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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军事地质及其相关知识在人类战争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创造了许多战争奇迹。在以深地、深海、深空为特点的“三

深”现代化信息战争中，战场环境的利用与评估、打击防御目标的优选排序、战争对人类生存环境影响评估等方面的需求凸显

出来，以上都需要与地质密切相关的知识来协助解决。通过梳理与地质密切相关的专业知识在军事上的运用，结合现代战争

特点与需求，系统厘定军事地质定义、内容和方向，以及各专业在军事上应用的联系与区别，提出了军民融合地质与军事的三

种形式，即“民为军用”、“军为民用”和“军民联合”，为现代战争中军事地质研究及基础地质的军民融合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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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itary geology and related knowledge have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military affairs and have created lots of mir⁃
acles. The modern information war has the deep-land, deep-sea and deep-air characteristics. The demand of environment utiliza⁃
tion and estimation of wars, the choice and scheduling of targets, and the estimation of the war’s influence on living environment be⁃
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solving of these problems needs knowledge intimately related to geology. In this paper, the au⁃
thors card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knowledge related to geology to military affair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
mand of modern war, systematically defined the definition,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military geology, investigated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military affairs and, on such a basis, put forward the three forms of civilians-military integration:
civilians for military affairs, military affairs for civilians and dual-use technology, thus providing thoughts for the fundamental civil⁃
ians-military geology integration and military geological research.
Key words: modern war; military geology;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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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貌、地球物理、水文和工程地质在历次

战争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军事地理信息在现代

战争中的环境建设[1-8]，军事遥感地质在目标侦察和

监测、战争潜力、毁伤评估[9-12]，军事工程地质在人防

工程和地下工事建设[13-21]中，钻地侵彻弹在不同介

质中的破坏程度[22-25]，地质灾害在军事机动中的防

御保障[26-27]，水文地质与军事行动和海洋武器的研

发[28-31]，地球物理场在精准导弹轨迹规划、地球物理

武器研发、军事目标探测[32]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将基础地质与现代战争特点和需求相结合，将其

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军事地质进行研究还十

分薄弱，成为当代基础地质界面临的主要问题，也

是现代军事和国防科学研究急需解决的难题。因

此，军事地质学的研究对于利用现代化战场环境，

推动地质学、现代军事学和国防科学的发展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

1 现代战争的特点及需求

20世纪末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利比亚、叙

利亚战争，改变了作战形态和样式，拉开了现代高

科技局部战争的序幕，战争显示出非线性、非接触、

非对称的“三非”形态[33-34]，这就要求战场环境向深

地、深海、深空的“三深”拓展[35-37]，战争速度向机动

快（兵力投送快）、转换快（前方、后方）、打击快（发

现即摧毁）的“三快”转变[38-42]，这些因素导致现代战

争具有高科技、高消耗（成本）、高危害（破坏环境

大）、高精准（精确打击）、高感知（卫星系统）的“五

高”特点[43-50]。

现代战争“三深”战场环境的构筑，“三快”对临

时驻屯、机动的快速转换，“五高”需要多方面的技

术和信息，如精准打击目标的选择和动态监测、导

弹轨迹的规划、战争对地质环境的危害评估等，均

成为现代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

2 军事地质研究历史及现状

地质学属于地球科学的分支学科，是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逐渐分化出来的。军事地质学是近代战

争时期，地质学从地球科学分离出来后，与军事学

相结合的产物。地质学分为狭义地质学（基础地质

学）和广义地质学（包括基础地质学和应用地质学）

2类，基础地质学是主要探讨基本事实和原理的基

础学科，包含矿物学、岩石学、地层学及古生物学、

构造地质学、区域地质学；应用地质学主要是基础

地质学与生产或其他学科结合而形成的学科，包含

工程、水文、灾害、环境、生态、海洋地质学等。传统

军事地质是军事学与应用地质学相结合的产物。

2.1 研究历史

军事地质服务于军事斗争，而军事斗争属于社

会科学，是随着科技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断变

化的，导致军事地质的研究内容也要随之变化。

2.1.1 冷兵器和热兵器战争时代

（1）战争特点及其对地质的需求。冷兵器时代

以刀枪弓箭、牲畜战车等武器，开展近距离厮杀；

热兵器时代以大炮、线膛武器等机械武器，开展低

姿隔离射杀[51-52]。战争主要围绕城池、夺取地理进

攻防御的优势点展开，因此其作战纵深范围较

小。近距离机动、战争工程构筑，城池的攻防、地

理制高点、优势点的选择控制，是军事地质研究的

主要内容。

（2）军事地质理论。没有专门的从事军事地质

理论的研究人员，军事理论来自于战争经验教训的

总结，主要有孙武的“知天知地，胜乃无穷”，诸葛亮

的“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孙子兵法》的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以及被历代军事家推崇的

“天时、地利、人和”等。

（3）军事地质应用。这个时期没有专门的军事

地质应用人员，主要是作战部队自身和民工进行应

用。军事地质主要是简单地形、地物、地貌和一般

的非金属建筑材料的利用。其主要任务是选择并

利用优势地理地质资源修筑人畜屯集地，构筑可以

防御冷兵器、热兵器、人畜进攻的城池等工程，以及

近距离的陆地战、海面战作战的环境保障，如中国

古代多国、不同时期利用沿线地势、建筑材料，为抵

御关外骑兵而修筑的长城；秦时利用灵渠沿线的岩

溶地质特征，为解决其军马进军岭南的粮草运输问

题而修筑的沟灵渠运河；三国时期的马谡违背诸葛

亮的作战指令，将军营安扎在有水源的交通要道，

致使因被切断水源和粮草而兵败街亭等，是古代战

争中军事地质的具体运用。

2.1.2 机械化和热核战争时代

（1）战争特点。机械化战争时代中坦克、飞机、

军舰、潜艇等机械化武器装备投入使用。热核兵器

时代核、生化武器投入使用。作战方式主要为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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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坦克、火炮，海军的舰船、潜艇，空中战斗机、轰炸

机的编队协同作战。战争围绕阵地、战略要地、国

境线展开，目的是拓展殖民地。军事地质主要用于

构筑阵地、兵营、飞机场、军事港口，战时的机动车

辆、坦克、飞机、舰船潜艇的驻屯集结及阻碍和保障

机动车辆的通行，以及较远距离的陆地、远洋、浅海

深处、空中作战等的环境保障。

（2）军事地质理论。这个时期已形成科学的理

论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德、俄等国

出现了专门从事军事工程构筑、野战给水保障等理

论研究的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诺曼底登

陆战、中国的地雷战、地道战、游击战中，军事和地

质得到了完美结合，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地质、

工程地质学理论体系。1937年陈继承、朱熙人合著

了《军事地质学》①，前苏联 1945年出版了奥夫基尼

科娃的《军事地质学》②，1947年和1958年又先后出版

了波波夫的《军事工程地质学及水文地质学》③和《军

事工程地质学》④两部著作。1954年、1993年、1986年
中国王仁权、傅家豪等也相继出版了两部《军事工程

地质学》[53-54]和一部《阵地工程地质学》[55]。此后，军

事工程地质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院校

的课程之一。

（3）军事地质运用。这个时期出现了专门的军

事地质应用人员。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数国家

组建了不同专业的工程兵，提高防御稳定性和进攻突

击力。中国最早的工程兵是清末的工兵营。 1927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时就成立了被誉为“开路先锋”

的工程兵。1950年成立兵种领导机关，统一了全军

编制，建立了院校和研究设计机构。1955年将兵种

改称工程兵。目前，工程兵已发展成为一支技术密集

型、具有综合保障能力的技术兵种，该时期的军事地

质主要是地表地形地貌、地下浅部的空间和石油、煤

炭、钢铁资源及一般的非金属建筑材料的利用。工程

兵平时主要进行军事工程构筑和隐蔽伪装；战时主要

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快速完成应急的工程构筑和

抢修，提高军队的战场生存能力和机动速度，发挥武

器装备的战斗效能。如抗战时期就地利用花岗岩石

材制造地雷，利用华北平原黄土的可开挖性和稳定性

开展了地道战，抗美援朝、自卫反击战利用地形地貌

开展的游击战、防守战等。

2.2 研究现状

随着科技进步，战争具备了新的特点和需求。

随着地质学的发展，军事地质的内涵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要准确把握其研究范围、内容及发展方向，必

须研究与军事相结合的地球科学其他分支学科的

研究内容和方向。

2.2.1 学科建设

中国学科分类划分有3种：一种是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从“学问分支”

角度划分的；另外 2种是从传递知识、教育教学的

“教学科目”角度划分的。其中，一种是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根据研究生学位教育划分的，另一种是国家

教育委员会根据普通高等教育划分的。与军事地

质相关的学科划分见表1。
目前，中国与军事地质密切相关的、研究相对

成熟的学科有：属于军种战役学科中研究的军事工

程学、军事工程地质学，属于战场环境中研究的军

事地理学、军事地形学、军事海洋学、军事导航测绘

技术，以及军事地球物理（电磁环境）。具体的学科

特点见表2。
中国与地质有关的军事院校有解放军理工大

学、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海

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工程大学、国

防科学技术大学、军事交通学院。其中，与军事工

程、军事工程地质学科相关的主要有桥梁隧道、地

下工程规划与管理、市政工程、地下供热、供燃气、

通风及空调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结构

工程、岩土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等专业；与军事测

绘、军事地理、军事地球物理和军事地形学科相关

的主要有测绘科学与技术、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摄影测量与遥感等专业；与军事海洋相关的主

要有海洋科学、物理海洋学、水声工程等专业；与军

事水文学相关的野战给水专业；与军事气象学相关

的气象专业等。

2.2.2 研究机构及职能

中国现在研究军事与地球科学分支学科关系

的单位和机构较多：解放军测绘导航部门、国家地

理信息局主要开展地形测绘和导航定位；解放军工

程地质勘测建设部门主要负责国防及军事工程的

选址建设；军事院校主要从事军事与地球科学相关

分支专业的研究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核工业系

统主要负责核资源勘查及全球核爆炸动态监测；中

国科学院设专门的部门负责开展与原子弹有关的

科研生产工作；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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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国土资源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解放军地球

物理部门主要从事部分军事地球物理研究工作；

中国海洋局、海军相关机构主要从事军事海洋研

究工作。

（1）军事地质研究机构及其职能

从2011年开始，中国地质调查局每年举办一次

关于军事地质的学术研讨会（2015年由军委相关的

业务部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举办，武警黄金指挥

部承办）。2016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航遥中心成

立了专门的军事地质研究机构，负责军事地质调

查在军事上的应用研究工作。2015年军委相关部

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下达了由黄金部队承担军事

地质调查试点的任务。

（2）军事海洋研究机构及其职能

2001年由中国海洋学会在大连筹建，2003年正

式成立了“海洋军事学术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年举

办一次学术会议。目前，中国军事海洋学较系统的

成果主要是 20世纪 90年代由海洋局和海军共同承

担的项目和 2004—2014年由海洋局承担的 908专

项。其中 908 专项成果丰硕，共投入经费近 24 亿

元，由180余家涉海单位、3万余名海洋科技工作者，

采用世界先进的海洋调查仪器设备，编制1∶50万的

近海海砂资源图和 1∶25万的相关成果图件。2016
年又启动了新的海洋专项项目。

（3）军事地球物理研究机构及其职能

20世纪50年代，中国成立了围绕核原料勘查研

发的地质队伍，并成立监测与识别全球核爆炸的研

究机构。2003年陕西省地球物理学会成立陕西省

军事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2004年中国地球物理学

会成立军事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同年中国地球物

理学会和军方相关机构成立国家安全地球物理专

业委员会，成立当年即开始举办每年一次的“军事

地球物理学术会议”。

（4）军事地理研究机构及其职能（导航测绘、军

事地貌学）

由于地理、导航测绘与人民生活关系极为密

切，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代战

争中军用民用界限不清，故没有相应的军事方面的

学术研究机构，从 2007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由中

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举办，军地双方有关单位参加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大地测量与导航专业委员

会学术年会”。

2.2.3 作战保障与战场建设

工程兵主要配属在陆军，现在已经成为合成军

队的重要兵种，其作用与地位在现代战争中十分重

要。各国不断调整工程兵组织编制、改善技术装

备，目前世界各国工程兵约占陆军的10%。

现代工程兵主要作用是平时修筑维护国防和

类型

学问

分支

教学

科目

依 据

研究对象、目

的、方法和国

际可比性

从传递知识、

教育教学的

角度

机 构

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标

准化管理委员

会（2009年）

军队学位委员

会（2014年）

国家教育委员

会（2015年）

学科体系

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三级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学科专业

门类

专业类

专业

与地质学相关的军事学科门类

人文与社会学

军事学

军事地学

中国军事地理、世界军事地理；军事地形

学；军事测绘学；军事气象学；军事水文学

军事学

军队指挥学

作战环境学

军事地理、军事地形、军事气象、军事海洋

水文、军事空间天气，以及电磁环境、网络

环境、人文环境、军事导航测绘

理学

海洋

海洋军事地质学

战役学

海军战役学；空军战役学；导弹部队

战役学；陆军战役学

战役学

军种战役学

陆军战役学、海军战役学、空军战役

学和第二炮兵战役学

表1 军事地质相关的学科划分依据及体系

Table 1 Partition basis and system of military geology’s relevant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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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军事工程学

军事工

程地质学

军事地理学

军事地形

（地貌）学

军事导航

测绘技术学

军事海洋学

军事地

球物理学

军事地质学

（含海底军事地质）

研究对象

工程结构、建筑设计

岩体、土体

地形及气候、水、土壤、植被、动植物；风

俗民情、宗教信仰、政治倾向、人口及传

染病、地方病特点；工业结构、经济特点、

社会公共资源，属于人文地理范畴

冰川、风沙等气候地貌；褶曲、断裂、熔岩

等构造地貌；岩溶、黄土、花岗岩等动力

地貌；河流、湖泊、海洋、风蚀、冰冻等动

力地貌；泥石流、滑坡、地裂缝、地震、火

山、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地貌

时、空、导航

海水、气象

重力、磁力、放射性、

遥感、航空摄影

岩石体、堆积体、地下水、

地质作用（地质灾害）

研究内容及方向

大型指挥所、军港、军用机场、导弹基地、后方基地、通信工程设施、国防公路等

国防军事的工程设计、构筑和维护；筑城、障碍物、爆破、军用道路、军用桥梁、

渡河、工程伪装、野战给水工程 、军用水中工程等战斗工程构筑保障；各种国

防工程建设方针、原则和技术要求，工程装备设计研发和工程兵建设

论证筑城工事、筑城障碍物、军用道路、军用桥梁、军用机场和水工建筑物（包

括港口、码头、防波堤、潜艇和水面舰艇的掩蔽所、护岸建筑物等）及其他军事

工程设施构筑的选址定位、设计建设；天然建筑材料、水源和溶洞的分布和利

用的意见；军事工程地质调查、测试的技术装备设计研发

战区的地貌、水文、植被和气象等因素对作战行动、交通运输等的影响；战略资

源、军事工业特点及防御保障能力；社会的风俗民情，宗教信仰，政治倾向，人

口及传染病、地方病特点等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交通、通讯、地下管网，水、电、

油气的布局及防御保障能力；重要居民地、军事基地、要塞、岛屿、关隘等城镇

的战略、战役地位、军事保障和防御能力

地貌、水系、道路、居民地、土壤植被等地形要素的伪装隐蔽，以及对军事行动

和核、化学武器袭击和防护的影响；地形图、海图、航空图和影像地图的测绘标

绘、识别和使用；地形地物方位判定，战场目标的距离、高度、地面坡度和角度

的快速测定；野外军事地形、地貌测量、设别、利用装备设计研发

测制与搜集军用大地测量成果和军用地图，调查、整理军事地理资料；导航测

绘技术装备研发与防护干扰；战场环境中目标导航定位及不同区域时空参数

转换

低层大气的云、雨、雾、气压、气温等海空调查；风、浪、流、冰、风暴潮、盐雾、日

光辐射、水温、潮汐等；海体调查等海表调查；内波、环流、跃层、声道、密度、盐

度、温度、深度、电导等浅海、深海海水特征；海底：地貌、磁场、矿产资源等海底

调查；用于军事目的的海洋调查仪器装备、海洋武器的研发，深潜、防腐，大型

物体打捞、水下施工等技术研究；研究海洋军事行动的侦察隐蔽、海洋通行、水

雷布防、深潜反潜技术

研发地球物理场探测设备技术、资料分析处理技术、物理武器等；研究侦察隐

蔽、定位识别、导弹轨迹规划与制导等；研发深空物理场资源开发利用、深空物

理场装备研发与摧毁

战场环境中岩石体、堆积体、地下水体、矿产资源地质类型和结构单元划分及

填绘，战争对地球环境（地球化学）评估，形成基础军事地质资料和相应数据

库，为军事工程、军事工程地质、军事物理和工程兵提供基础资料。地质体类

型对军事机动通行、伪装侦测、战争环境影响的评估。地质结构单元对建筑在

其上军事工程的构筑建设、打击枪修、武器弹药选配，深地工程之上地质结构

单元对深地精确打击防护、武器弹药选配、伪装侦测的影响评估，提出相应措

施；军事地质学理论研究及相应的调查技术装备设计研发

表2 军事地质相关学科研究对象、内容及方向

Table 2 Research object,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military geology’s relevant disciplines

军事工程，战时进行临时军事工程和设施的修筑和

抢修、高效的机动保障、布设立体大纵深的反机动

障碍，这些都是与军事地质密切相关的工作。俄罗

斯军队设有工程兵司令部和防御工程建筑总部，负

责工程兵的建设、训练、管理等工作，主要有侦察 、

工兵、道路、阵地工程、桥梁 、舟桥、登陆渡河 、工程

障碍、扫雷、伪装、给水等 10余种工种，占陆军总数

的 10%；美军设有工程兵司令部，负责工程兵的建

设、训练、管理等工作，有工兵、原子爆破、保障工

兵、架桥连等工种，占陆军总数的 11%；中国的工程

兵已发展成为一支技术密集、具有综合保障能力的

技术兵种，包括桥梁、道路、地爆、筑伪、给水、伪装、



第 36 卷 第 9 期 刘晓煌等：军事地质及其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1661

国防工程与维护和修理所等 8大工种，并有专门军

事院校进行人才培养。

3 现代军事地质及调查技术

（1）军事地质厘定

冷兵器、热兵器时代，由于是人、畜近距离作

战，影响作战行动的主要是天文（气候、气象）、地理

（地形、地貌、水文、天然建筑材料）2类，也就是古代

军事家推崇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每一类中各

要素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基本一致，故分为军事天文

和军事地理（地理地质没有分开）。没有专门的研

究和使用人员，理论主要靠经验教训总结，主要为

地质信息的认知和经验的表述。

机械化和核战时代，由于飞机天空作战、深海

潜艇作战、远洋航母舰船群作战、远距离导弹作战、

地面坦克作战等武器和样式的不同，对地理、地形、

地貌、水文、工程地质、海洋依赖程度不同，导致这

些领域相继从原来的军事地理（地质）中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军事学科。这个时期，战场环境主要是

天空、地表、浅地下、远洋及中浅海，军事地质主要

是浅部军事工程构筑、军队屯集机动的保障，核、

铁、煤、石油等资源的利用与占有，因此，军事地质

和军事工程地质含义基本相近（表 3），属于广义的

军事地质。同时也出现了专门的军事地质研究和

使用人员（工程兵），形成了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专

业进行了细化。中国的军事地质形成于 20世纪 30
年代，以陈继承等编著的《军事地质》①为标志，发展

至今仍然是以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研究为重点，已

经不适应现代战争的应用要求。

现代战争中，由于卫星的技术发展和使用，洲

际距离的精准打击成为现实，导致导航测绘学、地

理信息学逐渐从军事地形学中分离出来，形成新的

学科。现代战争“三深”、“三快”、“五高”的特点与

作战样式对地质提出了新的需求，原军事地质（与

军事工程地质含义相近）的研究内容，已经不能满

足现代战争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①驻

屯集结和机动方面：陆域除研究工程地基等点上地

质问题外（这部分归军事工程地质研究），还涉及地

基抗打击性、地下水、面上的地质灾害危害等研

究。海域除研究海水、气候等问题外（这部分归军

事海洋研究），还涉及深海海底、海礁岛地质、海底

地质灾害等研究。②作战方面：要研究深地工程

顶部的立体地质结构对钻地弹精确打击的影响，

以及相应的武器弹药选配；深海海底地质结构、地

质作用（地质灾害）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依据打击

防御目标所处的地质结构特征进行优选排序；地

质灾害武器利用和规避；战争对地质环境的危害、

破坏评估。因此，现代军事地质是现代战争与地

质学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是为工程兵、战场环境构

建和其他与地质有关的军事行动提供理论、技术

支撑和基础资料，分为军事地质理论和军事地质

调查技术研究。

综上所述，军事地质是军事学和基础地质学的

交叉学科，属于应用学科范畴。主要以军事学理

论、国防建设理论和基础地质学理论为基础，研究

地壳岩石圈及地球表面覆盖物的物质成分、内部构

造、物理化学性质和表面特征，以及地球发展历史

中的各种地质作用对战场及其作战活动的关系，获

研 究 内 容

研究战区内山川、地层、构造、石质强弱、土壤厚薄、潜水面高低，含水层、矿山生产分布情况，

解决炮台、战壕、隧道的布设，饮用水的供给，军事用的矿产资源的需要等问题

研究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深地工程打击防御密切相关的地质结构、武器弹药在不同地下结构破坏性

军事工程构筑和地表通行能力地下水和天然材料的学科

研究国防工程与地质关系的学科，包含军事工程地质学和军事工程勘察学

军事工程构筑、部队机动影响，以及土壤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水源、溶洞、天然建筑材料分布利用

岩性、构造对军事工程和作战影响，军事工程选址和水源地，为施工部队和指挥人员使用

机场、油库、弹药库、机库以及后方基地等与地质关系

研究海底底质、沉积物、地质构造、地貌对军事行动的影响

军事与地理、工程地质、遥感地质、灾害地质、海洋、矿产资源等地球科学关系

提出学者

陈继承等

庞山鹰

王厚卿等

谢储生

刘晓静等

郭树贵等

李国强

李磊

孙振泽等

提出时间/年

1937

1986

1991

1994

1997

1997

2006

2007

2007

参考文献

①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表3 不同学者对军事地质的理解与厘定

Table 3 Military geology’s understanding and definition put forward by different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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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关资料的技术方法。为工程兵、战场环境构建

和其他与地质有关的军事行动提供理论、技术支撑

和基础资料，具有应用学科的特点，是狭义军事地

质，分为军事地质理论和军事地质调查技术研究。

军事地质理论主要研究地质体的要素与军事

行动的关系，为获取军事地质信息、构筑信息化战

场环境提供理论支持，主要涉及以下 8个方面的应

用研究：①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地质要素，如岩

石体的抗打击、承载力，堆积体的开挖性、通行性

能，地下水体的流量、流速、水质、埋深等，确定地质

体类型（结构单元）的划分依据及标准；②灾害体的

成因类型及规模对军事行动的危害性、危险性、安

全性等级划分标准，以及相应对策；③战争对地球

环境（地球化学）的等级评价体系，以及相应应对方

案；④不同地质体类型对军事机动通行、伪装的影

响和利用；⑤不同地质体类型的力学性质与建筑在

其上的军事工程的稳固性、抗打击性及打击效果；

⑥地下工事之上的地质体结构单元与精确打击武

器弹药的选配；⑦不同矿产资源、规模、开发利用程

度与军事的关系；⑧深地、深海、深融工程战场环境

的地质要素构建保障。军事地质调查技术主要研

究军事地质调查平时、战时获取军事地质资料的技

术方法和相应的规范体系，研发相应的技术装备；

在特定区域开展军事地质调查，形成基础军事地质

资料，为军事行动和信息化战争系统提供面上的基

础地质资料。

军事地质与军事工程地质、军事水文密切相

关，但又有所不同。军事工程地质主要是利用军事

地质资料的岩石体和堆积体类型、地质作用和地下

水对军事工程、阵地工程、伪装工程、障碍工程、地

雷布设的构建区域，对道路、桥梁、隧道等军事机动

保障的关键地段的工程地质条件适宜性、安全性进

行分析评估，与军事工程和工程地质密切相关，属

于点上的地质工作。军事地质是在一定区域内，依

据地质体的物理化学性质及其地质作用对军事行

动影响的不同类型，进行的地质体（含地下水体）类

型、结构单元划分与填绘，与基础地质学和经济、环

境地质学密切相关，属于面上的研究，为工程兵在

军事工程地质和点上开展军事行动提供基础资

料。军事地质研究的对象是岩石体和堆积体。军

事工程地质的研究对象是岩体、土体，与工程地质

术语语义一致。岩石体不包括岩体的风化壳，堆积

体包括风化壳、土体和自然或人工引起破碎的岩

体、土体的堆积体；大气水、海洋海水和陆域地表水

在地球科学上属于水文学和海洋学研究范畴，在军

事上属于军事水文学、军事海洋学研究范畴；地下

水在地球科学上属于地质学的水文地质学研究范

畴，在军事上属于军事地质学研究范畴。

（2）军事地质调查技术

首先，在拟开展军事地质调查的区域收集各种

比例尺的地质矿产、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四系地

质、地貌、灾害地质、生态地质资料。然后根据防御

或打击重点程度不同，确定军事地质调查比例尺，

如果收集到的地质资料比例尺小于确定比例尺，则

应按照军事地质调查需要的比例尺开展调查；若地

质资料比例尺大于或等于军事地质调查比例尺，则

将地质调查成果按照一定规则，改化成专项军事地

质成果及图件。其次，开展调查区内军事和潜在军

事目标的分类分级收集，编制军事和潜在军事目标

分类分级图。最后，将测区内的军事和潜在军事目

标与民用地质资料改化的成果进行融合，形成相应

的军事地质资料，为打击、防御及战场环境建设提

供基础资料。

国内和非国界区域军事地质调查主要是实地

调查、地质资料改化和遥感调查技术，国外其他地

质调查，主要采用科研合作获取的地质资料，进行

改化和遥感调查技术。

军事地质图按照服务对象分为 3类：军事要素

图（军事地质人员）、军事地质地形图（基层作战人

员）、军事专题图（基层指挥人员）。

4 建 议

现代战争需要军事地质，今后主要做好三方面

的工作：①大力培养军事地质人员；②进行充分的

军事地质理论研究；③研究军事地质调查技术方法

手段，建立系统全面的军事地质数据库。这些工作

都需要在军民融合的基础上完成，笔者认为有 3种

途径：①民为军用。在现有的地质资料上提取军事

地质要素，并做一些必要的地质调查补充，形成军

事地质成果；②直接形成军民融合成果。军队与地

方地勘单位联合承担项目，根据各自专业，分工开

展调查，由军队形成军事地质成果；③军为民用。

由军队独立承担各项工作，完成军事地质调查。第

一种途径能够被动实现军民融合，第二种途径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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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深度军民融合，第三种途径由于一个项目需要

大量的工程、水文、灾害等专业调查人员，周期长、

难度大，不宜实现。因此，第二种军民融合形式较

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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