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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不仅对周边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形成各类

的灾害现象，如泥石流、地面沉陷、山体滑坡等，给当地人

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更不利于当地经济的稳

定发展。水文地质灾害是形成地质灾害的主要因素，大多数

地质灾害都与水文地质灾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对水

文地质的勘测工作一定要保证正确和合理，对水文地质灾害

的研究调查应非常重视，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减少地质灾害的

影响作用。相关部门和人员应在了解和分析水文地质灾害的

形成特点、形成因素以及种类等方面的基础上，得出有关的、

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能够有效预防地质灾害工作的不利影

响，为进一步促进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依

据。

引起地面发生下沉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因

素；另一种则是人为因素。自然因素通常是指地壳构造运动

引起的地震、软弱土层或者海平面上升而引起地面下沉等 [1]。

而人为因素则是指人们过于集中地开采地下资源。例如，对

地下水资源、油气资源以及地下矿产资源在短时间内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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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开采，不合理的开采行为会造成水文地质条件发生不

良的改变，地下水循环系统受到不同程度上的破坏，而地表

水补给不总，就容易形成一种地下水漏，进而引起地面下沉

现象。地面下沉会危害到地面交通设施的安全，也会造成地

下水资源受到污染，给人们生活用水带来不便。

溶岩坍塌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它的形

成具有一定的特性条件。首要条件是溶洞洞口是打开的，同

时内部的岩石成分主要由盐酸盐组成，溶洞表层土壤厚度溶

洞坍塌的影响也较为重要，一般厚度越大，溶洞不容易塌陷，

厚度较小就会造成塌陷。另外，岩石上的土壤覆盖较为松软，

在底下岩石受到水文地质灾害的影响。例如，地下水流动的

长期的冲刷，造成溶洞底层岩石结构的牢固性受到破坏，久

而久之就会造成溶岩坍塌。

砂土液化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到水文地质条件

变化的影响，通常砂石液化引发是在发生地震灾害过程中，

由于地震的震动力，会直接破坏砂土细沙和松散粉末的水分

饱和度，使得细沙孔隙的水压变大，孔隙水压积累到某种程

度时，砂土层的结构性质就会产生形态的转变，表现出一种

液化流动的状态。一方面，砂土液化会大大减小砂土层的支

撑能力，造成地表直接坍塌。另一方面，如果土层粉末的颗

粒物质含量较多，砂土在发生液化的过程中，砂土表层覆盖

层渗透力减弱，很容易发生土层冒水的现象。

水文地质对地表建筑的直接影响是地基变形，随着中

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的建筑物数

量逐年增多，建筑工程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大规模建筑物

在建设地基过程中，由于地基软土性质的原因极容易发生地

基变形灾害。具体分析而言主要因为软土土壤地基的土层结

构稳定性相对较差，很难承受水文地质的影响，在地基使用

过程当中，容易地下水运动的作用影响，原有的土层结构遭

到破坏，由强变弱，地基空隙水位由此发生移动，造成地基

发生变形。地基变得倾斜，直接影响着建筑物的整体稳定性

以及墙体牢固性，容易造成建筑墙体出现裂痕等现象，严重

的还会引起建筑物的崩塌，危害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首先，应加强对植被的保护力度，植被可以很好保护

地表土壤。如果植被的覆盖面积不够，地表土壤很难得到保

护，尤其是在雨季，大雨的冲刷受力，使得植被较少的地表

结构受到严重破坏，容易引起地质灾害。其次，应加强对生

活污水以及工业、农业污水排放的标准。农业生产或者工业

生产所排放的污水如果没有一定的标准，乱排放到周边的河

流和田地当中，很容易引起污水渗透到地表底下，破坏地底

下的水循环系统，使得当地水文地质产生变化，不利于水文

地质的稳定性。因此所有的污水排放前应当按照相关的规定

和标准进行严格处理，保证地底下水循环系统的有效性 [2]。

最后，加强工程规划的合理性以及工程勘察工作的科学性。

每一项工程在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中，都应当包括对工程周

边的水文地质的监测和勘察工作，建筑工程要做到合理规

划，对于有可能影响当地水文地质状态的工程，或者超过当

地水文地质条件的建筑工程必须及时停止并做好修改方案。

只有严格的建筑前提勘察和评估，才能有效避免因人为因素

造成水文地质灾害的发生。

水文地质灾害具有不确定性特点，很多时候并不能及

时预测和监测出来，同时由于中国对水文地质的重视程度不

够，水文地质监测的力度和相关的设备没有准备到位，从而

造成水文地质监测工作仍然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不利于水

文地质灾害的预防和控制。因此，首先对于地质灾害高发区

应实行 24小时实时监测系统，对地下水运动以及水质的实

时状态进行有效监测，同时还应设置专门的预警系统，对于

可能发生的紧急问题能够及时监测并发出预警警告，让有关

的人员能够及时有效进行处理，水文地质的及时处理能够大

大减小地质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一方面对于出现溶

洞坍塌或者砂石液化的现象，可以进行及时的加固，并同时

设置警告标示，避免出现人员伤亡的事故 [3]。另一方面，还

应加强管理人员以及施工人员的监管力度，制定相关的操作

行为规范制度，要求管理人员以及施工人员在制度要求下，

严格规范自身的行为准则，避免因人为因素而导致的水质污

染等问题。

为保护地下水资源的合理利用，防止因大量开发地下

水资源而导致水文地质结构发生转变，引起地质灾害的发

生。相关部门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

地下水资源的开发政策，做好地下水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的相

关计划和保护措施。一方面，进一步保证地下水资源是在合

理的范围内被开发，保证地质条件不因地下水资源开采而被

破坏或者发生转变。另一方面，针对地下矿产、油气资源的

集中开采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地表沉降或者变形等情况，相

关部门以及人员应及时进行维修或者补救措施。例如，建立

人工湖，利用先进技术加大对周边外部河流水的引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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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下水资源的过量开采，有效避免因地下水资源的枯竭而

导致的地质灾害。合理有效地进行地下水资源利用规划，能

进一步维持地表结构的稳定性，从而大大降低地质灾害发生

的概率。

综上所述，水文地质是引发各类地质灾害的重要影响

因素，水文地质对地质灾害的影响有很多，相关的部门应结

合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采取必要的控制和预防措施。在

对水文地质产生原因的勘察和分析前提下，采取合理监测措

施，科学开发利用资源等措施，有效保护水文地质，进一步

降低地质灾害的发生，保护中国生态环境，更好促进中国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参考文献

[1] 宋睿智.水文地质因素对矿区地质灾害的影响探析[J].世界有色

金属,2017(13):195-196.

[2] 王洪永 .试析水文地质因素对地质灾害的影响 [ J ] .江西建

材,2016(24):204.

[3] 李万龙.水文地质因素对地质灾害产生的影响略述[J].世界有色

金属,2017,23(491):221+223.

⑧拆卸起重机吊装钢丝绳，汽车吊退场。现场施工图

如图 5所示。

构件

名称

本体

重量

（t）

主吊车

吊车
起吊重量

（t）

吊幅

（m）

臂长

（m）
角度

额载

（t）

安全

系数

主梁、支

腿、天车

组合件

（起吊）

96

柔腿侧

500t
42 14.96 42.1 69.2 68 ＞1.5

主梁、支

腿、天车

组合件

（起吊）

刚腿侧

500t
54 12.6 42.1 72.6 100 ＞1.5

主梁、支

腿、天车

组合件

（就位）

柔腿侧

500t
42 13.5 42.1 71.3 72 ＞1.5

主梁、支

腿、天车

组合件

（就位）

刚腿侧

500t
54 14.4 42.1 70 90 ＞1.5

大吨位门式起重机的安装属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临近铁路线门式起重机的安装，又兼有夜间施工

光线不足，天窗时段时间紧张的不利因素。地面卧拼，整体

吊装的安装方法，克服了以上诸多不利因素，安全、高效，

具有一定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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