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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地质学是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必修的一门课程。
本书是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培养要求和目标，在教学改革和
实践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充分吸取了近几年来本学科工程技术的新进展，采用了国家及有关行业的最新规
范和规程，是一本与新规范相结合的实用型教材。
本书系统介绍了土建类专业应掌握的工程地质基础理论及知识，主要内容包括地质作用与地质构造、
岩石及其工程地质性质、岩体及其工程地质性质、土体的成因类型及工程地质性质、地下水及其工程
和环境效应、工程动力地质作用与地质灾害、工程地质勘察共8章，每章都附有思考题，书后给出了
必要的参考文献。
本书由河南城建学院贺瑞霞任主编，许昌学院高均昭和温州大学余闯任副主编。
全书由贺瑞霞统稿。
编写单位及编写人员分工如下：河南城建学院贺瑞霞编写第1章、第6章和第8章，河南城建学院尹振羽
编写第2章，佳木斯大学张彩霞编写第3章，温州大学余闯编写第4章，河北工业大学宋志飞编写第5章
，许昌学院高均昭编写第7章。
本书由中国地质大学孙进忠教授主审，在此谨表谢意。
限于作者水平，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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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工程地质学的基本原理及分析方法，注重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的阐述，强调基本原理
的工程应用。
全书共分8章，主要内容包括地质作用及地质构造、岩石及其工程地质性质、岩体及其工程地质性质
、土的成因类型及其工程地质性质、地下水及其工程和环境效应、工程动力地质作用与地质灾害、工
程地质勘察。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土建类专业及相近专业本科教材，也可作为土建工程设计和科研人员以及
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专业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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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古生物层序法地质历史上的生物称为古生物。
其遗体和遗迹可保存在沉积岩层中，形成化石。
生物的演变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可逆地不断发展。
因此，岩层中出现的生物越原始、越简单、低级则说明地层形成的年代越古老；反之地层中所含的生
物越进步、复杂、高级，说明地层时代越新。
3.岩性对比法在同一时期、同一地质环境下形成的岩石，具有相同的颜色、成分、结构、构造等岩性
特征和层序规律。
因此，可根据岩性特征对比来确定某一地区岩石地层的时代。
4.地层接触关系法地层间的接触关系是构造运动、岩浆活动和地质发展历史的记录。
沉积岩、岩浆岩及其相互间均有不同的接触类型，据此可判别地层间的新老关系。
岩层的接触关系有沉积岩之间的整合接触、平行不整合接触、角度不整合接触，岩浆岩与沉积岩之间
的沉积接触和侵入接触，以及岩浆岩与围岩之间的穿插接触关系。
（1）整合接触[图2-4（a）]。
是指相邻的新、老两套地层产状一致，它们的岩石性质与生物演化连续而渐变，沉积时间没有间断。
它反映了岩层形成时期的地壳运动相对较为稳定，是在地壳均匀下沉、连续沉积的环境中形成的。
（2）不整合接触。
由于地壳运动，上下两套地层之间往往出现明显的沉积间断，且岩石性质与古生物演化顺序也不连续
，这种接触关系称为不整合接触。
由于发生阶段性的变化，接触面上下的地层，在岩性和古生物等方面往往都有显著不同，因此，不整
合接触是划分地层相对地质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
沉积岩间的不整合接触可分为平行不整合接触和角度不整合接触。
1）平行不整合接触。
平行不整合接触或者称之为假整合接触，是指相邻的新、老地层产状基本相同，但两套地层之间发生
了较长期的沉积间断，其间缺失了部分时代的地层[图2-4（b）]。
两套地层之间的界面叫做剥蚀面，也叫不整合面，它与相邻的上、下地层产状一致，并有一定程度的
起伏。
界面上可能保存有风化剥蚀的痕迹，有时在界面靠近上覆岩层底面一侧还有源于下伏岩层的底砾岩。
平行不整合主要由地壳的升降运动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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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地质学》：全国高等院校土建类专业实用型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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