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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恩格斯说：“社会方面一旦发生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数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
前进。
”工程地质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沿着正确的方向迅速发展，正是大规模经济建设的
需要给予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工程地质学是研究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地质问题的科学。
它的研究对象是地质环境与工程建筑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地质问题，
包括对工程建筑有影响的工程地质问题和对地质环境有影响的环境地质问题。
它的任务是为工程建设的规划、设计、施工提供地质依据，以从地质上保证工程建设的安全可靠、经
济合理、使用方便和运行顺利。
为此，必须为工程建筑选择地质性质较好的场地，对于存在的地质问题还应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处理措施直至地基加固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同时，还要研究工程建设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可能引起的地质灾害对工程建筑本身及周围环境的影
响，以及采取工程措施消除灾害。
由此看来，工程地质研究的领域很广，研究内容十分复杂，涉及的学科较多，大大超出了地质学的范
畴，使工程地质成为一门以地质学为基础的综合性科学。
　　工程地质学的理论体系，概括起来就是以工程地质条件的研究为基础，以工程地质问题的分析为
核心，以工程地质评价为目的，以工程地质勘察为手段。
工程建筑与其所在的地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这就是工程地质学研究的对象
。
不论工程地质问题，还是环境地质问题，都是由工程建筑和地质环境二者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矛盾
关系引发出来的。
在这种矛盾关系中工程地质条件是基本的，它制约着工程建筑，尤其是其中的薄弱环节，对工程建筑
的规模和类型起着控制作用。
因为建筑物的规模愈大，则其施加于地质体的应力愈强，建筑物不同，其施加应力的方向和形式也就
不同，地质体在不同应力作用下所引起的变形大小和表现方式也随之不同。
变形过大，超过地质体的容许能力，变形发展为破坏，建筑物也随之发生事故，这就是工程地质问题
。
由建筑物破坏而造成的灾害，以及建筑物作用于地质环境而直接造成的灾害，就成为环境问题。
　　工程地质问题和环境地质问题是可以预测的，只要查清工程地质条件，又有工程建筑的类型和规
模，尤其是建筑物作用力的大小和性质，就可以建立二者相互作用的物理模型，进而建立计算模型，
作出问题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对建筑场地给予工程地质评价，指出问题的严重性，找出哪些地质
因素对工程不利，不能满足工程建筑的要求。
应当采取何种措施予以补救，是减小建筑物的规模以适应地质条件，还是采取工程处理措施，改善地
基条件以满足建筑物的要求，这要从技术条件上和经济合理性上进行比较才能确定。
由上述可知，工程地质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协调工程建筑与工程地质条件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样既保证
工程建筑造福人类，又避免它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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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津平原水利工程地质环境概论》对天津平原区水利工程地质环境条件、特点和一些特殊问题
进行了概述，意在对平原区具体水利工程地质勘察工作的开展及其具体问题的研究有所指导和提供思
路上的帮助。
《天津平原水利工程地质环境概论》共分5章，内容包括天津地区区域地质环境概况、天津平原区软
土工程地质、平原区水利工程地质环境、天津平原水利枢纽工程地质实录以及平原区水利工程几个特
殊地质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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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天津地区区域地质环境概况　　第四节　构造与地震　　一、概述　　地震是一种突发
性的自然灾害，其对人类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震导致人员伤亡，二是地震导致人类赖
以生存的环境的破坏，同时在抗御这一突发性自然灾害方面给人们以教训。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社会活动都面临着地震的威胁。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人们在生存和发展的征途中，围绕着选择和建立能抗御地
震灾害的安全环境，逐步地形成和建立起“工程地震”这一工程应用专业。
　　对于地震活动性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收集地震活动性研究的基本资料　　首先收集地震历史记载资料。
地震作为现代地壳运动的一种形式或表征，其发生特别是大地震的发生，必然在地表留有形变的痕迹
，如断错、地貌形态、破裂、液化、滑坡等，亦即调查、研究古地震事件。
　　收集历史记载资料。
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灾害，在人类文明历史中大多都有记载，我国有关地震历史的记载相对最完整、历
史最长。
　　收集仪器记载资料。
我国相对完整的仪器记载资料为1940年以后所记载的。
　　收集地震编目资料。
我国地震编目整理时间较早，在宋初《太平御览》中共收集周至隋代地震5条。
但主要编目还是在解放以后，其内容主要包括地震发生的时问、地点、经纬度坐标、震级、震中烈度
、震源深度等。
　　（二）研究地震活动空间不均一性特点　　地震活动的不均一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反映
在地震平面分布的不均一性，亦即地震地理分布上的不均一性。
二是地震频度上的不均一性，亦即某面积上每年发生大于等于某震级地震的个数是不一样的。
三是地震活动度的不均一性。
地震活动度亦即某点附近单位面积上发生的地震，按震级一频度关系得到震级为X的地震次数。
可用地震频度一震级图来表示。
　　四是地震活动深度分布的不均一性，亦即地震震源深度是不同的。
如华北地区地震震源深度一般为5-30km，其中怀来一西安5-20km，邢台一河间地震带为10-30km，营
口一郯城地震带为30-40k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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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津平原水利工程地质环境概论》可供工程地质勘察技术人员、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等阅读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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