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填空题：（40×0.5’）  

 

 1、 工程地质学的研究任务是: 

(1)阐明建筑地区的工程地质条件  (2)论证建筑物所存在的工程地质问题  (3)选择

地质条件优良的建筑场址 

  (4)研究工程建筑物兴建后对地质环境 的影响  

  (5)提出有关建筑物的类型 规模 结构和施工方法合理建议；  

  (6)为拟定改善和防治不良地质作用的措施方案提供地质依据 

 2．活断层：指目前正活动着的断层或过去历史上有过活动且不久的将来可能会重新

发生活动的断层（即潜在活断层 ）。  

 3．震级：是衡量地震本身大小的尺度，由地震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大小地震震动强烈程度

所决定。烈度：抗震设计受地震释放的能量大小、震源深度、震中距、震域介质条件的影响。  

 4．地上悬河形成的三个基本条件：河水中携带有大量的敏感土粒子（0.25-0.01mm）；抗

震设计 河水中有 0.25-0.01（时间平均流速小于 0.7m/s）；敏感水流 

河流具有足够广阔可能被泛滥的面积.  

二、简述题 

1、  活断层的识别标志有哪些？ 

2、什么是斜坡的变形与破坏，试论述斜坡变形破坏的三个不同演化阶段。 

3、 泥石流的形成条件为何? 

1.地质方面: 最新沉积物的错断:  

活断层带物质结构松散: 伴有地震现象的活断层，地表出现断层陡坎和地裂缝 

地貌方面: 

断崖：活断层两侧往往是截然不同的地貌单元直接相接的部位常表现为：一侧隆起区，一侧

凹陷区 

水系：对于走滑型断层 

（1）一系列的水系河谷向同一方向同步移错 

（2）主干断裂控制主干河道的走向 

不良地质现象呈线形密集分布 

水文地质方面： 

导水性和透水性较强 

泉水常沿断裂带呈线状分布，植被发育 

历史资料方面 

古建筑的错断、地面变形 

考古 



地震记载 

地形变监测资料 

水准测量、三角测量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 InSAR  
2.斜坡形成过程中，由于应力状态的变化，斜坡岩土体将发生不同方式、不同规模和不同程

度的变形，并在一定条件下发展为破坏。斜坡破坏系指斜坡岩土体中已形成贯通性破坏面时

的变动。 而在贯通性破坏面形成之前，斜坡岩体的变形与局部破裂，称为斜坡变形。斜坡

中已有明显变形破裂迹象的岩体，或已查明处于进展性变形的岩体，称为变形体。被贯通性

破坏面分割的斜坡岩体，可以多种运动方式失稳破坏，如滑落、崩落等。破坏后的滑落体(滑

坡)或崩落体等被不同程度地解体。但在特定的自身或环境条件下，它们还可继续运动，演

化或转化为其他运动方式，称为破坏体的继续运动。斜坡变形、破坏和破坏后的继续运动，

分别代表了斜坡变形破坏的三个不同演化阶段。 

3.泥石流的形成条件 

(1)地形条件。地表崎岖，高差悬殊，切割强烈，是泥石流分布区的地形特征。 

(2)地质因素 

松散固体物质的来源及数量多少取决于地质因素。地质因素包括地质构造、地层岩性、新构

造运动 

及地震、不良物理地质现象等。它们以不同方式提供松散碎屑物，是泥石流形成的物质基础。 

(3)气候水文因素 

气候水文因素与泥石流形成关系极为密切，既影响形成泥石流的松散碎屑物质，又影响形成

泥石流的水体成 

分和水动力条件，而且还往往是泥石流暴发的激发因素。 

三、工程地质分析：（ 

1、  请写出下图中的滑坡要素。 

 

2、根据震源机制理论分析图中发震断层的性质。 

 

3、试分析下列河间地块是否会发生水库渗漏。 



 

4、已知渗流方向为由下向上，请用砾石，粗砂和细砂设计反滤层。  

  

1.滑坡要素为: 1)后缘环状拉裂缝; 2)滑坡后壁; 3)拉张裂缝及滑坡台阶; 4)滑坡舌及鼓张

裂隙; 5)滑坡侧壁及羽状裂隙; 6)滑坡体; 7)滑坡床; 8)滑坡面(带) 

2. 

 

  平移断层.................正断层 ................逆断层 

3.上图表明, 河间地块存在地下分水岭; 且高程高于库水位, 所以不会发生水库渗漏. 

下图中建库后, 在河岸附近局部地下水位低于河水位及河间地下水位, 这时极易产生强烈

的坝肩渗漏.  

４.  

 
 

 



四、综合分析题：（1×30’=30）  

 

   计划中的一条高速铁路，将通过一个滑坡体，试论述工程地质条件及可能遇到的工程地

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  

 

1.滑坡对铁路安全有影响, 应尽量避开; 如在坡体中开挖隧道. 

  2.斜坡的稳定性问题; 滑坡属于推动式. 

  3. 设 置 抗 滑 桩 和 挡 土 墙 ; 削 坡 减 重 ; 设 计 排 水 系

统.  

 

 

一、名词解释  

1．地震烈度：它是衡量地震在地面震动的强烈程度的尺子，由震源深度，震中距， 

能量所决定。是地震的基本参数之一。 

2．工程地质类比法：它是一种定性分析的工程地质问题的分析方法，通过场地内的 

工程地质条件与地质分析相结合进行对工程问题的分析及解答方法。 

3．临界水力梯度：当单元土体的总压力与其单元体水的重量相等时，即 dp=dQ 
时，土体颗粒处于悬浮状态，发生流土，此时的水的水力梯度叫做临界水力梯度。 

4．活断层：是指目前正在活动着的断层，或是近期曾有过活动而不久的将来可能会重新活

动的断层。 

5．斜坡变形破坏：是一种动力地质现象，是指地表斜坡岩体、土体在自重应力和其他外力

作用下所产生的向坡下的快速运动；斜坡破坏的型式只要有崩塌和滑坡。（综合）（斜坡变

形进一步发展，破裂面不断扩大并互相贯通，使斜坡岩土体的一部分分离开来，发生较大位

移，这就是斜坡的破坏。） 

6．混合溶蚀效应：两种饱和度和温度不同的水混合，使其溶蚀性增强这种混合溶蚀增强效

应称混合溶蚀效应。 

1．野外鉴别走滑型活断层最好的地貌标志是河流沟谷的同步错移。  



 2．同一烈度震害区，对于同一建筑来说，以土层为地基的建筑一定比以基岩为地基的建

筑损害程度大。  

 3．砂土相对密度愈低，愈易产生地震液化。  

 4．斜坡成坡后，在坡顶处形成剪应力集中带。  

 5．砂土的渗透系数越大，产生管涌的临界水力梯度越小。  

6．深层岩溶是原来在地表附近形成的岩溶由于地壳下降运动而埋藏到地下深部的。  

 7．水库蓄水前，只要河间地块存在分水岭，蓄水后就不会产生库水向邻谷渗漏。  

  8．潜在正断型应力场产生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最小。  

 第 1题正确答案为正确 

第 2 题 正确答案为正确 

第 3 题 正确答案为正确 

第 4 题 正确答案为错误 

第 5 题 正确答案为正确 

第 6 题 正确答案为错误 

第 7 题 正确答案为错误 

第 8 题 正确答案为错误 

1．活断层的活动方式有（）和（）两种。 

  A．粘滑 

  B．拉裂 

  C．蠕滑 

  D．压缩 

 

 2．地震效应分为（）、（）和斜坡破坏效应。 

  A．地面振动效应 

  B．地面破坏效应 

  C．地面破裂效应 

  D．地基效应 

 

 

 3．某坝基下游渗出口为粉细砂土，土的细粒含量ρ和不均粒系数η在（）条件下，可能

产生流土。 

  A．ρ＜25％，η＜10 

  B．ρ＞35％，η＜15 

  C．ρ＞25％，η＞10 



  D．ρ＞35％，η＜10 

 

 4．工程地质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和（）之间的相互制约，以便合理开发和保护地质

环境。 

  A．自然环境 

  B．地质环境 

  C．人类社会活动 

  D．人类工程活动 

四、问答题：（3×16’=48）  

 

 1． 试述斜坡形成后，坡体应力分布的特征。 

2． 研究岩溶区水库渗漏问题应查清哪些条件？ 

3、 简要分析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对宏观震害的影响。 

四、问答题 

1．斜坡形成后，坡体应力分布具有以下的特征： 

①无论什么样的天然应力场，斜坡面附近的主应力迹线均明显偏转。表现为愈接近坡面，最

大主应力愈与之平行，而最小主应力与之近乎正交，向坡体内逐渐恢复初始状态。 

②由于应力分异结果，在坡面附近产生应力集中带。不同部位应力状态是不同的。在坡脚附

近，最大主应力（表现为切向应力）显著增高，而最小主应力（表现为径向应力） 

显著降低，甚至可能为负值。由于应力差大，于是形成了最大剪应力增高带，最易发生剪切

破坏。在坡肩附近，在一定条件下坡面的径向应力和坡顶的切向应力可转化为拉应 

力（应力值为负值），形成一张力带。当斜坡越陡此范围越大。因此坡肩附近最易拉裂破坏。 

③由于主应力偏转，坡体内的最大剪应力迹线也发生变化。由原来的直线变为凹向坡面的圆

弧状。 

④坡面处的径向应力实际为零，所以坡面处于二向应力状态。 

2．在研究岩溶区水库渗漏问题应查清的条件时，应抓住反映渗漏问题的两个关键：①渗漏

通道的分析，即查明通道的类型（洞穴、裂隙、孔隙‘断层破碎带）、规模、位置、 

延伸方向和连通性，它是水库渗漏的必要条件，其中自水库入渗段至可能渗漏的排泄去之间

渗漏通道的规模和连通性，对水库渗漏的影响最大；②水文地质条件的研究，其核 

心是分析拟建水库的河流和库水位与地下水位的关系，只要河间地块河湾地段的地下水分水

岭高于设计水位，即便岩体中渗漏通道规模较大，连通性较好，也不会向邻谷或经 

河湾地段向本河下游产生永久性渗漏。因此，查明地下水分水岭与河水位及水库的关系，是

分析水库渗漏的本质和关键，它是水库渗漏的充分条件。 

3．分析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对宏观震害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岩体的类型及性质、地质结构、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条件。下面进行简要的分析： 

①岩体的类型及性质的影响：一般岩土体的类型不同对震害的影响不同，软土比硬土的震害

要大，且软土的厚度愈厚，埋的愈浅震害愈大。 

②地质结构的影响一般是场地内的地质断裂的影响包括发震断裂和非发震断裂。工程时应不



提高非发震断裂的烈度。 

③地形地貌：一般地貌突出又孤立的地形，震动加剧，震害加大，而低洼河谷，震动减弱震

害减小。 

④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砂土饱和后烈度增大，而且地下水的埋深愈浅，震害愈大。而地下

水埋深愈大，上覆地层愈厚，震害愈小。 

三 

一、填空题：（21×1’）  

1. 工程地质条件：与 有关的地质条件的综合 及其工程性

质; ; ; 地质作用; 

材料.   2. 工程地质问题： 与 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或问题对

于场地工程地质条件不同，建筑物内容不同，所出现的工程地质问题也各不相同：岩土工程： 

承载力、沉降、基坑边坡问题、地下洞室稳。定性问题。矿山开采： 

稳定性、基坑突水、 稳定.水利水电工程： 变

形、 渗漏 、斜坡稳定性、 抗滑稳定性。  

  3. 泥石流是一种含有大量 、 等固体物质的洪流. 

它常突然爆发，来势凶猛，历时 ，具有强大的 。

是威胁山区居民生存和工农业建设的一种 。 

第 1个空工程建筑物 

 

第 2 个空岩土类型 

 

第 3 个空地质构造 

 

第 4 个空地形地貌 

 

第 5 个空水文地质 

 

第 6 个空 工程动力 

 

第 7 个空天然建筑 

 

第 8 个空工程建筑物 



 

第 9 个空工程地质条件 

 

第 10 个空地基 

 

第 11 个空边坡 

 

第 12 个空矿坑 

 

第 13 个空渗透 

 

第 14 个空水库 

 

第 15 个空坝体 

 

第 16 个空泥沙 

 

第 17 个空石块 

 

第 18 个空洪流 

 

第 19 个空短暂 

 

第 20 个空破坏力 

 

第 21 个空地质灾害 

二、问答题：（3×10’=30） 

1、 活断层区的建筑原则有哪些? 

2、  请叙述斜坡中重分布应力的特点. 

3. 试论述地面沉降及其主要危害. 

1. 活断层区的建筑原则有哪些? 

(1)建筑物场址一般应避开活动断裂带  

(2)线路工程必须跨越活断层时，尽量使其大角度相交，并尽量避开主断层  

(3)必须在活断层地区兴建的建筑物，应尽可能地选择相对稳定地块即“安全岛”，尽量将

重大建筑物布置在断层的下盘。  

(4)在活断层区兴建工程，应采用适当的抗震结构和建筑型式  

2. 请叙述斜坡中重分布应力的特点. 

(1)斜坡周围主应力迹线发生明显偏转  

(2)在临空面附近造成应力集中,但在坡脚区和坡顶及坡肩附近情况有所不同: 

-坡脚附近形成最大剪应力增高带，往往产生与坡面或坡底面平行的压致拉裂面。  



-在坡顶面和坡面的某些部位形成张力带,易形成与坡面平行的拉裂面。  

(3)坡体内最大剪应力迹线由原来的直线变成近似圆弧线,弧的下凹方向朝着临空方向。  

(4)坡面处由于侧向压力趋于零,实际上处于两向受力状态,而向坡内逐渐变为三向受力状

态。  

3. 试论述地面沉降及其主要危害. 

地面沉降是指在一定的地表面积内所发生的地面水平面降低的现象。地面沉降现象与人类活

动密切相关。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人类过度开采石油、天然气、固体矿产、地下水等直接导

致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地面沉降。  

主要危害: 

(1)沿海地区沉降使地面低于海面，受海水侵袭；  

(2)一些港口城市，由于码头、堤岸的沉降而丧失或降低了港湾设施的能力; 

(3)桥墩下沉，桥梁净空减小，影响水上交通. 

(4)在一些地面沉降强烈的地区，伴随地面垂直沉陷而发生的较大水平位移，往往会对许多

地面和地下构筑物造成巨大危害; 

(5)在地面沉降区还有一些较为常见的现象，如深井管上升、井台破坏，高摆脱空，桥墩的

不均匀下沉等，这些现象虽然不致于造成大的危害，但也会给市政建设的各方面带来一定影

响。 

三. 工程地质分析：（4×5’=20）  

 

 1、 请判断下列活断层的生成年代.  

 

2、 滑坡时间预报的岩土体蠕变（流变）理论曲线如下, 请加以分析解释.  



3、 下图为一个典型的泥石流, 请分别阐述各区的意义. 

 

4、 试分析下列河间地块是否会发生水库渗漏.  

 

三. 工程地质分析 

1.图 a 中的断层切断了 Q32 地层, 活断层的生成年代应在 Q32与 Q4之间; 

 图 b 中的断层切断了 Q31 地层, 活断层的生成年代应在 Q31与 Q4之间 

2.第 1蠕变阶段－减速蠕变阶段  

减速发展，斜率逐渐减小  

第 2 蠕变阶段－稳定蠕变阶段  

等速发展，斜率大体不变  

第 3 蠕变阶段－加速蠕变阶段  

CD段：变形迅速增大，但岩土体尚未破坏 



段：岩土体变形速率剧增，岩土体很快破坏 

3.I 区为泥石流形成区; II 为流通区; III 为堆积区; IV 为泥石流堵塞形成的湖泊. 

4.上图表明, 河间地块存在地下分水岭; 且高程高于库水位, 所以不会发生水库渗漏. 

下图中建库后, 在河岸附近局部地下水位低于河水位及河间地下水位, 这时极易产生

强烈的坝肩渗漏. 

四 综合分析题:（ ）  

 

 1、 计划中的一条高速公路, 将通过一个滑坡体, 试论述工程地质条件及可能遇到的工程

地质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  

   

答案  

滑坡对公路安全有影响, 应尽量避开;  

o 斜坡的稳定性问题; 滑坡属于推动式.  

o 施工时应避免开挖坡脚;  

o 设置抗滑桩和挡土墙; 削坡减重; 设计排水系统.  

 

四 

一、名词解释：（10×3’） 

1. 工程地质条件： 与工程建筑有关的地质要素的综合，包括：地形地貌、岩土类型及

其工程性质、地质结构、水文地质、物理地质现象和天然建筑材料六个方面。  

2. 工程地质问题：工程建筑物与地质条件之间的矛盾或问题。如：地基沉降、水库渗

漏等。  

3. 滑坡： 斜坡岩土体在重力等因素作用下，依附滑动面（带）产生的向坡外以水平运

动为主的运动或现象。  

4. 振动液化： 饱水砂、粉砂土在振动力的作用下，抗剪强度丧失的现象。  



卓越周期： 岩土体对不同周期的地震波有选择放大作用，某种岩土体总是以某种周

期的波选择放大得尤为明显而突出，这种周期即为该岩土体的卓越周期。卓越周期

的实质是波的共振。  

6. 混合溶蚀效应： 不同成分或不同温度的水混合后，其溶蚀性有所增强，这种增强的

溶蚀效应叫做混合溶蚀效应。  

7. 基本烈度： 指在今后一定时间（一般按 100 年考虑）和一定地区范围内一般场地条

件下可能遇到的最大烈度。它是由地震部门根据历史地震资料及地区地震地质条件

等的综合分析给定的，对一个地区地震危险性作出的概略估计，作为工程抗震的一

般依据。  

8. 活断层： 是指目前正在活动着的断层，或是近期曾有过活动而不久的将来可能会重

新活动的断层。  

9. 水库诱发地震： 是指由于人类修建水库工程，水库蓄水所引起的地震活动，称为水

库诱发地震。  

10. 崩塌： 斜坡岩土体中被陡倾的张性破裂面分割的块体，突然脱离母体并以垂直运动

为主，翻滚跳跃而下，这种现象或运动称为崩塌。 

二、简述题：（ ）  

 

 1.工程地质常用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2.试述岩土体稳定性分析刚体极限平衡法的思路。 

3.岩石力学、土力学与工程地质学有何关系？ 

４.滑坡有哪些常用治理方法？ 

                   答案 

二、简述题 

  1．工程地质常用的研究方法 

主要有自然历史分析法、数学力学分析法、模型模拟试验法、工程地质类比法等。 

  2．试述岩土体稳定性分析刚体极限平衡法的思路 

（1）可能破坏岩土体的几何边界条件分析 （2）受力条件分析 （3）确定计算参数 （4）

计算稳定性系数 （5）确定安全系数进行稳定性评价 

  3．岩石力学、土力学与工程地质学有何关系 

岩石力学和土力学与工程地质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工程地质学中的大量计算问题，

实际上就是岩石力学和土力学中所研究课题，因此在广义的工程地质学概念中，甚至将

岩石力学、土力学也包含进去，土力学和岩石力学是从力学的观点研究土体和岩体。它

们属力学范畴的分支。 

  4．滑坡有哪些常用治理方法 

抗滑工程（挡墙、抗滑桩、锚杆、锚索、支撑）、排水工程、削坡减荷、防冲护坡、土

质改良、防御绕避等。 

  5．水对岩土体稳定性有何影响 

（1）降低岩土体强度性能 （2）静水压力 （3）动水压力 （4）孔隙水压力抵消有效

应力 （5）地表水的冲刷、侵蚀作用 （6）地下水引起的地质病害、地基失稳（岩溶塌

陷、地震液化、岩土的胀缩、土体盐渍化、黄土湿陷等）。 

三论述题：（1×20’=20）  

 

 1、  举一亲身参加过的工程实例，说明工程地质工作的步骤。 



 

（1）收集已有资料（2）现场工程地质勘察（3）原位测试（4）室内实验  

（5）计算模拟研究（6）工程地质制图成果（7）工程地质报告 

 

五 

一 名词解释 

1. 工程地质条件： 与工程建筑有关的地质要素的综合，包括：地形地貌、岩土类型及其工

程性质、地质结构、水文地 质、物理地质现象和天然建筑材料六个方面。 

 

2. 工程地质问题：工程建筑物与地质条件之间的矛盾或问题。如：地基沉降、水库渗漏等。 

 

3. 滑坡： 斜坡岩土体在重力等因素作用下，依附滑动面（带）产生的向坡外以水平运动为

主的运动或现象。 

 

4. 活断层： 是指目前正在活动着的断层，或是近期曾有过活动而不久的将来可能会重新活

动的断层。 

 

5. 水库诱发地震： 是指由于人类修建水库工程，水库蓄水所引起的地震活动，称为水库诱

发地震。  

二、 简述题：（ ）  

 

 1、 工程地质常用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2、 岩石力学、土力学与工程地质学有何关系？ 

3、 滑坡有哪些常用治理方法？ 

4、 水对岩土体稳定性有何影响？ 

简述题  

１.工程地质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自然历史分析法、数学力学分析法、

模型模拟试验法、工程地质类比法等。  

   ２.岩石力学、土力学与工程地质学有何关系：岩石力学和土力学与工程地质

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工程地质学中的大量计算问题，实际上就是岩石力学和土

力学中所研究课题，因此在广义的工程地质学概念中，甚至将岩石力学、土力学也

包含进去，土力学和岩石力学是从力学的观点研究土体和岩体。它们属力学范畴的

分支。  

３.滑坡有哪些常用治理方法：抗滑工程（挡墙、抗滑桩、锚杆、锚索、支

撑）、排水工程、削坡减荷、防冲护坡、土质改良、防御绕避等。  

４.水对岩土体稳定性有何影响：（1）降低岩土体强度性能（2）静水压力

（3）动水压力（4）孔隙水压力抵消有效应力（5）地表水的冲刷、侵蚀作

用（6）地下水引起的地质病害、地基失稳（岩溶塌陷、地震液化、岩土的

胀缩、土体盐渍化、黄土湿陷等）。  



三、论述题（ ） 

、 举一亲身参加过的工程实例，说明工程地质工作的步骤及内容 

2、 试述动力地质作用（物理地质现象）的类型及对工程建筑的影响 

   答案 

1.（1）收集已有资料（2）现场工程地质勘察（3）原位测试（4）室内实验  

 （5）计算模拟研究（6）工程地质制图成果（7）工程地质报告  

2. 各种地质作用的研究及对不同工程建筑的影响，其危害性论述 

六  

一、名词解释：（ ） 

1. 工程地质条件： 与工程建筑有关的地质要素的综合，包括：地形地貌、岩土类

型及其工程性质、地质结构、水文地质、物理地质现象和天然建筑材料六个方面。  

2.滑坡： 斜坡岩土体在重力等因素作用下，依附滑动面（带）产生的向坡外以水平

运动为主的运动或现象。  

3.混合溶蚀效应： 不同成分或不同温度的水混合后，其溶蚀性有所增强，这种增强

的溶蚀效应叫做混合溶蚀效应。  

 

4.水库诱发地震： 是指由于人类修建水库工程，水库蓄水所引起的地震活动，称为

水库诱发地震。  

   5.活断层： 是指目前正在活动着的断层，或是近期曾有过活动而不久的将来可能会

重新活动的断层。  

   6.卓越周期： 岩土体对不同周期的地震波有选择放大作用，某种岩土体总是以某种

周期的波选择放大得尤为明显而突出，这种周期即为该岩土体的卓越周期。卓越周期的实质

是波的共振。  

二、 简述题：（6×10’=60） 

1、 工程地质常用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2、 试述岩土体稳定性分析刚体极限平衡法的思路。 

3、 岩石力学、土力学与工程地质学有何关系？ 

4、 滑坡有哪些常用治理方法？ 

5、 水对岩土体稳定性有何影响？ 

6、 岩溶发育的基本条件及影响因素 



  

1.工程地质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自然历史分析法、数学力学分析法、模型模拟试

验法、工程地质类比法等。  

2.试述岩土体稳定性分析刚体极限平衡法的思路  

（1）可能破坏岩土体的几何边界条件分析（2）受力条件分析（3）确定计算参数（4）计算

稳定性系数（5）确定安全系数进行稳定性评价  

3.岩石力学、土力学与工程地质学有何关系  

   岩石力学和土力学与工程地质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工程地质学中的大量计算问

题，实际上就是岩石力学和土力学中所研究课题，因此在广义  的工程地质学概念中，甚

至将岩石力学、土力学也包含进去，土力学和岩石力学是从力学的观点研究土体和岩体。它

们属力学范畴的分支。  

4.滑坡有哪些常用治理方法  

   抗滑工程（挡墙、抗滑桩、锚杆、锚索、支撑）、排水工程、削坡减荷、防冲护坡、

土质改良、防御绕避等。  

5.水对岩土体稳定性有何影响  

   （1）降低岩土体强度性能（2）静水压力（3）动水压力（4）孔隙水压力抵消有效应

力（5）地表水的冲刷、侵蚀作用（6）地下水引起的地质病    害、地基失稳（岩溶塌

陷、地震液化、岩土的胀缩、土体盐渍化、黄土湿陷等）。  

   6、岩溶发育的基本条件及影响因素  

   （1）可溶性岩石（2）溶蚀性水溶液（3）水的循环交替条件 

    地质因素：断层、褶皱、岩性组合，气象因素：降水、气温，地形地貌与新构造运

动：  

    地形地貌、新构造运动。 

三、论述题（ ）  

 

  1、举一工程实例，说明工程地质工作的步骤 

论述题  

（1）收集已有资料（2）现场工程地质勘察（3）原位测试（4）室内实验 

（5）计算模拟研究（6）工程地质制图成果（7）工程地质报告 

七  

一、名词解释：（6×5’） 



1.工程地质条件： 与工程建筑有关的地质要素的综合，包括：地形地貌、岩土类型

及其工程性质、地质结 

构、水文地质、物理地质现象和天然建筑材料六个方面。  

2.滑坡： 斜坡岩土体在重力等因素作用下，依附滑动面（带）产生的向坡外以水平

运动为主的运动或现象。 

3.岩溶：是岩溶作用及其所产生的地貌现象和水文地质现象的总称。亦称喀斯特。  

4.水库诱发地震： 是指由于人类修建水库工程，水库蓄水所引起的地震活动，称为

水库诱发地震。  

   5.活断层：是指目前正在活动着的断层，或是近期曾有过活动而不久的将来可能

会重新活动的断层。 

二、 简述题：（5×12’=60）  

 

 1、 工程地质学常用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2、 岩石力学、土力学与工程地质学有何关系？ 

3、 滑坡的治理方法有那些？ 

4、 水对岩体稳定性有何影响？ 

５、 岩溶发育的基本条件及影响因素？ 

简述题  

 

1.工程地质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自然历史分析法、数学力学分析法、模型模拟试

验法、工程地质类比法等。  

   2.岩石力学、土力学与工程地质学有何关系岩石力学和土力学与工程地质学有着十分

密切的关系，工程地质学中的大量计算问题，实际上就是岩石力学和土力学中所研究课题，

因此在广义的工程地质学概念中，甚至将岩石力学、土力学也包含进去，土力学和岩石力学

是从力学的观点研究土体和岩体。它们属力学范畴的分支。  

  3.滑坡有哪些常用治理方法 抗滑工程（挡墙、抗滑桩、锚杆、锚索、支撑）、

排水工程、削坡减荷、防冲护坡、土质改良、防御绕避等。 

 

   4.水对岩土体稳定性有何影响： （1）降低岩土体强度性能 （2）静水压力 （3）

动水压力 （4）孔隙水压力抵消有效应力 （5）地表水的冲刷、侵蚀作用 （6）地

下水引起的地质病害、地基失稳（岩溶塌陷、地震液化、岩土的胀缩、土体盐渍化、

黄土湿陷等）。  

    5.岩溶发育的基本条件及影响因素 （1）可溶性岩石 （2）溶蚀性水溶液 （3）

水的循环交替条件 －－－地质因素：断层、褶皱、岩性组合，气象因素：降水、气

温，地形地貌与新构造运动：地形地貌、新构造运动。  

三、论述题（3×20’=60）  



 

 1、 结合工程实例，说明工程地质工作的步骤及研究内容。 

2、 试述工程地质学的发展展望。 

3、 试述岩土体稳定性分析刚体极限平衡法的思路及内容。 

论述题  

1.（1）收集已有资料（2）现场工程地质勘察（3）原位测试（4）室内实验  

（5）计算模拟研究（6）工程地质制图成果（7）工程地质报告  

2.略。  

3.岩土体稳定性分析刚体极限平衡法的思路 

（1）可能破坏岩土体的几何边界条件分析 

（2）受力条件分析 

（3）确定计算参数 

（4）计算稳定性系数  

（5）确定安全系数进行稳定性评价 

八 

一、 名词解释：（5×6’） 

1．地面塌陷：是地面垂直变形破坏的另一种形式。它的出现是由于地下地质环境中存

在着天然洞穴或人工采掘活动所留下的矿洞，巷道或采空区而引起的，其地面表现形式

是局部范围内地表岩土体的开裂、不均匀下沉和突然陷落。  

  2. 地质灾害：是指在地球的发展演化过程中，由各种自然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所形

成的灾害性地质事件。（引用）  

  3. 崩塌：斜坡岩土体中被陡倾的张性破裂面分割的块体，突然脱离母体并以垂直运

动为主，翻滚跳跃而下，这种现象或运动称为崩塌。  

  4. 卓越周期：岩土体对不同周期的地震波有选择放大作用，某种岩土体总是以某种

周期的波选择放大得尤为明显而突出，这种周期即为该岩土体的卓越周期。卓越周期的

实质是波的共 

振  

  5. 工程地质问题：工程建筑物与地质条件之间的矛盾或问题。如：地基沉降、水库

渗漏等。  

  6. 砂土液化：饱水砂土在地震、动力荷载或其它物理作用下，受到强烈振动而丧失

抗剪强度，使砂粒处于悬浮状态，致使地基失效的作用或现象。 

二、判断题（8×2’=16） 

1．把一类以突然错动并产生地震的活动断层称为蠕滑断层。 

2．地震震动破坏静力分析法是考虑由地面振动的最大加速度引起的惯性力。 

3．地震震动时间越长、饱和砂层越厚埋深越浅，越易产生震动液化。 

4．边坡破高越大、坡度越小，越容易在坡顶面及坡脚处产生应力集中区。 

5．滑坡后部陡倾，前部缓倾滑坡，容易产生牵引式滑动。 

6．深层岩溶是原来在地表附近形成的岩溶由于地壳下降运动而埋藏到地下深部的。 

7．有可能产生渗透变形的土体，其细粒含量越高、土的粒度越均一，越容易产生流土。 

8．两种不同溶液的水相混合后，溶蚀作用有所减小。 

9．按以往震例来看，应变积累速率较高地区，透水性好的坚硬岩体库盆、库水深的条

件下，容易产生水库地震。 



10．斜坡变形一般可以分为卸荷回弹，局部破裂、崩塌弯曲倾倒等形式。 

23679 正确 

四、问答题：（3×16’=48）  

 

 1． 详述如何鉴别活断层。(10分) 

2． 地震砂土液化的机理为何。(10 分) 

3． 什么是岩溶混合溶蚀效应? 对岩溶发育有何影响?(10 分) 

4． 泥石流的形成条件有哪些？（5分） 

5.某县城后山斜坡上，坡顶出现裂缝；坡脚出现鼓胀；坡下建筑物也出现开裂，应如何

处置？（15分） 

1.活断层的识别标志  

地质方面: 最新沉积物的错断: 活断层带物质结构松散: 伴有地震现象的活断层，

地表出现 断层陡坎和地裂缝 地貌方面: 断崖：活断层两侧往往是截然不同的地貌

单元直接相接的部位常表现为：一侧隆起区，一侧凹陷区  

-水系：对于走滑型断层  

（1）一系列的水系河谷向同一方向同步移错  

（2）主干断裂控制主干河道的走向  

-不良地质现象呈线形密集分布  

水文地质方面:a. 导水性和透水性较强; b. 泉水常沿断裂带呈线状分布，植被发育 .  

历史资料方面:a. 古建筑的错断、地面变形; b. 考古; c. 地震记载  

地形变监测资料:a. 水准测量、三角测量; b.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c. 合成孔径雷

达干涉测量 InSAR .  
   2.震砂土液化的机理。  

地震时饱水砂土中形成的超孔隙水压力使土的抗剪强度降低和丧失。  

3.什么是岩溶混合溶蚀效应? 对岩溶发育有何影响? 

 

两种分别已经饱和的溶液，不再具有溶蚀能力；但这两种溶液混合以后，可以重新

具有溶蚀能力。所以断裂带或节理裂隙汇合点岩溶特别发育, 河谷侧向常能形成大

型水平岩溶带.  

4.泥石流的形成条件： 

 

(1).地形条件。地表崎岖，高差悬殊，切割强烈，是泥石流分布区的地形特征。  

   (2).地质因素.松散固体物质的来源及数量多少取决于地质因素。地质因素包括地质构

造、地层岩性、新构造运动及地震、不良物理地质现象等。它们以不同方式提供松散碎屑物，

是泥石流形成的物质基础。  

   (3). 气候水文因素  

气候水文因素与泥石流形成关系极为密切，既影响形成泥石流的松散碎屑物质，又影响形成

泥石流的水体成分和水动力条件，而且还往往是泥石流暴发的激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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