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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在岩土工程勘察中的应用

汤 骏*
中国建材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总队，江西  334000

摘  要：在建筑物施工期间，可能会受到地下水和地质条件的影响，因此在岩土工程中水文地质勘查占据重要的

位置，能够为岩土工程提供有效的数据参考，进而提高岩土工程的施工质量。在施工作业前，勘察人员需要对岩土工

程施工场进行严密的水文地质勘察工作，详细查明场地的边界条件及水力联系，科学判断水文地质的危害和问题，尽

可能保证岩土工程建设工作顺利进行。

关键词：水文地质；岩土工程；勘察；应用

一、前言

在岩土工程的勘察过程中，勘察人员需要对水文地质相关数据信息进行严密的检查，只有详细的勘察出水文地质

的具体状况，才能为岩土工程的建设施工提供准确地参考，提高岩土工程的建设水平和施工质量，为项目的顺利推进

提供助力与保障[1]。

二、水文地质勘察对于工程设计及施工的重要性

水文地质勘察对于工程设计及施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水文地质勘察能够为抗浮水位的确定提供参

考，抗浮水位是为防止地下水的浮力对基础的作用而危害地下室和整个建筑物安全的抗浮情况所确定的水位，在受

自然因素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可能会给工程质量造成影响，因此需要从安全出发来确定最高水

位，这项工作就需要依靠科学的水文地质勘察工作来完成。

降（止）排水也是水文地质勘察的重要指导方面，降排水技术工作质量不过关，就会对支护工程造成影响。因

此，勘察人员通过对施工所在地的地质、水文勘察，结合勘察报告及相关历史资料，根据实际施工情况与基坑施工质

量标准，合理选取降、排水方法。

三、水文地质主要勘察内容及勘察准确性制约因素

（一）主要勘察内容

岩土工程的水文地质勘察工作涉及多个方面的内容，在勘察工作中，勘察人员应当首先掌握水文地质的具体情

况，了解施工所在地地下水的分布状况，对工程所在地的水文地质单元进行划分（如图1），了解其岩土特性、地基

结构、环境湿度等条件[2]。根据施工设计所需的各项参数，进行严格的勘察检测工作，结合历史资料全面地了解水文

地质情况，对岩土工程的顺利开展奠定可靠基础。

图1 水文地质单元划分

（二）勘察准确性制约因素

当前，我国大多数岩土工程的水文地质勘察工作还存在不足之处。水文地质勘察数据准确性的制约因素也是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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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主要包括勘察技术人员的专业素养、勘察工作的方式方法、勘察所使用的仪器设备等。为了提高勘察工作的

科学性和准确性，岩土工程应当加大对水文地质勘察工作的资金投入，引入先进的仪器设备，选择适当的勘察方法，

提高勘察人员的综合素质，将勘察所得的相关数据进行合理的分析和处理，进一步提高水文地质勘察水平。

四、水文地质在岩土工程勘察中的主要计算

根据对实际岩土工程中的勘察工作分析，我们得出常用的水文地质参数以下几种，其计算方法如下。

（一）有效空隙率

一般空隙率是指岩土中的空隙体积与岩石的体积比，然而，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随着水文条件的改变，许多空

隙实际不会发挥作用，有可能使得空隙率的准确性下降。因此，相关勘察人员应当因地制宜，采用有效空隙率来作为

勘察重点。有效空隙率主要是指排除孤立空隙的影响，仅仅以岩土中相互连通的空隙体积与岩土体积之比作为空隙率

的实际数据，也就是所谓的有效空隙率。

（二）含水率

岩土中的含水率对于施工技术和工艺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岩土工程的勘察工作中，勘察人员需要计算

岩土含水率，含水率的计算数据为岩土中水的体积与岩土体积（包括固体、水和气体的体积）之比。

（三）饱和度

岩土中水的体积与空隙体积之比。

（四）给水度

指当潜水位下降一个单位时，单位水平面积自潜水面至地面的柱体中由于重力作用所排出的水的体积。

（五）持水度

岩土的空隙率或饱和含水率与给水度之差。

（六）储水系数

在针对承压含水层的勘察工作中，储水系数是指当水头变动一个单位时，由于水和介质的变形，单位水平面积含

水层柱体所释放（或储存）的水的体积，即：

S = Mγ（nβW+βS）

其中，S为储水系数；M为层厚；γ为水的重率；n为空隙率；βW为水的体积弹性压缩系数；βS为岩土的体积弹性压

缩（或膨胀）系数。

（七）比储水系数

比储水系数的计算方法是在水头变化一个单位时，计算含水层单位体积所释放（或储存）的水的体积。

（八）渗透系数和渗透率

渗透系数能够反映地下水的水力坡度作用对于岩土的水运输能力的影响参数。其数值受到岩土与水的特性影响，

计算公式为：

YK k=
µ

其中，K为渗透系数；k为岩土的渗透率；Y为地下水的重率；μ为地下水的动力黏滞系数。表征岩土本身输运流

体能力而与流体的性质无关的参数，它仅仅取决于岩土的空隙性。

（九）含水层导水系数

含水层的渗透系数K与厚度M的乘积。在水平二维流动中，当水力坡度 = 1时，该数值相当于单位宽度流量。导水

系数的影响因素通常与土质的渗透能力和含水层厚度有关，多孔的土壤渗透能力较强。水在岩土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会

出现流动，含水层的厚度可能会发生变化，导水系数也会随之变化。

（十）含水层压力传导系数

含水层压力传导系数主要是指岩土的渗透系数与比储水系数之比，即：

S

Ka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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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为压力传导系数；K为渗透系数；SS为比储水系数。

对于水平二维承压运动，压力传导系数是含水层导水系数与储水系数之比，即：

T KMa= =
S S

其中T为含水层导水系数；M为承压含水层厚度；S为承压含水层储水系数。

五、提高岩土工程中水文地质勘查水平的具体措施

（一）提高勘察资料收集能力

水文地质勘察是一项技术性较高的工作，需要专业人才来完成，在勘察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需要保证勘察资料

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勘察人员需要确保勘察资料的来源可靠，勘察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符合

相关要求。相关勘察人员应当积极学习和掌握勘察技术针对施工所在地的实际状况分析水文地质勘察的影响因素，将

影响降到最低，尽可能提高勘察数据的准确性。

（二）有效完善的勘察技术性能

在完善勘察技术性能方面，勘察单位应当强化勘察技术培训，对于损坏或老化的勘察工具和设备及时进行维修或

更换，帮助勘察人员高效完成水文地质勘察工作。勘察单位应当投入大量的勘察资金，全面掌握真实有效的勘察数

据，注重勘察报告书的编写准确性，为后续工程的顺利实施作出一定保障。有效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完成对水文地质勘察信息的全面收集，提高勘察技术性能和勘察工作实施效率。

（三）完善勘察工作的监督机制

有效的监督对于勘察工作实施的精准性具有重要作用，岩土工程的相关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水文地质勘察的管理

和运营，推行现场监理机制，实施严格的勘察审核制度，明确每个监管人员的分工和责任，采用分级管理制度，杜绝

现场勘查中的不规范取样、数据造假等行为，监管人员在工作中一旦发现这些行为，应当及时报告和处理，对相关责

任人展开追责工作，全面提高水文地质勘察工作水平。

六、结语

综上所述，勘察工作的质量和勘察数据的准确性对于后续岩土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工作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岩土

工程勘察单位应当提升勘察资料收集能力、提高勘察技术性能、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全方位提高岩土工程水文地质勘

察能力，推进我国岩土工程水文地质勘察水平以及工程建设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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