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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年，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对教材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工程地质》教材自2000年出版第1版后，虽然于2003年进行了第2版修编，但它仍然存在不少缺点和
不足之处。
2006年12月，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启动“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新编系列教材”第3版修订计划，
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提高教材质量的极好机会。
　　本次修订，我们首先广泛学习、分析和研究了近几年兄弟院校新出版的土木类专业“工程地质”
教材和近几年陆续颁布使用的各种新的国家规范。
同时重新学习、领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向及课程教学大纲的各项有关
要求。
　　本次修订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除了对原有章节作了若干调整、修改和补充外，
还补写了以下章节：①第6章补写：第6．4．1崩塌；第6．4．2泥石流；②第8章补写：第8．1．2工程
地质勘察分级；第8．3．3岩土取样；第8．4．4室内岩土测试及试验指标的选取；第8．6建筑地基评
价；③补写第9章：特殊工程的工程地质勘察。
　　2．在有关章节的习题中列出与本课程内容有关的“注册岩土工程师”考试题(标有*号以示区别)
，并在书后附有部分参考答案。
　　3．编写和出版了与教材对应相关的《工程地质》电子教案PPT。
　　在人员和分工方面有所变动：本教材由南京工业大学孙家齐和陈新民主编、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罗国煜教授主审。
除第1版原有编著人员外，新增南京工业大学严三宝副教授编写第8．6节和第9章。
　　本次修订编写工作得到很多同行、同事们的支持与帮助，特此致谢！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还聘请了各高校土木学院有关专家对教材进行审读，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在此向各位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尽管我们在本次修订中作出了很多努力，但由于水平不高、经验不足，教材中仍然难免有不少缺
点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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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工程地质学基本原理和勘察、测试技术，包括岩土的物质组成及其工程特性与
工程地质分类；地质构造及工程地质评价；地下水、河流、海岸带、岩溶、边坡、风化等地质作用的
基本规律与灾害防治，以及工程地质勘察、现场原位测试、工程地质报告和图件的编制。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材，亦可供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专业技术人员及土木工程
设计和科研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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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家齐，女，1942年出生，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1963年大学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6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构造地质专业。
长期从事野外地质调查、科研与教学工作。
先后参加陕西秦岭花岗岩与成矿、新疆东天山构造演化与成矿等部级和国家级研究项目并获奖，近年
主要研究方向为地质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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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地质学与工程地质学　　地质学是一门关于地球的科学。
它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固体地球的上层，主要有以下方面内容：①研究组成地球的物质。
由矿物学、岩石学、地球化学等分支学科承担这方面的研究。
②阐明地壳及地球的构造特征，即研究岩石或岩石组合的空间分布。
这方面的分支学科有构造地质学、区域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等。
③研究地球的历史以及栖居在地质时期的生物及其演变。
研究这方面问题的有古生物学、地史学、岩相古地理学等。
④地质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如同位素地质学、数学地质学及遥感地质学等。
⑤研究应用地质学以解决资源探寻、环境地质分析和工程防灾问题。
从应用方面来说，地质学对人类社会担负着重大使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以地质学理论和方法指导
人们寻找各种矿产资源，这是矿床学、煤田地质学、石油地质学、铀矿地质学等研究的主要内容；二
是运用地质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地质环境，查明地质灾害发生的规律和防治对策，以确保工程建设安全
、经济和正常运行。
这就是工程地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工程地质学是地质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是把地质学原理应用于工程实际的一门学问，防灾是工程地质
学的主要任务。
　　1.2　工程地质学的主要任务和研究方法　　工程地质学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应用非常广泛，
由于它在工程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获得迅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我国工程地质学的发展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经过50多年的努力，建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不仅能适应国内建设的需要并开始走向世界。
纵观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工程，其工程地质研究的基本任务，可归结为三方面：①区域稳定性研究
与评价，是指由内力地质作用引起的断裂活动，地震对工程建设地区稳定性的影响；②地基稳定性研
究与评价，是指地基的牢固、坚实性；③环境影响评价，是指人类工程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工程地质学的具体任务是：①评价工程地质条件，阐明地上和地下建筑工程兴建和运行的有利和
不利因素，选定建筑场地和适宜的建筑型式，保证规划、设计、施工、使用、维修顺利进行；②从地
质条件与工程建筑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论证和预测有关工程地质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发生的规模和
发展趋势；③提出及建议改善、防治或利用有关工程地质条件的措施，加固岩土体和防治地下水的方
案；④研究岩体、土体分类和分区及区域性特点；⑤研究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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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新编系列教材·工程地质》可作为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材，
亦可供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专业技术人员及土木工程设计和科研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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