震的威胁，甚至存在一部分地下水位下降的问题，如果

不进行解决就会在地质层中出现多处孔洞，这些问题使地

质层强度变低，当面临水资源枯竭的问题时，地下的建筑

物强度降低，稳定性也会变差。由此可以看出，地下水的

压力变化对土壤结构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严重的甚至没

有条件提供稳定的栖息场所供水中生物生存，地面层会出

现大范围的沉降与坍塌。土壤频繁出现增长或降低是由地

下水的不定性活动变化造成的，严重的情况会使地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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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因此针对此种情况需要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土壤环境

的改变才能促进施工的完整进行，进而使水文地质特征稳

定性加强。 

4 地质灾害防治的措施 

4.1 合理规划工程，减少人为干预 

自然环境本身是需要进行维护的，但是人们的生活条

件提高，社会需求增长，势必会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而

人为因素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基本上是属于不可逆的。我国

的自然环境比较复杂，地质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果

想要在根本上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保持经济发展稳定，

就需要对地质环境进行保护，要进一步降低人为因素对其

破坏程度，对工程建设施工标准进行合理规划与创新。
[5]

自然环境如果被人工干预，也一定要做好保护，逐步提高

植被覆盖率作好日常环境管理规划，提升防风固沙的标准，

促进水资源环境的稳定发展。通过对水资源环境的保护，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进行维持。在日常生活中注重

污水排放的标准，遵守生活和生产的不同排放要求，掌握

污水排放原则，当工业污水没有经过科学的过滤处理流入

河道就会造成整个地面发生结构上的变化，若不加以制止

则后患无穷，不仅造成施工上的困难，这影响着自然界的

正常运转。所以对污水排放机制进行巩固与加强很有必要，

只有将污水进行高技术处理才能让其流入河道，这是对大

自然的负责，也是对人类本身的负责。在进行各种施工建

设时，要提前对地质水文结构进行分析，判断其是否适合

在此处进行施工以及施工后是否对土壤本体结构造成破

坏，减少因施工带来的土壤破坏问题。针对缺水地区，要

对地下水开采条件进行制约，合理制定开采计划，科学使

用水资源，避免过度浪费。相关责任部门也要加强对环境

保护的宣传力度，促进人们环保意识的形成，进一步维护

地质环境的稳定性。 

4.2 建立动态化水文地质监测方式 

地质灾害发生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是规律性的，

由于自然因素导致的问题更是无法预测。现阶段根据相关

水文特征对地质条件进行分析得出人为活动造成的地质

灾害概率更高一些。人类的活动影响地质变化，而地质变

化也给人类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所以在日常工作中，

相关研究者要不断的对水文地质信息进行严格监测，才能

抵制灾害的发生。只有进一步对目前的水文地质环境进行

密切监测，合理地分析水文环境变化才能抵制影响地质灾

害发生的各种因素的侵袭。如果在监测过程中出现变化趋

势就需要提起重视，对相关水域数值变化进行干预和分析，

必要时采取应急手段，降低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
[6]
也可

以根据地面水流与自然降水的变化进行二者间的监测，与

水利局和气象局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通过系统性的调查

进行数据获取，如果某个数据与既定参数差异性较大，出

现浮动性较高，就要提高警惕，地质监测部门必须采用信

息化手段避免人工获取数据的延时性导致数据失误，有助

于在短时间内降低灾害影响范围。 

4.3 培养专业救援体系 

我国地理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地质环境也表现出

较大的差异性，正是由于区域的划分，各地方水文环境资

源丰富，很多地区受到的地质灾害原因也是因地不同，因

此我国并没有完全统一规范的救援应急措施，若设定专业

救援力量，就需要结合实际地质灾害情况进行分析。一旦

涉及区域内出现地质灾害问题就可以及时地派出救援队

伍进行救援，减少损失。现阶段我国现有救援体系中主要

依靠政府部门进行援助，公益性救援体系尚不完善，需要

政府进一步正面引导，加强救援力量，培养自救能力，进

一步增强人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5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地理环境特殊，地质结构复杂，随着

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进步，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力度也

随之上升，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也渐渐升高。想要从根本

上解决此类问题，只有在日常监测工作中对区域水文环境

进行准确勘察，分析水文特征规律，才能进一步判断出地

质灾害发生的种类和概率，通过分析地质灾害产生的原因

制定出针对性措施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地质灾害带给人们

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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