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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水利水电行业发展迅速,正处于设备、产业改革更新的时代转折点。工程地质勘测属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前期工作,通过

勘测所得数据可可帮助设计人员分析施工环境下存在的地质问题和基础缺陷,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措施。本文以水利水电工程勘测施工

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工序需要应用的方法和技术,并提出了优化勘测、安全管理的措施建议,希望能够为对应的勘测单位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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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国家加大了基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力度。地质勘测属于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先决环节,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以及后期拟建质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如今,传统的勘测方式已经不

能够满足时代建设所需,该行业迫切需要新的技术来优化勘测质量。可见,

了解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测最新技术,做好建设管理,对国家的水利水电

工程建设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现分析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测的定义、常

用方法、应用技术进行探讨研究,相应结果阐述如下。 

1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测绘与编录 

水利水电工程勘测中,工程地质勘测和编录属于其中重要的步骤和内

容。通过编录和测绘,可以帮助设计人员收集到早期的地形地貌信息,经过

特殊的计算、三维立体成像,可以收集对应的数据,并将其应用在后期工程

实践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殊的工程区中,通过早期勘测可以获得该地段

的地理信息,了解地壳运动的稳定性以及地震活动情况,从而获得精准的

地质测绘图,编录后可形成专项调查报告,为后期的工程投资分析以及图

纸设计,工期规划有重要作用。 

在现实的工程中,地质勘测的基础性工作包括了地壳结构分析、地震

研究等,通过测绘所得地质点测图、路线测绘图,也是最有效的测绘结果。 

2 分析常见的水利水电地质勘测方法和技术 

2.1网络技术 

在信息化的时代,网络为工程建设发展以及工程产业规划提供了大量

的数据支撑。借助网络技术勘测人员可以整合大量网络资源,一方面获取

到精准新高的地质勘查技术结果,另一方面还能过全面掌握地质勘测相关

的数据资料,保证测绘结果精准有效。如今,水利工程中多采用 WebGIS技

术来完成参数计算和跟踪研究。体现了网络技术的多元性和高新性。总而

言之,网络技术一方面保证了地质勘测结果真实可行,保证了数据的精准

性、后期设计安全性；另一方面延展了勘测技术的功能性,让其服务多个

产业结构。 

2.2 GPS技术 

 

图1  GPS技术勘测原理 

GPS技术是一种精准化的点位三维坐标技术,有效推动了水利水电工

程地质勘测建设发展(如上图1所示)。CPS被称为全球定位系统,在实际运

用中其表现了应用效率高,测量简单且可操作性强的特点。运用GPS技术时

候,不需要其他的技术支撑就可确定观测点的三维坐标,具有极强的通视

性。与此同时GPS也体现了勘测技术的高精度特点,使用人员可以在原有基

础点完成连续测量,也可以及时将数据传输到计算机上,进一步检验数据

的科学、合理性。 

2.3山地勘探技术 

该技术多关注地层结构以及基础稳定性。勘探时,人工或机械直接

对拟建地进行剥土、探井等工作,及时取样,将地质样本进行一系列的科

学实验。山地勘探技术较为传统,因此所采用的工作工具和工作流程都

比较简单,具有严格的操作处理流程,因此运用广泛,适用于危险系数

低、工程规模小的工程项目。但是该勘测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

如山地勘探勘测深度有限,不能够深入研究深层地质结构中,多适用于

地表浅层地质勘测
[1]
。 

2.4 GIS技术 

GIS技术也是当代人们广为流传的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该技术可以保

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时效性,有助于后期绘图,制作工程地质图件。GIS技

术运用中,可以保证收集的勘测数据精准可用。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

下,GIS技术获取的地质数据类型更多,应用范围更广泛,在体现地质学研

究的价值的同时,也为现代工业化建设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提供了相应的

科学理论支撑和运用依据,有效提升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整体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2.5 RS技术 

RS技术是当前水利水电工程勘测中的必要手段。RS占据了重要的勘测

应用地位,其原因是RS技术的应用范围广,勘测精度高,通过电磁波等理化

原理,RS技术将多种传感器运用到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操作人员及时

收集、处理收到的图像,参数信息就可以了解地下结构情况。整体而言,

应用RS技术,可以保证水利水电工程选址的科学性,可全面提升测绘作业

覆盖质量,提升地质勘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如图2所示)。 

 

图2  遥感技术应用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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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物探技术和地震勘察技术 

物探技术和RS技术类似,都引用了电磁场等理化性质原理,具体操作

中通过微伽级重力仪等设备可以了解地下结构的水文情况
[2]
。 

地震勘察技术如地震CT是一种高效的勘测技术,通过钻孔、隧道处理,

勘测人员可及时了解地下结构的边坡、山体情况,并对低下情况进行二维、

三维的图像转换,将地质勘测从工业化建设项目定性原有的定性特征优化,

赋予其定量控制特征。 

3 水利工程勘测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与推进的背景作用之下,社会大众持续增长的物

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新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业提出了更为全

面与系统的发展要求。水利水电工程作为水利水电资源持续开发与高效应

用的关键所在,其建设质量的保障应当以地质勘测作业质量的提升为基

础。各种地质勘测费那个是在持续应用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推动整个水利

水电工程地质勘测工作自定性转变为定量,自分析转变为计算,其重要

意义是可想而知的。现分析最为常用的两大类勘测技术,分析其重要的

应用价值。 

3.1遥感技术应用 

遥感技术即RS技术,在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测中,其具有以下应用特

征。首先,区域构造稳定性特征。遥感技术可以清晰了解地下水文特征,

为观测人员提供完善的宏观线路规划布局,可以让研究者了解地下真实的

水文地质情况。遥感技术所收集的资料对分析拟建工程的基础框架构造、

地质断裂形态、周缘构造等提供了有力依据,该技术也一跃成为建筑地质

勘测关注的亮点。 

不管如此,RS技术还能够分析特殊的地质环境灾害,如预测水库区域

崩塌、泥石流以及山体滑坡问题等。通过提前勘测工程区域中的岸坡地质

情况,可了解当地的滑坡、泥石流潜在风险,也可联合航拍等方式了解当地

地质水文,为后期复勘、检查等提供参考依据。 

在绘图方面,遥感技术也体现了其极大的应用优势。其不局限于野外

工作以及成图现场,在现场测绘基础应用方面有很大应用。通过遥感技术

可以收集到更为精细化的图纸,如中小比例尺地图测绘时,可采用遥感成

图方式提升测绘图进度,并检验勘测数据精准性,这对于提升地质测绘图

精度,保证其质量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在后期的岩土工程开挖方面,遥感技

术可以满足设计、存档备案等多数据管理要求,可以及时编录收集的数据

信息,位高边坡开挖、地下建筑开挖等提供数据支撑,也方便建筑地质稳定

性控制、工程进度研究运用。 

3.2工程物探 

工程物探是传统勘测技术的代表,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该技术趋于

成熟,并在我国的到了广泛应用,后期也衍生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勘测技术。

我国葛洲坝工程就是应用了工程物探勘测技术,借助电路集成控制,保证

了勘测数据的精准性和实用性。在电子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作用下,水利

水电工程地质勘测对于水平钻孔观测质量的高精确性要求需要依赖于钻

孔彩色电视系统的应用予以实现。目前,我国工程物探技术得到了进一步

更新,对比传统的探讨,现代探头的彩色图像辨识度高,适用范围管,且应

用寿命也远远大于传统的探头。采用工程物探技术可以保证钻井取样的同

时,减少机械冲击力,收集到更清晰的地下图像,该技术在体积以及应用环

境中有很大的突破,并得到了行业的广泛关注
[3]
。 

(1)与之衍生的地球物理层析成像技术通过已钻平洞或钻孔,通过透

射波处理,采集了大量的地下岩层数据,通过对比岩体的波速值,就可实现

岩层结构分析。目前,该技术运用具有一定的空间要求,如对勘测孔洞有空

间性和独立性的要求。地球物理层析成像技术的科学应用,有效降低了水

利水电工程勘测前期成本,减少了工作量,保证了勘测的整体质量和效果,

具有极强的应用价值(如图3所示)。 

 

图3  地球物理层析成像技术原理 

(2)浅层地震反射法应用价值广,其属于物探技术最早的改革技术,其

主要运用于地震勘测,通过分析浅层反射震源以及水平多次迭加结果,可

以取得相应的勘测参数,对后期地震预防和控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究其本质,高密度电法勘探其属于电阻率法勘测,为了能够达到理

想的勘测效果,该技术引用了数据采集办法,在野外进行测量的时候将电

极都放置在被测的点上,之后利用相应的电极转换开关、电测仪实现数据

的自动采集。通过测量结果,就能够显示出剖面图。此方法是随着电子信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应用到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测中的,其不但大大提高

了工作的效率,还使得地电信息的采集量大幅度提高,实现了一维勘探向

二维勘探的一个跨越。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发展,与之建设安全稳定性的

勘测技术也在不断更新。为了工程建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建议对应的工

程建设单位不断优化和提升施工质量,应用现代化的勘探技术,以此来保

证工程建设的质量。如今,较为流行的勘探技术有GPS、RS、物探等方法,

建议勘测单位因地制宜,选用低成本、高精度、高性比的处理方式,提升其

勘测进度,为后期的设计以及施工提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尚亚东.对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测方法与技术应用研究[J].工程建

设与设计,2019,(23):106-107+110. 

[2]李毅.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测方法[J].低碳世界,2019,9(07):71-72. 

[3]张乔军,李长江.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测方法与技术应用[J].建材与

装饰,2018,(38):287-288. 

作者简介： 

李庶勋(1989--),男,安徽太和县人,汉族,本科,钻探中级工,研究方

向：水利水电工程勘探；从事工作：水利水电工程勘探(钻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