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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勘察外业工作的技术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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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工程实际出发，对岩土工程勘察中钻探、取样、野外地质编录和水文地质观测工作进行了归纳总结，并阐
述了岩土工程勘察外业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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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勘察外业工作主要包括：工程地质钻
探、野外取样、野外地质编录、水文地质观测。

笔者根据枟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
程枠（ＪＧＪ／Ｔ ８７ －２０１２），结合工程实践对岩土工程勘
察外业进行简单探讨，与同行们交流。

1　工程地质钻探
1．1　钻孔定位

钻孔定位是岩土工程外业工作的第一步工作，
多容易被忽视，放样不规范，孔位偏差大，造成基坑
开挖后地质条件与报告不相符。 钻孔标高误差大，
无法确定地下水埋深、地下水流向和地层标高。

钻孔位置的准确性是确保场地地质资料代表性

的第一条件，因此钻孔定位必须采用与建筑场地一
致的坐标系统、高程系统。 首先采用全站仪或
ＧＰＳＲＴＫ建立控制网点，然后再用极坐标方法放样
定位，并进行闭合检查。 定位精度应达到下列标准：
初步勘察阶段平面位置允许偏差 ２ ｍ，高程允许偏
差±２０ ｃｍ；详细勘察阶段平面位置允许偏差 １ ｍ，
高程允许偏差±１０ ｃｍ。 当勘探点位调整时应测定
孔位和高程。
1．2　钻探

钻探是岩土工程勘察工作的最主要、最有效的
手段之一。 当前，钻探作业与岩土工程技术多已分
离，承担钻探作业的单位农民工居多，技术水平偏
低，质量意识差，未按照选择的钻探方法钻探，操作

不规范，造成土样、水样测试失真等。 因此，钻探作
业必须加强质量控制。
钻探方法必须保证地层划分精度，准确量测地

下水位，避免或减少对取样段的扰动。
廊坊及周边的工程构筑物多座落在第四纪冲积

平原之上，地形平坦，地层岩性简单，岩土体主要为
粉土、砂土、粘性土、淤泥质土和少量碎石土。 工程
地质钻探一般选用 １００ 型钻机，采用回转方式进行
钻进；遇到碎石土等不适用回转钻进时，可改用冲击
钻进。
在地下水位以上的土层中钻探应进行干钻，当

需要加水或使用循环液时可采用能隔离冲洗液的二

重或三重管钻进，以鉴别土层天然湿度。
对可能坍塌的地层应进行钻孔护壁：（１）地下

水位以上松散填土及其他易坍塌地层可采用套管护

壁，采取Ⅰ级、Ⅱ级土样时套管下设深度与取样位置
的距离应大于 ３ 倍管径；（２）地下水位以下的饱和
软粘性土层、粉土层和砂层宜采用泥浆护壁，保持孔
内水头压力，防止孔底土层由于负压、管涌而受到扰
动破坏；（３）碎石土可采用植物胶浆液护壁。
钻探过程中应控制回次进尺。 回次进尺应符合

枟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枠（ＪＧＪ／Ｔ ８７ －
２０１２）的规定：回次进尺满足鉴别厚度＜０．２ ｍ的薄
层要求；粘性土中钻进回次进尺≯２．０ ｍ；粉土、饱和
砂土中钻进回次进尺≯１．０ ｍ，且不得超过螺纹长度
或取土器长度；在预计的地层界线附近及重点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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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回次进尺≯０．５ ｍ；采取原状土样前用螺旋钻头
清土时，回次进尺≯０．３ ｍ。

钻探过程中应逐回次采取岩心，粘性土、粉土岩
心采取率必须≥９０％；砂类土岩心采取率必须≥
７０％；碎石类土岩心采取率必须≥５０％。

2　原位测试
2．1　标准贯入试验

饱和粉土和砂土应进行标贯试验，确定岩土密
实度、计算液化指数，判定地震液化等级。 试验深度
为地面以下 ２０ ｍ。 试验质量直接影响岩土物理参
数和液化等级的判定。

标准贯入试验应执行枟岩土工程勘察规范枠（ＧＢ
５００２１ －２００１枙２００９版枛）的规定，为防止破坏土层，试
验孔应采用回转钻进、泥浆护壁，套管护壁底部应高
出试验深度 ７５ ｃｍ。 孔底沉渣厚度≯１０ ｃｍ。 标准贯
入器刃口应完好无损，以保证标贯数据真实。 实验中
应间断采取Ⅲ级砂样，其间距≯１．０ ｍ。
2．2　重型动力触探

采用重型动探可确定碎石类土密实程度，动力
触探应按照相关规范进行。 碎石类土采样难、岩心
采取率低，相对软弱夹层很难发现，因此贯入过程中
应不间断地连续击入，防止丢掉碎石土中相对软弱
夹层，正确判定碎石土均匀性和密实程度，锤击频率
应控制在 １５ ～３０击／ｍｉｎ。
2．3　静力触探

在软土、一般粘性土、粉土和砂土进行岩土工程
勘察，需进行静力触探试验，结合钻孔资料、取土试
验结果，合理划分地层，准确确定分层位置，计算物
理力学参数，确定地基承载力，液化判别等。 实践中
多采用双桥静力触探。 试验参照枟岩土工程勘察规
范枠（ＧＢ ５００２１ －２００１枙２００９ 版枛）、枟铁路工程地质
原位测试规程枠（ＴＢ １００１８ －２００３）进行。 触探孔至
少距钻孔 ２５倍孔径或 ２ ｍ，触探试验宜在钻探前进
行，试验时为减少零漂应定深调零。

3　取样
岩土工程勘察野外取样主要系指Ⅰ级（不扰

动）、Ⅱ级（轻微扰动）土样的采取。 土样测试数据
是岩土工程分析评价的基础，没有完整、可靠、适用
的测试数据，一切分析评价都是“空中楼阁”。 在钻
探取样、样品制备的过程中，总土样会有一定程度的
扰动，对测试成果的影响极大。 因此钻探成孔质量、
合理的取样方法、规范的取土器是保证取土质量的

主要因素。
取样钻孔必须圆直，孔径应比取土器外径大 １

～２级，并不得有缩径、塌孔现象。 预计取样位置 １
ｍ以上必须用回转钻进。 下放取土器前应仔细清
孔，孔底残渣厚度不应大于取土器废土段长度（活
塞取土器除外）。
取土器完好程度、性能规格必须符合规范要求；

取样管内壁清洁、光滑，不得存在锈斑或粘附土块；
取土器衬管应保证形状圆整、内侧清洁平滑、缝口平
接、盒盖配合适当。
对流塑～可塑的淤泥质土、粘土、粉质粘土，采

用专用薄壁取土器压入法采取Ⅰ级、Ⅱ级土样；较硬
土质采用单动、双动二（三）重管取土器回转钻进取
样。 饱和粉土、砂土采用原状取砂器回转钻进采取
Ⅰ级、Ⅱ级砂样。 严禁直接在岩土心上切土裹样。
压入法采取Ⅰ级土样时，宜采用快速、连续的静

压方式贯入取土器，贯入速度≮０．１ ｍ／ｓ；Ⅱ级土样
可使用间断静压方式或重锤少击方式贯入取土器。
为防止土样脱落，可采用回转和静置方法，回转用于
扭断土样，静置在于增加土样与取土器壁的摩擦力。
回转式钻进取样，必须保证钻机平稳、钻具垂

直，并在取土器上加接重杆，避免钻具抖动或偏心摇
晃造成孔壁破坏、土层扰动、土样脱落。 钻进土层、
砂层时钻机采用中～高转速，卵石层采用中～低转
速，硬塑以上地层采用高转速。 取土器应具自动调
节功能，避免频繁更换管靴，影响钻进效率。
土样筒取出后必须擦拭干净，不得进水和松开，

用刀将土样两端削平并盖上土样盖，用胶带现场密
封，防止水分蒸发，贴好明细标签，注明土样上下方
向。 土样严防振动、雨淋和冻结。

4　地质编录
钻孔地质编录重点是鉴定和描述岩土的物理力

学性质，是取得第一手地质资料的基本手段，其成果
是合理划分地层、确定土体工程地质性质、编写勘察
报告的基础资料，真实性是其基本保证。 钻孔地质
编录应根据岩土的特点从室外到室内综合编录，记
录内容应不仅描述岩土性质还应记录钻进过程，土
层湿度、状态等性质随时间迅速变化。 因此钻孔地
质编录应按规定格式由经过专业训练的技术人员在

钻进过程中及时填写，不得事后追忆。 钻探现场记
录表的各栏均应按钻进回次逐项填写。 在每个回次
中发现变层时，应填写分层标签。
4．1　岩土描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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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性质应根据枟岩土工程勘察规范枠 （ＧＢ
５００２１ －２００１枙２００９ 版枛）的规定，在现场描述的基础
上结合室内试验的开土记录和试验结果综合确定。
碎石土、砂土地质编录侧重点在野外，而粉土、粘性土
地质编录应结合室内试验结果综合描述较多。 土类
描述不仅描述野外特征，如碎石土的颗粒形状、颗粒
排列、母岩成分、风化程度、充填物的性质和充填程
度、密实度等；砂土的颜色、矿物组成、颗粒形状、密实
度等；粉土的颜色、包含物、湿度、密实度等；粘性土的
颜色、状态、包含物、土的结构等。 而且还有室内试验
结果，如碎石土的颗粒级配；砂土的颗粒级配、细粒含
量、湿度；粉土和粘性土的光泽反应、摇振反应、干强
度和韧性的描述。 碎石土的密实度应根据枟建筑地
基基础设计规范枠（ＧＢ ５０００７ －２０１１）附录 Ｂ的规定
结合动力触探综合确定。 特殊性土尚应描述特殊成
分和特殊性质，如淤泥尚应描述嗅味，对填土尚应描
述物质成分、堆积年代、密实度和均匀性等。
4．2　钻进过程记录内容

钻进过程应根据枟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
术规程枠（ＪＧＪ／Ｔ ８７ －２０１２）的规定记录，尤其侧重能
够反映地下岩土特征的钻进难易程度、进尺速度、操
作手感和孔内缩径、回淤、地下水位或冲洗液位及其
变化情况等。

取心困难的地层（碎石土），钻进速度、钻进难
易程度、钻杆跳动情况都是描述岩土密实度和确定
各夹层界线的间接判断的一种标志。 在碎石土中钻
进，由于使用冲洗液钻进，其中的充填物砂及夹层很
容易被冲洗液带走，钻探编录往往很困难，如稍有疏
忽，便很容易将持力范围内的一些夹层漏掉，而这些
夹层的顶面埋深、厚度、力学性质往往对工程性质影
响很大。 对于可塑性粘性土，利用钻孔缩径能够确
定分层界线。

5　地下水调查
水文地质问题始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水

文地质和工程地质二者关系极为密切，互相联系、互
相作用，地下水是岩土体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岩土
体工程特性，影响建筑物的稳定性和耐久性。 与地
下水有关的岩土工程问题有：基坑疏干降水与隔水
防渗，地下室的防水和抗浮，渗透变形与破坏，饱和
粉土与粉细砂的液化，地下水对建筑物的腐蚀，高层
建筑、地下构筑物的多层地下水的防水和抗浮。 地
下水引起的岩土工程危害实例很多，这里不一一赘
述。 因此，岩土工程勘察外业工作必须进行地下水

调查，确定地下水类型和赋存规律，观测地下水位，
采取水样以判定地下水侵蚀性。 地下水类型和赋存
规律多通过收集资料或专门水文地质工作取得。
5．1　水位量测

遇地下水时应量测水位，在钻孔内直接量测初
见水位和稳定水位，稳定水位应在勘察结束后统一
量测，稳定水位的间隔时间按地层的渗透性确定。
对砂土和碎石土不得少于０．５ ｈ，对粉土和粘性土不
得少于 ８ ｈ。
对工程有影响的多层含水层的水位量测，应采

取止水措施（如套管隔水），将被测含水层与其他含
水层隔开，分别量测各含水层水位。
水位量测应与钻孔坐标、标高复测相结合。 建

设场地不是一个水平面，水位量测参照孔口位置不
同，水位埋深也不一样，因此产生误差是难免的，无
法满足规范地下水位量测精度为±２ ｃｍ 的要求，也
无法测定地下水的正确流向。 应该以孔口高程为准
向下量测地下水位深度。
5．2　水样采取

构筑物在地下水位以下应进行水质分析，评价
地下水对钢筋、混凝土的侵蚀性，以便采取措施防止
破坏建筑物。 每个场地水样不应少于 ２ 件，对建筑
群不宜少于 ３件；多层地下水，应分层采取水样。 取
水样过程中，应减少试样暴露时间；测定不稳定成分
的水样应加入稳定剂；水样采取后应做好取样记录；
及时送达试验室。

6　结语
岩土工程勘察外业工作是勘察工作的基础环

节，其质量直接影响岩土勘察工作的成果，对合理进
行工程设计、保障工程质量起决定作用。 以上只是
本人几年工程实践经验的总结，请同仁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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