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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进步的不断推进，数字化技术在岩土工程勘察领域能够的应用日益普及，本文核心聚焦

于利用数字化技术强化岩土工程勘察的精确性，通过细致分析传统勘察方式中存在的弊端，相应地设计数

字化解决策略。此过程涵盖勘察全程的数字化革新，确保数据收集的高度精确、处理的高效性与分析的科

学性，为岩土工程勘察构筑更稳固的技术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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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urve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The core of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urvey. By analyzing the drawbacks of traditional survey methods in detail，

corresponding digital solutions are designed. This process covers the entire process of digital

innovation in surveying，ensuring highly accurate data collection，efficient processing，and

scientific analysis，and building a more stable technical support for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urve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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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岩土工程勘察作为工程建设中至关重要的基础环节，其

精准度直接关联到工程质量和安全性，但传统勘察手段面临

数据采集不全、处理效率低、分析准确性欠佳等局限；幸而，

随数字化技术的蓬勃进展，其在岩土勘察界日益广泛应用，

为勘察精度的显著提升开辟了新的途径与实践空间。

一、传统岩土工程勘察存在的问题

1.数据获取不全面

传统的岩土工程勘察高度依赖人工实地操作，受限于自

然环境与人力资源，面临数据收集的明显局限性：复杂地形、

不利气候条件制约勘察深度与广度，人力资源有限阻碍大范

围详尽勘查，致使其难以全面覆盖地质、地形信息，影响工

程设计对地质条件的充分考量，威胁到工程的安全与稳定性。

2.处理效率低下

传统勘察数据处理依靠人力或简易计算机辅助手段，效

率瓶颈明显：人力处理耗时冗长，难以适应工程快速推进，

而基础的计算机辅助虽提速有限，却操作繁琐且错误率高，

不仅拉长了处理周期，还可能损害数据的准确度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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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结果不准确

传统岩土工程勘察因数据收集与处理的局限，分析结论

常见较大偏差，源于数据不全导致分析缺信，偏离实况，及

处理中误差累积的负面效应，此等不精确不仅削弱工程设计

的合理科学性，更暗藏质量与安全风险。概览上述，传统勘

察在数据捕获、加工分析环节的弊病凸显。

故此，引入数字化技术，革新岩土勘察体系，以求精密

度与效率双重跃进，实为要务。数字化技术之运用，确保勘

察数据的全方位捕获、高速处理与精确诊析，为基建工程强

固技术支撑之基磐。

二、数字化技术提升岩土工程勘察精度的策略

（一）加强数字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1. 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

为了在岩土工程探测领域加强数字技术的开发，首先必

须显著增强开发资金的注入，保障持续创新和技术提升所需

的充足财务与资源支持。这包含成立特定的研究与开发基金

集结并培养一支具有高级技能、创新能力突出的科学研究团

队，激发他们在先进技术革新与研究方面深耕不懈。同时推

动公司、科研单位与大学紧密结合，共同打造工业、教育和

研究的协作创新网络。这种做法不单是提高技术革新的速率，

而且能迅速将科学研究成果转换为工业力量，有效促进岩土

工程探测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

2. 引进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和设备

在强化研发投入的基石上，积极采纳尖端数字化技术与

装备成为提升岩土工程勘察效率与精准度的关键，具体涵盖

高精测量器皿、无人机空摄系统、三维激光扫描科技及大数

据运算平台等。此番引进不仅极大增强了数据捕获效能，还

促成了复杂地质条件的速捷精确建模与解析，加之，它们能

产出更多元的勘察数据，为后续工程设计、施工等阶段备好

更详实、精确的地质参照，整体推进岩土勘察的现代化进程。

3. 提高勘察数据的获取和处理能力

在地质勘探工作的数字化改革之路上，我们已经采取了

采纳并应用尖端数字技术和设备的措施，借此机遇，进一步

集中精力于提升勘查数据采集与分析效率的深入发展。在战

略层面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数据搜集过程的改进，这依赖于周

密的规划、匹配的技术设备与选择方法，再加上细致的验证

审查，确保数据全面性和准确性；接下来，利用前沿的处理

技术和算法，加快数据处理速度，有效控制庞大的数据流量，

精确地提取信息和发现规律；此外，加强数据品质监督，靠

着严格的管理体系和标准，通过验证、重测和对照等措施，

坚守数据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增强数据的实际应用价值。此

次规划不只加速了勘测行业的数码化转型，也为勘测注入了

精确、智慧和高速的动力，为工程的平稳发展打下了坚固的

地基。

（二）完善数字化勘察标准体系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演进，岩土工程勘察领域正经历

一场深刻变革，确保数字化勘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构建全

面的数字化勘察标准体系成为关键。

1.明确数字化勘察标准体系的框架

第一，界定数字调查标准体系的框架，涵盖标准的层次

划分和相互关系，是确保体系完整性和系统性的关键，必须

为后续开发和实践制定明确的指导路径。

2.制定具体的数字化勘察标准

在既定的框架内，制定具体的数字调查标准势在必行，

必须涵盖数据捕获、处理、分析、存档和传输等各个方面。

标准详细、明确、容易操作，调查人员可以遵循。

3.规范数字化勘察的流程和方法

数字调查标准体系应细分为详细调查计划、匹配技术手

段选择、数据收集处理细节等流程和方法层面，包括确保流

程合规性、促进数字调查工作顺利进行、加强数据准确性和

可靠性等具体规范。

4.加强标准的宣传和培训

为了使研究组能够更深入地掌握和遵守数字调查规范体

系，必须加强对规范的普及和教育。为了向调查组传播数字

测量规范所需的知识和规定，我们可以通过组织研讨会、分

发培训手册、构建在线培训平台等多种方法实现这些目标。

还应鼓励调查组积极参与规范的建立和更新过程，提高参与

性和归属感。

5.建立标准的评估和反馈机制

为了保证数字勘探规范框架的效能和弹性，必须建立规

范的审查和回声体系。可以定期审查规范的实施情况，掌握

规范的执行效果和潜在难题。在这个过程中，还必须积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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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勘探人员的反馈建议。目的是对规格进行更新和改进。这

有助于确保规范体系结构和实际责任需求的一致性，并不断

提高数字勘探的能力和质量。

整体上打造完善的数字化侦察规范体系，是确保侦察信

息准确性和稳定性的核心支柱。在实施一系列战略包括建立

明确的框架、制订精确的标准、规范化工作流程和方法、增

强宣传教育力度以及搭建评估与反馈机制等措施的过程中，

可以不断推动数字勘察技术的发展与采纳，从而为土建测量

行业的提升提供坚实的支柱。

（三）加强勘察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在地质工程探测范畴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普遍运用，提升

勘察专家的培训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提升其信息技术

素养和操作熟练度，地质勘察师能够更加高效地应用数字化

工具进行地面与岩层分析的勘探活动，进而加快工作进程并

增强勘测数据的精确度。

1.制定全面的培训计划

首先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彻底的培训计划，明确教学的目

标、核心内容、技巧以及时间表。培训计划必须涵盖对数字

技能的根本理念、应用技巧以及操作要领的综合性探索确保

调研人员们能彻底理解并熟练掌握这些数字化技术。

2.强化数字化技术培训

在教学计划中应当优先强化对电子技术能力的培养。本

文旨在模拟传达一系列技术指导给勘察领域的专业人士，这

些技术指导主要涉及运用高级电子设备和工具进行精确的数

据采集工作。例如利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三维光学扫描系统

等先进工具。此外还涉及提升他们在数字化信息处理和分析

的专业技能，包括地理信息空间系统、大数据分析方法等方

面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使得研究小组能够熟练掌握这些电

子科技并能够在常规工作中应用这些技能。

3.注重实践操作训练

除了理论知识的累积亲身实践的锻炼也是极其重要的。

在培训期间应安排足够的实践环节，以便调查人员能够亲自

操作数字化设备和工具，从而能够熟练地掌握它们的使用技

术和流程。此外还可以设计一系列模拟侦察方案，激励侦察

行家通过亲身实践来掌握并熟练运用电子技术。

4.定期更新培训内容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创新技术和设备不断涌

现。因此定期更新教学资源变得至关重要，以确保勘探人员

能够迅速了解和掌握最新的数字技术和设备。这可以通过定

期组织教学班次、研讨环节或在线学习等方式来执行。

5.建立激励机制

为了激发勘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参与进修和教育，可以

创立相应的奖励体系。例如对于那些完成教育课程并获得杰

出分数的调查专家，提供一些激励或升职的可能性；将掌握

数字技术的运用作为评估和提拔调查员的关键标准之一。这

些建议有望激励勘探队员的求知欲和主动性。

综上所述，提升勘察人员数字化素养与技能的关键在于

加强教育培训，具体通过编制全面培训规划、深化数字技术

教学、偏重实践操作演练、周期性内容刷新、构建激励体系

及强化团队协作交流等多维策略，全面增强其数字化技术运

用力，为岩土工程勘察领域注入强劲动力。

结论

数字化技术为地质工程勘探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应

用这些先进技术我们可以全方位收集并以高效率处理探测信

息，实现精确的分析，从而直接增强土壤和岩石勘查的准确

度与作业速度。这表明随着科技的持续进步和优化，其在地

质勘探行业中的运用势必变得更加普遍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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