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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论述了 《 中国工程地质图 ( 1:4 。。。 00。 )》编图中岩上

休类型 的划分原则及表示方法
。

岩体类型主要是根据其成因

类型
、

强度特征 及结构类型来划分
,

分为建造和岩组两级
。

土体按粒度成分及其特征的工程地质性质划分为粗粒土
、

细

粒土及特征土三类
,

各类再作进 一步划分
。

本文对各类岩土

体的工程地质特征进行了详细论述
。

一
、

岩土体类型划分原则

(一 ) 岩体类型 岩体类型主要是根据岩石的

成因类型
、

强度特征以及岩体结构类型进行划分的
。

岩体类型既要表示岩石工程地质特征
,

又要表示岩体

结构特征
。

岩体类型划分为建造和岩组两级
。

根据岩石的成因
,

将岩石分为四个建造类型
:

岩

浆岩建造 ; 碎屑岩建造 ;碳酸盐岩建造 ; 变质岩建造
。

岩体的强度特征是根据岩石干抗压强度和软化系

数划分的
,

具体划分如下
:

坚硬岩石 岩石干抗 压强 度在 80 0一 1 00 o k g c/ m ,

以上
,

软化系数在。
。

8以上者
。

较坚硬岩石 岩石 干抗压 强度大 约在 3 00 一 8 00

介g /cJ 矿
,

岩石软化系数在。
.

6一。
.

6者
。

软弱岩石 岩石干抗压强度大 约在 2 00 一 3。。k g/

c rn Z
以下

,

软化系数在 0
.

6以下者
。

岩体结构类型划分为三种结构类型
:

块状结构 指岩性均一
,

结构面间距在 1。 以上的

块伏及巨厚层状岩石
。

厚层状结构 指结构面间距在 30 一 1。 。。。之间的

层状岩石
。

薄层状结构 指结构面间距在勿
c 。 以下的层状

、

板状及片状岩石
。

各种建造可根据岩性组合情况
、

岩石强度特征以

及岩体结构类型划分出若干岩组
,

每个岩组在构成本

岩组的主要岩型类型之前冠以岩石强度特征
、

岩体结

构类型而得名
,

如
:

坚硬层状碎屑岩岩组 ; 坚硬块状

各类侵入岩岩组等等
。

(二 ) 土体类型 根据粒度成份及土的特殊工

程地质性质将松散土分为
:

l
。

粗粒土 小于叨m 。 的物质中
,

有 3 5%以上大

于。
.

0 6。 。
,

粗粒土进一步分为 ;

( 1 ) 砾质土 大于名m m 的粗颗粒在 5%以上

( 2 ) 砂质土 小于 Zm m的粗颗粒在 5 0%以上
。

2
.

细粒土 小于60 o m的物质中
,

有 3 5% 以上小

于 0
.

0 6 rn m
。

根据特殊工程地质性质分出
:

( 1 ) 软弱粘性土 有机质含量在弓万以上者
。

( 2 ) 膨胀土 吸水膨胀
,

失水收缩的土称为膨

胀土
。

( 3 ) 盐渍土 土层 中平 均 易溶 盐 含 量大于

。
.

5%
,

一般可称为盐债土
。

( 4 ) 多年冻土 由子比 例 尺和 研究 程度的限

制
,

该图将划分出砾质冻土 (即微冻胀多年冻土 )
、

砂

质冻土 (即中等冻胀多年冻上 ) 和细粒冻土 (即强 冻

胀多年冻土 )
。

( 5 ) 黄土 根据湿陷性分为
:

湿陷性黄土
:
相对湿陷系数大于。

.

02 ;

非湿陷性黄土
:

相对湿陷系数小于。
。

02
。

二
、

岩土体类型的工程地质特征

(一 ) 各岩体单元的工程地质特征

岩浆岩建造

1
.

坚硬 块状各类 侵入岩岩组 本岩组主要岩石

有花岗岩
、

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
、

辉长岩
、

橄榄岩及

粗面岩等黔 岩石本身工程地质性质极好
,

干抗压强

度一般在 l 。 。。介 g介二以上
,

最高可达 2 6叻峨 /。。 2

左右
,

软化系数一般在。
.

8以土
。

本组 岩体多受 原生和次生

结构面的切割
,

形成大小不等的块体
,

有时由于构造

作用形成大小术等的破裂面
,

往往沿着这些破裂面形

成风化带或深风化槽
,

使得岩体复杂化
。

各种各样的

结构面是评价岩体稳定性注意的问题
,

因它们强度与

原岩差别极大
。

本组岩石易风化
,

风化深度较大
,

风

化壳厚度各地不一
,

一般 5一 10 。
,

最大可达勃余 m
。

( 2 ) 坚硬层状中酸性喷出岩岩组 本岩组以中

生代中酸性火山喷出岩为主
,

主要为火山熔岩
,

火山

碎屑岩
。

分布主要有三个地带
,

一为大兴安岭一燕山

带 ; 二为东北约东部山区至 山东一 带 ; 三为东南沿海

一带
。

本岩组岩石岩性坚硬
,

抗压强度一般在 1 2 0 。一

豁 00 城 /c m “
左右

,

软化系数一般在 0
。

8以 上
,

个 别在

。
。

8以下
,

从岩体结构上看
,

一般为 层状 或块状
。

本

岩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是由于喷发的间歇性和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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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

在岩体内存在着类似层面的间断面或软弱层面
,

这是工程应引起注意的问题
。

此外
,

本岩组有些岩石

含有遇水软化矿物成份
,

岩石软化系数较低
,

这是本

岩组另一个应引起注意的问题
。

( 3 ) 坚硬具气孔状的块状基性喷出岩岩组 主

要包括上二叠纪的峨嵋山玄武岩和新生代的玄武岩
,

它广泛分布在四川的西部
,

贵州的西部及云南的东部

地区
,

厚度可由几。 到 17 0 。余。
。

新生代玄武岩主要

有
:
分布在内蒙到辽西一带的汉诺坝玄武岩

:

分布在

云南腾冲
、

潞西一带中新世杏仁状安山玄武岩 ; 分布

在东北地区
、

东南沿海地区和广东雷琼一带
,

第三纪

后期沿断裂带溢出的玄武岩 ; 在吉林的白头山地区分

布着中心喷发式玄武岩
,

通称高位玄武岩
,

覆盖了整个

长白山区
。

在海南北部
、

雷州半岛
、

河北的黄骆及山

东的无棣
,

分布着晚第三纪至全新世的玄武岩
。

第四

纪以来
,

在台湾的北部和澎湖列岛区
,

分布有上新世

到更新世的玄武岩声 在河北的井隆雪花山
、

蔚县
、

山

西西部的平定昔阳一带
,

河南的伊山
,

山东的临胸山

旺
、

昌乐一带都见有早中更新世的玄武岩 ; 在全新世

时期内
,

吉林的自头山地区
,

又发生了第二次玄武岩

喷发
,

称低位玄武岩 ; 东北德都地区从更新世以来
,

发生过多次碱性玄 武岩的 喷发
,

直 到近 代的 1 7均一

1 7别年间一次喷发
,

形成五大莲池
,

在钓鱼岛及其附

近地区也分布着第四纪玄 武岩
。

本 组玄 武 岩岩性坚

硬
,

具气孔构造
。

岩石强度一般在 1 2 0 0一 1 8 。 。 k翻
c m

? ,

软化系数一般在 。
.

8一。
。

9 左右
。

玄 武 岩柱状节理发

育
,

属块状岩体
。

由于玄武岩有间歇性喷发
,

故存在

有间断面
。 ·

这些间断面往往成为岩体不稳定的主要结

构面
。

在地形陡竣地带
,

由于柱状节理发育
,

往往有

崩塌现象
。

本岩组由于气孔及柱状节理发育
,

透水性

良好
,

在有利条件下可形成良好的含水层
口

( 4) 软硬相间的层状火山碎屑岩岩组 本岩组

岩石主要为中生代火山碎屑岩
,

力学强度差异很大
,

常常形成软硬相间结构
。

主要分布在东北山地
,

燕山

山地
,

东南沿海以及四川峨边
,

石棉
、

米易
、

元谋
、

渡口
、

金川一带
。

其力学强度有的在 3 00 鳃c/ m 忿
以下

,

有的在 3 0 0一 s o o k g /。 。 1 2

之间
,

有的在 s o o k g /
e 。 么
以上

,

最高可达 1 2 0 0一 1 8 。。 k副
c

耐
,

软化系数变化范围也较

天
,

在 0
.

多一。
.

8左右
。

其中有些岩石遇水极易软化
。

形成软弱结构面
。

对岩体稳定
,

特别是对水工建筑物

地基稳定性极为不利
。

2
.

碎屑 者建造

( 1 ) 以坚硬层状碎屑岩为主的岩组 本岩组包

括各地质时代的碎屑岩
,

是分布最广泛的一个岩组
。

包括砾岩
、

砂岩
、

页岩等
。

岩性坚硬
,

力学强度一般

在 80 。一 1 80 o k g c/ m , ,

甚至更高
。

软化系数。 .

8一。
.

。左

右
。

_

本岩组特点
:

岩性 比较 复杂
,

大 多 数岩石强度

高
,

岩体层理发育
,

有的还夹有薄层软弱层
,

特别是

软弱夹层遇水易软化
,

致使岩体稳定性受到影响
。

但

在大多数情况下本岩组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

( 2 ) 以较坚硬层状碎屑岩为主的岩组 本岩组

主要包括中
、

新生代陆 相红 色地 层
,

岩性 主要为砾

岩
、

砂岩
、

粘土岩
、

泥灰岩等
。

主要分布在南方中
、

新生代红色盆地中
。

本岩组岩石强度主要取决于胶结

物的成份及其赋存状态
。

其胶结物成份主要为泥质和

钙质
。

岩石强度一般在 3 0 0一 s o o k g /
e n , 2 ,

个别在 1 0 0 0

k g /’c m “
以上

。

岩石软化系数较低
,

一般在。
.

6一。
.

7左

右
。

本组岩石强度较 低
,

遇水 易软化
,

而且 易于凤

化
。

( 3 ) 以软弱层状碎屑岩为主的岩组 本组包括

中
、

新生代陆相碎屑岩
,

岩性主要为粘土岩
、

页岩
、

砂岩及砾岩
。

分布不甚广泛
,

主要见于中
、

新生代盆

地中
,

岩石强度较低
,

一般抗压强度 1 0 0一3 o o k g / c nr Z ,

软化系数一般为。
,

3一0
.

4左右
。

岩石胶结物主要为泥

质胶结
。

因此遇水极易软化
,

而且易于风化
。

( 4 ) 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岩组 本岩组包括各地

质时代的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岩组
。

主要分布在四川
、

云南
、

贵州
、

新疆
、

青海
、

湖北
、

湖南及甘肃等省白

治区
,

其它地方也有零星出露
。

碳酸盐岩层所占比例

一般为 3 0 %以下
。

该组的砂岩千扰压强度一般为 20 。一

s o o k g /e n 飞 2 ,

软化系数变化很 大
,

为 0
.

2一 。
.

。 。

由干

岩石的岩性和组合 关系 不同
,

故工 程地 质特征变化

很大
,

尽管从整体上来说该岩组属于碎屑岩类
,

但碳

酸盐岩夹层也不能忽视
。

3
.

碳酸盐岩建造

( l ) 坚硬层状碳酸盐岩为主的岩组 本组包括

各地质时代
,

各类碳酸盐岩
,

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的

广东
、

广西
、

贵州
、

云南
、

湖南
、

四川等省
,

北方辽

宁
、

河北
、

山西也分布较广
,

其余地方分布较分散
,

连续性差
。

岩石类型主要为石灰岩和白云岩
。

岩性致

密坚硬
,

厚层状至薄层状
。

本岩组特点是岩溶发育
。

在岩溶现象发育地区工程地质条件比较复杂
。

岩石本

身强度高
,

一般在 的 。一 1 5 00 吨 c/ 二 “ ,

软化 系数一般

为0
.

5一。
.

6左右
,

本岩组除岩溶发育外
,

往往夹有软

弱层面和软弱夹层
,

影响岩体稳定
。

本组分布地区工

程地质问题较多
,

应根据具体要求深入研究
。

( 2 ) 碳酸盐岩夹碎屑岩岩组 本组包括各地质

时代的碳酸盐岩夹碎屑岩
,

主要分布在广西
、

云南
、

贵州
、

广东
、

四川及湖南等地
。

北方以辽宁
、

河北
、

甘肃及新疆分布较广
,

其余地方虽有零星分布
,

但连



续性差
。

该组碳酸盐岩层所占比例一般为 50 一70 %
,

云南一般为70 一叨环
。

本组灰岩和白云岩的千抗压强

度一般都大于 1。。 o地 /~
2 ,

软化系数为。
。

7一 0
.

9左右
。

岩石中因常常含有泥质或其它杂质
,

成份不很纯净
,

加上有非碳酸盐岩的夹入
,

所以岩溶发育程度一般属

于中等
。

溶隙
、

溶洞规模一般很小
,

比较均一
,

作为

水工建筑来说
,

其工程地质特征大体同纯灰岩
、

白云

岩相似
,

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
。

4
.

变质岩建造

( 1) 坚硬块状变质岩岩组 本组岩右主要为各

时代深度变质混合岩
,

片麻岩等
,

主要在辽东山地
,

山东半岛
、

燕山
、

太行山
、

五 台山秦岭 等 地广泛分

布
。

岩体呈块状结 构
,

岩 石 强 度高
,

一般在 1 3 。。一
2 1 0 Ok到

c m “ 。

软化系数一般在。
.

8一 0
.

9左右
。 ,

一般来

说本组岩体工程地质条件良好
。

( 2 ) 以坚硬一软弱相间的片状
、

板状变质岩为

主的岩组 本组主要包括各地质时代变质的片岩
、

板

岩
、

千枚岩
,

分布比较广泛
。

岩体主要为片状结构
、

板状结构
、

千枚状结构
。

岩石强度差异较大
,

干抗压

强度低者 2 00 一50 。地怂。 “ ,

高者可达 1钊 。 k副
c m “
以上

。

软化系数一般在 0
。

5一。
.

7 左右
。

(二 ) 土体的工程地质特征

1
,

粗粒土

( l ) 砾质土 主要分布在各大盆地边缘山前洪

积扇
,

大型河床
,

冰川前缘地带
,

如松辽平原山前地

带
,

松花江河床
,

华北平原山前地带
,

青藏高原都有

砾质土分布
,

从成因上看
,

主要为洪积
、

冲积和冰水

沉积物
。

砾质土透水性强
,

所含地下水量丰富
,

水质

良好
,

一般情况下
,

地下水对混凝土无侵蚀作用
。

砾

质土承载力较高
,

建筑性能良好
。

砾质土是良好的混

凝土骨料
。

( 2 ) 砂质土 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
、

准噶尔

盆地
、

柴达木盆地
、

内蒙高原
、

松辽盆地等沙漠区
、

松花江
、

黄河
、 一

长江等大河流的阶地上
,

以及黄淮海

平原等地
。

成因主要为风成
、

冲积
、

冲洪积以及少量

海相沉积
。

我国沙漠区砂性土多形成各种类型砂丘
,

特别是流动砂丘
,

对工程危害较大
。

各种地下水位以

下的砂质土
,

易形成砂土液化
,

是工程应引起注意的

问题
。

2
.

细粒土 (粘性土 )

粘性土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各大平原
、

盆地
,

沿

海地带以及各大 河流阶 地
,

大湖 的周 边
。

从成因上

看
,

主要为冲积
、

冲洪积
、

湖积
、

海积及冰川沉积类

型
。

粘性土工程地质性质较好
,

由于成因条件和埋藏

条件不同
,

各地粘性土工程地质性质也各异
。

所以出现

的工程地质问题也各不相同
,

实际工作中根据工程类

型和具体工程地质条件
,

确定它 们工 程地 质性质指

标
。

3
.

特殊土

( 1
’

) 软弱粘性土 是指那些含水量高
,

承载力

低
,

呈软塑一流塑状态的粘性土
,

包括淤泥
、

淤泥质

土
,

其有机质含量分别大于8 %和 5一 8%
·

软弱粘性土

在我国分布也比较广
,

主要分布在大型湖泊周边
,

河流

入海处及海岸地带
。

成因类型主要有
:

海相沉积 (包

括滨海相 、 泻湖相
、

三角洲相 )
、

湖泊沉积
、

河滩沉积

和沼泽沉积
。

软弱粘性土天然含水量高 (接近或大于

液限 )
,

孔隙比大 (一般大于劝
,

压缩性高
,

强度低
,

渗透系数小
。

( 2 ) 盐渍土 土层 内 平均 易溶 盐的含量大于

D
.

5%时
,

一般可称为盐溃土
。

土中含盐量大于。
。

5%

时
,

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受盐份的影响而改变
,

当含盐

量大于 3%时
,

则上的物理力学 性质受盐 份和盐的种

类控制
,

所以应进行土的含盐量及含盐类别的划分
。

我国盐渍土主要分布子干旱地区的内陆盆地
、

内蒙高

原及青藏高原盐湖周边
,

松辽平原及华北平原 ; 其次

是滨海地区
。

盐溃土层厚度一般从地面向下 1
。

5一 4 m
,

盐渍土分布地区
,

地表有一层白色盐霜或盐壳
,

厚数
e l n至数十

e m
。

盐渍土按含盐量类型可分为 ,

A
。

氯盐类盐渍土 这类盐溶解度大致相同
,

有

较大的吸湿性
,

具有保持水分的能力
,

结晶时体积不

膨胀
。

B
`

硫酸盐类盐溃土 硫酸盐的最大特点是结晶

时要结合一定数量的水分子
。

如硫酸钠从溶液中结晶

为芒硝 ( N a

sO
。

I O H户 ) 时
,

结合十个水分子
,

因此
,

结晶时体积膨胀
,

当结晶失去水分时
,

体积缩小
,

所

以硫酸盐类盐渍土又称松胀盐绩上
。

c
。

碳酸盐盐渍土 碳酸盐类一般在土中含量较

小
,

但碳酸钠的水溶液具有较大的碱性反应
,

它使粘

性土颗粒间的胶结起分散作用
。

盐渍土工程地质特征
:

A
.

从土的强度来看
,

盐渍土在干燥状态时
,

即

盐类呈结晶状态时
,

土具有较高的强度
,

但由
一

干盐类

浸水易于溶解
,

则引起土的强度降低
,

压缩性增大
。

含盐量愈多
,

土的液限
、

塑限愈低
。

当土的含水量等

于液限时
,

其抗剪强度接近于零
。

因此
,

土的液限降

低
,

则可在较小的含水量时达到液限状态
,

也就是土

在较小含水量时即丧失强度
。

B
.

土中硫酸盐类结晶时
,

体积膨胀
,

遇水溶解

后体积缩小
,

使地基土发生胀缩
,

同时少数碳酸盐液



化后亦使土松散
,

破坏了地基的稳定性
。

C
.

土中盐类溶解
,

常使地基土溶蚀
。

D
。

盐渍土对金 属管道 及混 凝土一般具 有侵蚀

性
。

( 3 ) 膨胀土 我国膨胀土分布较广
,

四川
、

云

南
、

广西
、

湖北
、

安徽
、

河南
、

河北
、

陕西
、

山东
、

贵州
、

山西和广东都有分布
,

多呈零星状分布
。

从地

质时代的分布上看
,

主要为新第三纪和第四纪产物
。

从成因上看
,

主要为糊相 沉积
、

冰 水沉积
、

洪
一
冲积

和残
一
坡积

。

新第三纪湖积膨胀土
,

主要分布在云南
,

广西西南部的湖积盆地中
,

为一套灰
、

灰绿
、

灰白和

灰黄色粘土及页岩
,

钙质粘土岩和粘土岩的风化岩
。

早第四纪湖积膨胀士主要分布在华中地区下更新世湖

盆地中
,

为一套灰白
、

灰绿色粘土
。

第四纪中更新统

冰水沉积膨胀土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
,

为黄
、

黄褐色

粘性土
。

第四纪中一上更新统洪
一
冲积膨胀土主要分布

糊北
、

安徽
、

陕西南部及山东等厂大地区河流高阶

地上
,

为一套黄
、

黄褐色
、

红黄色粘土
。

第四纪残
一
坡

积膨胀土分布极广
,

主要为红色
、

黄褐色粘土和亚粘

土
。

第四纪石灰岩残积
“
红粘土

”

广泛分布在广西
、

云南及贵州石灰 岩 分布地 区
,

也是一种典 型的膨胀

土
。

我国膨胀土所含粘土矿物以 蒙脱石和 伊利石为

主
。

湖积膨胀土中粘土矿物 以蒙脱石一伊利石为主 ;

冲积和冰水沉积膨胀土中粘土矿物以伊利石为主
,

含

有蒙脱石和少量高岭石
,

而碳酸盐岩残积的红粘土的

粘土矿物以多水高岭石为主
。

( 4 ) 多年冻土 我国多年冻土主要分布在东北

大
、

小兴安岭
,

西部高山及青藏高原等地
,

总面积约

为 2 1 5万 1川 l“ ,

占全国领上面积的 2 2
,

3 %
。

东北多年冻

土区海拔不高
,

主 要为丘陵 山地
、

属高 纬度 多年冻

土
。

西部高山高原多年冻土区属低伟度高海拔的高山

高原冻土
。

我国东北多年冻土区为欧亚大陆高纬度冻

土区的南部地带
,

其冻土分布明显的受纬度地带性控

制
,

冻土层的年平均地温自北而南升高
,

大约纬度每

降低一度
,

气温升高 1℃
,

年平均地温升高 0
.

5℃
。

冻

土分布的连续性随纬度降低而变差
,

由大片连续分布

至岛状分布
。

厚度由勃一 1 00 二降低至 5一2 0 m
。

岛状

冻土分布范围南北宽达 20 。一4此玉〕 门
。

我国西部高山地

区
,

如祁连山
、

关山
、

阿 尔泰 等山地 的多年冻土分

布
,

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带性
,

同时也具有水平分带的

不完整性和纬向的差异性
。
山地 垂直 方向 明显地分

为
:

上部为现代冰川和冰缘带 ; 中部为深切浸蚀带 ;

下部及中间盆地边缘为干燥剥蚀带
。

纬向分带性表现

在多年冻土平均地温和冻土厚度随纬度而变化
。

青藏

高原冻土区是世界中低纬度地带
,

海拔最高
,

面积最

大的冻土区
。

其范围北起昆仑山
,

南至喜马拉雅山
,

西抵国界
,

东缘横断山脉西部
,

巴颜喀拉山和阿尼马

卿山东南部
。

青藏高原既大又高的特点决定着高原冻

土的存在和广泛发育
。

其西北高
,

东南低的地势结构

和气温与降水西低
,

东南高的分布
,

制约着高原冻土

发育的差异性
,

西北部和北部为高原冻土最发育的地

区
,

随着地势向周围地区倾斜
,

冻土发育程度相应变

差
。

本图表示了多年冻土分布范围及冻土工程地质类

型
。

由于研究程度低
,

加之比例尺限制
,

图上仅表示

了根据粒度成份估计的可能冻胀性类型
。

多年冻士区工程地质问题有
:

A
.

季节融化层发育
,

此层在冻土表层
,

寒季冻

结
,

暖季融化
。

各地季节融化层厚度不一
,

一般受纬

度
、

海拔高度
、

岩性
、

含水 量 及 植 被的影响
,

一般

松散层由内变化在工一 4 m 之间
,

基岩中一般变化在 8一

1 o m之 lbl
。

( 2 ) 地下冰发育
,

地下冰一般埋藏深度与冻土

上限深度基本一致
,

青藏高原为 。
.

9一 3
.

0。
,

以 1一

Z m居多
,

大兴安岭。
.

3一 1
.

5。
。

地下冰 层 是一个不

利的工程地质问题
,

工程勘察中应引起注意
。

C
.

冻融物理地质现 象发 育
,

主 要有 冰推
、

冰

丘
、

热溶湖塘
、

热溶滑塌及热融泥流等等
,

这些现象

往往给工程带来不利的影响
。

( 。 ) 黄土 我国是世界上黄土最发育的国家
,

黄 上分布广
,

厚度大
,

地 层完 整
。

主 要分布 在北纬

3 3一 47 度之间
,

其分布受到山系走向的控制
。

南以秦

岭
、

伏牛山
、

大别山为界
。

分布面积为63 1
,

00 。蜘
” ,

约占我国领土面积的 6
.

6 %
。

黄土分布地区气候干燥
,

年平均降 雨量 2 6 0一 5 0 0二。 , 。

海 拔在 2 0。一 2 4 0 o m 之

间
,

黄河中游是黄土最发育地 区
,

构成了著名的黄土高

原
。

黄河中游黄土厚度最大
。

在六盘山以西
,

华家岭一

马寒山一线以北到兰州附近以及白于山以西黄土厚度

在 2 00 一 3 0 。二之间
,

六盘山以东到吕梁山西侧
,

黄土厚

度在 1叨一 2 00 m 之间
,

祁连山
、

天山
、

阿尔金山等山系

的北麓
,

黄上厚度在 s o m 以下
。

华北平原的黄土系与其

它冲积层间互沉积
,

厚度不大
。

黄土地区地貌形态主

要为梁
、

源
、

赤
。

河谷阶地黄土呈顺河伸延的平台
;

山
·

麓地带呈带状分布
。 、

我国黄土沉积始于早更新世晚

期
,

至全新世都有沉积 黄土成因各家说法不一
,

多数

主张风成说
,

也有主张多成因说
、

水成说等
。

根据黄

土的湿陷性质
,

此次编图将我国黄土分成两类
,

一类

为湿陷性黄土
;
一类为非湿陷性黄土

。

我国工程界以

黄土湿陷系数为标淮来划分
,

一般以湿陷系数。
。

。 2为

标准
,

大于。 .

时者为湿陷性黄土
,

小于。
。

哪者为非湿



陷性黄土
。

大量数据表明
,

我国全新世黄土和上更新

世黄土一般具湿陷性质
,

中更新世黄土和下更新世黄

土通常不具有湿陷性
,

考虑到比例尺的要求
,

本图以

此标准划分
。

我国湿陷性黄土面积约为 43
x l 少腼

: “ ,

工程地质问题比较复杂
。

除具有湿陷性外
,

我国黄土

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

滑坡等不良物理地质现象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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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由中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院组织的审图

会在京召开 ( 1 9 8 9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 ) 会议

期间
,

专家组分别对 l : 4 0 0万 “ 中 国 环 境 水文 地 质

图
” 、 “

中国矿泉水图
”

、
“
中国岩溶塌陷分布及预测图

”

进行了认真的评议
,

普遍认为
:

这三张图的编制在国

内均属首次
,

是管理部门制订宏观决策不可缺少的参

考依据 , 图的编制目标明确
、

依据充分
、

内容丰富
、

设计新颖
,

表示方法也有所创新
,

为全国小比例尺的

环境保护和整治图件的编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

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
。

专家组一致认为
, 《
中国矿泉水图 》

已达到出版要求
,

建议在建进一步修改之后短期内正

式出版
。

( 马军 )

A
、

沧州地区地下水氦碘离子分 布规 律及成因

探讨 , 研究报告通过省级鉴定
。

l( 邪 ,年 9月 ) 该

研究报告是由河北省水文四队在两年多的野外工作以

及综合研究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

它为高氟

水分布比较普遍的沧州地区寻找低氟水指出了方向
。

并且首次提出超量开采深层地下水
,

被粘性土吸附的

氟离子同时释放出来
,

进人地下水中
,

使地下水含氟

量增高的看法
。

进一步证实土层岩性粒度与含氟量的

关系
。

同时阐述了沧州地区碘离 子的富 集 规 律及成

因
。

该研究成果对改水降氟
,

防治地方病具有现实意

以义及比较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

评委一致认

为该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

但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

见
。

(任荣 )

么长江三峡工程库区 16 个大型滑坡
、

崩塌勘察成

果通过评审 长江三峡工程库区 16 个大型滑坡
、

崩

塌工程地质勘察研究报告于 19 89 年 8 月 6 日至 9 日在

成都通过评审
。

长江三峡工程库区大型滑坡
、

崩塌研

究系国家
“

七五
”

重大科技攻关第 16 项一长江三峡工

程地质地震课题第四专题库岸稳定性研究内容之一
,

该项研究由四川南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牵头
,

八个

单位参加
。

专家们认为这些研究报告内容丰富
,

勘察

工作采用了多种手段
,

获得大量实际资料
,

墓本查明

滑坡
、

崩塌体的地质背景
、

规模
、

形态
、

结构特征及

形成机制
,

对稳定性
、

危害性做了计 算
、

分析与 评

价
,

并提出相应的防治意见
。

这些报告不仅为优化三

峡工程设计及今后三峡水库的施工
、

运营
、

城镇迁移

选址和移民提供了重要的地质依据
,

而且也是长江肮

道整治
、

两岸国土开发和资源利用必不可少的基础资

料
。

目前
,

该课题参加单位正在编写
《
长江三峡工程

库区大型滑坡勘察研究总结报告
》 ,

并计划编 制 出版

《
长江三峡工程大型滑坡图集

》 。

(谭开鸥 )

态
《
安徽省工程地质远景区划报告

》
通过鉴定并供

决策部门使用 为适应安徽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
,

省地

质矿 产局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 由 1 9 8 2年至 19 8 7 年对省内

近期
、

远期规划兴建的工程设施
,

从工程地质角度进行命 察

及远景预测
,

提交了
《安徽省工程地质远景区划报告

》 。

该报

告通过部级鉴定
。

安徽省二水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针
,

充分利用省内外地质
、

交通
、

水利
、

铁路
、

地震
、

城建等部

门的大量资料
,

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

在全省 13
.

96 k
r” 2

范围内

展开工作
,

编制 成 《安徽省工程地质远景区划报告
》 。

该报告

受到国内专家好评
,

认为它是安徽省第一 份缘合反映全省 自

然地理
、

区域地质构造
、

水文地质条件
、

工程地质条件 的综

合性勘察报告
。

报告突出地反映了全省工程地质问题
,

为 全

省工程地质勘察研究指明了方向
,

也为有关决策部门的 宏观

决策及制定远景规划奠定了基础
。

(孙风贤 )

R M
一 2型地下水流速仅等仪器学习班通知

:

我院将于今年贷月 10 日在汉口天津路 1 号临江饭 店
,

举

办 狄M
一 z 型地下水流速仪等仪器学习班

,

欢迎参加
。

欲参加

者向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 2 5街冶金部武汉勘察研究院张 述刚

函取简章
,

邮政编码 4 30 0 8。
。

(院讯 )

一 2 1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