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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gineering	of	geological	disaster	control	 is	relatively	complex,	and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varies	significantly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Issues	related	to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re	prominent	in	the	exploratio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geological	
disaster	control	projects.	Only	with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can	the	accuracy	of	exploration	
and	design	and	 the	safety	of	construction	be	guaranteed.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logical	disaster	control	
projects,	identifies	problems	in	the	exploratio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geological	disaster	control,	and	proposes	solutions	such	as	
introducing	advanced	exploration	and	design	methods,	optimizing	data	analysis	models,	refining	construction	plans,	and	enhancing	
technical	 training	 for	construc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by	optimizing	and	 introduc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quality	of	
geological	disaster	control	projects	can	be	improved.	Summarizing	relevant	experiences	can	lay	a	foundation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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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勘查设计与施工中地质环境问题及处理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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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质灾害治理的工程较为复杂，而且不同地区的地质环境多有不同，地质灾害勘查设计与施工中的地质环境问题较为突
出，只有对地质环境有全面掌握，才可以保障勘查设计的准确性与施工的安全。本文针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特点，明确
地质灾害勘查设计与施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引入先进勘查设计手段、优化数据分析模型、优化施工方案、加强施工技
术培训的处理对策。研究表明：地质灾害勘查设计与施工中面临的问题通过优化、引入先进技术，能提高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的质量，总结相关经验，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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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质灾害主要类型包括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常常

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损坏房屋、道路、农田等基础设施，

引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因此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能够及时

减小地质灾害的隐患，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率，保证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地质灾害的发生对社会稳定发展也有不良影

响，加强地质灾害治理水平有利于稳定社会和谐发展，为经

济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尤其近几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采用先进科学技术进行监测预警和

应急处置，通过优化地质灾害勘查设计与施工的过程，可以

提高地质灾害治理的工作效率，为地质灾害的科学防治奠定

基础。

2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特点

2.1 治理的针对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具有针对性强的特点，采用科学的

勘查技术手段，结合地质灾害体自身地质环境特点制定治理

对策。勘查设计阶段，要查明地质灾害形成原因、灾害分布

及危险区范围，分析灾害的危险程度，并且进行动态监测。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阶段，要根据设计阶段的结论，制定

适应性较强的施工方案，避免资源的浪费。治理工程施工阶

段，也要随着地质环境的变化调整施工方案，达到理想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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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果。同时，施工团队也要重视施工技术的集成性，比如

将传统施工与先进施工技术结合的方式，巩固治理效果。

2.2 设计的综合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呈现出综合性强的特点，比如

设计中需要结合地形、地貌、水文等信息，对灾害形成原因、

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评价。地质灾害勘查设计阶段，设计人

员需要了解灾害的地质环境条件，以制定适宜的治理对策。

同时，综合性特点也体现在设计方案需进行多方面参考与评

估，比如明确灾害治理目标、区域发展需求、基础设施保障

需求等，确保地质灾害勘查设计方案的合理性。设计人员要

积极听取其他各方的意见，关注不同部门的利益，不仅要利

用传统设计经验，也要积极应用先进技术，设计完成后通过

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动态调整，体现出设计的

综合性，确保治理目标与区域发展的统一。

3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与施工中的问题

3.1 勘查设计存在的问题
首先，部分隐秘地质条件识别困难。地质灾害勘查设

计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地质条件分布隐蔽、地质条件变化快

的情况，从而很难对施工地质条件有充分的掌握。施工环境

的有些区域被植被、土层或自然屏障遮挡，采取传统的勘查

手段很难获取准确的数据。以先进勘查技术与传统勘查技术

对比举例，可知两者之间的偏差较大。见表 1、表 2。不仅

如此，地质灾害区域的地质条件多层次性的识别难度也非常

大，容易遗漏重要的数据，数据不完整必然会影响对地质灾

害的评估结果，给后期的灾害治理工程造成极大的风险 [1]。

表 1  先进技术勘查数据

隐匿区域 岩层厚度（m） 断层密度（条 /km2） 含水率（%） 滑坡风险指数（0-1）

区域 A 13.1 6 18 0.9

区域 B 20.5 4 10 0.6

区域 C 18.8 8 25 0.9

区域 D 10.6 5 13 0.5

表 2  传统勘查数据

隐匿区域 岩层厚度（m） 断层密度（条 /km2） 含水率（%） 滑坡风险指数（0-1）

区域 A 10.2 3 11 0.4

区域 B 14.3 2 5 0.3

区域 C 13.1 4 15 0.5

区域 D 8.2 2 8 0.4

其次，复杂工程参数获取困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环

境下的地质参数获取难度较大，因此也是勘查设计中需要应

对的重要问题之一。设计人员经常会面临着数据种类多、关

联密切的情况，很难保证数据的准确度，有些参数需要对深

层地质、水文等进行高精度的检测，因此数据准确度与自然

环境、技术、设备的关系较大，测量结果的精准很难得到设

计要求，必然会影响后期施工安全。而且，地质灾害区域的

各个参数也处于变化中，加剧了数据不精准的问题。

3.2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的问题
首先，不良地质条件问题突出。不良地质条件是影响

施工安全及稳定的不良因素，施工团队经常面临滑坡、软土

等复杂地质，土壤承载力较低以及高变形特点，给施工带来

不良的影响。而且，地质条件的突变是影响挖掘、支护施工

安全的主要因素，地下水渗流以及不良地层等问题导致施工

过程风险不可控，不仅影响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质量，也影

响了工程安全 [2]。

其次，施工技术应用不足。施工人员在地质灾害治理

工程中，施工技术应用不到位，容易受到现场环境、操作流

程等不同因素的影响。施工技术的合理应用必须通过高精度

仪器对现场地质进行充分勘查，制定合理的施工流程，但由

于现场环境、设备能力的局限性，容易出现制定的施工技术

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不仅如此，不同工序之间若未能得到有

效协调，也会出现技术断层的情况，进一步影响了施工技术

的合理应用，不利于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质量。而且，施工

团队中人员专业能力参差不齐，加大了施工技术应用中出现

问题的风险。

4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与施工的优化
对策

4.1 应用先进技术，精准识别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团队在勘查设计过程中存在着

地质灾害无法精准识别的问题，要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地质灾

害问题的识别精准度。部分地质灾害的隐蔽性较高，采用传

统的勘查技术无法识别，地下深部的结构状态无法查明。应

用先进技术，能够拓宽勘查范围，而且设备的分辨率较高，

从而可以获取充分且丰富的地质信息，为后续施工奠定基

础，保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3]。

先进的勘查技术满足了治理工程的需求，通过地震波

反射、电阻率层析成像技术等，可以了解地下结构，提供高

分辨率的地质剖面图，为后续施工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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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团队要配备能够适应各场景的设备，比如在钻探设备上使

用激光扫描技术，从不同层面分析地质环境；为了保障数据

准确，要完善数据采集和分析流程，从现场数据采集到实验

室分析严格按照科学的操作规范，有效避免出现数据错误的

情况。

4.2 优化数据分析模型
地质灾害治理中，地质参数作为施工环节设计的重要

依据，也关系到治理工程方案的可行性。但是，传统的数据

分析方法因为技术落后而存在着工作效率低、分析结果不充

分的情况。通过优化数据分析模型，可以提高数据处理的精

准度，为地质隐患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4]。

要实现数据分析模型的优化，可从整合多源数据开始，

通过地震波、雷达成像等构建地质信息数据库，采集的数据

都要转换成统一的格式后再纳入模型进行处理。工程团队还

要关注模型算法的适配性，应用深入学习技术，优化后的数

据分析模型实现了海量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前，要对数据实

施严格的筛查，去除多余、繁琐的数据，尽可能的保证数据

分析模型结果的可靠性。

在数据分析模型优化阶段，工程团队要加入可视化功

能，实现动态数据分析，及时的为设计团队、施工团队提供

直观数据，还要构建反馈机制，对比模型输出数据与实际施

工结果，可有效提高模型的精准度，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

工奠定基础。

4.3 不断优化施工方案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面对不同地质灾害的类型，施工

方案设计则要保证灵活性，才可以应对不同的地质灾害问

题。而且，地质灾害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也需要施工方案

保持灵活性，才可以满足实际需求。工程团队要组织设计人

员对现场做好实时勘查，通过详细、及时的记录地质结构以

及可能带来的危害，重新评估施工方案的可行性，提高施工

安全。工程团队要利用勘查人员提供的现场数据，分析问题、

制定多个施工方案，从而能够根据施工现场的变化灵活、快

速的切换施工对策，最大程度的减少地质灾害问题对治理工

程带来的影响 [5]。工程团队需要加强对施工过程的监控并且

构建信息反馈机制，根据现场情况调整设计方案，为顺利施

工奠定基础。同时，还需要合理配置资源，做好人力、设备、

材料的优化配置，提高施工效率。

4.4 做好对施工人员的培训，确保施工技术应用到位
对施工人员开展施工技术的培训，直接影响着工程施

工的规范性，地质灾害治理中，面对复杂的地质灾害环境、

高新技术的应用等问题，对施工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较高的

要求。如果对施工技术的培训不到位，且无法结合现场条件

进行施工技术的针对性讲解，可能会影响施工技术应用效果

而导致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效果。通过组织施工人员参与施

工技术的培训，有利于提高施工人员的专业能力，保证整个

施工团队的操作协调性，确保各施工环节均得到精准的把

控，提高施工质量 [6]。

在组织施工团队人员参与技术培训的过程中，要构建

全面、高效的培训体系，保证所有人员均掌握先进技术，并

明确施工的重点与难点，将施工流程细化到各个操作环节，

并且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在指导施工人员学会操作

的同时，向其讲解操作的原理，不仅能够提高施工人员的专

业能力，也能够提高其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掌握了操作原

理才可以根据现场环境的变化技术的做出操作流程的改善，

一切以保障治理工程整体效果为目标。对有核心技术的培

训，可以设置特殊情境进行模拟训练，有利于提高施工人员

的应对能力，邀请专业的专家分享自身经验，给予施工过程

的指导，解答施工人员存在的问题，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

施工提供个性化的技术支持。

5 结语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较为复杂，因此对工程勘查设计

和施工团队人员的综合素质有较高的要求，面对地质灾害勘

查设计与施工中存在的问题，要具有灵活思维，构建适应性

和可行性较强的施工对策，并且在施工中不断总结经验，提

高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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