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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现代经济水平的发展过程中，综合勘察技术在岩土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应用价值相

对较高，对整体工程建设具有重要影响，相关单位需要对其进行综合分析。本文首先论述综合勘察技术的

工作要求和重要意义，然后分析较为常见的几项勘察技术，最后，综合探究强化岩土工程勘察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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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y country's modern economic level, comprehensive survey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and its application value is relatively high,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overal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work requirements and significance of comprehensive survey technology, then analyzes
several common survey technologies, and finally,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strengthening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urv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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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岩土工程勘察而言，有效应用综合勘察技术具有重

要的价值，相关人员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结合现场需求

应用综合勘察技术，确保能够使其应用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进而使我国现代岩土工程勘察得到更大的发展，提升整体工

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1 综合勘察技术

1.1 工作要求

勘察工作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因此相关人员在

具体落实勘察作业时，首先需要对地下水水位加强重视，勘

察工作是否准确评估可能会对后续施工造成多方面的影响，

而地下水的变化情况会在很大程度内影响地基稳定性，相关

工作人员需要对地下水位进行实时观测，并结合变化评估工

作方案的可行性。与此同时，还需要对地下水腐蚀性进行深

入研究，确保能够提前完成防腐蚀工作，进而保证能够有效

避免后续工作对其他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确保能够实现其公

示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其次，还需要对施工现场的环境状况

进行严格勘察，通常情况下，对于建筑工程建设而言，建筑

场地的稳定性对其后续工作具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容易出

现地震灾害的区域，需要强化防震工作，确保能够使自然灾

害对其造成的破坏得到有效控制[1]。所以，相关人员在具体

实施勘察作业时，需要在地震防护区进行场地类型的合理划

分，同时，还需要对施工现场的粉土和砂土实施液化鉴别。

最后，设计人员在具体设置建筑施工方案时，各项参数是其

数据计算结果的重要保障，只有保证相关参数的正确性，才

能进行更为准确的计算，使其工作方案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所以，相关工作人员在获取各项参数时，需要确保各项参数

的准确性。除此之外，在具体实施勘查作业之前，科学选择

勘探位置具有重要的价值，相关工作人员需要科学实施实时

考察，结合现场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然后进行勘察位置的科

学选择。与此同时，在具体选择开挖位置之前，还需要全面

了解控制孔和勘探点的具体情况，严格遵循相关部门的各项

规定。

1.2 重要意义

首先，在实施综合勘察技术时，需要应用小体积设备，

具有便于携带的特点，可以使其相关人员实时开展勘察工作，

与此同时，设备具有相对简单的操作流程，在每次开展勘察

作业时，只需要设置两名勘察人员，减少人力资源支出。其

次，环境效益相对较高，在以往实施勘察作业，为了对其勘

察精度进行有效保障，需要清理工作环境的植被，从而影响

整个生态环境，而通过应用综合勘察技术，可以确保岩土工

程勘测不会对相关植被造成破坏，同时，还可以对其勘察的

精确性进行有效保障[2]。最后，勘察准确度相对较高，有效

应用综合勘察技术，可以使多种技术的应用优势得到全面整

合，利用多种技术开展勘察作业，同时，还可以获取丰富的

测试数据，使其勘测误差大大减少，从而实现勘查精度的全

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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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岩土工程勘察中的综合勘察技术

2.1 电场岩性检测

与综合勘查技术相比较而言，该技术的发展时间相对较

短，具有更为广泛的判断范围和识别范围，不仅能够用于判

断岩层界面，还可以识别油气层，含水层和断层。该技术的

工作原理相对简单，不同岩层界面或不同岩石会反射出不同

的电磁波，主要体现于速度和电磁波频率，可以以此进行岩

石岩性的识别。同时，还可以对储存性质进行有效判断，具

有较高的准确性。在具体应用该项技术时，需要使用探测仪，

具有操作简单，容易携带，自重较轻，体积较小的特点，在

具体进行勘察作业时，可以由一个人利用设备实施勘察任务。

与此同时，应用该项技术不会影响周围环境，具有较大的探

测区域，适合探测各种岩石界面，利用该数据进行探测作业，

可以使其相关数据信息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除此之

外，该项技术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电压与地下水不会对其

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在进行具体工作时，只会对电磁波信

号进行一定的接收，最终结果和实际情况相对接近，出现的

偏差普遍较小。

2.2 多瞬态技术

在实施岩土工程勘察工作时，该项技术具有良好的应用

效果，主要是利用波的特性。通常情况下，在勘察范围内，

岩石的物理性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与波的传播速度具有密切

联系。不同介质面波具有不同的传播速度，多瞬态面波是以

此为基础进行现场岩石性质的判断勘察，有效应用该种勘察

技术，可以省去钻孔程序，在具体开展勘察工作时，只需要

利用传感器进行信号的收集和自动存储，不需要进行相关计

算[3]。在得到相关信号数据之后，专业人员可以对其进行有

效的分析和处理，明确勘察区域的整体地质状况。在对该技

术进行具体应用时，瞬态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力，然后将其作

为震源，对地面进行面波的发射，此时，地面荷载会使其出

现一定的波动。通常情况下，岩石介层的形态与构造具有密

切联系，工作人员可以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和信号进行地质情

况的科学判断，同时，还可以全面了解岩石性能，使综合开

发技术能够获得更为精确的结果。

2.3 横波反射勘察

该项技术具体包括水平偏振横波和转换波两种方法。在

具体使用转换波法时，不需要进行特别装置的设置，但是，

在具体实施勘察工作时，纵波所具有的发射路径和转换之后

发生垂直偏振横波的路径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因此，在进行

相关数据的处理时，具有较大的工作难度。在具体应用横波

反射勘察时，可以针对地下介质波形成的阻抗差勘察岩土状

况，转换波不会对其造成不良影响。所以，相对于纵波反射

而言，横波反射勘察的垂直分辨率相对较高，可以获取更为

精确的岩土参数。与此同时，在具体实施勘察作业时，如果

勘察区域存在凹陷情况，则需要科学处理空气传播的时间与

距离，避免对勘察数据造成不良影响。横波反射勘察的抗凹

能力相对较强，同时，具有较高的垂直分辨率，勘察人员通

过对其进行合理应用，可以对工作现场的地质情况进行精确

判断。

2.4 地震反射波法

这种方式通常是对浅层岩土参数进行有效勘测，通过人

工方式进行地震波的有效激发，根据地震波的传播情况进行

浅层地质构成的科学判断。技术人员在具体实施勘测工作时，

通过操作仪器进行地震波的发射，对地震信号在岩土介质中

的传播情况进行全面收集，结合地震波的振幅和频率进行岩

土层界面深度和地层岩性的科学判断。根据地震波的不同传

播特性，可以将其分为反射波，折射波与透射波，在具体实

施勘测工作时，反射波的应用最为常见，但是在对地震反射

波进行具体应用，需要确保震源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

响，例如，可以选择使用电磁脉冲器和压电换能器，进行电

磁脉冲的释放，使其产生一定的压电，从而激发地震波。最

后，在具体选择地震波时，还需要对其频率特性和信号识别

加强重视，确保勘察精度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进而保证能够

更为高效的完成勘察工作。

2.5 高密度电阻率

该项技术可以在多种岩石勘察区域得到有效应用，同时

应用优势也相对较强。在具体实施野外测量时，勘察人员为

了确保能够更为高效地完成勘察工作，需要在观测剖面进行

若干数量电极的合理设置，同时，操作电测仪设备和电极转

换装置，确保能够高效收集相关数据，在数据信息采集工作

结束之后，需要在计算机中导入相关数据，确保能够实现电

断面图的有效生成，为勘查工作的有效落实，提供充分的数

据支撑和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在具体应用高密度电测率时，

需要在观测剖面进行高密度观测点的合理设置，确保能够充

分获取与断片地质相关的各项信息。所以，在具体应用高密

度电阻率时，具有较高的应用优势。其一是测量效率较高，

有效应用高密度电阻率，可以在工作现场一次完成电极布设

工作，同时，还可以进行自动化测量，使其整体测量效率大

大提升。其二是具有丰富的地质信息，相对于以往应用的电

阻率技术而言，高密度电阻率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对多种电

极排列进行有效应用，可以使其断面结构信息具有更高的丰

富性。其三为资料预处理，有效应用高密度电阻率，可以利

用计算机技术对相关资料进行预处理，使其人工工作量大大

减少，同时，还可以确保对材料进行更为精确的预处理。

3 强化岩土工程勘察的具体策略

3.1 建设岩土勘察体系

对于我国现代建筑建设而言，岩土勘察具有一定的基础

性价比，必须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对其工作市场进行合理规

划强化管理。相关企业在具体参与岩土勘察工作时，需要强

化市场监督，并对其管理体制进行科学完善，严厉打击勘察

过程中出现的数据造假问题，使其勘察数据具有更高的真实

性，从而实现工程建设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对于

岩土勘察活动还需要科学建设考核体制和监督管理体制，确

保相关人员具有更高的责任意识，实现其工作质量和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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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进一步提升。

3.2 优化岩土勘察组织

通常情况下，在进行岩土勘察时，勘察对象是地下地质

情况和岩土情况，一般情况下，地下环境具有较高的复杂性，

同时存在多种岩土类型，导致岩土勘测工作具有较高的难度。

在开展具体工作时，如果不能对其勘察工作进行有效的组织，

则会使其勘察结果缺乏准确性。因此，在具体实施勘察工作

时，需要进行地层划分，相关人员需要结合岩土的颜色与湿

度进行具体操作，同时还需要对岩心采取情况进行综合考虑
[4]。在具体落实岩土勘察时，还需要科学采取碎石，并对土

样与碎石进行有效保存和分类，确保能够在后期工作中进行

有效应用。在具体实施岩土勘察时，需要结合施工要求和岩

土工程设计进行调查研究，然后进行勘察，计划了科学制定，

确保能够有序开展后续工作，进而保证相关单位能够更为高

效的应用综合勘察技术。

4 结束语

对于岩土工程勘察而言，通过科学建设岩土勘察体系，

优化岩土勘察组织，提升人员专业素质，能够确保更为高效

的应用综合勘察技术，使各项技术的应用价值得到更为充分

的发挥，进而保证能够获取更为精确的勘察数据，为后续工

作的有序开展创造良好条件，确保能够使现代工程建设得到

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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