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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工程实例分析

提高工程地质课程教学效果 ①

肖拥军
（湖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工程地质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后续专业课程学习以及毕业后从事土木
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等方面具有基础意义。工程地质课程教学效果的提高需要结合许多工程实例进行分析，结合工

程实例教学可以加深对工程地质基本概念的认识，突出工程地质在土木工程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工

程地质思维能力。工程地质课程工程实例分析需要运用多媒体进行课程教学，也对教师的实际工程经验提出了更高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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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地质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主要
任务就是阐明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论证存在的工程地

质问题，教学内容涉及地质作用、矿物、岩石、地质构造、

地下水、地表地质作用、工程岩体分级、土的工程分类、工

程地质勘察等内容。对土木工程后续专业课程教学以及

学生毕业后从事土木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等方面具有

基础意义。但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由于存在专业偏见而容

易忽视地质基础课的学习，认为将来工作主要与钢筋混

凝土打交道，对有关工程地质问题认识不够。因此，如何

结合工程实例突出工程意义，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保证教

学效果非常重要［１］。

１　有利于学生加深对工程地质基本概念的认识
工程地质课程教学内容包括地质学基础（矿物、岩

石、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基础、地表地质作用与工程地质

问题、工程岩体分级与土的工程分类、工程勘察技术等内

容。其特点是知识面广、概念多、实践性强、教学难度大，

这对工程地质课程的教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有关工程地质基本概念的把握非常重

要，但对初次接触专业知识的大二学生而言比较枯燥。

需要结合具体工程实例进行分析，来加深理解。通过案

例教学，调动学生思维能动性，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由传统

教学中的被动接受知识变为积极运用知识，能有效提高

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例如，在讲授地基承载力

概念时需要强调强度和变形两个方面的要求，我们结合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７日上海的楼脆脆事故分析这一幢１３层楼
房向南整体倾倒的原因，并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地质灾害教学过程中，结合２００９年６月５日重庆武隆
鸡尾山大型山体滑坡、２０１０年４月７日四川省峨眉山市

乐都镇顺江采石场岩体崩塌事故进行分析；在分析降雨

对滑坡发育的影响时，以２００６年７月碧利斯台风为例，这
次特大暴雨造成郴州市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８０００多
处，其中资兴市３０００多处。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实际例子
分析加深了学生对地质灾害成因、发生、发展以及结果和

危害的认识。在分析地下水对工程施工的影响时，结合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８日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的透水事故进行
分析，由于采掘过程中透水共１５３人被困，经过八天八夜
的艰苦奋斗和科学抢险共有１１５人被救升井，这个实例也
提高了同学们对工程施工中工程地质条件重要性的认

识。另外，通过学校新校区公路开挖边坡出露的断层带

进行断层识别和命名教学，要求同学们在上下学途中进

行观察，找到相当层分析断层性质。

２　有利于突出工程地质在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
工程地质学课程是讲授分析工程地质条件与解决工

程地质问题的入门课程，土木工程专业有岩土、路桥、建

工、工管等培养方向，学生将来会具体从事勘察、设计、施

工的工作。而这些不同方向的具体工作都需要工程地质

知识，或者说工程地质条件会影响具体土木工程项目的

勘察、设计、施工。

如在讲授岩土工程勘察与基础方案选择时，选择以

苏通大桥基础工程为例进行教学分析。苏通大桥桥位区

域广为巨厚的第四纪地层覆盖，为一套河湖、滨海相松散

沉积层，直接覆盖于不同岩性的剥蚀面上，岩面标高

－２７０ｍ左右。覆盖层具体划分为粘土、亚粘土、淤泥质
亚粘土、粉砂、细砂、砂砾层。工程地质条件决定了按照

摩擦桩设计，采用群桩基础。另外，桩基础工程施工采取

水下灌注混凝土工艺，对施工要求非常严格，由于工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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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条件及施工工艺不同，在桩基础施工过程的预结算也

涉及不同参数。在讲授隧道工程地质问题时，我们首先

介绍了宜万铁路野三关隧道２００７年８月５日凌晨发生的
重大突水突泥事故，然后从地层、构造、岩溶、地下水等方

面分析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并指出由于工程地质条件

复杂使得宜万铁路修建耗时７年，平均造价２倍于青藏
线。这个实例分析在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系统复

习了有关基本概念及其工程意义。

工程地质课程在土木工程专业整个教学体系中处于

基础地位，与后续课程关系密切。具体土木工程工作也

离不开工程地质分析。如在后续边坡工程课程学习或边

坡（滑坡）工程具体分析时必须从野外工程地质调查入手

进行具体的岩土工程勘察，并进行边坡岩土体的稳定性

分析。而这些工作必须以工程地质分析为基础。当然边

坡工程如果稳定性不够，还需要学习结构力学、钢筋混凝

土结构设计等课程知识进行抗滑设计，在具体施工时还

需要进行施工组织设计和工程预决算，而这些也与工程

地质条件有关。

３　有利于培养学生工程地质思维能力
工程地质体是复杂的，其演化过程也是复杂多变的。

在学习工程地质课程过程中需要培养工程地质的思维

能力［２］。

首先，需要培养工程地质分析的时空观念。地层岩

性、地质构造是最基本的工程地质条件，在野外调查分析

区域工程地质条件时需要先熟悉并建立地层的空间概

念，特别对沉积岩形成过程的岩性变化要理解其形成时

的沉积环境，并对软弱岩层的分布要特别注意。地质构

造有褶皱、节理、断层３种主要形式，实际也是三维的空
间变化特征；所以，要从三维空间的角度理解地质构造对

工程地质条件的影响。以隧道地质预报为例，有了工程

地质的时空观念，就能根据区域地层的空间分布顺序及

构造形态分析隧道开挖过程中软弱围岩的分布区段，也

能预测断层与隧道的具体相交位置，为隧道地质的准确

预报打下基础。在讲解汶川地震的构造成因时，分析了

印度板块对欧亚板块的俯冲挤压，分析了四川盆地刚体

对挤压变形的约束导致在龙门山断裂带应力集中，容易

发生地震。

其次，要建立定性分析定量评价工程地质问题的习

惯。在具体分析时首先必须正确定性分析，否则定量分

析就站不住脚，但量变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在对比

分析岩土体的结构特性时，结合土质滑坡和岩质滑坡的

形态进行认识，土质滑坡滑面一般呈圆弧型，岩质滑坡滑

面受结构面控制，主滑剖面上一般表现为折线。并根据

三峡库区千将坪滑坡滑面形态进行具体分析。在讲授灰

岩命名时，结合其中矿物含量的变化进行具体分析。灰

岩、含泥灰岩、泥质灰岩、灰质泥岩（钙质泥岩）、泥岩的划

分是根据岩石中方解石和粘土矿物的含量进行的，其中

方解石含量逐渐减小和粘土矿物含量逐渐增加，其工程

力学性质也逐渐变差。在讲解滑坡形成机制时以三峡库

区黄土坡为例详细分析了其勘察认识过程，分析含软弱

夹层岩体表层风化过程形成堆积体，深部泥化产生顺层

滑坡的复杂过程［３］。

再次，要建立系统工程地质分析的观念。工程地质

条件包含很多方面，在具体分析问题时一定要全面，要把

握住它的关键因素。课程教学时以春夏季节天气预报中

涉及地质灾害的问题为例，分析降雨引发滑坡的机理。

引导学生理解降雨下渗为地下水后对滑坡滑体、滑带的

影响，而地下水的动水压力有时就是滑坡的触发因素。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抓住典型工程地质现象启发学生思

考分析，提高学生兴趣，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分析铁路边边坡岩体稳定性时，从找岩层

面启发学生思考岩层面产状与坡面坡向关系对其稳定性

的影响，从分析岩性特征中理解灰岩中的薄层泥灰岩容

易风化引发崩塌掉块。

４　多媒体在工程实例分析教学中的运用
工程地质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要学生牢固掌握工

程地质学的基础知识，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给同学们留

下较强的影响［４－５］。例如利用多媒体将常见的矿物和岩

石的真实图片放在大屏幕上讲解后，进行对比分析加深

学生的理解。通过演示野外各种地质构造的实拍图片，

学生能够更直接地获取其要素、概念、类型等相关知识。

通过播放汶川地震带来的各种地质灾害如崩塌、滑坡、泥

石流的图片和录像材料，学生能够如身临其境般领会灾

害的成因、机理和防治措施等。在讲解岩土工程勘察内

容时，播放工程地质钻探取芯及原位测试的视频录像，使

学生直观理解具体施工过程，特别是从岩芯管中取出岩

芯的过程，使学生对工程资料来源有了全面的理解。

５　教学效果评价及总结
工程地质课程教学效果的提高需要结合许多工程实

例进行分析，所以对教师备课提出了更高要求。从事工

程地质课教学工作的教师，需要具有坚实的地质学理论

基础和野外地质工作经验，还要求具有实际勘察工程经

验，熟悉野外勘察工作的技术方法，另外还要了解工程设

计施工的基本过程以及工程地质条件对他们的影响。我

们在总结前几年工程地质课程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

教学改革，结合工程实例来进行教学分析，突出工程意

义，提高工程地质课程的教学效果，提高了学生观察、分

析工程地质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为

学生在校学习后续专业课程和毕业后在土木工程领域的

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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