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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地质灾害勘查的角度来讲,综合物探法具有较高的物探利用价值。与原有的地质勘查手段进行对比,综合物探法能

够达到更高的物探精确程度与更广的物探手段运用范围,并且还能保证获得科学与正确的地质勘测结论。在此前提下,目前

关于地质灾害勘查领域应当明确综合物探法的基本内涵及其技术原理,确保结合地质灾害特征来选择合适的物探手段与操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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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现状下,全面防控地质灾害的举措已经受到很

多地区重视。具体针对防控地质灾害的领域而言,关键前提

在于正确判定各个区域的典型地质灾害,然后才能给出相应

的灾害防控措施[1]。关于地质勘查领域如果能做到科学运用

综合物探手段,则有利于保证物探信息符合精确性的基本要

求,对于地质勘查误差也能进行全面杜绝[2]。因此可以得知,

目前在地质灾害勘查领域亟待引进综合物探法作为必要的

技术支撑。 

1 综合物探法的基本内涵及技术原理 

综合物探法的基本内涵在于运用多种物探技术手段来开

展综合性的地质勘测,进而归纳出该区域的典型地质特征[3]。

并且,运用综合物探法需要借助相应的物探探测仪器作为辅

助,确保探测结论能够符合 基本的精确程度。相比于原有的

物探手段与方法而言,综合物探法体现为更好的地质勘查效

果。同时,运用综合物探法还能达到精确探测各种潜在地质

灾害的目标,进而为提供科学的地质探测结论提供根据,从

而保证了灾害防控工作达到 佳的实效性。 

在传统的地质勘查方式下,多数勘查技术人员都局限于

选择单一的物探技术手段。然而实际上,运用单一的物探方

法很难保证达到较好的勘查适用性,并且还具有明显的勘查

手段局限[4]。相比来讲,勘查技术人员如果能做到正确运用

综合性的物探勘查手段,则可以做到结合多种不同的物探操

作要点,对于物探操作的误差进行彻底的消除。并且,综合物

探法还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因此可以适用于多种不同的地形

勘测领域。 

2 地质灾害勘查的实例 

某施工项目现场处于冲击洼地以及丘陵山体的特殊地

貌区域,该区域曾经经历了程度比较严重的山体滑坡,并且

导致形成覆盖面较广的冲积洼地。具体而言,该区域整体呈

现圆形的丘陵顶部形态,花岗岩构成了该区域的丘陵主体部

分。经过现场勘查,可以发现很多裂痕已经存在于残破的丘

陵地带,并且土坡层完全覆盖了丘陵区域。同时,该施工区域

高可达 650 米的地面高程以及 25º的地面倾斜角度。在部

分区域的范围内,灌溉稻田得以充分发育,此类灌溉区可以

达到 90 米左右的斜坡高度[5]。 

在后续的详细勘查中,对于该施工区范围内的岩体性状

进行了全面的测定。经过勘查可知,该区域主要包含闪长岩

与花岗岩的两类岩体类型,并且呈现较广范围的植被覆盖面

积。当地由于具有松软的土层特征,因而存在较高的滑坡风

险。具体在进入现场施工以前,应当着眼于综合性的整治与

处理。 

3 对于地质灾害勘查运用综合物探法的具体要点 

近些年来,很多地质灾害都呈现频发的趋势,尤其是泥

石流灾害以及滑坡灾害。地质灾害如果突然产生,则会给当

地区域带来明显的生态破坏,甚至伤害到人身安全。在此前

提下,关于勘测地质灾害必须能做到灵活运用多种不同的勘

查技术措施,其中主要包含物探手段、电法勘测以及其他勘

查技术措施。具体对于综合物探法在进行运用时,应当确保

重视如下的勘查运用要点： 

3.1 运用瑞雷波进行地质探测 

对于表面波的频谱分析方法也可称为瑞雷波的探测方

法,此类物探手段具有较高的波形分辨率,并且还能简化探

测操作的流程。早在上世纪末,瑞雷波的探测手段就已经运

用于较多的物探技术领域,进而体现了较好的物探技术推广

价值。具体在目前的物探领域中,此类探测技术手段已经可

以用于监测地基承载力以及路基压力,确保可以达到避免波

形发生扭曲以及全面保证探测效果的目标。由此可见,运用

瑞雷波来完成地质探测具有较好的技术适用性。 

具体在获取瑞雷面波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完成检波器的

设置,并且还要设定地质勘查的间隔距离。在获取瑞雷面波的

基础上,技术人员即可完成对于波形传播的精确检测与处理,

终达到有效保证波形传输效率以及减少波形衰减的目的。

近些年以来,瑞雷波的综合物探方法已经受到较多的探测技

术人员重视。并且对于勘查地质灾害的特殊领域来讲,运用瑞

雷波作为探测手段也可保证获得较好的探测技术效果。 

3.2 高密度的电法勘探 

从基本特征来讲,高密度的电法勘测应当属于列阵勘查

的重要技术手段,该勘查技术主要依赖电阻率系统得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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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作为新兴的地质勘查方式而言,高密度的电法勘探手段

主要来源于四极探测技术、直流电法与电剖面技术,经过技

术演化 终得以形成。勘查技术人员如果选择了此类的物探

操作方法,那么关键需要确保电阻率在岩体介质的范围内能

够得以均匀分布,据此获得勘查电场的相关结论。 

此外,高密度电法还涉及当地的特殊地质构造、土体电

阻率以及其他地质要素的全面勘测。对于岩体介质在进行深

入勘测时,应当能做到全面明确当地现有的地质分布状态,

同时也要做到深入探查岩土电阻率。在此过程中,首先应当

设置多路转换器作为电法勘查的装置,并且对于多根电极也

要进行科学与正确的组合。通过运用以上的勘查技术改进措

施,应当可以确保达到采集地质信息的 佳效果,同时还能

避免地质勘查中的各类信息误差。 

3.3 布设地质勘查的测线 

布置测线的操作应当根据现场地貌、施工区的基本地形

以及其他地质条件,进而确保选择科学的方式来完成全面的

测线布置操作。例如对于高密度电法如果运用于勘查特定的

区域地质,那么关键在于完成电法剖面的正确布置。具体而

言,布置勘查测线需要做到全面结合各个测点的间隔距离以

及不同的供电时间。同时,对于面波的监测点也应当进行合

理的优化布置。通常情况下,对于测线点 好限定为 5 米的

间隔距离,并且控制于 0.5 秒以内的供电间隔时间。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勘查技术人员初期布置的测线有可

能包含误差,那么就需要在后续的勘查操作中对其加以必要

的纠正。在目前看来,勘查技术人员可以做到借助定位装置

或者全站仪来完成相应的测线布置操作,并且还能做到结合

现场地形,进而给出优化与调整测线的具体措施。经过全面

的测线布置与处理后,技术人员即可凭借当前的地质勘查结

论来推测各类地质灾害的成因。如果能够判定该区域已经存

在异常波形,那么立即对其加以必要的处理。 

3.4 推断异常的地质特征 

滑坡灾害以及其他地质灾害都会伴有异常性的地质特

征,对于异常地质特征若能做到正确加以判断,则有助于保

证地质探测结论的科学性与完整性。例如对于滑坡体来讲,

此种特殊地质主要呈现较低的阻值以及较高的含水量特征。

与下部岩层以及上部岩层相比,滑坡体整体上可以达到更高

的阻值特征。对于全面测定滑坡体的性状而言,技术人员

好选择高密度的电法勘测手段,确保能获得精确度较高的区

域规模信息以及滑坡体的深度。 

滑坡体不仅具备以上的异常地质特征,其还可能呈现不

同的波阻抗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多数滑坡体都具有较为缓

慢的波速冲击,在此前提下可以借助瑞丽面波的方式来进行

测定。物探检测的具体范围应当包含各类不同的剖面点,然

后按照目前获得的物探结论进行全方位的推测。由此可见,

建立于信息化手段之上的地质探测技术具有更好的技术实

效性,同时还能整合现存的物探结论,避免由于物探结论失

真进而导致给出错误的灾害防控决策。 

4 结束语 

地质灾害一旦产生,则会造成不可忽视的灾害后果。多

数地质灾害由于具备突发性的特征,因而将会伤害到人身安

全,并且带来程度较重的财产损失与威胁。从现状来看,勘查

技术人员已经能够借助综合物探法作为测查地质灾害的手

段,进而确保给出完整度较高的地质灾害勘测结论。因此在

地质灾害勘查的领域中,目前的关键举措在于推广运用综合

物探手段,在此基础上达到保障地质勘查质量以及杜绝灾害

风险的地质勘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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