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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强对水文地质问题的研究与分析是提高岩土工程

效率的有力保障。在进行水文地质勘察时，无论是地下水

位发生上升或者下降的情况都会对后期的施工产生一定影

响，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对策将这一问题解决，将会直接

影响工程的质量，甚至缩短建筑工程的使用寿命。

2 工程地质勘探中水文地质造成的危害

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社会活动都可能会引起地

下水位的升降，无论是地下水位上升、地下水位下降还是

地下水位频繁的发生变化，都会对岩土工程造成一定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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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此同时，法官还能够通过这一完善的动态体系来查

询任何一个案件当中的任何一个步骤相关当事人的信息情

况，能够对案件进行更为全方位的了解。

2.2.3 执行工作更快捷

执行难问题是法院工作的一大难点，通过人工智能解

决执行难问题并非难事。执行员通过携带通信终端设备，

接入执行指挥中心，由人工智能实时地接入各套系统。想

象一下这个场景：执行员出门执行，每到一个执行点，通

信终端设备及时报出改点的时间、地点、被执行人的各方

面重要信息，让执行员实时掌控整个执行过程，并通过快

捷查控被执行人信息，详细了解被执行人的银行信息、出

行信息等多种信息。这样一来，省去大量的各类数据处理

时间，精确执行。

2.2.4 后勤保障更到位

通过云存储方式，保障中国法院的庭审数据、安防监

控数据、案件数据等多种数据的存储，由人工智能平台对

这些数据实时查控，化整为零。由人工智能对法院每年的

财政支出等作出智能化处理，导出每年的开支，通过这些

开支，运算出下一年所需的设备，财政预算等。通过BDS

等，对车辆进行监控，通过公里数、出车数等进行运算处

理，提示哪些车需要加油，哪些车需要维护等。通过人工

智能平台，对所有办公室的计算机、办公设备、空调等进

行监控，下班智能关机，计算机数据智能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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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具体的表现如下：

2.1 地下水位上升对工程建设产生影响

首先，地下水位上升会使地面土壤的水分含量过高，

从而使得土壤盐渍化、沼泽化情况加剧，腐蚀周边的建筑

物，影响工程的正常使用；

其次，地下水位上升会使得河流周边的土壤变得越来

越疏松，进而导致土层结构空洞，建筑物的稳定性会大大

降低；

最后，地下水位上升还会破坏岩土的结构，使土体的

强度降低，失去稳固性。

2.2 地下水位下降对工程项目造成的危害

人类的生产生活离不开水资源，而对地下水资源的过

度开采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此外矿产资源开发以及水坝

建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地下水位下降，最终导致地面

出现下沉、坍塌等情况，不利于工程施工的建设及使用。

2.3 对地下水压问题的危害

地下水压问题主要是地下水压力的变化对工程产生一

定的危害。水压的变化不仅影响工程的建设质量和使用年

限，而且还有可能对工程施工产生危害。当地下水处于自

然状态时，其水压的变化不是很大，对工程不会产生太大

的影响，因此，自然状态下的地下水压问题不用太关注。

但是，当工程进入施工阶段时，这就难免会对地下水的自

然环境产生影响，导致水压发生变化，这就需要在勘察中

重点注意其可能对工程造成的危害了。

3 解决工程地质勘察中水文地质危害问题的有效

措施

3.1 提高水文地质条件重视程度

正如上文所说，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水文地质问题

主要是由于地下水位的升降以及水压变化导致的。因此在

工程进行施工之前，要对施工地点的水文地质条件进行细

致的勘察，明确当地的水文地质条件对后期工程建设阶段

以及使用阶段的影响，如果当地的水文地质条件较差，则

需要工作人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降低水文地质对工程建

设的影响。此外，在勘察过程中要求勘察人员与施工单位

时刻保持沟通，根据实际的水文地质条件合理设计施工方

案，从而确保后期建筑物的稳定性，提高建筑工程的使用

寿命。

3.2 强化技术改造，解决实际问题

施工技术的确定是有效提升防害能力的重要保障，同

时也是抵制水文地质危害的重要途径。要强化施工技术改

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做好水文地质病害和隐患的预防工作，有目的

性地加强建筑基层的抗病害能力；第二，针对实际问题，

做出有效的解决和处理措施。第三，不断加强对施工技

术、施工工业、施工管理等的研究力度，通过强硬的技术

手段来保证工程的整体质量。在技术改造方面可以考虑引

入遥感与GIS 技术进行地质勘察。通过借助DEM模型，将地

质情况表现出来。DEM模型是利用一个任意坐标场中大量选

择的已知X、Y、Z的坐标点对连续地面的一个简单的统计表

示。DEM主要有两种格式即TIN（不规则三角网)和GRID(规

则网格),如图1所示。通过运用DEM模型可以将地质数据形

象的表现出来，便于地质勘察工作的进行。

图1 DEM模型

3.3 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

所有勘察工作的实施都是人工完成的，因此人员素质

的高低对勘察工作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为避免勘察过程

中可能产生的危害，必须重视专业勘察人才的引进，加大

培养力度，制定支持性政策，实现勘察人力资源的有效调

配。

首先，可以对本单位内部的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不断提

升他们的业务素养和知识水平。在培养过程中可以融合多种

娱乐活动，劳逸结合，从而提升员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其次，要面向高校和社会，重点引进水文地质勘察方

面的高素质专业人才，要改变唯经验论的招聘观念，重视

人才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地质勘察过程中，水文地质工作具有重

要的意义。

因此，在勘察作业时，相关工作人员要重视水文地质

对工程可能造成的影响，详细分析施工地点的水文地质条

件，并撰写水文地质条件报告，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水

文地质变化对地上建筑工程造成的影响。勘察人员在工作

过程中也要不断进行学习，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从而全

面提高建筑物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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