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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是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和施工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随着工程规模的增大，适宜建坝的地质环境相应减少，工程地质环境问题也
日趋复杂，区域构造稳定、坝基抗滑、边坡稳定、渗透稳定及水库地质环境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使工
程地质环境勘察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难度更大。
因此，如何运用先进的地质勘察技术、先进的地质勘察设计，使地质勘察成果向定量发展，全面评价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环境、预测工程地质环境问题，是目前工程地质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为此，我们以黄河沙坡头水利枢纽工程的实际地质勘察工作设计和工程建设、运行检验的翔实资料，
详细论述了利用系统论思想指导地质勘察工作设计和地质勘察工作过程中的动态管理；利用岩体结构
控制论提出“构造型极软岩”的概念及其岩体物理、力学特征；利用构造型极软岩岩体结构强度评价
坝基地质环境、预测工程地质环境问题等，供工程地质工作者参考。
　　在本书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勘察院各级领导和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周瑞光教授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勘察
院高级工程师黄翠稳同志绘制了本书的大部分插图，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错误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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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沙坡头水利枢纽区域地质环境、坝址环境地质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
利用系统论方法，对地质勘察工作设计和地质地质勘察工作过程中进行动态管理；利用岩体结构控制
理论，提出了“构造型极软岩”的概念；全面、系统地分析、论述构造型极软岩岩体结构特征、物理
性和强度特性，评价坝基地质环境，预测工程环境地质问题。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实用性强，对类似工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在进行
地质勘察工作设计和地质勘察技术管理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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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的思维方法　　从人类诞生以来，从未停止探索地球奥秘的步伐，但仍
远不能达到预防自然灾害、消除巨大损失的目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工程地质的科学思维方法亦不断更新，从而促进了工程地质学科的进一步
发展。
2001年1月，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把对“地球系统整体行为的集成研究”列为新世纪科学家要勇敢面
对的第九大挑战。
2002年10月温家宝同志在中国地质学会8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时也强调，必须实现“传统地质工作向
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地质工作”的转变。
所以，现代科学系统方法已成为主导工程地质勘察的思维方法。
　　1.3.1系统方法论简述　　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
。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
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
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
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
，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性质。
他用亚里士多德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名言来说明系统的整体性，反对那种认为要素性能好，整
体性能一定好，以局部说明整体的机械论的观点。
同时，他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起着特定的作
用。
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素是整体中的要素，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
正像人手在人体中，它是劳动的器官，一旦将手与人体分离，那时它将不再是劳动的器官了一样。
　　1.3.2系统的特征　　系统的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整体性。
系统由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构成一个综合的整体，以实现一定
的功能。
这表现为系统具有集合性，即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可以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它们要实现系统的整体功
能，不是各部分的简单组合，而是要有统一性和整体性，要充分注意各组成部分或各层次的协调和连
接，提高系统的有序性和整体的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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