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 卷 第 １ 期 中 国 地 质 调 查 Ｖol． 6 Ｎo． １

２０１９ 年 ０２ 月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Feb． ２０１９

doi： １０． １９３８８ / ｊ． zgdzdc． ２０１９． ０１． １３
引用格式： 刘长礼，张云，张建羽，等． 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编制方法[Ｊ]．中国地质调查，２０１９，6（１)：８6 － ９３．

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编制方法

刘长礼, 张 云, 张建羽, 李宏钊, 刘 朝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石家庄 ０５００6１)

摘要: 开展新型城镇化规划建设工作，需要以 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为基础。 目前，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尚未
形成统一的编图技术标准，无法满足工程地质编图的需要。 通过总结国内外工程地质编图的理论和方法，结合
“中原城市群北部城镇规划区 １∶ ５ 万工程地质调查与编图”工作，以焦作市幅为例，编制了 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
图，探讨了 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编制方法，并对编图目的、主题表达、工程地质分区、工程地质层划分和图面配
置提出新见解。 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表达的主题为工程地质综合特征，工程地质分区是该主题的具体反映; 依
据宏观工程地质条件，分别以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工程地质层)、岩土体结构或变形强度、地壳稳定性或活动断
裂（地震)、不良地质现象或地质灾害等特征差异性进行工程地质分区; 以工程地质层作为基本的制图单元，依据
《GB / T ５０２１８—２０１４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进行工程地质层划分，图面尽可能反映工程地质特征要素，包括（但不限
于)每个工程地质钻孔柱状图、水文地质要素、内外动力地质现象和重大工程地质问题; 综合工程地质图由主体
平面图、镶图、剖面图、钻孔综合柱状图、工程地质特征说明表及图例组成，图、表或图例配置要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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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对工程地质
图的编制方法进行了长期探索，但对 １∶ ５ 万综合工
程地质图编制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较少[１ － １０]。
１９５6—１９７6 年，我国学者开展了区域性小比例尺
（ < １∶ ５０ 万)工程地质图编制工作[１１ － １３]。 １９８４ 年，
学者们编制了大城市工程地质图[１４ － １6]，但比例尺
均 < １∶ ５ 万。 １９９０ 年，我国颁布了《GB １２３２８—９０
综合工程地质图图例及色标》 [１７]，其附录 Ａ 对 １∶ ５
万 ~ １∶ ２０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编制原则与方法做了
规定，但作为附录的“参考件”未对１∶ ５万工程地质
图编图方法或技术要求专门论述。 １９９９ 年，方鸿琪
等[１８]对国内外工程地质图的编图方法进行了总

结，从编图任务、编图原理和编图方法等方面对工
程地质图的编制做了全面阐述，但对 １∶ ５ 万工程地
质图的编制论述不多。 近期，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

实施了“全国主要城市环境地质调查评价”和“大
城市、海岸带、经济区或城市群环境地质调查”等项
目，出版了《中国典型城市环境地质图集》 [１９]和《中
国海岸带环境地质图》 [２０]，对 １∶ ５ 万工程地质图编
制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仍未形成统一的图件编制技
术标准。 综上，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的编制，还存
在编图理念与技术落后、图面内容或主题表达不
清、工程地质层与分区划分方法不统一等问题，不
能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 为推动城市地质工
作，２０１７ 年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城市地质
工作的指导意见》 [２１]明确要求： 全面加强城市地质
基础工作，创新城市地质工作理念技术方法。 目
前，中国地质调查局正在开展重要经济区、城市群
或大中型城市 １∶ ５ 万水工环地质调查，１∶ ５万综合
工程地质图是支撑新型城镇化建设并服务“统筹城
市地上地下建设”必须提交的重要成果之一，这对
编图理念与技术方法提出了新要求，探索 １∶ ５ 万综
合工程地质图编图方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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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综合国内外大量工程地质编图文献资

料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开展的“中原城市群北部城
镇规划区 １∶ ５ 万工程地质调查与编图”工作，针对
我国幅员辽阔、地质条件复杂与地质环境多样等特
点，提出适合我国实际的 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编
制的技术方法，并以焦作市幅为例，阐述了１∶ ５万综
合工程地质图的编制方法。

１ 编制方法

1． 1 工程地质图主题

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主要服务于城市建设规
划或重大工程选线选址，集中反映工程地质特征，
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工程地质层)、岩土体结
构或变形强度、地壳稳定性或活动断裂（地震)、不
良地质现象或地质灾害等。

1． 2 工程地质分区

工程地质分区即工程地质特征差异性或相似

性在图区或地质图上的表现。 根据工程地质特征
差异性，可将图区划分为工程地质区、工程地质亚
区和工程地质地段，也可根据工程地质特征具体情
况进行更多或更少级别的分区。 在“地形地貌、地
层岩性（工程地质层)、岩土体结构或变形强度、不
良地质现象或地质灾害以及地壳稳定性或活动断

裂（地震)”等工程地质特征要素中，当其中几个
（或某个)特征要素差异不大而某个（或某几个)特
征要素差异显著时，用差异显著的某个（或某几个)
特征要素的差异性进行分区; 当所有特征要素差
异性均不显著时，可进行综合适宜性分区，采用
《CＪＪ ５７—２０１２ 城乡规划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２２]推
荐的工程建设适宜性分区。 基于此，总结出适合我
国工程地质分区的方法，如表 １ 所示。

表 1 工程地质分区方法

Tab. 1 Method of engineering geological zoning

工程地质要素
工程地质分区

工程地质区 工程地质亚区 工程地质地段
说明

地形地貌
以图区最大级别的地貌类
型进行划分，相同或相近
的地貌类型划分为同一区

同一区，次级别的、相同或
类似的地貌类型划分为同
一亚区

同一亚区，以更次级别的
地貌类型 +岩土结构类型
或土体变形强度差异为划
分依据

一般用于地形地貌变化较
大的地区，如丘陵、山地或
平原等地貌分布的区域

地层岩性（工程地质
层)

工程地质特征差异最大的
岩性综合体划分为不同区

同一区，工程地质特征最
相近的岩性综合体划分为
同一亚区

同一亚区，以地层岩性（工
程地质层)、岩土结构类型
或土体变形强度差异为地
段划分依据

一般用于地层岩性（工程
地质层)变化大，既有坚硬
岩层又有第四系土层分布
的区域

岩土体结构或变形
强度

图区岩土体结构或变形强
度特征差异最大的划分为
不同区

同一区，岩土体结构或变
形强度特征差异最大的划
分为不同亚区

同一亚区，岩土结构类型
或土体变形强度差异最大
的划分为不同地段

一般用于勘探深度内仅有
第四系松散土层且有特殊
土体分布的区域

地壳稳定性或活动
断裂（地震)

图区地壳稳定性、活动断
裂（地震)特征差异最大的
划分为不同区

同一区，地壳稳定性、活动
断裂（地震)特征差异最大
的划分为不同亚区

活动断裂带 +岩土结构类
型或土体变形强度

一般用于地壳稳定性差或
活动断裂分布较多的区域

不良地质现象或地
质灾害

图区不良地质现象或地质
灾害易发性分区为工程地
质区

同一区，若可进一步进行
易发性分区，则可进行亚
区分区

易发地带或安全地带 +岩
土结构类型或土体变形强
度

一般用于不良地质现象或
地质灾害易发的丘陵或山
地分布的区域

综合特征（工程建设
适宜性) 工程建设适宜性分区

可进行工程建设适宜性次
级分区，此分区可为亚区

以“某个或某几个影响因
素 +岩土体结构类型或岩
土体变形强度”进一步划
分为地段

一级分区按《CＪＪ ５７—２０１２
城乡规划工程地质勘察规

范》附录 C、附录 D[２２] 进
行分区

１． ２． １ 工程地质层与分区
在勘探深度内，具有相同或相近工程地质性质

的地层（具有相同或相近变形或强度、承载力)可划
分为同一工程地质层; 同一工程地质层可以是相
同成因时代或相同沉积环境形成的岩土层，也可以
是不同成因时代或不同沉积环境但连续形成的岩

土层。 同为寒武纪、奥陶纪石灰岩，如果工程地质
变形或强度接近，即可划分为同一工程地质层; 同
为粉质黏土、黄土类粉质黏土与非黄土类粉质黏
土，只要工程地质性质接近，则可划分为同一工程
地质层。 在垂向剖面上不连续、中间间隔其他岩性
地层的 ２ 个相同岩性（甚至工程地质性质相同)的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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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不能划分为同一工程地质层。 同一工程地质
层分布的区域，可划分为同一工程地质区（亚区、地

段); 不同工程地质层分布的区域，可划分为不同
工程地质区（亚区、地段)（表 ２)。

表 2 工程地质层划分方法

Tab. 2 Division of engineering geological layers

工程地质层 特征描述
饱和单轴抗压
强度 Rc / ＭPａ

备注

岩石类

坚硬岩
未风化—微风化的花岗岩、正长岩、闪长岩、辉绿岩、玄武岩、安山岩、片麻岩、石英
片岩、硅质板岩、石英岩、硅质胶结的砾岩、石英砂岩、硅质石灰岩等

Rc > 6０

较坚硬岩
弱风化的坚硬岩，未风化—微风化的熔结凝灰岩、大理岩、板岩、白云岩、石灰岩、
钙质胶结砂岩等

３０ < Rc≤6０

较软岩
强风化的坚硬岩，弱风化的较坚硬岩，未风化—微风化的凝灰岩、千枚岩、砂质泥
岩、泥灰岩、泥质砂岩、粉砂岩、页岩等

１５ < Rc≤３０

软岩
中等（弱)风化—强风化的较坚硬岩，中等（弱)风化的较软岩，未风化的泥岩、泥
质页岩、绿石山泥石片岩、绢云母片岩等

５ < Rc≤１５

极软岩 全风化的各类岩石，各类半成岩，如古近系岩石 Rc≤５

当无法取得
岩石单轴抗
压强度值时，
可用点荷载强
度换算，换算方
法按 《 GB / T
５０２１８—２０１４
工程岩体分

级标准 》 [２３]

执行

土类

漂石（块石)
卵石（碎石)
圆砾（角砾)
砾砂

粗砂

中砂

细砂

粉砂

粉土

粉质黏土

黏土

黄土

红黏土

膨胀土

软土

填土

冻土

（１)土名相同的土层，由于成因、时代、沉积环境及密实程度不同，主要工程地质性
质指标可能相差极大，加之地层沉积的不连续性，可划分为不同的工程地质层
（２)沉积连续的黄土、黏性土、软黏土、冻土、夹层土、混合土，如工程地质性质相差
较大，可细分为若干工程地质层

１． ２． ２ 岩土体工程地质结构与分区
岩土体工程地质结构指在勘探深度内 ２ 个或 ２

个以上工程地质层的组合特征，可以是相同成因、相
同时代形成的地层组合，也可以是不同成因、不同时
代形成的地层组合。 如果岩土体结构差异导致工程
地质特征差异较大，则 ２ 个结构特征差异较大的岩
土体分布区域不能划分为同一工程地质区（亚区、地
段); 如果岩土体结构差异导致工程地质特征差异
较小，则 ２个结构特征差异较小的岩土体分布区域
可以划分为同一工程地质区（亚区、地段)。

２ 表达方法

2． 1 一般要求

（１)在收集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工程地质
调查技术要求开展补充调查，取得相应的资料及数
据并综合研究后再进行图件编制。

（２)按照 １∶ ５ 万国际标准图幅编制图件，底图
采用 １∶ ５ 万最新版地形图。

（３)１ ∶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由工程地质平面
图、剖面图、综合工程地质分类说明表（或综合工程
地质柱状图)、图例和镶图组成。 若空间允许，还可
增加工程地质分区说明表。 工程地质平面图是综
合工程地质图的主体，反映绝大部分工程地质内容。

（４)综合工程地质图主要内容： ①地形地貌、
地质构造与活动性断裂、火山活动与地震等; ②岩
土体工程地质特征，包括工程地质特性指标、控制
性勘探工程、工程地质观测信息及特征工程地质层
等; ③内外动力地质现象、地质灾害或其他工程地
质问题; ④水文地质要素，包括地下水水位埋深及
变化幅度、地下水侵蚀性和地下水资源等; ⑤主要
天然建筑材料、矿产资源和景观资源; ⑥工程地质
分区及其评价结果。

（５)综合工程地质图的内容可参照相关图例、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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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纹、符号和颜色，也可根据实际需要自行设计。
图面应层次清楚，重点突出，配置合理，美观易读。
2． 2 工程地质图表达

（１)岩土体工程地质分类。 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
质图应以工程地质层为基本制图单元，工作程度较
低、资料不全时才可使用岩性组、岩性综合体为基
本制图单元。

（２)岩土体结构可用综合工程地质柱状图和工
程地质剖面图表示。 岩土体工程地质层划分主要
考虑岩土体类型、结构和工程地质强度等差异。 工
程地质剖面图上，岩土体工程地质结构可用颜色及
岩性符号表示，可标示各工程地质层主要的工程地
质性质特征值。

（３)工程地质分区表达。 工程地质分区用面普
染色表示，分别用不同基色标示“工程地质区”，同
一“工程地质区”的二级“工程地质亚区”用同一基
色的不同色阶标示。 工程地质地段用界线和代号
（也可用颜色)标示。

（４)其他地质要素表达。 包括地貌、内外动力
地质现象、水文地质要素、地质构造与地震、工程地
质问题及地质资源等，可参考《GB １２３２８—９０ 综合
工程地质图图例及色标》 [１７]的附录 Ａ －综合工程
地质图编制原则与方法（１∶ ５ 万 ~ １∶ ２０ 万)相关原
则及方法。
2． 3 辅图与图面配置

２． ３． １ 辅图
除主图外，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辅图包括综

合工程地质柱状图、工程地质剖面图、镶图和图例。
（１)综合工程地质柱状图。 包括编制岩土体综

合工程地质柱状图及说明表，位于主图左侧。 柱状
图主要表示工程地质层，说明表扼要介绍各工程地
质层特征，反映岩土体工程承载力与强度指标。

（２)工程地质剖面图。 主要反映图区工程地质
条件的总体规律。 丘陵山区应编制反映基岩风化
程度的工程地质剖面图，剖面图应反映岩土体的岩
性和结构特征、构造、地貌单元及其他地表形态的
相互关系，以及平面图无法反映的地质现象或问
题。 厚度较小的特殊意义的地质体，可用符号或夸
大表示。 剖面图数量一般 ２ ~ ３ 个为宜，以能与平
面图配合反映工程地质特征为原则。

（３)镶图。 主图无法清楚反映但又必须反映的
工程地质条件或问题，用镶图加以补充。 镶图数量、

比例尺及在综合工程地质图中的位置，应根据测区
实际及图廓允许而定，数量一般不宜超过 ２个。

（４)图例。 图例排列要层次清晰，逻辑性强。
一般按内容的重要性排列，表达工程地质主题的分
区、工程地质层、重大工程地质问题等排在前，控制
性孔点、各类界线、剖面等排在后。
２． ３． ２ 图面配置

图面配置应根据图廓的形状和主图（平面图)
空间展布而定，原则上可按下列要求配置： 图上方
为图名、图幅名及编号，图中央部分为综合工程地
质图的主图。 主图左侧为岩土体综合工程地质柱
状图（或岩土体综合工程地质分类说明表); 主图
右侧为图例，图例下方为工程地质分区说明表; 主
图下方为工程地质剖面图。 其他空间可根据需要
放置镶图，但镶图一般放置在岩土体综合工程地质
柱状图（或分类说明表)下方。 图廓外正下方为比
例尺，左下角为署名，右下角为资料索引，左上角为
制图单位名称，右上角为图件密级和成图时间。

３ １∶５万焦作市幅综合工程地质图的编制

3． 1 1∶5 万焦作市幅地质背景

１∶ ５ 万焦作市幅的研究区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太
行山区与平原过渡带，地形起伏较大，地势北高南
低，地质条件复杂。 北部为太行山区，由构造侵蚀
低山与构造剥蚀丘陵组成，地形陡峭，出露寒武系、
奥陶系、石炭系和二叠系白云岩、灰岩、泥灰岩、砂
岩、泥岩等; 南部为太行山山前侵蚀堆积倾斜平
原，由坡洪积斜地、冲洪积扇形地和冲洪积扇间洼
地组成，存在采空塌陷、地裂缝等地质问题，主要分
布黄土状粉土、粉土、粉质黏土、粉细砂、卵砾石等
第四系松散层。
3． 2 工程地质分区与分层

根据工程地质特征差异性或相似性，对研究区
岩土体工程地质特征进行工程地质分区（亚区、地
段)（图 １)。 将图区分为“基岩山地丘陵工程地质
区、第四系松散土层工程地质区”２ 个一级区。 在
一级区的基础上，根据岩土体工程地质特性差异进
一步划分不同的“亚区”，再将亚区进一步细分为工
程地质特征不同的“地段”。 依据地层的工程地质
性质进行工程地质标准层划分，再依据工程地质标
准层及其组合特征进行不同级别的工程地质区（亚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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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5 万焦作市幅

Fig. 1 1∶50 000 comprehensiv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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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工程地质图

geological map of Jiaozu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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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段)划分，工程地质分区说明表如图 １ 所示。
3． 3 平面配置与表达

３． ３． １ 平面配置
１∶ ５ 万焦作市幅综合工程地质图由工程地质平

面图、工程地质剖面图（图 １ 主图下方的 A—A′、
B—B′)、综合工程地质柱状图（图 １ 主图左侧，描述
每个工程地质层的主要工程地质特征与特征参

数)、工程地质分区说明表（图 １ 主图右下方，描述
不同区的工程地质特征)和镶图（图 １ 主图右下方，
焦作市幅地貌图)组成，尽可能多地表达工程地质
信息，图面配置见图 １。
３． ３． ２ 综合工程地质图表达

（１)工程地质分区用面普染色表示，分别用不
同基色标示“工程地质区”，同一“工程地质区”的
“亚区”或“地段”用同一基色的不同色阶标示，并
标明界线与代号（图 １)。

（２)尽可能多地表达工程地质关键信息。 将施
工或收集的工程钻探孔进行工程地质分层后绘制

成柱状图标示在图上相应位置。 剖面图上典型钻
探孔标明了不同工程地质主要参数。 将地貌分区、
工程建设适宜性等信息用镶图表达（图 １)。

４ 结论

（１)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表达的主题为工程
地质综合特征，工程地质分区是该主题的具体反
映。 依据宏观工程地质条件，分别以地形地貌、地
层岩性（工程地质层)、岩土体结构或变形强度、地
壳稳定性或活动断裂（地震)、不良地质现象或地质
灾害等特征差异性进行工程地质分区。

（２)以工程地质层为基本的制图单元，依据
《GB / T ５０２１８—２０１４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进行工程
地质层划分，除表达工程地质特征分区主题外，图
面尽可能多地反映工程地质特征要素，包括（但不
限于)每个工程地质钻孔柱状图、水文地质要素、内
外动力地质现象及重大工程地质问题等。

（３)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由主体平面图、镶
图、剖面图、综合工程地质柱状图、工程地质特征说
明表与图例组成，各图、表或图例要科学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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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Bａliａk F，Bｒček Ｍ． Ｅngineeｒing － geologicａl mａｐs oｆ geologicａl
ｆａcｔoｒs oｆ ｔｈe enviｒonmenｔ in Slovａkiａ[Ｊ] ． Sｔudiａ Geoｔecｈn Ｍecｈ，
２０１３，３５（１)：１９ － ２５．

[１１] 刘国昌．中国区域工程地质学纲要[ Ｊ] ．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１９５７（３)：３ － ７，１５．

[１２] 李明朗，刘玉海．中国城市地质[Ｍ]．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
２００５：１１ － １９．

[１３] Ｖａｒnes D Ｊ， Ｋeａｔon Ｊ R． 工程地质制图的趋势 （ １９７２—
１９８３)[Ｊ] ．郑达辉，译．世界地质，１９８6，５（３)：１ － １１．

[１４] 李相然，宋琰勋． 城市环境工程地质图基本要素与编制原
理[Ｊ] ．西安工程学院学报，１９９８，２０（２)：５５ － ５９．

[１５] 吴恒．城市地质环境的工程地质分析与图系编绘[Ｊ] ．桂林冶
金地质学院学报，１９９３，１３（３)：２２５ － ２３５．

[１6] 任国林．中国区域工程地质条件基本特征———中国工程地质
图（１∶ ４ ０００ ０００)简介[Ｊ]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１９９２，１９（３)：
３6 － ３７，５２．

[１７] 地矿部地质环境管理司． GB / T １２３２８—１９９０ 综合工程地质图
图例及色标[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８] 方鸿琪，杨闽中．城市工程地质环境分析原理[Ｍ]．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９：４ － ８９．

[１９] 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
所．中国典型城市环境地质图集[Ｍ]．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５：１９ － ２４３．

[２０] 孙晓明，张开军，杨齐青，等． 中国海岸带环境地质图简
介[Ｊ] ．中国地质调查，２０１５，２（５)：５２ － ５５．

[２１]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城市地质工作的指导意见[ＥB / OＬ]．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mlｒ． gov． cn / zｗgk / zyｔz / ２０１７０９ /
ｔ２０１７０９０6 １５８５７７８． ｈｔm．

·２９·

万方数据



第 １ 期 刘长礼，等： １∶ ５ 万综合工程地质图编制方法

[２２]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CＪＪ ５７—２０１２ 城乡规划工程
地质勘察规范[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７ －３２．

[２３]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GB / T ５０２１８—２０１４ 工程岩体分
级标准[S]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１５：４ － ２５．

Compilation method of 1∶50 000 comprehensiv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map

ＬＩU Cｈａngli， ZＨＡＮG Yun， ZＨＡＮG Ｊiａnyu， ＬＩ Ｈongzｈａo， ＬＩU Cｈａo
（ Institute of Hydro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０５００6１， China)

Abstract： Tｈe １∶ ５０ ０００ comｐｒeｈensive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mａｐ is ｔｈe ｆoundａｔion oｆ ｔｈe ｐlａnning ａnd con-
sｔｒucｔion oｆ neｗ uｒbａnizａｔion． Ｈoｗeveｒ， ｔｈeｒe is no uniｆied ｔecｈnicａl sｔａndａｒd ｆoｒ ｔｈe comｐilａｔion oｆ ｔｈe １∶ ５０ ０００
comｐｒeｈensive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mａｐ so ｆａｒ， ｗｈicｈ cａn’ｔ meeｔ ｔｈe needs oｆ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mａｐｐing．
By summａｒizing ｔｈe domesｔic ａnd ｆoｒeign ｔｈeoｒies ａnd meｔｈods oｆ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mａｐｐing， ａnd combined
ｗiｔｈ ｔｈe cuｒｒenｔ ｐｒoｊecｔ “１∶ ５０ ０００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suｒvey ａnd mａｐｐing oｆ noｒｔｈeｒn uｒbａn ｐlａnning ａｒeａs oｆ
ｔｈe uｒbａn ａgglomeｒａｔion in Cenｔｒａl Plａins ”， ｔｈe ａuｔｈoｒs ｈａve comｐiled ａ １ ∶ ５０ ０００ comｐｒeｈensive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mａｐ， ｔａking Ｊiａozuo Ciｔy ａs ａn eｘａmｐle． Fuｒｔｈeｒmoｒe， ｔｈe ｔｈeoｒies ａnd meｔｈods oｆ comｐiling ｔｈe
１∶ ５０ ０００ comｐｒeｈensive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mａｐ ｈａve been discussed， ａnd neｗ oｐinions ａnd ideａs on ｔｈe ｐuｒ-
ｐose， subｊecｔ eｘｐｒession，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zoning， division oｆ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lａyeｒs ａnd lａyouｔ oｆ ｔｈe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mａｐ ｈａve been ｐuｔ ｆoｒｗａｒd． Tｈe eｘｐｒessed subｊecｔ oｆ １∶ ５０ ０００ comｐｒeｈensive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mａｐ is ｔｈe comｐｒeｈensive cｈａｒａcｔeｒisｔics oｆ engineeｒing geology， ａnd ｔｈe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zoning
is ｔｈe concｒeｔe eｘｐｒession oｆ ｔｈe subｊecｔ． Ａccoｒding ｔo ｔｈe mａcｒoscoｐic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condiｔions， ｔｈe en-
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zoning cａn be cａｒｒied ouｔ bａsed on ｔｈe diｆｆeｒence oｆ ｔｈe ｔoｐogｒａｐｈy， sｔｒａｔum liｔｈology （engi-
neeｒing geologicａl lａyeｒ)， geoｔecｈnicａl sｔｒucｔuｒe oｒ deｆoｒmａｔion sｔｒengｔｈ， cｒusｔａl sｔａbiliｔy oｒ ａcｔive ｆａulｔs （eａｒｔｈ-
quａkes)， ａnd ａdveｒse geologicａl ｐｈenomenａ oｒ geologicａl disａsｔeｒs． Tｈe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lａyeｒ sｈould be
ｔａken ａs ｔｈe bａsic mａｐｐing uniｔ， ａnd ｔｈe division oｆ ｔｈe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lａyeｒ cａn be cａｒｒied ouｔ ａccoｒding
ｔo ｔｈe “GB / T ５０２１８ － ２０１４ Sｔａndａｒd ｆoｒ Clａssiｆicａｔion oｆ Ｅngineeｒing Rock Ｍａss”． Ｉn ａddiｔion， ｔｈe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ｆeａｔuｒes sｈould be ｒeｆlecｔed ａs mucｈ ａs ｐossible， including （buｔ noｔ limiｔed ｔo) eａcｈ engineeｒing geo-
logicａl boｒeｈole ｈisｔogｒａm， ｈydｒogeologicａl elemenｔs， inｔeｒnａl ａnd eｘｔeｒnａl dynａmic geologicａl ｐｈenomenａ， mａｊoｒ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ｐｒoblems ａnd so on． Tｈe comｐｒeｈensive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mａｐ sｈould be comｐosed oｆ
ｔｈe mａin body ｐlａn， inlａy mａｐ， secｔion mａｐ， comｐｒeｈensive boｒeｈole ｈisｔogｒａm，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ｆeａｔuｒe
descｒiｐｔion ｔａble ａnd legend， ａll oｆ ｗｈicｈ sｈould be scienｔiｆicａlly ａnd ｒeａsonａbly conｆiguｒed．
Key words： １ ∶ ５０ ０００ comｐｒeｈensive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mａｐ; comｐilａｔion meｔｈod; engineeｒing geologicａl
zoning; subｊecｔ eｘｐｒ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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