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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环技术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应用策略
张斗龙　程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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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科技水平的提升。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地质灾害监测水平逐步提升，在勘查领
域的高新技术应用与合理监测方案设计中，可对地质灾害成因进行剖析，并且结合诱发原因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在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中，需重点发挥水工环技术在获取自然地质环境信息方面的作用，通过系统化分析对地下水质展开细致勘查，进
而为解决地质灾害问题提供参考。本文就水工环技术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应用策略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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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地质灾害指的是在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下形成

的可能会对环境或人类生存产生威胁和破坏的地质现象或地

质活动。做好对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的有效划分，提升对地质灾

害的防治质量与防治水平，不仅能够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得到有效保护，还能保障现代化社会的平稳顺利发展。

1　水工环概述
所谓水工环，就是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三大地

质总称，我们从水文地质的角度分析其属于地下水的表现形式，

可以体现地下水的变化情况、流动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地

下水的分布情况、流动情况以及形成情况掌握具体的水文地质，

通过后期分析研究得出地下水的详细情况，结合其含有的水质情

况、物质情况，对后续的地下水开发利用提供有力支撑，也能让

后期的开发利用环节变得更加科学有效。此外，通过分析水文地

质，能够进一步判断出地下水对建筑工程产生的后续不利影响，

保障安全施工。对于工程项目施工环节来说，一定要详细了解建

筑工程的实际情况，掌握建设区域内的详细地质分布情况以及地

质环境，这也是工程地质最重要的表现。鉴于此，在对工程项目

进行建设时，有关人员一定要详细分析地质环境可能存在的各

种风险，并选择更加安全的区域开展对应的建筑施工作业，降低

危险发生概率。总之，工程地质对整个建筑施工的重要性不可言

喻。但是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建设的不断加剧，很多地质也受到

了不同程度影响，有关人员在对各项数据信息进行分析时，一定

要重视地质环境的勘察过程，改善日渐严重的各种环境问题[1]。

2　我国地质灾害的主要类型与特点
现阶段，我国地质灾害的主要类型包括滑坡、崩塌及泥石

流等。滑坡通常是指在山体斜面上的土层或岩体经过人为干

预、风吹雨淋、地下水活动等因素的影响，沿着一定的角度分

散或整体向下滑落的现象。我国大部分滑坡分布于东南丘陵地

区与西北高原地带，可分为土质滑坡、岩质滑坡和岩土混合滑

坡等。崩塌是指山体上的岩土由于地质作用或重力作用突然崩

落堆积的现象，多发于角度较陡的山体当中，大量降雨、地层

变动、人为施工等因素都可能会造成岩石崩塌。泥石流是指由

大量降水引发的夹杂着泥土石块的滑坡现象，其最常见的诱发

因素是暴雨，一旦日降水量大于200mm，就容易发生泥石流灾

害。我国地质灾害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关联性。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越发频繁，对原有自然形成的地质

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改变，加上与自然因素不断叠加，使

得地质灾害的严重程度和破坏力不断提高。第二，地域性。由

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质多样，因此各地区的地质灾害同样

也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如西北地区黄土高原易多发崩塌灾害，

而西南山区易发生泥石流现象。第三，周期性。地质灾害受自

然环境和气候影响较为强烈，在降水季节，全国地质灾害的发

生概率不断增加；而到了旱季，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有所降

低。因此，针对地质灾害的防治，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与周期

特点，对地质灾害进行有效的监测和预警，从而保障人民群众

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促进防灾减灾能力的提高和意识的增强[2]。

3　水工环技术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应用
3.1　物探技术

应用物探技术防治地质灾害，其最大优势在于可在地层表

面运用物探电阻率、自然电位等技术方法，针对大概率发生滑

坡、崩塌、塌陷等地质灾害的区域进行勘察，并且第一时间掌

握该位置的地层岩性、地下水流向、地层厚度等数据，为相关

人员提供参考，有助于防治措施的合理制定。

3.2　GIS技术
基于GIS的地质灾害应急指挥系统的功能主要包括：一是

应急响应，实现地质灾害灾险情速报与审核处理；二是应急调

查，实现通过手持终端采集现场灾情信息，支持现场拍照、获

取坐标、标注危险点和危险区、撤离路线等；三是应急处置，

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包括应急专家组与工作组的设置、应急物

资及装备的配置；四是灾情评估，实现对灾情的统计与描述，

包括灾情现场照片上传、灾害点周边建筑物和交通破坏情况、

经济和人口损失统计及其他灾情描述信息等的编辑，评估灾

害的实际情况，从而有助于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地质灾害应

急指挥信息源主要来自当地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基础研究，包

括灾害波及范围和具体位置等，在应急指挥时可以将灾害区域

的情况以三维的方式生动直观地显示出来，从而为救灾提供可

靠数据。在预警之后，该系统可以针对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区

域制图，及时了解地质灾害发生区域的详细资料，如地形概况

等。以灾害点的位置为依据，结合有关的空间数据，如路网、

水系等，制定出最合理的救助策略以及运送、分配救灾物资方

案，为该区域制定完整的、系统的应急管理预案[3]。

3.3　遥感技术
主要通过接受地球表层各种电磁波信息，在技术应用下

对信息进行扫描、传输与处理，实现对地表的实时、远距离监

控，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能精准反映

地质灾害区域的地质组成、形态结构等信息。

4　水工环技术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应用策略
4.1　建立和完善灾害监测预警机制

防治地质灾害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机制，

使防灾部门与人民群众能够对地质灾害的来临做出迅速反应，不

断降低灾害对区位内部带来损害的可能，实现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效率的不断提高。健全灾害监测预警机制可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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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信息整合原则。目前我国防灾减灾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气象水

利监管部门的监测，信息来源单一，应当不断推进灾害预防信息

共享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使得对气象环境信息的汇总和整合渠

道更加多样化，有效推动灾害监测预防工作，促使防灾减灾工作

不断落实。②结合现代化手段进行监测。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

机技术的不断进步，其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灾害监测过程中应当不断提高对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应用的研

究水平，从实践出发，将防灾减灾意识与科技手段有机结合，实

现防灾减灾工作水平与质量的不断提升。应依托智能终端与通

信网络，加强与通信供应部门、互联网管理部门的合作，使防灾

减灾工作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促进防灾减灾效果不断提高。

4.2　地震灾害防治
在对地震灾害进行防治时，需要先做好地震伤害程度的

划分工作，可分成主要灾害与次生灾害，其中次生灾害指地震

发生之后所带来的关联性附加灾害，既有自然方面，也有社会

方面，常见的有水灾、火灾、疫病等。因为在地震来临前，许多

动物的表现极为异常，相关部门需要基于整体感知地震即将发

生的信号，强化对地震发生区域的实时监测管理。在应用水工

环技术进行地质灾害防治过程中，同样要重视前期地震监测与

预防工作，有效降低地震灾害对人类生产、生存造成的危害。

对于地震发生前的微观信号，灾害部门需要应用相应的检测设

备做好收集工作，借助先进科技手段做好追踪，快速精准地监

测地震警示讯号，做好一系列防治措施。在水工环地质灾害防

治中，主要强调对地质磁场及重力的监测工作，以此强化地质

灾害预防管控。对地震灾害进行正确分析判断之后，要制定完

善的震前预案，重点在于提升建筑物抗震能力，采取框架结构

予以强化，做好群众聚居地的保护[4]。

4.3　工程预控
工程预控主要针对于小型土质滑坡进行预控。比如对山

体滑坡进行预控，使用前缘支撑拦截、滑坡后源排水工程。使

用这种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岩土工程地质的整体强度，使

得地基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加。这种工程预控就是对可能发生

地质灾害的地方，使岩土工程的强度进一步提升，并且达到一

定值，从而可以增强抵御地质灾害的能力。

4.4　崩塌与山体滑坡灾害防治
崩塌与山体滑坡之类的地质灾害有较高的发生概率，且

具有较大的破坏力。在应用水工环技术进行防治的过程中，需

要尽量避免对地下水的大量抽取，减少对固体矿产的开采，制

定应对性的地质灾害防治预案。首先，应用遥感技术对地质变

化、土层固结度、水平面倾角等信息进行全面监测，掌握地面

沉降与地下水资源相关信息，进而构建更健全的地面沉降监测

网络，推行计划性的矿区开采管理工作。其次，全面监测、重

点调查地质环境，以物探、钻探与山地工程验证等手段为主，

对矿区开采区域出现崩塌、山体滑坡与泥石流等同类型地质

灾害的分布规律进行勘查，随后在矿区施工建设时，将这些灾

害区域点作为参考，针对此推行监控管理，对各环节重点侦

查，所以需应用到水工环技术，比如，应用瞬变电磁法对围岩

性质进行判断，为防治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提供依据；应用剖

面测量方法和结果，对不良地质体所在部位及规模进行推算。

另外，在对崩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进行防治时，需根据实

际情况采用先进技术，比如对泥石流排导坡面进行稳固，则可

选用经济、高效的“V”型槽设计技术，既能防治地质灾害，又

能保护自然生态，实现对崩塌与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有效防

治。应用水工环技术对地质灾害进行防治，需要对山体滑坡、

泥石流高发区域进行提前监测，制定合理的预警方案以及建

设预警系统。在开采矿产的生产过程中，要保证合理化与科学

化，更要维护好采掘后的地质体。除了全面监测高发区域外，

还要结合矿产开采工作实际，运用水工环技术所掌握的勘查数

据推算地质灾害的发生频率，实现对矿区的合理开采，提前做

好路段防护，将地质监测活动渗透于日常的矿区勘查工作中。

4.5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预控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除了需要防治技术之外，还需要具有预

防控制措施，通过预控措施可以提前防止地质灾害的出现。通过

同时使用防治技术和预控措施，能够更好地实现地质灾害防控效

果。下面主要提出四点预控措施，分别为动态监测、工程预控、

生物预控和避让预控，分析如下岩土工程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其

后果将会十分严重。通过使用预控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地质灾害的发生。动态监测就是对某些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

地方实行动态监测，通过使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动态监测能够及

时观测到降雨量、水文等地质条件，当检测到某些指标超过规

定范围，于是就会发出预警信息。在还没有发生地质灾害之前，

将附近居民进行转移，从而可以降低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5]。

4.6　地质灾害工程施工中创新施工工艺
在地质灾害工程施工中施工人员还需要创新自己的施工

工艺，在基坑工程施工中创新施工工艺时，首先相关的工作人

员需要让工程人员对新技术进行测试和实验，要确保新技术

在施工过程中不会对地质灾害工程的支护结构造成影响。同时

还需要对创新的施工工艺在应用过程中采取相关的实验数据，

并将这些数据参考进支护结构的设计中。施工人员需要确保

所创新的施工工艺，不会对地质灾害工程内部的支护结构造成

影响，才可以在施工中推广这种新技术。此外，地质灾害工程

的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设计人员的设计进行

施工，不许对设计人员的施工图纸进行随意参改，一定要确保

施工过程中支护结构的支护作用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5　结语
综上所述，地质灾害不仅影响到矿产开采工作的顺利进

行，也会对人员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所以需要提高对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视度。随着各种水工环技术的发展与完

善，在面对地震、崩塌、滑坡、裂缝等各类地质灾害时都能发

挥出有效的防治效果。在地质灾害防治中合理应用水工环技

术，提高地质灾害预测准确率，及时采取科学应对措施，保护

好生产与生态，促进矿产行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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