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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城市地质环境受到人类活动改造的强度日益剧增，进而造成城市地质环境的变
化或者由此诱发了城市地质环境灾变。
这种不可预见的城市地质环境变化对城市的影响非常广泛和深刻，尤其是由于城市高强度的开发与建
设活动提速或扰动了城市某些地质过程，导致前所未有的复杂效应。
因此，城市地质环境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前缘和热点，越来越受到人类的重视。
由此，衍生了新兴的学科——城市环境地质学。
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评价与区划是城市环境地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地质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学科。
它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指导，围绕一定的目标，在城市地质环境调查的基础上，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
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研究城市地质环境与城市中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反馈作用；以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定性分析作为约束定量分析的框架为基本原则，对城市地质环境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
并对城市地质环境安全度、质量的优劣和风险的大小进行定性与定量描述，编制出评价图系，具有综
合性、系统性、复杂性等特点。
所有的城市地质环境成果必须经过城市地质环境评价与区划这一环节，将专业性的调查成果转变为通
俗易懂、实用性强的评价成果，才能供社会所用。
因此，在以资源保障为主的城市发展向更贴近新的城市社会生活、满足城市社会发展多种需要的方向
转变之时，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评价与区划对如何科学合理地从城市地质环境背景中更好地找到自
身发展的基础和空间，乃至城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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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评价与区划》较为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评价与区
划的涵义、基本原理、评价与区划方法和技术手段，并结合大量的研究实例对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
安全、城市不同功能建设用地地质环境适宜性、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风险和城市建设用地的不同功
能区优化布局等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并对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区划进行了探
讨。
这些内容都是近年来城市地质环境评价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观点新颖，内容充实，实例丰富，方
法先进，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评价与区划》可供从事城市环境地质研究和参与该领域实际工作的技术
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参考，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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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城市地质环境与城市建设第一节 地质环境与城市建设的相互作用机制一、地质环境对城市建
设的制约作用二、地质环境对城市建设的促进作用三、城市建设对地质环境的改造作用四、城市规划
与地质环境保护第二节 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评价与区划概述一、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评价二、城
市建设用地功能区划第二章 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评价理论与方法第一节 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评
价理论一、评价的基本原则二、评价的基本原理三、评价的主要内容及分类四、评价的基本思路第二
节 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评价方法一、评价流程二、评价，单元划分三、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评价
指标体系四、评价指标数据提取五、定权方法六、评价模型七、评价分区第三章 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
境安全评价与区划第一节 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安全性评价的内涵一、城市地质环境安全问题属性二
、城市地质环境安全问题分类三、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安全性评价内容第二节 城市地质环境安全性
评价方法一、城市地质环境安全性评价原则二、城市地质环境安全性评价思路三、城市地质环境安全
评价方法四、城市地质环境安全区划第三节 城市地质环境安全评价应用实例一、福州城市地壳安全评
价二、福州城市地面稳定安全评价三、城市土壤安全评价四、城市地质环境安全综合评价第四章 城市
建设用地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与区划第一节 城市建设用地的功能分类一、一级功能用地类型划分二、
二级功能用地类型划分第二节 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一、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思路与程序
二、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三、建设用地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模型第三节 城市不同功能用地区
划一、城市功能区划二、基于地质环境考虑的城市功能区划第四节 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应用实例
一、福州市建设用地功能分类二、不同功能用地地质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三、评价指标定权四、评价单
元划分五、一级功能用地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结果第五章 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风险评价与区划第一
节 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风险评价的含义第二节 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风险评价方法一、地质环境
自然差异风险评价方法二、不同功能用地易损风险评价方法第三节 城市地质环境风险评价应用实例一
、福州市地质环境差异经济损益风险评价与区划二、福州市不同功能用地经济易损风险评价与区划第
六章 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地质环境评估一、城市规划地质环境评估二、规划地质环境评估区划三、应用
实例第七章 城市不同功能建设用地优化评价第一节 城市不同功能建设用地优化的含义一、不同功能
建设用地优化布局二、不同功能建设用地优化评价思路第二节 城市不同功能建设用地优化方法一、评
价要素及因子分析二、基于可能度的模糊层次分析法第三节 城市不同功能用地优化应用实例一、福州
市居住与公共设施用地优化利用评价二、城市居住与公共设施建设用地规划管理建议三、福州市工业
及仓储用地优化利用评价四、福州市不同功能用地功能优化五、福州市不同功能用地优化布局建议主
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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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评价区域的岩土体工程性质方面的资料丰富具体，且对评价区域将要进行的建筑物类型（
低层、多层、高层建筑）有了了解后，就可以将地基承载力作为地质环境评价的指标。
（3）基岩埋深对于工程建设来说，基岩地基比第四系的地基更稳定，是较为理想的建筑物地基。
基岩的埋深直接决定建筑物的稳定性和基础工程的资金投入量。
基岩埋藏深度不同，对各类建筑物建造方式的影响就不同，如对于一般低层和多层建筑的基岩直接出
露或埋深在3m以内，或对于高层建筑、高耸建筑的基岩埋深在10m以内，就可以采用浅基础直接将建
筑置于基岩上；但是若基岩太深，则需采用深基础，将增加工程施工难度和工程造价。
（4）岩性组合岩体作为建筑物的地基或围岩，其稳定性不仅取决于岩石本身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岩
体的组合关系。
岩性组合是对各岩土体的成因及力学性状的统一刻画，力学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基的稳定性，
力学性状软弱的地层是建筑工程中的不利因素。
建立岩性组合模型可对城市各区段土体的工程地质性状进行分类，对场地中的工程活动进行指示。
（5）岩体结构岩体结构是指岩体内结构面和结构体的排列组合形式，岩体经受各种地质作用，形成
具有不同特性的地质界面，称为结构面；结构面将岩体分割成形态不一、大小不等的岩块，称为结构
体。
岩体特性主要取决于岩体的内在结构，岩体变形破坏主要受岩体结构的制约，故岩体结构可作为岩体
质量评价、岩体力学模型和力学介质类型划分、岩体力学测试方案制定、测试成果分析和力学分析计
算的基础。
由于岩体结构的力学效应与工程规模密切有关，其关系到在岩体开挖过程中的施工难易，工程成本高
低以及工程运营过程中的稳定性，例如岩体结构较复杂时，岩体开挖过程中的施工较困难，稳定性较
差，工程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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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评价与区划》是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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