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工程地质协会

第三届国际大会概况

国际工程地质协会第三届国际大会于一九七八年

九月四 日至八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
。

共有五十五个

国家
,

约八百余名代表参加
。

大会由西班牙工程地质

协会具体筹备
。

由国家地质总局
、

国家建委
、

中国科学院
、

水电

部
、

交通部
、

铁道部等部门的十六名代表组成的中国

工程地质学家代表团应邀参加了这次大会
。

刘国昌教

授和谷德振研究员分别担任正
、

付团长
。

我国代表二人应邀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九月二 日

和三日举行的国际工程地质协会理事会会议
。

会上
,

苏联代表谢尔盖耶夫当 选为 下届的 协会 主席
,

加拿

大
、

西班牙
、

澳大利亚
、

加纳
、

印度
、

委内瑞拉的代

表当选为副主席
,

秘书长沃尔 特斯 (西 德 ) 继 续连

任
。

第四届国际大会预定于一九八二年在印度新德里

举行
。

我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五篇论文 (均在本期刊

登 ) ,

其中三篇在大会宣读
,

受到热烈欢迎
。

我国代表团还分别参加了大会组织的专业旅行
,

参观了西班牙的高速公路
、

大桥
、

水坝
、

采煤与发电

联合企业
、

海港
、

核电站等工程
。

会后
,

应东道国邀

请
,

我国代表团参观了马德里的有关研究中心
,

国家

股份矿业勘察公司
,

公用工 程部 地质 局土力 学实验

室
,

公用工程部交通和建筑材料实验室
,

建筑材料中

心实验室
,

水利部实验室和私营灌浆公司等
。

我国代表团通过各种活动
,

与各国学者广泛接触

进行交流
,

加强了相互 了解
,

增进了我国工程地质工

作者与各国同行的友谊
。

会议进行 了学宋交流
。

各国学者提交大会的论文

已有二百四十六篇由西班牙 工程 地质 协会 分九册出

版
。

兹将有关情况简要概述于下
。

一 区域规划 (R E G I O N A L P L A N N 一

IN G )

这方面的文章共有 63 篇
。

除专门论 述城 市和地

区发展规划的文章外
,

许多文章讨论和评述了岩体的

不稳定性
,

俺没
、

火山
、

地震
、

雪崩
,

矿山塌陷等自

然灾害的影响
。

在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划方面
,

涉及了规划原则阶

段和内容
,

地质环境的利用与保护
,

自然和人为灾害

的影响
,

建筑与环境保护费用的计算
,

工程地质分区

或分带
,

工程地质图等问题
。

城市及区域的发展 主要是 受工程地质环 境的控

制
。

随着人类工程一经济活动的扩展
,

对工程地质环

境的改造大大增强
,

为保证城市和区域的发展以及人

类生活和生产的发展
,

环境保护应是区域规划的最主

要问题
。

研究这种工程地质环境的改变及其工程地质

评价和预测已成为当前工程地质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

课题
。

二 土
、

岩石和岩体的性质

这方面的文章共 64 篇
。

岩石和 岩体方 面主要包

括风化性能的研究
,

岩石学特征 (矿物成分
、

结构
、

构造等 ) 对工程地质性质的影响 ; 不连续性对岩体力

学性质的影响以及从建筑材料的观点来研究等
。

土的

研究方面
,

除对基本的工程地质性质的研讨和地区性

土的工程地质性质研究外
,

注意了从工程地质观点对

土的微观结构的研究
。

三 场址评价及工程地质问题

这方面共 6 2 篇文章
,

包括线型 工程 (公 路
、

铁

路
、

渠道
、

管道等 ) ,

坝与水库
,

地下 建 筑物
,

港口

和海岸建筑物以及核电站等
。

在线型工程中经常遇 到的是 裂隙岩 体的 稳定问

题
。

在苏联等冻土分布较多的国家
,

对冻土研究比较

深入
,

探讨了在动
、

静荷载作用下冻土的脆性和粘弹

性
,

特别注意到地震区的冻土性质问题
。

苏联提出了

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一工程地震 冻土 地 质学 (S E 工S -

M O G E O C R Y O L O GY )
。



由于各国都在大力开展水利资源
,

在建坝兴库中

碰到许多工程地质问题
。

从大会交流的情况看
,

涉及

到的主要问题有
:

岩溶区的渗漏问题 ; 含盐建造的溶

蚀沉降问题
,

角闪岩带和风化花岗岩的稳定问题
;

坝

肩及水库岸坡的稳定问题 ; 水库前缘沉降及水库地震

问题等
。

工程地质条件对地下建筑物的影响极为重要
,

因

而特别强调地质规划或地质设计的重要性
。

在采矿工

程中
,

指出了预测地面稳定性的可能 性
。 “

超 导磁电

机能源储存电能
”
及 “ 利用岩石空隙作为压缩空气仓

库
” ,

这是电站在低负荷时将电能贮存 起来以 备高负

荷时应用的两项措施
。

这类工程对工程地质勘察提出

了新的要求
。

例如前者采用圆环形酮室
,

要求有足够

的强度和保持干燥
;

后者则要求有封闭的盖层
,

有较

好的吸收和释放能量的性质等
。

关于地下工程的围岩

分类有宾尼阿斯及巴顿的分类法
。

前者是地质力学分

类法 , 后者是根据岩石力学参数划分
。

这两种分类都

考虑了开挖后尚未支护的时间
,

也考虑了跨度及支护

类型等
。

建立核电站必须保证安全
。

因此
,

除详细了解厂

区范围内地基土或岩石的工程地质特性外
,

特别强调

地质构造的研究
,

有无活断层
、

地震活动等
。

根据美

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 ( N R )C 的规 定
,

核 电 站场地

调查范围的半径为 8 公里
。

对于地震的研究
,

要考虑

历史上最大的地震
,

即在场地范围内所发生的地震中

加速度最大的地震
,

以便确定能否保证核电站的绝对

安全
。

此外
,

还要考虑经常发生的地震
,

以便在设计

时考虑到确保正常工作的措施
。

关于核电站场地的地

震研究的范围
,

西班牙的经验是研究半径为 30 0 公里
。

四 工程地质勘察技术的发展

这方面共有 35 篇文章
。

在原位测试 技术 方面
,

国外在七十年代初就发展了一种 “ 自动钻进定位” 的

测试技术
。

它是利用特制的工具将钻探与测试合并为

一 道工序
,

可以进行横压试验
,

横向静力触探
,

竖向

摩擦试验
。

扭剪试验和渗透试验等项目
,

钻孔水压张裂

( H Y D R o F R A c T u R I
NG ) 试验是七十年代初从石油

钻井探采新技术引人工程地质测试方面的
。

此法是利

用简单的仪器 (水裂仪 )量测钻孔孔壁上的压力变化
,

计算出岩体中最大水平和垂直压应力及裂隙方位
。

英国提出的 “ 仪器化钻进技术 ” 是利用特定的钻

机
,

在标准操作条件下 (如给定进尺
、

压力
、

钻头迥

转速率等 ) 量测岩体的抗压强度
。

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方面
,

综合测井技术有了发

展
,

这是近年来物探技术的一个明显的趋向
。

地震波

折射法和地震测井在许多国家都已采用
。

西班牙利用

热测井技术来探测深部 ( 2 2 7米及 2 5 7 米 ) 地 层
、

研

究地下水的越层补给及其动力平衡条件等方面都获得

较好成果
。

他们认为热测井技术对于解决某些特殊的

工程地质问题是具有发展前途的
。

此外
,

在超声波的

应用方法都有许多进展
。

在遥感技术方法
,

巴西介绍 了利用卫星照片选定

电站位置
。

尼日利亚的穆拉特 ( M lr[
a t) 利 用航空照片

判定了西班牙马德里东部大面积土
、

岩体滑移问题
。

这届大会除进行了上述四方面的学术交流外
,

还

对工程地质教学
;
城市与工业废物及放射性废物的处

理
;
尽量减少采矿工程对环境的危害以及计算机技术

在工程地质中的应用等四个专题进行了讨论
。

(上接第 44 页 ) 泉水不稳定系数一般小于 5
、

地下

水动态属
“
稳定型

” 。

华北许多涌泉来 自皿
、

VI 带
,

水

源极丰富
。

据钻孔水文地质资料反映
:

此带钻孔水位及流量

稳定
,

不随孔深变化
。

如开远 中三 叠 统 ( T 苦) 石灰

岩含水层厚 7 8 1米
,

标高 。卯 米以上 发育 溶 洞 及溶

孔
,

钻孔涌水量随孔深猛增 (图 2 0 ) , 标高 9 6 0一 9 9 0

米区间仅发育溶孔及溶隙
,

钻孔涌水量随深度变化已

减弱
,

标高 9 60 米以下 (进入 VI 带 ) 溶隙及溶孔亦减

少
,

钻孔涌水量一直 稳 定
,

承 压 水 头 4
.

37 一35
.

78

(标 高 1 0 0 0一 1 0 2 5 米 )
,

钻 孔自流 量 3
.

4 4一 2 6
.

2 5

升 /秒
。

太原兰村一钻孔在孔深 26 米时地下水位低于

地面 0
.

5 8 米
,

孔深 48 米时水位高出地面 1
.

03 米
,

孔

深 1 20 米时水位高出地面 1
.

巧 米
,

孔 深 18 0米处岩
J

乙溶蚀十分强烈
,

反映地下 水仍 有向上运动 的趋向

(排泄基准面是兰村泉o) 钻孔水位 与孔深 构成一个

圆滑抛物线关系
,

由此推算 30 0 米深处的地下水位应

高于地面一米多
,

也就是相当于兰村涌泉的高程 (据

钱学溥 1 9舫 )
。

这一资料反映兰村泉来自 VJ 带
,

已达

到了稳定状态
。

所以有人曾试图对华北涌泉通过扩泉

方法增大流量的企图一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其原因

就在这里
。

综上所述
,

l
、

V1 带地下水特征具实质性区别
,

深入研究它们的水动力条件对水资源评价 和 坑 道 涌

水量有重要意义
。

今后应列入岩溶水动力 学 研 究 澡

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