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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分类所存在的片面性
。

缺点在于模糊子集的选择

带有主观性
,

只有综合专家们的意见在实践中不断修

正
,

才能更符合实际
。

该方法是探讨性的
,

不当之处

请指正
。

本文承蒙中国地质大学水文系晏同珍教授审阅
,

在此表示感谢 !

郭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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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工程地质单元从 2岩体力学性质 良好 ;

工程地质单元 3
、

4岩体力学性质中等 ,而工程地质单元

5的岩体力学地质差
。

(三 ) 自然稳定性分类

由表 6可知
: 1

、
2工程地质单元岩体自然稳定性属

n 类 (良好八 3单元岩体自然稳定性属 111 类 (中等乃

4
、
5工程地质单元岩体自然稳定性属 W类 (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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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稳定性综合分类

N = 刀
` .

了 , = 〔0
.

4选生 0
.

5 5 6〕
.

《陕西省永寿县大骨节病区环境水文地 质 因素

与换水防病初步研究报告》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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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 .1 2工程地质单元岩体稳定性良好 ; 3
、
4

工程地质单元岩体稳定性中等烦工程地质单元岩体稳

定性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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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语

该方法主要利用了模糊数学中的综合评判法
,

对

区域性岩体类型划分
、

工程岩体稳定性 评 价 是
’

有效

的
。

它的武点在于能较好地体现各种建筑工程对岩体

的要求
,

反映了工程地质工作所集累的经验 , 另外它

将岩体作为存在于自然中的地质体考虑
,

、

克服了目前

由陕西地矿局第一水文队提交的大骨节病研究 报 告
,

于
一九八入年六月六 日在西安通过评审

。

来自国内地学
、

医学界

的 10 名专家教授一致认为
:

本项研究达到国内原生 环 境水文

地质 同项研究的先进水平
。

陕西是我国主要大骨节病重发病区
,

全省共有大骨 节病

患者 30 多万人
。

永寿县病情严重
,

且蔓延全境
。 1 9 8又年全县

s

一 1 3岁儿童 X 线病变率高达 44
.

3%
。

陕西一水所承坦 的 这项

课题
,

是 中央地方病领导小组和卫生部于 1 9 7。一 19 8 2年组织开

展的
“
永寿大骨节病科学考察

”

的重要专题之一
。

从 1 9 7 9年起
,

他们经过五年调查研究
、

勘察试脸和对大量实际资 料的 系统

分析
,

提交了这份先进科研成果
。

专家教授认为
,

这份报告的突出之处有三
:

一是运用地学

与医学相结合的调研方法
,

详细而深刻地分析了环境 水 文地

质因素与大骨节病的关系
;二是 首次提出了以镁

、

钠
、

硒
、

钳

为标志的多种易溶组分贫乏的饮用水致病的结论及换 水 的水

质指标
,

既有实际意义
,

又是大骨节病水土病 因说 的一个新

进展 ; 三是通过换水防病试验研究
,

证实该区上述元素含量较

高的基岩深井水对防治大骨节病有显著防治效果
,

为该区换水

提出了科学依据和重要途径
。

在一些重病村改饮这 种基岩承压

自流井水后
,

经长期监测
,

不仅对大骨节病患者具有骨质修复
、

缓解病情的效果
,

而且能防止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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