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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岩土勘察作为电力工程建设的重要前期环节，和工程的安全性以及经济可行性直接相关。伴随电力工程规模渐趋扩大与

复杂度上扬，保障岩土勘察质量变得愈发关键。通过对当下电力工程岩土勘察里存在的主要问题展开了系统剖析，有勘察方

式单一性突出、数据精度不理想、现场管理未做到位等。对于这些问题而言，提出改进勘察技术、完备管理体系、强化人员

训练等对策，意在增强岩土勘察的科学性与精准度，为电力工程的有序实施筑牢坚实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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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s an important preliminary stage of 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afety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of the project. As the scale and complexity of power engineering continue to expand,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rucial. A systematic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of power engineering, including prominent singularity of investigation methods, 

unsatisfactory data accuracy, and inadequate on-site management. For these issues,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survey techniques, 

improving management systems, and strengthening personnel training are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nature of 

geotechnical survey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orderly implementation of power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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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岩土勘察作为电力工程设计和施工的基础工作，其质

量好坏会直接关乎工程的安全状况、经济成本与施工效能。

伴随我国电力行业的迅猛发展，工程项目渐次朝着大型化、

复杂化的方向拓展，对岩土勘察的技术水平、质量的要求

不断加码。现阶段电力工程部分岩土勘察工作还存在诸多

弊病，造成后续设计和施工期间出现隐患跟风险。怎样实

现岩土勘察质量的提升，支撑电力工程稳步开展推进，成

为业内关注的主要焦点。本文对岩土勘察工作的现状及相

关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做法，制定

切实可用的改进办法，为电力工程岩土勘察质量改进提供

理论与实践的参考借鉴。 

1 电力工程岩土勘察概述 

岩土勘察是借助现场勘查、钻探取土样、试验测定等

途径，获得地质与土体性质的资讯，为电力工程设计和施

工供给参考凭据。其主要任务有对地质环境开展分析、确

认土层结构、测定岩土力学参数以及评估地基的承载能力。

岩土勘察的科学准确性高低，直接影响着工程结构设计的

合理安全性。伴随智能化技术的拓展，现代岩土勘察慢慢

引入地质雷达、三维地质建模这类高新技术，提升了数据

采集和分析工作的效率及精度[1]。 

2 电力工程岩土勘察存在的问题 

2.1 勘察技术手段单一 

就当前电力工程的岩土勘察而言，不少项目依旧主要

依靠传统的钻探与土样取样技术，虽说这种方式有获取基

础数据的一定能力，只是技术手段相对单一化，难以完整

呈现复杂地质构造的全貌。传统钻探手段常常因采样深度、

钻孔位置及周边环境而受限，难以囊括地质条件的全部情

形，尤其是在复杂的地质环境或者软弱土层地段，信息采

集有未触及的盲区。同时，未采用现代地质探测技术，诸

如地质雷达、三维地质成像、地球物理探测这些，致使难

以精准判定地下结构空间分布及异常体特征，影响勘察结

果在精准度和完整性上的体现。 

2.2 数据精度和代表性不足 

电力工程岩土勘察数据的精准度与代表性，会直接关

乎后续设计的科学性以及工程安全。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勘察点布局不合理，布点出现过稀或过度聚集情形，

未能全面包括不同地质条件的区块，导致所采集的数据难

以反映地质的复杂变异性。此外，样本数量匮乏，缺少充

分有代表性的样本作支撑，难以保障数据的统计意义与普

遍适用效果，尤其是于地质状况变化多样的地带，该问题

的显著程度愈发凸显。在开展数据采集事宜期间，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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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取样方式不标准、试验检测流程不严密的问题，进而

对数据的准确程度与可靠程度造成影响。 

2.3 现场管理和质量控制薄弱 

电力工程岩土勘察现场管理的薄弱环节凸显，影响到

整体勘察的质量.在勘察过程里现场监控措施匮乏，操作

时勘察人员或许存在随意现象，未切实依照技术规范与操

作流程执行。质量检视把关较松，不存在系统性的监督机

制，引发勘察数据采集、记录与样本保存呈现不规范现象，

甚至出现数据造假、擅自篡改等严重差错，这影响到了勘

察结果是否真实可靠，还对工程安全构成潜在隐患。部分

项目缺少第三方独立监督约束，现场质量管理徒具形式而

已，无法高效察觉和纠正差错，现场设备的维护及校准操

作不到位，引起测试仪器精度出现下降[2]。 

2.4 专业人员技能不足 

岩土勘察工作专业性表现较强，勘察人员的技能水平

直接左右着勘察质量的好坏。针对目前而言，部分勘察队

伍的专业素质存在参差不齐问题。一些人员未具备系统的

地质勘察理论培训及实践经验，难以承担复杂地质环境下

的勘察工作；伴随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的进步，现代岩土

勘察对新技术、新设备应用能力的要求进一步提高，部分

人员对先进仪器操作以及数据分析软件掌握存在不足，影

响到了勘察的效率以及质量。此外，持续培训跟技术交流

机制完善程度低，致使勘察队伍难以维系技术更新与能力

的增长，难以马上跟上行业技术演进和规范要求。专业能

力的匮乏影响了勘察数据准确性，同样阻碍了技术创新的

具体实施。为此，需构建一套系统的人员培训机制，定期

开展技能进阶与新技术运用培训，加大校企合作的力度，

促进专业人才培育与技术的传承。 

2.5 信息整合与应用不畅 

在电力工程岩土勘察作业期间，纵然数据采集量随年

份不断增加，信息整合与应用方面依旧面临大瓶颈。不同

部门及平台里多分散存着各项目勘察数据，缺乏统一的管

理跟共享制度安排，导致数据在有效集成与交叉验证上存

在困难。设计、施工等相关部门不能及时获取到全面又准

确的岩土信息，损害了工程设计的科学性与施工方案的合

理性。有部分数据格式不标准、规范不统一，增大了数据

处理的难度以及误差产生的几率。信息技术支持存在短板，

匮乏智能化地质信息管理系统，限制了数据深度挖掘及应

用价值的呈现。此外，信息孤岛现象极为凸显，跨部门与

跨专业间的信息沟通受阻，影响到协同工作的实际效率。

为攻克上述困境，需要搭建起统一的岩土勘察信息管理平

台，实现数据标准化采集、储存及共享[3]。 

3 提高岩土勘察质量的对策建议 

3.1 引进先进技术手段 

为提升电力工程岩土勘察质效，有必要积极引入及应用

先进的勘察技术手段。借助现代地质雷达技术可开展对地下

结构的非破坏性探测，快速获取到岩土体的连续断面图，填

补因传统钻探点位局限造成的数据空缺，增进对地质体复杂

性的辨认能力。三维地质建模技术借助整合多源数据并实现

三维可视化，协助工程师直观了解地下岩土体的空间分布及

变化规律，为设计工作打造更精准可靠的地质基础。实施自

动化钻探设备的运用，可提高钻探的效率与钻孔的质量，减

少人工操作造成的差错，保证所采样本的代表性与精准度。

此外，采用无人机遥感、地球物理测量和智能传感技术进行

配合，可达成多尺度、多维度的综合调查勘探，极大扩充数

据类型及内容。引入先进技术，既扩大了数据覆盖范围，又

增强了其精确性，还为精准呈现岩土体结构及开展动态监测

给予了有力技术保障，推动勘察成果朝着数字化、智能化迈

进，顺应现代电力工程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安全设计诉求。 

3.2 科学规划勘察方案 

科学合理的勘察方案对保证岩土勘察数据质量起着

关键作用。需按照工程项目的规模、地质表现及风险等级，

革新勘察点布置安排，尤其在地质状况复杂或工程关键部

位加大勘察点的深度与密度，保证采样具有极佳的代表性

及覆盖面。依靠地质调查与预勘察举措，厘定勘察的目标

重点，恰当地划分勘查的区域，杜绝勘察的盲目性与重复

性，增进资源利用功效。规划全面系统的勘察计划及技术

规范要求，涉及勘察办法、设备选定、采样技术和试验程

序，保证数据采集既系统又规范且科学。计划需增添应急

预案以及风险管理的相关措施，防范现场的异常状况影响

到数据采集。着重多学科联合勘察事宜，归并地质、地球

物理、水文及环境等多范畴信息，增强勘察成果的综合度

与精准度。科学规划令勘察数据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获得提

升，更为后续的设计与施工筑牢了数据支撑根基[4]。 

3.3 加强现场管理与质量控制 

提升现场管理及质量控制水平，是保障岩土勘察数据

真实可靠的核心要点。应制定健全的现场管理规范，厘定

各环节的责任相关人，对操作流程进行规范。切实依照技

术标准与安全规范开展工作，对整个流程实施质量监控，

涵盖钻探过程的监测要点、样本采集与保存重点、实验检

测关键和数据记录核心，保障各步骤均符合规范且公开透

明。引入第三方质量监督机构，实施客观且独立的检查评

估活动，杜绝数据造假及违规行为蔓延，提升勘察工作在

业界的公信与权威水平。同时，强化对设备维护校准的管

理，使仪器仪表的精度及性能稳定下来，防范设备故障引

起的数据误差，加强现场人员责任、质量意识相关培训，

引导质量文化建设工作开展。采用信息化方式，实现现场

数据即时上传及监控，增强质量控制的效率与精准度。完

备的现场管理与质量控制体系不仅让数据真实又完整，更

为工程设计及风险防范夯实坚固基础。 

3.4 提升专业人员素质 

专业人员的素质对岩土勘察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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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勘察队伍中技能有差异、知识更新不及时等情况而言，

需拟定一套系统的人员培训规划，按计划开展技术培训与

经验互动活动。培训内容既包含岩土工程基础理论，也涵

盖相关规范，还得重点突出现代勘察技术的应用实践，如

开展数字地质建模活动、操作智能钻探设备与使用数据分

析软件[5]。号召技术骨干参与国内外专业相关研讨会，紧

跟行业前沿动态，提升团队技术综合水平。聚焦于实践能

力培育，依靠现场指导及模拟演练增强勘察人员现场应变

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夯实报告编写规范培训基础。增强勘

察成果的专业水准与表达明晰度，学校跟企业联合开展技

术交流与人才造就，实现产学研有机结合。建立激励机制，

带动技术创新与专业综合提升，打造一支高素养、复合型的

岩土勘察专业团队，让勘察质量与行业技术进步同步提升。 

3.5 完善信息管理系统 

构建高效信息管理系统，是提高岩土勘察数据利用效

率与工程协同能力的关键保障。应创建统一的岩土勘察信

息数据库藏，实现数据按数字化方式采集、存储与管理，

让数据格式标准化、结构实现规范化。无人机具备高机动

性和高分辨率成像能力，能够快速获取塔位及周边地形的

高清影像数据，并通过图像建模、三维重建等处理手段，

实现塔位空间信息的直观呈现。这种方式不仅避免了人工

勘察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还能显著提升偏远区域勘察的

覆盖广度和作业效率。所采集的影像数据可直接接入岩土

勘察信息管理系统，结合钻孔资料、地质模型等其他信息

进行集成分析，形成统一、可视化的地质信息平台。通过

无人机成图，不仅可快速完成塔位初步选址，还能为后续

地质分析与结构设计提供准确的空间基础数据，真正实现

数据获取与管理的智能化、高效化。此外，借助云计算技

术，这些数据可以实现远程实时上传与备份，相关设计与

施工单位可即时获取最新勘察影像与地质数据，有效支持

协同作业与工程决策[6]。（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针对人力无法到达的塔位，采用无人机影像成图，确定塔位 

大数据技术使勘察数据处理在智能性和高效性上更

上一层楼。借助对海量历史与实时勘察数据的收集、梳理

和剖析，可挖掘出地质变化规律及潜在的隐患，辅助工程

师形成更科学合理的设计抉择。同时，采用人工智能算法，

实现数据的自动辨识、异常诊察和趋势预估，进一步挖掘

勘察数据的利用价值。例如，采用机器学习模型对复杂地

质信息实施分类与评估，可提升勘察结果的准确程度和可

靠水平。系统需配置完备的权限管理手段，实现数据安全

及隐私的有效保护。在不同层级与岗位的用户依据权限开

展数据的访问与操作，阻止数据泄露及未获批准的修改，

保证信息达到安全合规要求，这对关乎国家基础设施安全

的电力工程而言格外关键。 

信息管理系统还需重视推动跨部门及跨领域的信息

共享与协同工作开展，瓦解“信息孤岛”壁垒。依靠设立

统一的平台，达成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多主体间的

实时数据交互与沟通，增进协同成效，降低重复性事务与

信息差错，多方的协同合作显著加速了工程进度，还增强

了项目整体质量与风险把控能力。健全的信息管理体系优

化了岩土勘察数据管理及应用的流程，还带动电力工程项

目管理往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变升级。采用数据驱动的

科学规管，加大了工程设计的科学力度与施工方案的合理

力度，有力维护了工程的安全性及经济效益，推动了现代

电力工程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7]。 

4 结语 

电力工程岩土勘察质量的提升是保障工程安全、经济

和高效运行的关键环节。借助引入先进科技、优化勘察方

案、强化现场管理、提升人员业务素质及完善信息管理模

式，可有效消除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大幅增强勘察的科

学性与精准度。未来，应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结合，促进技

术创新和管理机制完善，不断提升电力工程岩土勘察整体

水平，为我国电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地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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