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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建筑工程的建设规模日益扩大,各项工程建设结构的复杂性日

益凸显出来,这就对岩土工程勘查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在我国岩土勘察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仪器

设备、勘察技术等方面,严重阻碍了工程建设顺利开展。基于此,文章介绍了岩土工程勘察中物探技术及其应用,研究了岩土工

程勘察中物探技术及数字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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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十分迅速,

国家加大了城市建设的投资力度,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

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各项工程建设规模日益扩大的背

景下,建筑结构形势更具多元化特点,这就为岩土工程勘察

技术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因此,勘察企业为了满足新时期的

发展需求,需要改善传统的岩土工程勘察技术,积极引进先

进的勘察技术,如物探技术等,实现岩土勘察工程的数字化,

实现预期的工程建设目标[1]。 

1 岩土勘察物探技术 

1.1 常见的物探技术 

1.1.1 TSP 勘查技术 

TSP 勘查技术又被称为地震勘察技术,主要包括两部分

内容,分别是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TSP 勘查技术具有很大

的优势,主要体现是勘察距离比较远、具有很高的分辨率、

抗干扰性强等,这项技术的应用原理是：技术人员需要充分

了解勘察工作的实际情况,应用震检波接收器分析并汇总系

统接收的各项信息,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后获取最佳结果。在

新时期的发展中,岩土工程勘察过程中常用的物探技术主要

是 TSP202 和 TSP203 系统,这项技术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提

升了测量水平,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1.1.2 探地雷达技术 

探地雷达技术主要是分析地下介质的不连续性,应用先

进设备发出的超高频脉冲电磁波,获取地下介质地质和分布

情况的一项物探技术,这项技术的优势比较明显,具有很高

的分辨率和可操作性,不会破坏周围建筑结构,在很大程度

上改善了传统岩土勘察技术中的问题,是现代化社会发展中

的重要勘察技术,现已得到了广泛应用。 

1.1.3 CT 技术 

CT 技术又被称为地震波层析成像技术,其原理是根据地

震波走势的差异性探测地质的内部结构,以图像形式展示探测

结果的技术,这项技术主要是通过设置相应的接收点和激发点,

探测地质的实际情况,以此为基础探测出地震波的走势,进而

确定地质弹性波速,这样就能够获取相应的地质分布图像。 

1.2 岩土工程物探技术的应用 

1.2.1 分析信号质量 

技术人员在分析信号的过程中,需要筛选各项信号,并

安排在夜间完成信号收集工作,夜间的外部环境比较恶劣,

但比白天收集的信号质量高、不易出现杂音,这就需要提高

信号分析的精度和分析效率。同时,技术人员不仅要单一地

分析这些数据,这样获取的数据分析结果比较片面,还需要

重视信号消波问题,提高信号收集的整体质量,为后期勘察

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数据支持,除此之外,技术人员在收集

相关信号后,需要深入分析这些信号对象,注重信号收集长

度、所选时间段等问题,在记录长度超过相关标准要求的数

值后,应适当地进行删减,在收集信号质量较差的情况下,会

夹杂很多杂声,这就要求技术人员事前进行信号预处理,避

免背景噪声和杂声影响信号处理结果。 

1.2.2 数据处理 

在岩土工程勘察过程中,勘察技术人员需要重视数据处

理工作,这是勘察过程的重要环节,其主要目标是校核已获

取、且经过简单处理的信息数据,技术人员还需要明确地理

信息处理类型,其主要内容见图1,在完成数据信息分析的基

础上,将其和原有的数据结合进行印证和全面解释。除此之

外,在处理相关数据的过程中,勘察技术人员还应该重视折

射波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工作,其主要原因是折射波数据的体

现形式主要是二维形式,其能够反馈出工程建设中的各项地

址信号,如地层深度、排列方向的纵波速度数据等,这样技术

人员就能够了解底层的实际情况,为后期的岩土勘察工作提

供数据支持,有利于岩土勘察工作的顺利开展。 

 

图 1  地理信息处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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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结果对比 

为了更好地将物探技术应用到岩土勘察过程中,技术人

员需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结果对比是确保勘察数据质量的

重要方式,在结果对比的过程中,勘察技术人员需要深入分

析施工现场的地形地貌、地质条件,明确土石之间的分层和

界限,以此为基础根据测点位置的射波士层埋深数据、数据

处理结果,开展相应的数据处理工作,并初步判断土石分解

的剖面,还应该适当地调整土石分界的结果和判定速度标准,

实现预期的物探技术使用目标[2]。 

2 综合物探方法 

2.1 横波反射法 

地震横波反射法指的是在探测地下不同介质的过程中,

得到相应的波阻抗差异,为分析并解决地质问题提供支持,

其工作原理是地震波在地下介质传播过程中,地震波信号会

在介质表面进行反射,反射回来的信号会被事先设置在地表

检波器中完成接收工作,这样信号就能够被记录在地震仪中,

在分析地震仪数据的过程中,获取反射波的波长和波动图像,

这样技术人员就能够根据图像的分布情况,更好地了解地下

底层的实际构造情况。与纵波反射法相比,横波反射法的抗

干扰性更强,且具有很高的分辨率,现已被广泛应用到地质

勘察工程中。 

2.2 多道瞬态面波法 

在不同介质中,面波的传播速度和变化特征都存在很大

的差异性。在采集数据的过程中,为了激发面波,技术人员需

要积极应用瞬态冲击力的作用,应用传感器对面波在地表中

的波动频率进行记录,必要的情况下,还应该分析并处理各

项博信号。除此之外,技术人员还需要深入分析地质岩土介

质结构、频散曲线变化之间的关系,这样就能够更加全面地

认识地质构造[3]。 

3 GIS 勘察系统 

GIS 勘察系统又被称为地理信息系统,这项系统的构造

相对比较复杂,其信息存储、空间数据计算功能比较强大,

其主要作用是汇总并分析大数量数据信息,还能够筛选出信

息的差异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勘察结构的准确性,

为岩土勘察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除此之外,GIS

勘察系统的功能具有多样化特点,能够完成图纸绘制、信息

存储、空间数据计算等一系列工作,其通过对比新型的勘察

信息和传统的勘察数据,能够及时地更正勘察结构,并筛选

出与实际数据差异性较大的数据类型,通过相应处理后,确

保勘察数据的准确性。 

4 岩土勘察技术的发展趋势 

4.1 电子技术的应用 

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岩土勘察技术水平得到了很

大的提升,呈现出自动化、电子化的发展趋势。数字化岩土

工程勘察技术将各项技术进行了有效融合,具有较强的综合

性,其应用计算机软件平台汇总并分析各项数据,为技术人

员更好地开展勘察工作提供了支持。 

4.2 基于 GIS 的岩土工程勘察数字化技术 

在新时期的发展中,GIS 勘察技术的数字化是岩土工程

发展的必要趋势。岩土工程勘察数据库管理为岩土工程勘察

数字化技术提供了保障,能够在建立数字化模型的基础上,

对各项数据进行分析。为了完整地反映出工程建设过程中的

相关数据,技术人员需要将数据库信息和工程建设的实际情

况进行融合。在构建数据库的过程汇总,技术人员需要注重

用户的原始数据、系统过渡数据、最终结果数据等,为实现

岩土工程系统建设的一致性提供保障。其中,用户原始数据

指的是测点数据,其包括集合数据、测点基本信息等内容；

系统过渡数据指的是系统初级阶段构建的模型,其主要是为

了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而自动生成的图形,为用户的信息核

对工程提供了支持；最终结果数据涉及大量的信息,具有一

定的复杂性,能够在满足客户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处理系统

过渡数据,进而产生很多图形和文档。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工程建设规模在不

断扩大,这就使得建筑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为

岩土工程勘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岩土工程勘

察过程中,相关技术人员需要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

并加大电子技术的应用力度,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操作水

平和综合素质,为岩土工程勘察的整体质量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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