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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水文地质勘察又被称为“水文地质勘测”，是指水文地质勘察

人员利用一系列勘探、测绘、探查、检测手段，对调查地区水文地

质情况（地下水位变化情况、地下水流动方向、地下水分布情况、

岩石性质、地形地貌特征、水文地质条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等）

进行调查研究，从而为工程项目的开发、设计、施工提供可靠水

文地质信息，进而保证工程项目顺利开展，提高工程项目质量与

安全。本文以水利水电工程为例，联系工作经验，就水文地质勘

察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具体如下。

1 水文地质勘察技术分析
在水利水电工程水文地质勘察中，要想保证工作顺利开展与

勘察结果准确，应合理选用水文地质勘察技术。随着科学技术不

断发展，水文地质勘察技术具备了多元化特征，目前较为常用的

水文地质勘察技术主要有以下几项：

1.1 全球定位系统技术
全球定位系统技术是基于空间技术、电子通信技术等创新发

展与结合应用下形成的一种先进技术，具备使用方便、定位准确

等优势。在水利水电工程的水文地质勘察中，有效应用该技术能

够对勘察位置精准定位，并将所获取水文地质信息以直观、形象

方式呈现，利于工作人员进行数据分析、处理、统计，利于水文地

质勘察效率提升。

1.2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是多学科结合应用下（如地理学、测量学、

遥感学、地图学、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等）产生的一种科学空间信

息系统技术[1]。该技术能够将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整合，并用于
空间规划、资源分析、图形绘制中。以水利水电的水文地质勘察

为例，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可用于绘制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图、水文

图；可将水文地质情况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要求结合，对区域空

间进行科学规划，从而降低水文地质对工程施工的影响。

1.3 物探技术
物探技术主要是依托探测装置对区域地质、水文等情况进

行探查、测量、记录等。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驱动下，物探技术

水平大幅提升，实现高精确度、高时效性、多功能性发展。如在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地质勘察中，应用地球物理层析成像技术可

系统掌握工程项目所在地区地层分布情况，准确评估岩体性

质，了解岩体完整度，为岩体与工程项目施工关系分析提供准确

依据。

1.4 遥感技术
遥感技术是水利水电工程水文地质勘察应用较为广泛的技

术。该技术可用于地质信息采集、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估、地下水分

布调查、水文地质测绘、地质发育情况分析，能够实现水文地质勘

察信息综合管控，从而促进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安全提升。

2 水文地质勘察措施分析
2.1 水利水电工程概述
新疆某水利水电工程属典型水库工程，位于某流域出山口上

游 3000m位置，具备洪水防治、田地灌溉、生态建设等功能，由隧
洞、溢洪道、拦河坝构成。该项目设计两个建设地址，见表 1。为保
证工程项目顺利开展，实现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科学提升，在工

程施工之前，需要做好水文地质勘察工作，系统评估施工现场水

文地质情况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2.2 水文地质勘察工作重点内容
基于经验总结，发现水利水电工程水文地质勘察中，相关人

员应做好如下工作：

2.2.1 地质资料收集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例如，施工现场植

被分布情况、气候条件、施工现场土壤性质、地形地貌等均可影

响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这就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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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地理位置 坝顶高程 防浪墙顶高程 坝类别
坝结构

（长×宽×高）
1号 渠首北部

0.15km位置 约 1446m 约 1448m 浇筑式沥青混凝土
心墙砂壳坝

571m×8.0m×41.82m
2号 渠首北部

0.8km位置 约 1432m 约 1433m 浇筑式沥青混凝土
心墙砂壳坝

509.5m×8.0m×41.20m

表 1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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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水文地质勘察时，做好水文地质资料收集工作，能够全面、准

确把握水利水电工程自然地理状况、地质环境状况，为工项项目

设计、施工提供可靠依据。

2.2.2 地下水监测
地下水监测是水利水电工程水文地质勘察重点内容之一。多

数研究发现水利水电工程中，地下水水位过高，可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地质压力，降低水利水电工程地基稳定性；地下水水位不稳

定，地质压力将频发发生变化，增加水利水电工程地基变形概

率，降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使用安全性。

通常情况下地下水监测过程中，需要根据地层条件合理选择

水文地质试验方法获取相关参数，并在此基础上对水文地质存

在的影响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结合根据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要求，提出合理建议。例如，砂砾石层水文地质试验，多采用抽水

试验法获取水文地质参数；黏性、含泥砂土层水文地质试验，多

采用注水试验法、渗透试验法获取水文地质参数；基岩层说水文

地质试验，多采用压水试验法获取水文地质参数[2]。值得注意的
是：地下水监测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严格遵循相关要求进行操

作，保证监测时间、监测地点、监测次数符合相关标准，保证监测

设备正常使用，保证监测数据真实、全面、正确。此外，地下水监

测过程中需要准确记录不同阶段地下水位变化信息，及时分析

不同类型地下水水质变化，积极寻找地下水来源，科学预测地下

水水位变化影响。

本项目 2号地址地下水为河床砂砾石层孔隙水，地下水较河
水水位低，故由河水进行地下水补给，对其水质进行分析，见表 2。
地下水腐蚀性小，不会影响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材料性质。

2.2.3 岩土性质分析
岩土性质分析是水利水电工程水文地质勘察重要内容。多数

实践证实：水利水电工程所在地区岩性越复杂，工程水文与地质

条件越复杂，对工程建设影响越大。例如，软硬互层岩体是水利

水电工程水文地质勘察常见复杂围岩体，是漫长地质历史演变

下形成的一种沉积或变质地层层组合体，多处于断裂带附近，对

水利水电工程边坡稳定性、洞室围岩稳定等影响较大，可增加水

利水电工程防渗施工难度、排水难度[3]。因此，在水文地质勘察过
程中，相关人员应有效采集地质基础资料，对岩土性质、地质构

造、断层分布等情况具有全面了解，提高地质测绘质量。以牛栏

江-滇池补水工程为例，工程全线长 87400m，水文地质勘察结果
显示沿线水文地质条件复杂，85%以上底层为较发育熔岩，大小
规模断裂超 30条，隧洞地下水呈弱酸性，可腐蚀混凝土，地面建
筑物地基所在位置岩体物理学性质较差。故在隧洞施工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地下泥石流、涌水、地基塌陷、流砂等问题。因此，在

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应合理选择隧洞开挖技术，建立科学施工

故障预警机制，着重加强稳定性较差洞段施工质量监管。

本工程水文地质勘察结果显示：工程项目所在地区河谷形态

呈 U型，谷坡 38°~74°，左右岸呈不对称分布，左岸拔河高度较右
岸高出 15m。1号地址的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地层（砂卵砾石粒径
6~60mm，含水率 3.5%，干密度 2.1g/cm3，湿密度 2.17g/cm3，5mm
以上表观密度 2.71g/cm3，5mm以下表观密度 2.69g/cm3）、第三系
上新统昌吉河组泥岩（2~10m）、砾岩地层，岩石物理力学性质见
表 3。
统计 1号地址与 2号地质水文地质勘察信息，对工程地质、

水文条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个地址虽然皆受冲沟影响，但冲沟

对坝体稳定性影响较小。2号地址水文地质条件较 1号地址更好，
施工综合效益更高，故建议选用 2号地址进行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2.2.4 做好水文地质勘察质量保障措施
为保证水文地质勘察工作顺利开展，水文地质勘察获取信息

充分，应从勘察技术、勘察人员、勘察设备、勘察制度等方面进行

质量改进。通过教育培训、勘查制度完善、先进设备引进等方式

方法，切实提高水文地质勘察质量与效率。

3 结论
水利水电工程是经济建设重点工程，其建设质量不仅关系着

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也影响着人民群众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面

对近些年我国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不断增多，规模的不断扩大，

提高水利水电工程质量势在必行。多数研究证实，水文地质勘察

与水利水电工程质量与安全密切相关。对此，企业以及相关人员

有必要掌握水文地质勘察技术，明确水文地质勘察要点，保证水

文地质勘察作用最大化发挥现实意义显著，从而为水利水电工

程组织开展提供准确、全面依据，促进水利水电工程质量与安全

提升的同时，推动水文地质勘察事业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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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样编号
阳离子/（mg/L） 阴离子/（mg/L）

总碱度/（mg/L） pH 矿化度/（g/L）Ca2+ Mg2+ K+与 Na+ Cl- SO42- CO32- HCO3-

1 58.32 1.44 12.86 10.84 99.95 3.59 136.95 119.2 8.41 0.273
2 57.51 12.82 16.81 9.42 99.71 2.44 133.23 113.1 8.42 0.266

表 2 水质分析

岩样编号 取样深度/m 颗粒密度/（g/cm3） 自由膨胀率 孔隙率 软化系数
单抽抗压强度/MPa

承载力/MPa
烘干 饱和

1 31~60 2.73 27 26 0.4 2.9 1.2 1.0
推荐值 2.73 27 26 0.4 2.92 1.2 1.0

表 3 石物理力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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