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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开展 2018 年第二批工程建设标准化协

会标准（CECS G）制修订项目编制工作的通知》（中建标公路[2018]114 号）的

要求，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公路工程地质调绘技术规

程》（以下简称“本规程”）的主编工作。 

本规程分为 11 章、3 篇附录，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

4 准备工作、5 可行性研究阶段工程地质调绘、6 初勘阶段工程地质调绘、7 详

勘阶段工程地质调绘、8 不良地质调绘、9 特殊性岩土地质调绘、10 改扩建公

路工程地质调绘、11、工程地质调绘成果整理、报告编制与出版，附录 A 公路

工程地质调绘常用表格、附录 B 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划分原则、附录 C 公路

工程地质分区的原则。 

本规程是基于通用的工程建设理论及原则编制，适用于本规程提出的应用

条件。对于某些特定专项应用条件，使用本规程相关条文时，应对适用性及有

效性进行验证。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负责归口管理，由中交第一公

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或建议，请函告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

路 8 号 ;邮编 :100088;电话 :010-62079539;传真 :010-62079953;电子邮

箱:Shc@doh.cn)，或 董小波(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洋惠南路 20 号华晶广

场 A 座 8 楼;邮编:710075;电话:029 一 88372096;电子邮箱:253241906@qq.com)，

以便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中交公路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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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公路工程地质调绘工作，统一调绘工作方法和技术要求，

保证调绘成果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的适用于各等级新建及改扩建公路工程地质调绘工作。 

1.0.3 公路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为工程勘探与测试工作布置、线路方

案比选及工程建设场地的工程地质评价和工程设计提供地质依据。 

【条文说明】公路工程地质调绘是公路工程地质勘察的基础性工作，

通常要在布置物探、钻探、试验与测试等工作之前进行。工程地质调绘的

工作任务是调查与公路工程建设有关的各种地质现象，分析其性质及规律，

为公路工程地质选线及构筑物场区工程地质条件和问题研究提供基础地质

资料，并指导工程物探、钻探、试验与测试等工作布置。 

1.0.4 公路工程地质调绘除应符合本规程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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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1.1 工程地质调绘 engineering geological survey and map-ping 

采用收集资料 遥感地质解译、地质调查访问等手段，通过现场观察、

量测和描述，对工程建设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进行研究评价，并将有关的

地质要素以图例、符号等表示在地形图上的勘察方法。 

2.1.2 地质调绘点 geological survey and map-ping point 

在进行地质调查与测绘时，野外观测地质现象和地质界线的工点。 

2.1.3 工程地质图 engineering geological map 

为反映工程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评价、预测工程地质问题而编制的

专门性图件。 

2.1.4 遥感地质解译 remote sensing interpretation 

运用遥感、地质地理知识，借助适用的设备和技术方法，根据解译标

志对遥感图像进行工程地质判读和解释的一种地质调绘工作方法。 

2.1.5 工程地质条件 engineering geological condition 

与建设工程有关地质要素的综合。包括地形地貌条件、岩土类型及其

工程地质性质、地质构造和地震、水文地质条件、不良地质作用、特殊性

岩土体、天然建筑材料等要素。 

2.1.6 水文地质条件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 

地下水形成、分布和变化规律等地质条件的总称，句括地下水类型

、地下水理藏、补给、径流、排泄以及水质和水量等。 

2.1.7 工程地质问题 engineer ing geological problem 

工程地质条件在工程建设和运行期间会产生些新的变化和发展，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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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影响工程建筑安全的地质问题的总称，包括地基稳定性、斜坡稳定性

、围岩稳定性、区域稳定性等。 

2.1.8 工程地质单元 cngineering geological unit 

岩土工程分析时，作为基本单位的工程特性相近且地质时代、成因

相同的一层（段、带）岩土体。  

2.1.9 地质界线  geological boundary 

不同地质体之间的分界线。 

2.1.10 标志层 key bed 

调绘区内岩性或所含化石等地质特征明显、层位稳定、分布范围广、

易于鉴别的，用于统一划分地层、区别岩组的地层。 

2.1.11 工程地质分区 engineering geological zoning 

对勘探范围内具有相似或相同地形地貌特征、岩土结构、岩性特征、

工程性能的岩土体按特定要素进行划分的工程地质平面单元。 

2.1.12 现场踏勘 site reconnaissance 

运用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原理，通过野外观察和调查访问，了解工程

场地及附近区域地质条件的一种地质调绘工作方法。 

2.1.13 数字化填图 igital mapping 

利用地质信息数据库和集成遥感解译成果等资料，野外现场数据采集

时宜以文字、图片、音频或视频等电子格式完成现场地质点、地质界线及

地质体定位、描绘、记录及存储的填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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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1 工程地质调绘应保证作业安全，野外工作安全生产作业与管理

应符合现行《岩土工程勘察安全标准》GB 50585 有关规定。 

3.1.2 工程地质调绘应做好环境保护工作，野外工作的环境管理等应

符合现行《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的有关规定。 

3.1.3 工程地质调绘应按准备工作、野外工程地质调绘和工程地质调

绘成果整理、报告编制与出版的程序进行。 

3.1.4 工程地质调绘宜在工可勘察或初步勘察阶段进行。在详细勘察

阶段，可对某些遗留地质问题进行补充调绘。 

【条文说明】工程地质调绘是工程地质勘察的手段之一，它不仅能

初步查明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而且对工程地质勘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因此，工程地质调绘宜在工可勘察或初勘阶段进行；对于详勘阶段，

视需要，在初勘调绘的基础上，对某些专门地质问题(如滑坡、断裂带的

分布位置及影响等)进行必要的补充。但是，每个项目工程地质调绘对工

程地质条件的了解、掌握程度相差还是比较显著的，这和调绘区的研究

程度、地表的覆盖程度、植被等等密切相关，对于影响较大的地质问题

，在地质调绘无法达到地质要求时，布置适量的物探、钻探工作是十分

必要的。 

3.1.5 工程地质调绘应沿线路及其两侧的带状范围进行，调绘宽度应

满足工程方案比选及工程地质分析评价的要求。遇到地质构造复杂、不

良地质发育等地段，应扩大地质调绘范围。 

【条文说明】“遇到地质构造复杂、不良地质发育等地段，应扩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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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调绘范围”是指场地地质构造复杂，活动性断裂发育，对发震断裂、

不良物理地质现象(滑坡、泥石流、崩塌⋯⋯)需要研究或追踪研究等情况

，要扩大调绘的范围，扩大多少视工程场地的地质情况、需要解决的岩

土工程问题来确定。 

3.1.6 工程地质调宜采用穿越法或追索法，或两者组合进行。 

3.1.7 工程地质调绘的精度和详细程度应与地质调绘的比例尺相适应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图上宽度大于 2mm 的地质现象应予以调绘，对公路工程有影响的滑

坡、崩塌、岩溶、断层等地质现象，在图上宽度不足 2mm 时，应扩大比

例尺表示，并标注其实际数据； 

2 工程地质图上地质界线的误差，在相应比例尺图上不应大于 3mm； 

3 勘察各阶段工程地质调绘的出图比例尺应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底图比例尺不应小于工程地质调绘成图比例尺； 

2）预可勘察阶段宜采用 1∶100000~1∶50000 或更大比例尺； 

3）工可勘察阶段宜采用 1∶50000~1∶10000 或更大比例尺； 

4）初勘阶段宜采用 1∶10000~1∶2000 或更大比例尺； 

5）详勘阶段宜采用 1∶2000~1∶500 或更大比例尺。 

3.1.7 工程地质调绘点应布置在地貌单元边界、地层接触界线、代表

性岩层和节理露头、断层、地下水出露点、节理和地层露头、不良地质及

特殊性岩土体的边界，以及大桥、特大桥、长隧道、特长隧道、高填深挖

路段等沿线重要构筑物等部位。 

3.1.8 工程地质调绘点密度在工程地质图上每 100mm×100mm 不得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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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对工程有影响的滑坡、断层、软弱夹层和洞穴等特殊工程地质单元

应适当加密。 

3.1.9 露头条件较差的地区进行工程地质调绘时，应布置勘探点，以控

制主要的地质现象。 

3.1.10 工程地质调绘点定位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绘比例尺≤1:5000 时调绘点可用目测、罗盘交会、测绳或手持

GPS 定位；对工程有较大影响的点 ，如地下水露头、构造线、重要影响的

不良地质现象等应采用测量仪器定点。 

2 比例尺≥1:2000 时调绘点应采用测量仪器定位。 

【条文说明】工程地质调绘点定位方法一般要和工程地质调绘精度相

适应，依据比例尺、地质点的影响程度等可采用目测、罗盘交汇法或手持

GPS 或测量仪器进行定位。 

3.1.11 地质调绘点应统一编号、现场标识。 

3.1.12 工程地质调绘野外记录应在现场宜采用书面记录方式进行，内

容要真实全面、重点突出，地质图上的地质现象均应记录；鼓励采用电子

介质记录，实现数字化填图。 

【条文说明】以文字、图片、音频或视频等电子格式完成现场地质点

、地质界线及地质体定位、描绘、记录及存储的填图方法时要保证数据的

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3.1.13 调绘点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质点观察描述内容应包括：位置、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

水文地质、物理地质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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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察描述地质现象或地质体应包括：起止点、转折点位置或桩号，

地层岩性及出露厚度和层序关系，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和物理地质现象等

，以及它们与路线构筑物之间的关系。 

3 重要调绘点或地质现象应进行素描或摄影、录像。 

4 调绘点记录使用的表格、卡片可按照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执行。 

【条文说明】物理地质现象一般包括：岩体风化、岩体卸荷、危岩体

、滑坡、崩塌堆积体、蠕变体、泥石流、黄土洞穴等各种物理地质现象，

我们记录它们分布位置、形态特征、规模、类型和发育程度，分析这些物

理地质现象的成因机制，评价它们对拟建工程可能产生的影响。 

3.1.14 工程地质调绘过程中可开展代表性的岩土样、地表水和地下水

进行鉴定或试验。 

3.1.15 工程地质调绘采用的地层单元可按表 3.1.15 选用。 

3.1.15 地层单位划分表 

勘察阶段 预可勘察 工可勘察 初步勘察 详细勘察 

地层单位 统（群）、阶（组） 统（群）、阶

（组） 

阶（组）、带

（段） 

阶（组）、带

（段） 

【条文说明】工程地质调绘所采用的地层单位一般由勘察各阶段的

工作内容、深度和成图比例尺，以及岩性与工程的性质来综合确定: 

1 工程地质调绘的地层单位应采用界、系、统的标准序列。对统以

下，当按年代地层序列时，要采用阶、时间带；当按岩石地层序列时，

要采用群、组、段。 

2 工点工程地质测绘要在研究沉积韵律或岩相变化的基础上，结合

岩性的差异和岩组、层组的组合特点，按岩土的工程特性划分更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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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地质单元体（层）。 

3 第四系的分层，应按地层时代、成因类型、岩相变化等划分。工

点工程地质测绘测绘时，要根据工程需要和地貌、微地貌条件，结合岩

土的物质组成和物理力学性质等特征划分工程地质单元体（层）。 

4 对组以下地层的进一步划分，当已有全国或区域性的标准化地层

时，要按标准化地层划分；其他可按工程地质岩组或层组进一步划分。

段以下的名称，可采用下段、中段、上段，或按顺序称一段、二段、三

段等。 

5 所有地层单元均要有代号。已有标准化代号的，要采用标准化代

号，其他要自行建立代号。代号要采用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或二者组

合表示。第四系”组”以下工程地质单元体（层）的代号，可自上而下

采用圆圈内阿拉伯数字表示，划分亚层时要在圆圈外用阿拉伯数字下标

表示。 

3.1.16 各阶段地质调绘方法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可性研究阶段地质调绘宜以收集资料和低分辨率大范围卫星遥感

地质解译为主，对区域地层相变较大、地质构造复杂的控制性工程地段，

应进行实地调绘。 

2 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地质调绘宜以遥感影像地质调绘与实地调绘相

结合的方法，对区域地层界线、断层、影响线路不良地质和特殊性岩土发

育地段、地下水排泄区等，应进行实地调绘。 

3 初勘阶段地质调绘应采用实地调绘。在地形陡峻人迹罕至地区，可

辅以无人机等高精度航空摄影技术，并进行野外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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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详勘阶段地质调绘应核对并补充初勘地质调绘成果，对地质条件复

杂工点、尚遗留地质疑点时，详勘阶段应进行现场补充调绘，详细查明场

地工程地质条件。 

5 场地条件复杂程度划分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B 的有关规定。 

3.1.17 各阶段地质调绘工作的重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地质调绘重点应了解各路线走廊带区域的地形地

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重大不良地质现象等地质条件。 

2 工可研究阶段地质调绘重点应初步查明路线走廊带区域地质条件、

较大的不良地质现象与特殊性岩土，以及控制性桥隧工点工程地质条件。 

3 初勘阶段地质调绘重点应查明调绘路线走廊带不良地质、特殊性岩

土体和拟建构筑物部位的工程地质条件，为不同方案必选提供地质依据。

4 详勘阶段地质调绘重点应对初勘调绘成果进行补充完善。若偏离了原来

线位，则应按照初勘阶段地质调绘要求进行。 

3.1.18 外业工作期间，应及时进行资料整理和分析总结。 

3.1.19 鼓励将公路工程地质调绘和公路工程勘察成果制成数据库或地

理信息系统或 BIM 系统。 

【条文说明】地埋信息系统是与地理分布有关的空间信息系统，是一

套有组织的硬件、软件、空间数据、属性数据的集合，目的在于有效地采

集、存储、更新、分析、显示各种与地理有关的信息。凡与空间位置有关

的领域，地理信息系统都有用武之地，现已广泛用千资源、环境、土地、

城市、公共设施、军事等领域。工程地质和岩土工程的数据离不开空间位

置，地理信息系统已开始应用，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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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几十年的工程勘察，许多城市、大型工业基地、大型水利水电

工程、铁路、公路，积累了大量工程地质资料，但由于管理与体制的原因

，其利用却十分有限，新工程的勘察往往还得从头做起。为了利用这些资

料，一些城市建立了数据库，近年来正在向地理信息系统(GIS) 发展。数

据库和地理信息系统用作档案查询并不难实现，而要将各个工程的信息联

系起来，要将整个区域或城市的工程地质信息有机地组织起来，用以推断

未知地点的信息，真正实现在于工程地质数据的系统性和标准化。已经标

准化的地层划分（系、统、阶、组、段）没有问题；再往下按岩性细分，

由千缺乏标准化，可能造成数据混乱。为了解决这个间题，工程地质（岩

土工程）和地理信息系统两个专业的人员应结合起来，共同努力，在工程

地质数据的系统化、标准化方面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当前国内政府倡导建筑工程技术革新，已有计划性地在全国范围内推

进建筑工程 BIM 技术应用，引导 BIM 技术研发，通过将各单项工程岩土

勘察成果的海量数据，与工程设计和建造资料进行有效整合，形成真正基

于岩土工程大数据的云端城市三维地质模型，是未来工程规划建设以及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必然要求。这个模型有别于现有的地质模型，除了一般

的地层空间展布，更包含岩土特性指标、承载力、强度、变形及水文参数

等对工程设计施工切实有用的重要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深人开发与研究

，可解决工程地下空间规划、建设中存在的岩土工程、地质环境方面的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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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准备工作   

4.1 一般规定 

4.1.1 野外工程地质调绘前准备工作应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1 资料收集、整理、分析； 

2 遥感地质解译； 

3 现场踏勘； 

4 编制调绘大纲。 

4.2 资料收集 

4.2.1 工程地质调绘宜选择性地搜集下列有关资料： 

1 规划、设计、人类活动等与建设工程有关的资料； 

2 区域地质、地震地质、标准地层系统、各种地质图、工程地质

数据库或地理信息系统； 

3 岩土工程特性的数据； 

4 气象、水文和水文地质资料，矿产资源、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5 潜在的和已经发生的工程地质问题，工程设计经验和工程监测

数据； 

6 地质灾害、工程事故实例和调查报告、当地建筑经验、地方志

； 

7 公路影响范围内既有或在建构筑物等周边环境资料； 

8 当调绘区为强震区时，应搜集了解断裂活动与地震的关系和震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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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通、行政区划、法律、法规等资料以及当地宗教、风俗习惯

。 

9 其他。 

4.3 遥感地质解译 

4.3.1 遥感地质解译选用的遥感图像种类和比例尺应符合现行《公路

工程地质遥感勘察规范》（JTG/T C21-01）的有关规定。 

4.3.2 遥感地质解译应在工程地质调绘前进行。并符合下列规定： 

1 遥感图像解译前，宜搜集不同地质体的光谱特征资料。 

2 解译工作应按照“工作准备、建立解译标志、初步解译、实地核对

验证、修改补充解译标志和初译成果、详细解译和资料整编”的程序进

行。 

3 解译工作应密切结合工程地质测绘，并相互验证和补充。 

4.3.3 应用遥感图像解译可识别断裂构造、地层岩性、特殊岩土分布

，地下水溢出带、富水带等水文地质特征，识别崩塌、滑坡、泥石流、

岩溶、塌陷、流水侵蚀等不良地质现象，以及识别植被、水体污染、废

弃物等生态和环境问题。还可利用不同时期的遥感图像对工程地质条件

进行动态分析。 

4.3.4 可选用多片种、多层次的遥感图像进行综合解译。也可采用多

时相的遥感图像进行动态解译。 

4.3.5 遥感图像解译可采用陆地卫星图像、黑白航空像片、彩色红外

片、红外扫描片等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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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遥感（RS）是在高空或远距离处，利用传感器接受物体

辐射的电磁波信息，经加工处理成可识别的图像或信息，揭示被测物体的

性质、形状和变化动态。 

遥感通常按其承载传感器的平台不同分为航天遥感、航空遥感、地

面遥感。根据获取信息的电磁波波段不同，可以分为可见光遥感、红外

遥感、微波遥感、紫外线遥感。遥感具有感测范围大，综合宏观的特点

；信息量大、手段多、技术先进的特点；获取信息快、更新周期短、动

态监测的特点；用途广，效益高的特点。   

4.3.6 遥感图像应采用计算机自动化、智能化处理等方法，突出有用

信息，抑制干扰因素，提高解译质量和效果。 

4.3.7 遥感地质解译的成果应包括遥感图像工程地质解译图（底图可

用影像图或地形图）、遥感地质解译说明书等。依据工作需要可编制卫星

遥感图像略图或航空遥感图像略图。 

4.3.8 遥感地质解译应进行野外验证和核实。 

4.4 现场踏勘 

4.4.1 现场踏勘应在搜集资料和遥感地质解译的基础上进行，当利

用已有资料不满足工程地质调绘大纲编制要求时应进行踏勘。 

【条文说明】现场踏勘目的在于了解线路走廊带地质情况和问题，

以便合理地布置观测点和观测路线，拟定野外地质调绘工作方法，为地

质调绘大纲的编制提供现场基础资料。 

4.4.2 现场踏勘的工作方法根据地形图和线路走廊带可采用“之”

字形，曲折迂回而不重复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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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现场踏勘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穿越地形、地貌、地层、构造、不良地质作用等代表性地段，

了解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 

2 露头良好、岩层完整处代表性的地段应做出野外剖面； 

3 应调查走廊带内洪水及其淹没范围等； 

4 应寻找走廊带附近控制点的位置，抄录坐标，高程资料； 

5 应了解区域交通、经济、气候、食宿等条件。 

【条文说明】现场踏勘重点是了解调查线位、地层与地质构造、不

良地质及特殊性岩土、控制性工点等，为大纲编制做好准备。 

4.5 编制地质调绘工作大纲 

4.5.1 应根据各阶段工程地质勘察大纲、任务书的要求，结合已有

资料和现场踏勘情况，编制地质调绘工作大纲。当地质条件简单或项

目规模较小时，可与工程地质勘察大纲一起编制。 

4.5.2 地质调绘工作大纲内容应包括： 

1 任务来源、工程特点及勘察阶段； 

2 调绘区自然地理、工程地质条件及工程地质问题概述； 

3 工程地质调绘目的、任务要求； 

4 工程地质调绘范围、比例尺、精度及填图地层单位要求； 

5 工程地质调绘工作方法及工作量； 

6 调绘人员及主要设备配置； 

7 工作进度计划及完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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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保证措施、安全保障措施、应急预案、环境保护措施及其他管

理措施； 

9 拟提交的成果资料。 

【条文说明】工程地质调绘大纲是工程地质调绘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其编制药符合调绘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工程地质调绘本应是工程地质勘察中最重要、最首要的手段。当前工

程地质调绘在生产实践中有弱化的倾向，这与目前普遍存在的勘察“综合

米”单价计费方式有关，这种情况下，钻探进尺才是地质勘察工作的“硬

任务”，其余都是辅助性工作，因此，工程地质调绘还可能继续弱化，进

而影响到工程地质勘察工作质量，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4.5.3 调绘单位应健全勘察质量管理体系，地质调绘工作大纲应按

照流程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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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行性研究阶段工程地质调绘 

5.1 预可阶段工程地质调绘 

5.1.1 预可阶段工程地质调绘应了解公路建设项目所处区域的工

程地质条件及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为编制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

工程地质资料。 

5.1.2 预可阶段调绘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概略了解各路线走廊带或通道内的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

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地震动参数等； 

2 对控制路线方案的越岭地段，应概略了解其地层岩性、地质构

造、区域断裂分布、水文地质及不良地质条件； 

3 对控制路线方案的跨河、江段，应概略了解其地层岩性、地质

构造、水文地质、岸坡和河床的稳定程度等； 

4 对控制路线方案的不良地质和特殊性岩土路段，应概略了解其

发育的类型、性质、范围及其成因和发展情况； 

5 了解沿线既有及拟建的大型水库、饮用水源地、自然保护区、

矿区等的安全及影响范围； 

6 了解当地建筑材料的分布状况和采购运输条件。 

5.1.3 预可阶段调绘工作比例尺宜为 1：50000~1：100000，调查宽度

应满足路线走廊及通道方案比选的需要。 

5.1.4 预可阶段工程地质调绘宜通过收集、分析区域地质资料提供成

果报告，地质条件复杂地区宜结合低分辨率卫星影像地质解译和必要的现

场地质踏勘提供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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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可阶段工程地质调绘 

5.2.1 工可阶段工程地质调绘应初步查明公路沿线的工程地质条件

和对公路建设规模有影响的工程地质问题，为编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提供工程地质资料。 

5.2.2 工可阶段调绘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初步查明各路线走廊或通道内的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

造、水文地质条件、地震动参数、不良地质和特殊性岩土的类型、分

布及发育规律。 

2 初步查明沿线水库、矿区、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地等的分

布情况及其与路线的关系。 

3 初步查明控制路线及工程方案的不良地质和特殊性岩土的类型

、性质、分布范围及发育规律。 

4 初步查明技术复杂大桥桥位的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河床及岸

坡的稳定性、不良地质和特殊性岩土的类型、性质、分布范围及发育

规律。 

5 初步查明长隧道及特长隧道隧址的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

地质条件、隧道围岩分级、进出口地带斜坡的稳定性、不良地质和特

殊性岩土的类型、性质、分布范围及发育规律。 

6 对控制路线方案的越岭地段、区域性断裂通过的峡谷、区域性

储水构造，初步查明其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及潜在不

良地质的类型、规模、发育条件。 

7 初步查明筑路材料的分布、开采、运输条件以及工程用水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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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水源情况。 

5.2.3 工程地质调绘的比例尺宜为 1：10000~1：50000，范围应包括

各路线走廊或通道所处的带状区域。 

5.2.4 工可阶段工程地质调绘宜通过多片种卫星遥感影像地质解译结

合现场地质调绘进行。 

6 初勘阶段工程地质调绘 

6.1 一般规定 

6.1.1 初勘阶段工程地质调绘应基本查明公路沿线及各类构筑物建

设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为路线工程方案地质比选和初步勘探、测试工

作提供调绘成果资料。 

6.1.2 初步勘察阶段工程地质调绘满足下列要求： 

1 搜集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各类地质资料和初测阶段所需的区

域地质、水文资料、比例尺不小于 1:10000 的地形图等资料； 

2 应预先进行与本阶段相适应比例尺的工程地质遥感地质解译工

作，并根据遥感地质解译成果进行野外地质测绘； 

3 应基本查明线路方案走廊带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对路线

方案和各类构筑物工程建设场地的稳定性和工程地质问题做出评价。 

6.2 路线 

6.2.1 初勘阶段路线工程地质调绘应在工程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

基本查明比选路线走廊带的地质条件，不良地质与特殊性岩土分布范围

及其表现特征，论证其对公路选线、工程构筑物等的影响，为岩土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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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工程地质分析和评价工作提供基础地质依据。 

6.2.2 初勘阶段线路工程地质调绘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 

2 不良地质和特殊性岩土的分布、性质、成因等条件； 

3 区域性断裂、活动性断层、区域性储水构造、水库及河流等地

表水体、可供开采和利用的矿体发育情况。 

6.2.3 初勘路线工程地质调绘的比例尺为 1：2000~1：10000，调绘

宽度沿路线中心两侧的距离各不宜小于 200m。 

6.2.4 对有比较价值的工程比选方案应进行同深度工程地质调绘。 

6.3 路基工程 

6.3.1 初勘路基工程地质调绘的比例尺宜为 1:2000，调绘宽度沿路

线中心两侧的距离各 100~200m。对工程地质条件较复杂或复杂，填挖变

化较大的路段，应根据需要扩大调绘范围。 

6.3.2 一般路基工程地质调绘可与路线工程地质调绘一并进行；应

包括下列内容： 

1 地形地貌的成因、类型、分布、形态特征和地表植被情况； 

2 地层岩性、断裂构造、岩石风化程度，岩体结构和构造类型； 

3 节理、层理、裂隙、软弱结构面等结构面产状，断裂构造特征

及组合形式； 

4 地表水分布、流量、洪水位特征等；地下水出露位置、流量、

及供、补给活动特征； 

5 不良地质和特殊性岩土体发育的分布范围、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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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高、陡坡路堤工程地质调绘除符合 6.3.2 条有关规定外，还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本查明路段走廊带内地形起伏变化情况、横向坡度形态； 

2 基本查明覆盖层与基岩接触面形态，基岩埋深和起伏变化，不

利倾向软弱夹层或结构面的性质和状态； 

3 地表水、地下水特征对基底稳定性的影响。 

6.3.4 深路堑工程地质调绘内容除符合 6.3.2 条要求外，还应包括

下列内容： 

1 路段地形起伏变化情况、横向坡度及斜坡自然稳定状况； 

2 覆盖层与基岩接触面形态、基岩埋深和起伏变化情况；边坡层

理、节理、软弱夹层等结构面产状、规模及性质； 

3 地表水、地下水特征对边坡稳定的影响。 

6.3.5 支挡工程工程地质调绘内容除符合第 6.3.2 条要求外，还应

包括下列内容： 

1 支挡路段地形起伏变化情况、斜坡坡度及自然稳定状况； 

2 支挡路段层理、节理、软弱夹层等结构面产状、规模及性质； 

3 支挡路段悬崖及危岩体发育特征，查明支挡建筑物的地基条件

和锚固条件； 

4 地表水、地下水对山坡及支挡建筑物的影响。 

6.3.6 河岸防护工程工程地质调绘内容除符合 6.3.2 条要求外，还

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河岸防护路段及其上下游的地形地貌、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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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岸坡的自然稳定情况及不良地质的类型、发展变化规律； 

3 河岸防护路段的水力特征、洪（枯）水位高程、河流的冲淤变

化规律； 

4 防护工程及导流工程设置部位的地层结构、岩土类型、土的粒

径组成等； 

5 既有河岸防护工程的设计与使用情况； 

6 河岸防护工程地质调绘范围应包括防护路段两岸及上下游相邻

区域。 

6.4 桥涵工程 

6.4.1 桥位选址时工程地质调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选择河道顺直、河床较窄、岸坎明显、岸坡稳定、岩层完整

、地质构造简单、基底地质条件良好的地段； 

2 宜避开区域性断裂及活动性断裂带影响地段，无法绕避时，宜

垂直断裂构造走向，正交或以大角度通过； 

3 宜避开滑坡、泥石流等大型不良地质体或厚层软土、膨胀性岩

土等特殊性岩土发育地段。 

6.4.2 涵洞工程地质调绘内容除符合第 6.2.2 条有关规定外，还应

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地质条件简单时，涵洞工程地质调绘比例尺宜为

1:2000~1:10000；工程地质条件复杂时，调绘比例尺宜为 1:2000，调

绘宽度沿涵洞两侧的距离各不小于 200m。当有泥石流等地质不良地

质发育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调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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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地形、地质简单的涵洞工程，可与路线工程地质调绘一并

进行，应基本查明地层岩性和地下水位等资料。 

3 对于地质复杂及地形险峻的涵洞工程应基本查明场地地层岩性

、地质构造，天然沟岸及基底的稳定状态、隐伏的基岩斜坡、泥石流

及其他不良地质现象。 

4 地表水分布、流量、洪水位特征等；地下水类型、埋深、赋存

、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 

6.4.3 桥梁工程地质调绘除符合第 6.2.2 条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跨江、海（特）大桥应进行 1:10000 区域工程地质调绘，调绘

范围 

应包括桥轴线、引线及两侧各不小于 1000m 的带状区域。存在

可能影响桥位或工程方案必选的隐伏活动性断裂及岩溶等不良地质时

，应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其调绘范围。 

2 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的桥位宜进行不小于 1:2000 工程地质调绘，

调绘范围沿路线中心两侧距离各不小于 100m。当桥位附近存在岩溶

、泥石流、滑坡、危岩、崩塌等可能危及桥梁安全的不良地质时，应

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其调绘范围。 

3 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的桥位，可与路线工程地质调绘一并进行，

应基本查明地层岩性和地下水位等。 

4 应基本查明桥址区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断层破碎

带的分布及特征、软弱夹层等，经过深峡谷及陡坡地区时，重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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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坡地形、地貌特征及自然稳定状态，岸坡基岩层理、节理、软弱夹

层等结构面产状、规模及性质； 

5 应基本查明桥址区地表水水力特征、洪（枯）水位高程、河流

的冲淤变化规律及河床稳定性；岸坡地下水出露位置、流量、及供、

补给活动特征。 

6.5 隧道工程 

6.5.1 隧道位置选择时工程地质调绘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应建议隧道选择在地层稳定、构造简单、地下水不发育、进出

口条件有利的位置，隧道轴线宜与岩层、区域构造线的走向垂直。 

2 应建议隧道避免沿褶皱轴部，平行于区域性大断裂，以及在断

裂交汇部位通过。 

3 应建议隧道避开高应力区，无法避开时洞轴线宜平行最大主应

力方向。 

4 应建议隧道避免通过岩溶发育区、地下水富集区和地层松软地

带。 

5 应建议隧道洞口避开滑坡、崩塌、岩堆、危岩、泥石流等不良

地质，以及排水困难的沟谷低洼地带。 

6 宜建议傍山隧道洞轴线向山体一侧内移，避开外侧构造复杂、

岩体卸荷开裂、风化严重，以及堆积层和不良地质地段。 

6.5.2 隧道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质调绘应沿拟定的隧道轴线及其两侧各不小于 200m 的带状

区域进行，调绘比例尺宜不小于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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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两个及以上特长隧道、长隧道方案进行比选时，应进行隧址

区域工程地质调绘，调绘比例尺宜为 1：10000~1：50000。 

3 特长隧道及长隧道应结合隧道涌水量分析评价进行专项区域水

文地质调绘，调绘比例尺为 1：10000~1：50000。 

4 工程地质调绘及水文地质调绘采用的地层单位宜结合水文地质

及工程地质评价的需要划分至岩性段（带）。 

5 有岩石露头时，应进行结构面调查统计。结构面调查统计点应

靠近洞轴线，在隧道洞身及进出口地段选择代表性位置布设，同一围

岩分段的结构面调查统计点数量不宜少于 2 个。 

6.5.3 隧道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地形地貌、地层岩性、水文地质条件、地震动参数； 

2 褶皱的类型、规模、形态特征； 

3 断裂的类型、规模、产状，破碎带宽度、物质组成、胶结程度

、活动性； 

4 隧道进出口地带的地质结构、自然稳定状况、隧道施工诱发滑

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5 隧道浅埋段覆盖层的厚度、岩体的风化程度、含水状态及稳定

性： 

6 水库、河流、煤层、采空区、气田、含盐地层、膨胀性地层、

有害矿体及富含放射性物质的地层的发育情况； 

7 傍山隧道存在偏压的可能性及其危害； 

8 不良地质和特殊性岩土的类型、分布、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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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隧道水文地质调绘工作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应基本查明隧址区的地下水天然露头（泉）、人工露头（井、

钻孔、矿坑等）及地表水体的分布位置、范围、地形地貌特征等； 

2 应基本查明隧址区地下水的类型、分布情况和埋藏条件，调查

出露地下水的温度、流量、浑浊度等物理性质及其随季节变化情况； 

3 应基本查明隧址区地表溪流的流量、水位、水质及其与地下水

的补排关系； 

4 应基本查明隧址区地表水、地下水的化学成分、化学类型及腐

蚀性； 

5 应基本查明隧道通过地段相对隔水层、透水层和含水层的分布

，分析其与地貌类型、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等的关系，预测洞身最大

及正常分段涌水量； 

6 应基本重点应查明隧址区在岩溶、断裂、地表水体发育地段产

生突水、突泥及塌方冒顶的可能性； 

6.6 沿线设施工程 

6.6.1 沿线设施工程地质调绘应包含以下内容： 

1 应基本查明沿线设施工程场地的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

造等； 

2 应基本查明沿线设施工程场地的不良地质和特殊性岩土的分布

范围、性质、稳定程度及其对建筑物的影响； 

3 应基本查明场地的地下水类型、分布、埋深及变化幅度、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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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条文说明】沿线设施工程一般包括服务区、收费站、管理养护工区

等。 

6.7 沿线筑路材料料场 

6.7.1 沿线筑路材料料场的选择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

则： 

1 应建议选择场地地质构造简单，地层岩性单一，岩性满足所需

建筑材料标准要求、便于开采，且开采储量足够； 

2 应建议选择剥离与开采地层的比例经济、合理； 

3 筑路材料开采应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较大影响，不会形成新的

或加剧周边地质灾害的发生和发展； 

4 应建议避开重要文化古迹、考古区、疗养区、风景名胜区、旅

游区、各类自然保护区、水土保持禁垦区、水源涵养区、少数民族风

俗习惯保护区； 

5 应建议远离有特殊防洪、防震、防爆要求，国防重要设施附近

等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 

6 应建议避开不良地质、地质灾害多发区。 

6.7.2 天然建筑材料调绘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场地附近土、砂、砾石和石料的天然产地和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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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然建筑材料场地及周边的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及

影响开采的不良地舌体的范围、类型、性质； 

3 天然建筑材料场地有用层的分布、存储量和质量； 

4 开采条件和运输条件； 

5 天然建筑材料开采对环境的影响。 

6.7.3 土场、砂砾石场地调绘宜包括下列内容： 

1 砂砾石料和土料的成因、分布、厚度、结构特征、颗粒组成、

级配特征、物理力学性质、上覆剥离层及无用夹层、有害夹层的岩性

、分布、厚度等； 

2 可利用开挖料的分布、埋藏条件、岩性、物质组成、物理性质

和结构特征等； 

3 土料路用性能及储量； 

4 采运条件，包括可征用性、交通、排水条件、可挖性。 

6.7.4 石料场地调绘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石料的岩性、岩层厚度及产状、夹层的间分布； 

2 岩石的矿物成分、结构和构造； 

3 岩体完整性和岩体风化程度；结构面发育程度、产状及填充物

； 

4 覆盖层厚度；边坡形态、稳定性及不良地质作用类型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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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近石料场的开采情况，类比、分析所选料场在爆破开采后的

石块破碎情况。 

6.7.5 弃土场地质调绘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地形、地面坡度、沟壑密度、地表物质组成、土地利用类型等

； 

2 周边建筑物、构筑物分布情况； 

3 弃土的类型、弃土的方量、最大填埋高度； 

4 有价值的自然景观、文物及矿产分布，矿产的开采和采空情况

； 

5 弃土场的不良地质发育情况，如滑坡、崩塌、岩溶、采空区等

； 

6 弃土场的不利外倾结构面、软弱夹层，场地稳定性； 

7 弃土场支挡结构部位。 

6.7.6 地下管线探测应符合现行《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

CJJ-61）的有关规定。地下管线调绘尚应重点调绘下列内容： 

1 管线平面位置及埋深； 

2 管线功能、材质、规格； 

3 管线数量及展布方向。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25/sort035/4014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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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详勘阶段工程地质调绘 

7.1 一般规定 

7.1.1 详勘阶段应结合钻探情况对初勘调绘资料进行复核与验证。 

7.1.2 当路线偏离初步设计线位较远时，应进行补充工程地质调绘

。 

7.1.3 当需进一步查明地质条件时，应进行补充工程地质调绘。 

8 不良地质调绘 

8.1 岩溶 

8.1.1 路线通过可溶岩地区，对公路工程的安全有影响或潜在影响

的岩溶灾害发育地段，应进行岩溶专项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调绘。 

8.1.2 岩溶地段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 线路应选择在非岩溶化地区或岩溶发育微弱、范围最窄、层数

最少、顶板稳固、受岩溶水影响小的地带通过； 

2 线路应绕避岩溶强烈发育地带、构造发育带、地表塌陷、土洞

分布密集地带，可溶岩与非可溶岩的接触带、岩溶水富集区及排泄带

，必须通过时，应进行专门研究； 

3 线路应以大角度与暗河相交，避免与暗河平行布设； 

4 孤峰平原区选线应选择在覆盖土较厚、地下水埋藏较深的地段

通过，宜绕避多元土层结构、地下水埋藏较浅且变化幅度较大或水位

线在基岩面附近的地段； 

5 峰林谷地、峰丛洼地及溶丘洼地区线路宜绕避垭口并高于岩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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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最高洪水位。可能受岩溶水危害的地段，宜采用桥梁通过； 

6 河谷地区线路宜选择在岩溶发育较弱的一岸通过，并应高于岩

溶水排泄带，避免位于岩溶水位以下，且绕避谷坡上岩溶负地形和无

水溶洞群； 

7 越岭山区线路宜选择在岩溶负地形之间、地下分水岭附近；线

路高程宜在垂直渗流带中，不宜在水平径流带中，处于水平径流带及

深部缓流带中的隧道宜采用人字坡，平行导坑应设在地下水上游一侧

。 

8.1.3 岩溶地段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地质调绘应沿路线及其两侧各不小于 200m 的带状区域进

行，调绘比例尺为 1：2000。 

2 岩溶极其发育的特长及长隧道，应进行专项工程地质调绘，调

绘比例尺为 1：10000~1：50000。 

3 岩溶发育且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特长及长隧道应进行专项区域

水文地质调绘，调绘比例尺为 1：10000~1：50000。调绘范围应满足

水文地质评价的需要。 

4 在地层接触线、可溶岩与非可溶岩界线、断层、土洞、岩溶塌

陷、落水洞、暗河、井及泉等地下水露头、岩溶水的消水位置和洪水

痕迹、覆盖层发育的代表性路段应布置调绘点； 

8.1.4 岩溶专项工程地质调绘包括以下内容： 

1 查明岩溶发育与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特征、水文地质条件及新

构造运动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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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岩溶地貌、形态特征和分布范围，查明岩溶与线路及构筑

物间的相对位置及关系； 

3 调查溶洞的分布层数，分析侵蚀基准面及其变化特征； 

4 查明对线路有影响的溶洞洞隙、暗河的顶板及洞内填充情况； 

5 覆盖型岩溶区还应查明覆盖层的岩性及厚度、可溶岩的古地貌

形态，调查地面塌陷史，预测地面塌陷的可能、对周边环境和建筑物

的影响，提出预防措施。 

6 对于岩溶发育、形态复杂、隐蔽性较强且对线路影响较大地段

，宜采用遥感图像地质解译和物探解译等手段，辅助现场工程地质调

查和测绘工作。 

8.1.5 岩溶专项水文地质调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查明岩溶地下水的分布特征，补给、径流及排泄情况，地表岩

溶泉水的出露位置、水量及变化情况，岩溶水的消水位置和洪水痕迹

的分布高程等； 

2 查明岩溶水与地表水的联系，岩溶水的垂直分带与工程设置的

关系，分析深层岩溶水和承压岩溶水存在的可能性； 

3 根据构筑物的类型和设计要求，必要时应查明与路线密切相关

的暗河系统； 

4 覆盖型岩溶地段应查明地下水的层数，以及其间的水力联系，

开采情况及影响半径范围，预测地面塌陷的可能。 

8.2 滑坡 

8.2.1 公路路线及其附近存在对公路工程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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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滑坡（潜在滑动）时，应进行滑坡专项工程地质调绘。 

8.2.2 滑坡发育地段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 

1 路线应绕避地质复杂、稳定性差、处治困难的巨、大型滑坡及

滑坡群影响地段；避开地形零乱，坡脚有地下水出露的山坡段； 

2 当滑坡规模较小、整治方案技术可行、经济合理时，路线应选

择在有利于滑坡稳定的安全部位通过； 

3 路线通过滑坡地段时，不得开挖坡脚，不应在滑坡体上方以填

方形式通过； 

8.2.3 滑坡发育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地质条件复杂的滑坡发育地段调绘比例尺宜为 1:500，调绘

范围应包含滑坡及其影响地段； 

2 在岩层露头、滑坡边界、裂缝、滑坡台阶、滑坡壁、滑坡鼓丘

，地下水露头，地层接触线等部位应布置调绘点，对于地质点和滑坡

界线的调绘宜采用高精度测绘仪器定位量测； 

3 当滑坡剪出口、裂缝等露头不良时，宜采用挖探等方法辅助调

绘。 

8.2.4 滑坡发育地段专项工程地质调绘包括以下内容： 

1 收集气象、地震、水文资料，调查滑坡的发展历史、危害及当

地治理经验； 

2 查明滑坡及其影响地段的地形、地貌特征，沟系、洼地陡坎等

微地貌特征及其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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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明滑坡的周界、滑坡裂缝、擦痕、滑坡台阶、滑坡壁、滑坡

鼓丘、滑坡洼地等要素的分布特征及发育情况； 

4 查明地质构造和岩体结构面的产状、性质及特征，尤其是对软

弱结构面的调绘 

5 分析滑坡的成因、类型、规模、分布范围、发育规律及诱发因

素； 

6 查明水文地质特征，地表水、泉、湿地等的分布，地下水的类

型、分布、埋藏条件、活动特征等，植被、树木、现有建筑物等的异

常。 

8.3 危岩、崩塌与岩堆 

8.3.1 公路路线经过陡峭斜坡、上陡下缓地形，岩土体节理、裂隙

发育，结构面多张开，坡脚、坡面有崩积物堆积或存在崩塌的可能时，

应进行危岩、崩塌与岩堆专项工程地质调绘。 

8.3.2 危岩、崩塌与岩堆地段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

以下原则： 

1 路线应避开斜坡高陡，节理裂隙切割严重，危岩密集分布、可

能产生大规模崩塌或治理难度极大的危岩、崩塌发育地段。 

2 路线应避开结构松散、稳定性差、补给源丰富、正处于发展阶

段的大型岩堆。 

3 当崩塌的规模小，危岩、落石的边界条件或个体清楚，防治方

案技术、经济可行时，路线可选择在有利部位通过。 

4 路线通过规模小、趋于稳定或停止发展的古岩堆时，应结合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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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的地质结构，采取适当的工程措施后通过。 

8.3.3 危岩、崩塌与岩堆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地质条件复杂的危岩、崩塌与岩堆地段调绘比例尺不应小

于 1:2000，调绘范围路线中心两侧的距离各 100~200m。应包含危岩

、崩塌与岩堆范围及其影响地段； 

2 地层界线、断层、节理、层理、张裂隙、地下水出露点等部位

应布置调绘点。对于地质点和周界界线的调绘宜采用高精度测绘仪器

定位量测；对于地形特别困难地区，宜采用无人机摄影、激光扫描等

技术辅助，探查危岩、崩塌、落石的分布范围、大小及稳定状态； 

3 宜辅以挖探等对被覆盖的张裂隙、层理等进行调绘。 

8.3.4 危岩、崩塌与岩堆地段专项工程地质调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地形地貌的类型及形态特征，气象、水文及地震动参数资料，

危岩发育地质背景； 

2 岩层层序、岩性、岩体结构、软弱结构面、软弱夹层的特征，

层间错动，岩石风化破碎程度、含水情况； 

3 褶皱、断层、节理、劈理等的性质、产状、组合情况、发育程

度； 

4 危岩的周界、空间分布，裂缝的位置、性质、形状、宽度、深

度、充填及变化情况； 

5 崩塌（落石）的范围、数量、岩块直径、滚落方向、影响范围

及防治经验； 

6 岩堆的类型、分布范围、物质组成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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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合支挡防护工程，查明支挡构筑物地基情况和锚固条件。 

8.4 泥石流 

8.4.1 路线通过沟谷，当沟口或沟谷中存在大量无分选的堆积物，

且在沟谷两侧或源头坡面有较厚的松散堆积层，并存在崩塌、滑坡等不

良地质现象时，应进行泥石流专项工程地质调绘。 

8.4.2 泥石流地段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 路线应避开处于发育旺盛期的特大型、大型泥石流、泥石流群

和大面积分布的山坡型泥石流地段。 

2 路线通过泥石流沟时，应避开沟谷纵坡由陡变缓和沟谷急弯部

位，避免压缩沟谷断面，并应依据设计年限内泥石流的淤积高度留足

净空，在有利位置以桥梁通过。 

3 路线通过泥石流堆积区，应避开淤积严重的堆积扇区，远离泥

石流堵河范围内的河段。无法避开时，不得在泥石流扇上挖沟设桥或

做路堑，并应依据堆积作用的强烈程度确定路线设计高程。 

8.4.3 泥石流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泥石流路段工程地质调绘宜结合遥感工程地质解译成果；调绘

范围应包括泥石流的形成区、流通区、堆积区及其稳定地段；工程地

质调绘比例尺为 1:2000~1:10000。 

2 岩石露头，跌水，卡口，泥石流冲刷、流动痕迹，滑坡、坍塌

等不良地质体，泥石流沟谷及沟谷内堆积物，泥石流堆积扇等部位应

布置调绘点；对于地形条件地区，宜采用无人机摄影、激光扫描等技

术辅助，探查泥石流各部位发育特征及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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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泥石流地段专项工程地质调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区域地形地貌的类型及形态特征，气象、水文及地震动参数资

料，调查泥石流发展史和周期，当地防治泥石流的防治经验和规划措

施； 

2 形成区应着重调查地层岩性、地质构造、风化破碎情况，不良

地质的发育、分布情况，植被情况；调查认为活动对山坡岩体的破坏

；分析可能发生泥石流的规模及对工程危害程度； 

3 流通区应着重调查沟谷地貌特征，沟床变迁，泥石流的冲淤情

况、流动痕迹，沟谷转弯及沟道狭窄处最高泥痕的位置等，分析线路

通过的可能和方式； 

4 堆积区应着重调查洪积物的分布范围、厚度、物质成分、数量

和粒径组成，堆积扇的扇面坡度、漫流和沟槽发育情况及植被情况，

分析线路通过的可能和影响； 

8.5 积雪 

8.5.1 在寒冷地区，路线通过积雪地段，当积雪对公路基础设施的

正常运行可能产生危害时，应进行积雪专项工程地质调绘。 

8.5.2 积雪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积雪路段工程地质调绘宜结合遥感工程地质解译成果；工程地

质调绘比例尺为 1:2000~1:10000；调绘范围应包括拟定的路线中线及

其两侧各 100~300m 宽的带状区域； 

2 垭口、河谷、阶地、迎风或背风的斜坡等易于积雪地带应布置

调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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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积雪地段专项工程地质调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积雪路段的地形地貌、气流活动规律、植被生长情况； 

2 风吹雪的成因及当地气象资料； 

3 影响和控制路线及路基设计的积雪类型、分布范围、厚度和形

成的原因； 

4 积雪路段所处的地貌部位、地形特征和坡向； 

5 当地防治积雪的工程措施和经验。 

8.6 雪崩 

8.6.1 在季节性或永久性积雪山区，路线通过雪崩地带，或当坡面

积雪达到一定厚度有可能发生雪崩时，应进行雪崩专项工程地质调绘。 

8.6.2 雪崩地段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 路线应避开严重雪崩路段。 

2 沿溪线应全面比较两岸雪崩及其他不良地质的发育情况，对阴

坡与阳坡、向风坡与背风坡、陡坡与缓坡等通过方案进行经济技术比

选，确定路线走向。 

3 路线应从雪崩堆积区的外侧通过。 

4 越岭线展线段不得多次经过同一雪崩沟槽，弯道应设在无雪崩

危害的区域。 

8.6.3 雪崩地段专项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雪崩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宜结合遥感工程地质解译成果；工程地

质调绘比例尺为 1:2000～1:10000，调绘范围应包括集雪区、运动区、

堆积区以及各路线方案的比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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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水岭、雪崩陡崖、坡面裂点、集雪区的地貌类型及其形态特

征、储雪条件及储雪量、运动区的坡面形态及坡度、雪崩的运动路线

、雪崩堆积区的分布和影响范围等应进行重点解译和调查。 

8.6.4 雪崩地段专项工程地质调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雪崩的分布、类型、规模、频率、时间、雪源、雪崩量及形成

规律； 

2 集雪区的地貌形态、面积、高差、储雪条件、积雪厚度和冬季

储雪量； 

3 雪崩运动区的地貌形态、坡度、基岩岩性、地质构造、坡面植

被情况； 

4 雪崩分布的坡向、运动形式、发生规律、最大雪崩量和雪崩裂

点位置； 

5 雪崩堆积区的形态、面积、位置、雪崩堆积的特征； 

6 冬季各月的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雪崩消融时间； 

7 历年的风向、风力，冬季主导风向、风速； 

8 各月降水量、降雪量、积雪深度、最大雪深、积雪起止日期及

连续积雪天数、最大降水强度和降雪强度； 

9 当地防治雪崩的方法和经验。 

8.7 风沙 

7.7.1 路线通过沙漠、戈壁、大片各类沙层与沙丘分布、沙漠化土

地，沿线构筑物容易遭受风蚀或沙埋等危害的地段，应进行风沙专项工

程地质调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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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根据风沙活动形成地貌形态可分为风蚀、风沙流、风积地貌

；根据沙质荒漠位于的气候带及沙质情况可分为沙漠（沙地）、戈壁及沙

漠化土地；根据沙漠区植被覆盖程度可分为流动沙丘（沙地）、半固定沙

丘（沙地）和固定沙丘（沙地）；根据风沙危害程度可分为严重、中等和

轻微风化地段。 

8.7.3 风沙地段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 路线应避开风沙危害严重地段。无法避开时，应将路线布置在

风沙危害轻微的沙漠边缘，固定、半固定沙丘，丘间低地，山前潜水

溢出带、古河床及湖盆等地带。 

2 路线应顺应自然地形，远离沙丘背风坡，避免长段挖方。路基

断面不应采用零断面、深长路堑或半填半挖断面，路堤高度不宜小于

1.0m。 

3 路线走向宜与主风向平行，不宜设置曲线。 

4 服务区、收费站应选择在靠近水源，有造林条件，风沙轻微地

段，避开风沙活动强烈的隘口和大风地区。 

5 在戈壁地区，路线应选择在地表为砾质覆盖，无流沙的地带。 

8.7.4 风沙地段专项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风沙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宜结合遥感工程地质解译成果；工程地

质调绘比例尺为 1:2000~1:10000；调绘范围应包括拟定的路线中线及

其两侧各 100~300m 宽的带状区域； 

2 沙垄、沙丘、风蚀洼地、风蚀残丘、岩石和地下水的露头等应

布置调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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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沙地段宜采集代表性土样，对其物质成分、有机质含量和含

盐量等进行测试。 

8.7.5 风沙地段专项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收集沿线气温、蒸发、降水、风向、风速及其出现频率延续时

间、能见度、风沙日数风资料； 

2 风沙地貌的成因、类型、规模、形态特征、排列方向、间距、

分布范围： 

3 沙源、沙丘的移动方向和速率、风沙流活动程度； 

4 地表物质组成、颗粒级配、表层结皮情况、干沙层厚度、土壤

盐渍化程度； 

5 风积沙的覆盖层厚度及性质、下覆地貌形态、地层岩性和地质

构造； 

6 植物种类、覆盖度及其生态特征，及耐旱、耐盐碱植物的分布

及其固沙作用； 

7 地下水的类型、埋深、赋存形式、补给来源、水质、富水性和

动态变化情况； 

8 收集沿线风沙活动规律、危害程度、防风固沙的成功经验及教

训。 

8.8 采空区、人为坑洞 

7.8.1 路线通过正在开采或已废弃的各类矿区，人防工程、地下工

程、坎儿井、枯井、采砂（石、金）洞、窑洞、菜窖及古墓等其他人为

坑洞时，应进行采空区专项工程地质调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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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 采空区根据开采状况可分为古老采空区、现代采空区和未来

采空区；根据采空程度可分为大面积采空区和小窑采空区。 

8.8.3 采空区、人为坑洞地段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

以下原则： 

1 路线应避开大型采空区影响范围外一定距离； 

2 路线应避开变形延续时间长，井巷或坑、洞分布复杂的小型采

空区，必须通过时应采取工程措施； 

3 路线通过埋藏较浅的小型采空区时，宜降低路线的设计高程，

采用明挖回填的方法对采空区处理后通过； 

4 线路经过规划矿区时，应了解矿区具体规划，分析对线路工程

影响及应采取的安全措施。 

8.8.4 采空区、人为坑洞地段专项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采空区、人为坑洞地段工程地质调绘比例尺为 1:2000，调绘范

围应包含路线中线两侧各不小于 200m 宽的带状区域； 

2 石岩露头、地层界线、断层、地面塌陷、地表裂缝、采空井巷

、地表变形建筑物等部位应布置调绘点； 

3 对于隐伏的小采空区、地表变形界线应辅以物探、挖探等进行

调绘。 

8.8.5 采空区、人为坑洞地段专项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包括以下内

容： 

1 收集采空区、人为坑洞地段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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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地震动参数； 

2 收集采空区的开采历史，开采规划、现状、方法、范围和开采

深度； 

3 查明采空区的井巷分布、断面尺寸及相应的地表位置； 

4 采空区的顶板厚度、地层及其岩性组合、顶板管理方法及稳定

性； 

5 地下水的类型、埋深、水位及其动态变化，及其对采空区稳定

性的影响； 

6 有害气体的类型、浓度，及其对工程的影响； 

7 地表沉陷、裂缝、塌陷的位置、形状、规模、发生时间； 

8 采空区与路线及构筑物的位置关系、既有建筑物的变形情况和

地基加固处理及经验教训。 

8.9 水库坍岸 

8.9.1 路线跨越水库支沟、支流回水区或沿水库岸坡边缘布线，库

岸可能发生坍塌、滑动时应进行水库坍岸工程地质调绘。 

8.9.2 水库地段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 路线应选择在水库预测坍岸线加适当安全距离以外通过；当采

用措施能确保线路稳定，对养护、维修不增加困难，技术经济综合分

析比较合理时，可考虑在水库预测坍岸线范围以内通过； 

2 路线应避开软硬相间岩层构成的顺向坡或浸水后不稳定的库岸

地带，宜选择结构面倾向山内一岸通过； 

3 考虑风浪对库岸破坏的影响时，线路宜选择在背风一侧，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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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风向一致； 

4 路线设计应避免高路堤和深路堑。水库下游的路线应选择在水

库泄洪引起的水淹、冲刷等恶化工程地质条件范围之外通过。 

8.9.3 水库坍岸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库坍岸地段工程地质调绘比例尺为 1:2000，调绘的范围应包

括坍岸及对库岸、公路工程稳定有影响的区域； 

2 地层界线、岩石露头、断层、节理、拉张裂缝、冲沟、地下水

出露点，库岸产生变形、开裂、坍塌的位置等应布置调绘点。 

8.9.4 水库坍岸地段专项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收集水库地段的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资料； 

2 调查水库的岸缘形态，查明库岸的地层岩性、风化破碎程度和

各类结构面特征，覆盖层与下伏基岩的接触关系； 

3 查明库区不良地质的分布、性质、预测储水后可能引起复活及

恶化环境地质条件等情况； 

4 预测水库蓄水后引起地下水壅升和渗漏情况及其对线路和建筑

物的影响； 

5 根据不同的地貌、地质条件、水库类型和库岸情况，预测库岸

坍岸变形的范围及特征。 

8.10 强震区 

8.10.1 路线通过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g～0.4g 地区时，应进行强

震区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大于 0.4g 时，应进行专项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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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2 强震区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 路线应避开活动断裂及其交汇地带，避开近期活动断层。无法

避开时，应采用路基形式以最短距离通过。 

2 路线应避开软土和可液化土发育的地段。无法避开时，路线应

避免平行河流布设，且应选择在硬壳层、上覆非液化土层较厚的位置

以低路堤通过。 

3 对于难以避开的不稳定悬崖陡壁，应将路线内移至稳定地层，

采用隧道通过。土质松软或岩体破碎的不良地质路段，不宜设置深长

路堑。 

4 路线应避开抗震不利地段和危险地段。 

8.10.3 强震区工程地质调绘比例尺可选择 1:2000~1:10000，调绘的

范围应沿线路中线及其两侧各宽不宜小于 200m。 

8.10.4 强震区专项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收集活动断裂、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和沿线地震动参数及其历

史震害资料； 

2 查明区域地质构造特征，尤其是主要断裂带和活动断裂带的性

质、分布、规模及活动性与线路关系； 

3 工程场地覆盖层厚度、场地土的类型及工程场地类别； 

4 调查各类不良地质及特殊性岩土的类型、分布、稳定状态，对

于高陡边坡、临河工程及不良地质地段地震时发生次生地质灾害的可

能性； 

5 调查河流的变迁、古河道的分布、第四系地层的特征、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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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可液化土的分布范围； 

6 调查地震活动断裂的情况，地震导致的既有地裂缝产生及发展

情况，现有构筑物的破坏情况； 

7 当地的工程抗震措施及经验。 

8.11 涎流冰 

8.11.1 寒冷地区公路路线通过涎流冰地带，应进行涎流冰工程地质调

绘。 

8.11.2 涎流冰地段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 路线应避让涎流冰严重地段。无法避开时，应以最短距离通过

； 

2 路线通过有涎流冰的河谷时，积冰严重路段，宜采用桥梁跨越

。 

8.11.3 涎流冰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涎流冰地段工程地质调绘比例尺为 1:2000，调绘的范围应沿线

路中线及其两侧各宽不宜小于 200m，应包括涎流冰发及地表水、地

下水补给区域； 

2 涎流冰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在冬季进行。 

8.11.4 涎流冰地段专项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地形地貌、地层岩性、气候条件以及植被生长情况； 

2 调查涎流冰的类型、分布范围、厚度、发育规律及对公路工程

的影响和危害程度； 

3 地下水露头（泉）的类型、流量、水温及其动态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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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形成涎流冰的地表水来源、流向、流量及随季节变化情况； 

5 当地防治涎流冰的措施与经验。 

9 特殊性岩土地质调绘 

9.1 黄土 

9.1.1 黄土地层是第四纪以来，以黄色粉粒为主，含碳酸钙及少量

易溶盐，具大孔隙、垂直节理、抗水性差、易崩解潜蚀，上部多具湿陷

性的特殊土层，应进行黄土工程地质调绘。 

9.1.2 （湿陷性）黄土地区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

下原则： 

1 路线应避开湿陷性黄土强烈发育地带。无法避开时，应选择地

表排水条件好、 地层单一、土质均匀、湿陷性黄土厚度较小的位置通

过。 

2 黄土塬、梁、峁和丘陵地区的路线，宜选择地形完整、山坡稳

定的位置布线， 避开地形零乱、沟谷深切、冲沟发育等侵蚀强烈地带

。 

3 黄土沟、梁相间地带，应结合填挖高度进行桥梁与高填路堤、

隧道与深路堑方 案比选。 

4 沿溪线应利用宽谷阶地，且应远离河岸或阶地缺失的高陡岸坡

。 

5 路线应避开滑坡、崩塌、陷穴、泥流、人为坑洞等不良地质发

育地段。 

6 桥位应避开谷坡零乱、河岸不稳及山坡变形较多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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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隧道应选择在塬、梁顶面平整或地形突起，地表排水条件好，

地层单一、土质 均匀的位置通过，避开陷穴、落水洞发育，地表和地

下水丰富的部位。隧道的进出口 应选择在山体稳定，无滑坡、崩塌等

不良地质发育的位置。 

9.1.3 （湿陷性）黄土地区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湿陷性黄土地区工程地质调绘比例尺为 1:2000，调绘的范围应

沿线路中线及其两侧各宽不宜小于 200m； 

2 地貌单元的边界、古土壤层、黄土与下伏基岩的接触面、地下

水出露点、湿陷洼地、陷穴、落水洞、堰塞湖、黄土滑坡、错落、地

裂缝、人为坑洞、紧邻路线的陡坡地带和水流冲刷部位应布置工程地

质调绘点； 

3 必要时，选择代表性地貌地质单元布置挖探点，采集原状土样

测试其湿陷性。 

9.1.4 （湿陷性）黄土地区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查明黄土的分布情况，划分黄土地貌单元； 

2 查明黄土特征，黄土的成因、类型、地质时代、分布范围及厚

度，与下伏地层接触形态； 

3 查明黄土陡坎、斜坡和沟谷发育的特征，不良地质分布及稳定

情况，桥台岸坡及隧道洞口山坡的稳定情况； 

4 查明黄土滑坡、崩塌、错落、陷穴、冲沟、泥石流、落水洞、

湿陷洼地、地裂缝、断裂、人为坑洞、泥流、水流冲蚀、堰塞湖等不

良地质的分布范围、形态及发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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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表水流的汇集、排泄、浸泡、冲刷等对黄土稳定的影响； 

6 查明地下水出露及季节变化情况； 

7 查明黄土层内古土壤的分布及其膨胀性，各类夹层及其含水情

况，评价其对边坡稳定性和施工安全的影响； 

8 调查访问既有建筑物、边坡的稳定情况及处理措施、效果。 

9.2 冻土 

8.2.1 多年冻土是冻结状态持续二年或以上的土层（岩层），由于

温度条件变化，物理力学性质随之改变，并使路基及其构筑物产生冻胀

、融沉等地质病害，应进行多年冻土专项工程地质调绘。 

9.2.2 多年冻土地区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 

1 路线宜选择在地表干燥、平缓、向阳地带。在积雪地区通过时

，应将线位选在积雪轻微的山坡上。 

2 沿大河河谷定线，应将路线选择在阶地或大河融区，且应避免

在融区附近的边缘地带定线。当路线通过冻土地带时，应以最短距离

通过。 

3 路线应避免通过不良地质地段。无法避开时，在厚层地下冰及

不稳定山坡地段，路线应从地下冰分布较窄、厚度较薄、埋藏较深处

通过；在热融滑塌、冰丘、冰锥地段，路线应在其外缘下方以路堤形

式通过。 

4 路基应采用填方，避免挖方、零断面或低填浅挖断面。 

5 在热融湖（塘）地段，应根据最高水位、波浪侵袭高度及路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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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筑后的壅水高 度等因素确定路基高度。 

6 桥位宜选择在河流融区或少冰冻土地带，避免将桥位选在融区

和多年冻土两种 不同的地基上。 

7 隧道应避免在多年冻土或地下水发育的地层中穿越，进出口的

位置应避开热融 滑塌、冰锥、冻胀丘、厚层地下冰发育地带和积雪地

带。 

9.2.3 冻土地区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冻土地区工程地质调绘比例尺为 1:2000，调绘的范围应沿线路

中线及其两侧各宽不宜小于 200m； 

2 多年冻土地区工程地质调绘宜与遥感工程地质解译结合，为查

明多年冻土地区物理地质现象季节性演变特点，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

在寒季和暖季分别进行，并辅以挖探、物探手段， 

3 冻土界线、热融湖塘、热融滑塌、融冻泥流、冻土沼泽、冻胀

丘、冰锥等不良地质、构造地热异常区、融区、井泉等地下水露头的

位置等应布置调绘点。 

9.2.4 冻土地区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研究、分析沿线海拔高度、纬度、地貌、植被、坡向、气象等

对冻土发育有影响的自然地理因素，收集、研究区域地温资料； 

2 查明沿线冻土的类型及分布范围，确定多年冻土上限、季节性

冻土最大冻结深度、冻土的融沉等级和冻胀性； 

3 查明第四系地层的成因类型、地层结构、土质成分，特别是斜

坡堆积物特征及其基底横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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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明多年冻土分类及富冰、饱冰、含土冰层分布规律，总含水

率以及结构特征和物理力学性质； 

5 查明地表水及地下水等水文地质特征、存在形态、相互关系及

其对工程建筑物的影响； 

6 分暖季和寒季调查多年冻土地区各类不良冻土现象的形态特征

、形成条件、分布范围、发生与发展规律； 

7 查明大河桥渡段河流融区分布情况； 

8 分析、研究隧道通过地段地下水（冰）发育情况、冻土融化圈

对围岩强度的影响，冰层融化、水分转移可能引起的工程地质问题； 

9 分析研究区域冻土地质、气候条件的变化趋势，预测冻土变化

及其对工程的影响，必要时应设置站、点进行长期观测。 

9.3 膨胀性岩土 

9.3.1 膨胀性岩土中含有大量亲水矿物，具有吸水显著膨胀、软化

，失水急剧收缩、开裂，使岩土体强度大幅衰减，膨胀性岩土发育地区

应进行专项工程地质调绘。 

9.3.2 膨胀性岩土地区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

则： 

1 路线应选择地形平缓、坡面完整、植被良好的地带通过，避免

平行坡面或沿山前斜坡地带布线，并宜垂直垄岗轴线。 

2 路线应以浅挖、低填的方式通过； 

3 路线应避开中、强膨胀土地带，必须通过时，应避开土层结构

复杂或有软弱夹层发育的地带，并以最短距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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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线应避开裂隙发育、地表冲蚀严重或有滑坡、溜塌、地裂等

不良地质发育的地段； 

5 路线应远离地表水体或地下水发育的膨胀性岩土地段。 

9.3.3 膨胀性岩土地区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膨胀性岩土地区工程地质调绘比例尺为 1:2000，调绘的范围应

沿线路中线及其两侧各宽不宜小于 200m； 

2 地层界线、膨胀性岩土露头、滑坡、溜塌、地裂、垄岗、沟谷

、人工开挖边坡和陡坎等部位应布置工程地质调绘点； 

3 应选择代表性路段布置挖探点，取样测试膨胀性岩土的含水状

况和膨胀性，调查膨胀性岩土的风化和裂隙发育情况及大气影响深度

。 

9.3.4 膨胀性岩土地区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查明地形、地貌特征，不良地质现象的分布及危害程度； 

2 膨胀性岩土的成因、类型、地质时代、分布范围； 

3 膨胀性岩土的裂隙发育密度、产状、形态、充填物及裂面特征

； 

4 膨胀性岩土的风化程度及其分带规律、大气急剧影响层深度； 

5 有无软弱夹层及其厚度和含水状况、膨胀土下伏地层及结构面

发育情况； 

6 地表水的汇集与排泄条件，地下水的类型、埋深和水位变化幅

度及趋势； 

7 滑坡、溜塌、地裂等不良地质的分布、规模及发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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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集既有建筑物的稳定性情况及防治方面的经验教训。 

9.4 盐渍土 

9.4.1 盐渍土地段遇埋藏较浅的地下水沿土的毛细孔隙上升并不断

蒸发，在表层产生盐分积聚，形成吸湿、膨胀、溶陷等工程特性时，应

进行专项盐渍土工程地质调绘。 

9.4.2 盐渍土地段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 路线应避开盐渍土强烈发育地带。无法避开时，应选择在地表

排水条件好、地 势较高、土中含盐程度较低的部位，以最短距离通过

。 

2  路线应避开低洼潮湿、水质矿化度高的盐沼地带。 

3 路线应以路堤形式通过，避免挖方，并结合地表积水情况、地

下水位埋深、填 土毛细水作用高度、冻胀深度以及公路等级等因素合

理确定路堤最小填土高度。 

9.4.3 盐渍土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盐渍土地段工程地质调绘比例尺为 1:2000，调绘的范围应沿线

路中线及其两侧各宽不宜小于 200m； 

2 地层界线、盐霜、盐壳、龟裂土、蓬松土等发育地带，井、泉

、湿地等出露部位，受盐渍土化学腐蚀破坏的建筑物等应布置工程地

质调绘点。 

3 宜结合遥感工程地质解译、简易勘探等进行工程地质调绘。 

9.4.4 盐渍土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地貌类型、地表形态特征、植被发育情况、当地气象和水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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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2 盐渍土的成因、类型、分布范围、厚度、形成条件及其发育规

律； 

3 地表物质组成、土质类型、地表积盐特征及发育规律； 

4 盐渍土的盐胀性、溶陷性和溶陷等级、盐渍土对筑路材料的腐

蚀性； 

5 土层最大冻结深度（或有害冻胀深度）和蒸发强烈影响深度； 

6 地表水的径流、排泄和积聚情况； 

7 地下水的类型、分布、埋深、水质、水位及变化幅度，冻前最

高水位和常年最 高水位； 

8 收集既有公路和其他建筑物的使用情况及病害整治措施。 

9.5 软土 

9.5.1 路线经过沼泽、湿地、塘、泯、沟、渠等软土地区，由于长

期在静水或缓慢流水环境中沉积的，具有软塑~流塑状、高压缩性、强度

低、透水性差、灵敏度高的黏性土发育时，应进行软土工程地质调绘。 

9.5.2 软土地段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 路线应避开软土分布广、厚度大、处治困难的地带。无法避开

时，应选择软土厚度较小、下卧硬层顶面横坡较缓的地带以最短的距

离通过。 

2 在平原区选线，路线宜远离湖塘、河口地段，避免近距离平行

河流、水渠等布线；应避开古牛轭湖、古湖盆等有软土分布的地带，

避免从其中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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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丘陵和山间谷地选线，路线宜选择在地势较高、硬壳层较厚

的地带，避开有软土分布的沟谷、洼地或下卧硬层顶面横坡较陡的地

带。 

4 软土地区的路堤设计宜控制在设计临界高度以内。 

5 桥位选择应避开软土厚度大、土层结构复杂、岸坡稳定存在隐

患的的部位。 

9.5.3 软土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盐渍土地段工程地质调绘比例尺为 1:2000，调绘的范围应沿线

路中线及其两侧各宽不宜小于 200m； 

2 地貌单元的边界、河流阶地、山间盆地、山间沟谷地段等应布

置调绘点； 

3 长期积水区、沟谷及低洼地带等可能有软土发育的位置，应辅

以简易勘探手段进行工程地质调绘。 

9.5.4 软土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地形地貌的成因、类型、分布和形态特征； 

2 软土的成因、地质年代、分布范围、埋藏深度、地层结构、分

层厚度； 

3 软土下卧硬层的顶面起伏形态和横向坡度，地表硬壳层的分布

范围及厚度； 

4 软土地层中的砂类土夹层或透镜体的分布范围、厚度、渗透性

、密实程度； 

5 软土地基土的物理、力学、化学、水理性质,固结状态和地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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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 

6 古牛轭湖、埋藏谷及暗埋的塘、浜、沟、渠等的发育与分布情

况； 

7 地下水的类型、分布、埋深、水位变化与活动情况、补给与排

泄条件； 

8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1g 的地区，软土产生震陷的可能性； 

9 软土地区既有建筑物软土地基处治措施、处理效果和经验教训

等。 

10 对于沼泽地段地质调绘应调查：喜水植物的分布及生长情况；

地表水的汇流和水位的季节变化、疏干条件，相关河流的水文情况，

地下水露头及其季节性变化，地下水与地表水的关系。 

9.6 花岗岩残积土 

9.6.1 花岗岩残积土是花岗岩风化后残留在原地的第四纪松散堆积

物，其均匀性差，具明显的各项异性，其风化残积土中的原生和次生裂

隙结构面强度低且花岗岩球状风化（孤石）发育时，应进行花岗岩残积

土专项工程地质调绘。 

9.6.2 花岗岩残积土地段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

原则： 

1 路线宜避开花岗岩球状风化体发育的斜坡地带。 

2 路线宜避开地层结构复杂、上方汇水区域较大的斜坡地带。无

法避开时，应减少边坡开挖工程量，避免高边坡。 

9.6.3 花岗岩残积土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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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地质调绘应沿拟定的路线及其两侧各宽 200m 的带状范围

进行，工程地质调绘的比例尺为 1:2000~1:10000。 

2 地貌单元的边界、地层接触线、基岩露头、花岗岩残积土发育

地带、地下水出 露点、滑坡及坍塌等不良地质的发育部位，应布置工

程地质调绘点。 

9.6.4 花岗岩残积土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震和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

； 

2 花岗岩残积土的分布、厚度、物质组成、土质类型； 

3 地层结构、软弱夹层及球状风化体（孤石）的发育情况； 

4 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和地基的承载力； 

5 下伏基岩的岩性、岩石的破碎程度、风化壳的厚度及其发育情

况； 

6 地下水的类型、分布、埋深、水位变化幅度和水质； 

7 滑坡、崩塌等不良地质的类型、规模、分布及其对路线的影响

和避开的可能性。 

8 既有工程的使用和病害防治经验。 

9.7 填土 

9.7.1 填土是人类工程活动中堆填、弃置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工业废料、冲（吹）填土、填筑土等，对于填筑厚度大、均匀性差、压

缩性强，易造成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填土地段应进行专项工程地

质调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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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 填土地段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 路线应避开填土分布广、厚度大、土质松软、处治困难的地带

。无法避开时， 应选择在填土分布窄且厚度较小的位置通过。 

2 路线应避开可能产生滑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的填土地带。 

9.7.3 填土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地质调绘应沿拟定的路线及其两侧的带状范围进行，宽度

应结合填土发育 情况确定，工程地质调绘的比例尺为 1:2000； 

2 填土露头、地层接触线、地下水出露点等应布置调绘点。 

9.7.4 填土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地形地貌的类型、形态特征和沟谷发育情况； 

2 填土的类型、分布范围、厚度、土质及地层结构； 

3 填土的物质组成、颗粒级配、密实程度、均匀性、湿陷性和压

缩性； 

4 填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和地基承载力； 

5 地下水的类型、埋深、水位及其变化幅度、地表水和地下水的

腐蚀性； 

6 不良地质的类型、规模、分布及其对路线的影响和避开的可能

性。 

9.8 红黏土 

9.8.1 红黏土是指覆盖在碳酸盐岩系之上，经过红土化作用形成，

颜色为棕红、褐黄等色，具有表面收缩、上硬下软、裂隙发育等特征的

高塑性黏土。具有吸水显著膨胀，失水急剧收缩、开裂，使岩土体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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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衰减，红黏土发育地区应进行专项工程地质调绘。 

9.8.2 红黏土地段地质选线时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 路线应避开红黏土发育的山前斜坡地带，选择地形平缓、坡面

完整、植被良好的地段通过。 

2 路线应避开中、强收缩土区，避开土层呈多元结构或有软弱夹

层的地带。无法避开时，应以最短距离通过。 

3 路线应以浅挖、低填的方式通过。 

4 路线应避开地下水发育的地段。 

5 路线应避开地裂密集带及深、长地裂地段。 

9.8.3 红黏土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初步勘察应沿拟定的路线及其两侧各宽约 200m 带状范围进行

工程地质调绘，工程地质调绘的比例尺 1:2000。 

2 岩石露头、地层界线、地裂、地下水露头、红黏土与次生红黏

土界线、裂隙发育的代表性地段、土洞、滑坡等不良地质应布置工程

地质调绘点。 

3 采取代表性土样，测试其工程性质。 

9.8.4 红黏土地段工程地质调绘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 

2 红黏土的类型、分布、厚度、含水状态、土体结构； 

3 红黏土的物理力学性质、膨胀与收缩性、地基的承载力； 

4 地裂分布及成因、裂隙的密度、深度、延伸方向及发育规律； 

5 地下水的类型、埋深、水质及水位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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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坡面冲刷、剥落、滑坡、土洞等不良地质的发育情况； 

7 既有公路及建筑物的使用情况。 

10 改扩建公路工程地质调绘 

10.1 一般规定 

10.1.1 应收集旧路的相关报告，如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压矿报告、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地质灾害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当地相关工程治

理病害的经验。 

【条文说明】收集旧路相关资料，目的在于了解沿线的工程地质条件

：原来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地层条件。 

10.1.2 应调查分析施工阶段发生的地质问题，并分析研究其原因。 

【条文说明】踏勘、收集老旧路相关设计资料和走访相关部门，确定

项目中存在的工程地质问题类型，判定原设计中是否存在重大工程地质问

题遗漏，为项目改扩建下一步骤提供必要的指导，再次踏勘时对老旧路工

程地质条件进行初步的段落划分，明确工程地质较复杂的段落。 

10.1.3 应调绘不良地质（崩塌、泥石流、断裂、风吹雪等）、特殊

性岩土（盐渍土、软弱土、膨胀土等）的发育情况。 

10.1.4 应调绘现有的路基病害的类型与规模，以及病害的发生原因

及发展情况；病害地段路线所处的地貌特征、工程地质条件与病害的关

系；原有防护工程的位置、结构类型、各部尺寸及防治效果，确定是否

利用、加固或进行改建设计。 

【条文说明】路基路面调查的主要工作内容为对全线老路路基路面的

现状进行调查，查明老旧路存在的病害类型（裂缝、沉陷、车辙、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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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槽等）、密集程度及严重程度等，对老路路基进行段落划分，明确病害

密集严重段落，结合具体地质条件及相关资料对病害原因机理进行分析；

路基路面检测的主要工作内容为掌握路基路面层位厚度、变形、强度及面

层质量情况，主要通过回弹弯沉试验、压实度检测以及路面路基钻芯取样

试验，确定老旧路回弹模量、路基填筑土压实情况及路面水稳层的质量。

统计出沿线路基填料不合格、压实度不满足及面层质量差的段落，分析其

与老路病害的关系，为老路病害的成员及机理提供分析依据。 

10.1.5 应调绘原有桥梁有无因地质问题造成变形破坏的现象，并分

析研究其原因，提出工程地质建议。   

【条文说明】根据现场踏勘了解老路桥梁是否存在相关病害（如墩台

不均匀沉降、整体化接缝破坏、裂纹、桥面脱落、钢筋下落等）、桥区各

墩台和主要防护构筑物范围的工程地质条件，走访相关部门收集原设计桥

梁的相关资料，明确桥址区存在的相关工程地质问题，对原设计资料中桥

梁的相关岩土参数进行初步评价，是否满足道路改扩建桥梁建设的要求，

为后期工程勘察提供有目的、有重点及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 

10.1.6 应调绘原有隧道工程的运营情况及有无因地质问题造成变形

破坏的现象，并分研究其原因。 

10.1.7 应调绘现有的边坡沉降、变形、摔坏等情况。 

10.1.8 加宽路基时，应查明加宽一侧的工程地质条件，包括地貌特

征、山坡和河岸的稳定状况、水流影响、岩土性质、地下水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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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程地质调绘成果整理、报告编制与出版 

11.1 一般规定 

11.1.1  工程地质调绘成果资料编制前应对原始资料进行整理、

分析。 

11.1.2  工程地质调绘报告应包括工程地质调绘综合图件和文字

报告，应根据任务要求和工程需要在原始资料基础上编制。 

11.1.3  工程地质调绘报告可单独编制，也可合并到工程地质勘

察报告中。 

11.2 成果整理与验收 

11.2.1  野外工程地质调绘期间，应及时整理分析原始资料。野

外工作的基础资料应在现场进行自核、复查，地质点复查率宜为 5% ~ 

10%。 

【条文说明】原始资料是最终成果资料的基础，对野外现场资料的

及时整理分析、检查纠正、补充完善，才能保证最终成果资料内容完整

、质量可靠。原始资料应当天检查、阶段小结。检查各种记录内容是否

真实齐全，分析、核对原始图件是否符合实际，整理各种标本，应送检

验者及时送验；随着网络传输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成果可实现与后方专

家的现场资料共享，后方专家经综合分析判译后适时调整工作重点，以

指导下一步工作的。  

11.2.2 野外工程地质调绘原始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清绘野外工程地质调绘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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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理野外工程地质调绘记录表和原始资料； 

3 整理标本、样品、影视资料等； 

4 修正补充航片、卫片、陆地摄影等遥感技术资料； 

5 编制分析图表。 

11.2.3  原始资料整理过程中，对疑难、争议地质问题应进行野

外复查。 

11.2.4 野外工程地质调绘底图内容应全部转绘到同比例尺地形图上

，形成实际材料图。 

11.2.5 野外地质测绘原始资料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调绘范围、比例尺、调绘点密度、实测地质剖面数量等是否满

足大纲要求。 

2 调绘点布置的合理性，野外描述记录内容的全面性、真实性、

准确性。 

3 原始记录的完整性； 

4 当验收出现不合格项时应在现场补充、修改完善。 

11.3 工程地质调绘成果图件编制 

11.3.1 工程地质调绘成果图件应在实际材料图和原始资料整理基础

上，根据工程地质调绘任务要求进行绘制。 

【条文说明】工程地质调绘成果图件的内容要充分反映地质规律，

同时要注意图面结构的合理性和地质界线的压覆关系。 

11.3.2 工程地质调绘成果图件宜包括全线工程地质平面图、工程地

质断面图（纵断面图、横断面图），工点工程地质平面图和工程地质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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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纵断面图、横断面图），以及综合柱状图，横断面图可根据工程需要

编制。  

11.3.3 路线工程地质平面图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图框、图名、图签、比例尺和坐标； 

2 地层分界线； 

3 地质构造线； 

4 地层成因、时代及岩层产状； 

5 不良地质及特殊性岩土范围界线； 

6 地震动参数区划界线； 

7 小柱状图； 

8 工程地质分区界线、工程地质分区表； 

9 工程地质表； 

10 图例与符号； 

11 路线工程地质分区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C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小柱状图是表示一定深度范围内地层的垂向分布和

接触变化情况，其示意深度，以能显示主要地层垂向分布和对工程有

影响的地层为原则。一般垂直图幅布置。小柱状图一般高 12~15mm

、宽 8~10mm，右侧注明各层代表厚度，左侧注明地下水位深度。原

则上每一地层界线范围内都要有一个小柱状图。  

 

11.3.4 工点工程地质平面图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图框、图名、图签、比例尺和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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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层分界线； 

3 地质构造线； 

4 地层成因、时代及岩层产状； 

5 节理裂隙产状； 

6 不良地质及特殊性岩土范围界线； 

7 地质观测点、勘探点； 

8 图例与符号。 

11.3.5 工程地质断面图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图框、图名、比例尺和坐标； 

2 地层时代、成因、岩性及岩层产状； 

3 地质构造； 

4 地质观测点、井泉点、摄点、勘拐点； 

5 地图例及符号。 

【条文说明】工程地质断面图是按一定比例尺反映沿某一方向或

高程切面的地质现象与工程相关系的图件。 

11.3.6  编制综合地质柱状图时，应对不同实测地质剖面进行对比分

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选择标志层； 

2 反映地层岩性总体概况； 

3 反映地层层与接触关系； 

4 应包括比例尺，地层（岩体）名称、时代和符号，岩层厚度，

岩性花纹充填柱状图和地层岩性描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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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综合地层柱状图一般要能反映调绘区内地层年代、

层序、接触关系、厚度、岩性等特征。通过测制综合地层柱状图意在

建立整个调绘区典型、完整的地层剖面，以总体掌握调绘区地层岩性

的分布规律， 确定地层填图单位和分层标志，指导地质测绘工作的顺

利开展。 

11.4 调绘成果报告编制与出版 

11.4.1 工程地质调绘报告应根据任务要求、勘察阶段、工程特点等

情况进行编制。 

11.4.2 工程地质调绘报告文字说明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前言包括∶任务来源与要求、已有资料可利用程度与存在问题

、调绘目的与工作方法、完成工作量、调绘时间与参与人员等； 

2 自然地理概况包括∶调绘区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地形地貌、

气象、水文特征及地震动参数区划等； 

3 工程地质特征包括∶调绘区地层岩性及其分布范围、地质构造

及其与工程的关系、对工程的影响程度等； 

4 水文地质特征包括∶调绘区地表水、地下水类型，地下水赋存

、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地下水位及其动态变化，地下水对工程的

影响程度等； 

5 不良地质及特殊性岩土包括∶调绘区不良地质及特殊性岩土的

分布、类型、特征、规模及发生、发展的原因和稳定性，对工程的影

响程度等； 

6 天然建筑材料的赋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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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地质条件评价包括∶路线工程和工点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8 存在问题和对下一步勘察工作方法、工作量、重点解决问题的

建议; 

9 不良地质、特殊性岩土一览表包括：里程位置、不良地质或特

殊岩土类型名称、主要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特征、工程措施意见等； 

10 各类工点的工程地质条件和工程地质问题一览表。 

10.4.3 路线工程地质条件评价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应综合分析和评价各路线工程地质分区、亚区、路段的工程地

质特征； 

2 路线不良地质及特殊性岩土对线路的危害程度和处理原则； 

3 天然建筑材料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储量及质量评价； 

4 各路线走廊带或通道的工程地质条件及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分析

； 

5 工可勘察阶段，应对大桥及特大桥、长隧道及特长隧道等控制

性工程地段的工程地质条件和主要工程地质问题进行分析评价； 

6 初步勘察阶段，应对大桥及特大桥、长隧道及特长隧道、高填

路堤及陡坡路堤、深挖路堑等控制性工程地段的工程地质条件和主要

工程地质问题进行分析评价； 

7 各路线方案的地质比选意见。 

10.4.4 工点工程地质条件评价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点工程地质条件及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分析； 

2 工点工程周边环境条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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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点工程建设场地稳定性和适宜性定性评价； 

4 不良地质、特殊性岩土及工程地质问题的处理措施建议。 

11.4.5 工程地质调绘报告编制完成后应由编制人或编写组人员进行

校核，校核修改完成后按照单位规定进行审核、审定。审定完成后申请

出版。 

11.4.6 工程地质调绘报告审核应重点关注调绘精度，图件和报告内

容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图件、报告的协调性，地质分析结论的可靠性。 

11.4.7 工程地质调绘报告出版应符合现行《公路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编制规程》（T∕CECS G：H24）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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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公路工程地质调绘常用表格 

 

 

A.0.1   地质调绘点记录可符合表 A.0.1 的规定。 

表 A.0.1  地质点记录表 

工程名称：                勘察阶段：            日期：             天气： 

观测点号  高程(m)  位置  

地层层序  定点层位  岩层产状  

节

理 

内容 

序号 
产状 

长度

（cm） 

宽度

（cm） 

间距

（cm） 
充填物 

表面 

性质 
其它 

1        

2        

3        

4        

覆盖层性质、厚度

及分布情况 
 

岩性

描述 

颜色、主要

矿物成分、

坚硬性、结

构及构造、

风化程度等 

 

与附近地质点的关

系 
 

地质构造情况  

物理地质现象  

岩溶现象  

水文地质  

标本编号  

备注  

      素描或剖面及照片                                      比例尺： 

记录：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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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节理统计可符合表 A.0.2 的规定。 

表 A.0.2  节理统计表 

工程名称:                                 勘察阶段：                             日期：                    天气 

统计点编号  统计点位置  

地层时代  岩石名称  岩层产状要素  

测量面积  
节理面频度 

（条/m3） 
 

体积节理数 

（条/m3） 
 组数  总条数  

编号 
产状要素 长度 

（m） 

宽度 

（m） 

间距 

（m） 
节理面起伏粗糙程度 充填物性质及厚度 节理面蚀变程度 

走向 倾向 倾角 

          

          

          

          

          

          

          

          

          

          

记录：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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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实测地层剖面记录可符合表 A.0.3 的规定。 

表 A.0.3  实测地层剖面记录表 

工程名称:                勘察阶段：                 日期：            剖面编号：                  剖面名称：                    

导线

编号 

导线方

位 

φ(°) 

导线距(m) 导线俯

仰角±

β 

（°） 

高差
H(m) 

累积 

高差 

∑H 

(m) 

岩层产状 φ与λ

的夹角

ε 

（°） 

分

层

号 

斜距 

L 

(m) 

平距 

L’ 

(m) 

岩性描述 

单层

厚度 

h(m) 

累积

厚度

∑h 

(m) 

标本

编号 

备

注 斜距 

L 

平距 

L’ 

走向λ 

（°） 

倾向及

倾角α 

（°） 

                  

                  

                  

                  

                  

                  

                  

                  

                  

                  

注：导线俯仰角±β中“+”表示仰角，“-”表示俯角。 

记录：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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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泉、井调查记录可符合表 A.0.4 的规定。 

表 A.0.4  泉、井调查记录表 

工程名称:                勘察阶段：                 日期：            天气：                  气温：                    

编号  位置  泉、井类型  
地面高程

（m） 
 坐标 

 
 

流量（L/s）  
泉水出露高程或井水位 

高程（m） 
 水温  

颜色  透明度  口味  气味  
悬浮物、沉

淀物 
 

地形地貌  

地层年代     

构造发育特征  

示意图 

含水层、隔水层

特征或泉水出露

特征 

 

水的利用情况  

访问资料  

水样编号  试验项目  照片编号  

记录：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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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划分原则 

B.0.1  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可应按照表 B.0.1 进行划分。 

 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划分表  表 B.0.1 

工程地质条件 

复杂程度划分 
简单 较复杂 复杂 

地形地貌 
地形平缓，植被不发

育，易于通行 

地形起伏较大，灌木

较多，通行较困难 

岭谷山地，林木密

集，通行困难 

地层岩性 简单，露头良好 
岩相变化大，露头中

等 

变化复杂，种类繁

多，露 头 不良 

地质构造 岩层产状稳定 有显著的褶皱、  断层 有复杂的褶皱、断层 

物理地质现象 

滑坡、崩塌、泥石流

等不良物理地质现象

不发育 

滑坡、崩塌、泥石流

等不良物理地质现象

较发育 

滑坡、崩塌、泥石流

等不良物理地质现象

发育 

岩溶、水文地质 
岩溶不发育，水文地

质条件简单 

岩溶较发育，水文地

质地质条件较复杂 

岩溶发育，水文条件

复杂 

注∶划分时按“一项符合，就高划类”的原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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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公路工程地质分区的原则 

C.0.1 工程地质区(一级分区)应以地形地貌作为主要分区要素，考虑

地质构造、地震等，对勘察区进行一级分区。一级分区主要结合现场工

程地质调查和测绘资料等，分析研究区域地形地貌特征，确定工程地质

分区的标准。一级分区用罗马数字表示，Ⅰ代表一区、Ⅱ代表二区、Ⅲ代

表三区，依此类推。 

C.0.2 工程地质亚区(二级分区)应以岩土类型作为二级分区的主要标

志，对一级分区进行二级划分。在同一工程地质区内，结合工程地质调

查、测绘及勘探资料，根据不同的岩土类型划分出次级分区——工程地

质亚区，如基岩工程地质亚区、第四系松散堆积工程地质亚区等。二级

分区采用阿拉伯数字编排序号，以下标的形式排在一级分区符号之后，

例如Ⅱ2。 

C.0.3 路 段(三级分区)应以岩土特殊性质作为第三级分区的主要标志

，对工程地质亚区进一步划分出次级分区——路段，如软土路段、膨胀

土路段等。采用小写英文字母，以下标的形式排在二级分区符号之后，

例如Ⅱ2a。 

【条文说明】C.0.1~C .0 .3 公路工程是一种线性工程，一条公路往往

跨越多个不同的地貌、地质单元。为了深入研究公路沿线的工程地质条

件，在对拟建公路进行工程地质勘察时，首先要研究公路沿线的宏观工

程地质条件，根据工程地质条件的相似程度将全线(走廊带)划分为不同的

工程地质区，并根据工程地质区内工程地质条件的变化进行次级分区(工

程地质亚区和工程地质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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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本规范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

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 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

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在标准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标准

（规范、规程）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2）在标准条文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时，表述为“应 符合《××××××》（×××）”的有关规定。 

3）当引用标准中的其他规定时，表述为“应符合本标准（规范

、规程、导则） 第×章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标准（规范、规程、

导则）第×.×节的有关规 定”、“应符合本标准（规范、规程、导则

）第×.×.×条的有关规定”或“应 按本标准（规范、规程、导则）

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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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的规范和标准 

本项目引用的规范和标准有： 

1 《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TG_C20） 

2 《工程地质测绘标准》（CECS238） 

3 《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TB 10012） 

4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 

5 《公路工程地质遥感勘察规范》（JTG-T C21-01） 

6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测绘规程》（Sl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