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版人才培养方案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1 
 

《工程动力地质学》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51339 

课程名称：工程动力地质学／Engineering Dynamic Geology 

学时学分：48 学时/3 学分 

适用专业：地质工程专业 

开课部门：地质工程学院 

一、课程的地位 

（一）课程性质 

《工程动力地质学》是地质工程学院地质工程专业的专业核心课。 

（二）课程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 

本课程主要研究地质环境与人类工程活动的相互作用规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培养学生在查明工程地质条件基本特征基础上，掌握工程地质分析的基本方

法，进一步研究工程地质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地质条件、力学机制及其发

展演化规律，进行合理的分析与评价，提出经济、科学的治理措施，从而合理开

发和妥善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质环境。 

（三）本课程与其他课程关系 

本课程是地质工程专业四年制本科的专业核心课，涉及的内容是工程地质学

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学习《工程岩土学》、《土力学》、《岩体力学》、

《构造地质学》等课程之后学习本课程，其后续课程是《岩土工程勘察》。 

二、教学目标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1 毕业要求：2.2 

依据地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针对复杂地质工程问题的关键

环节和影响因素，能够采用正确的分析方法进行问题评价，

获得有效结论。 

2 毕业要求：3.1 

3.1 能够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

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合理性论证，对设计方案的可行性进行

研究和优选，注重解决方案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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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业要求：5.3 

5.3 应该认识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等的适用范围及

特点，能够考虑地质体的复杂性，认识和理解这些技术、工

具在解决复杂地质工程过程中的局限性。 

四、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1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旨在使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工程动力地质学的基本

理论技能和工程应用。拟达到以下列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熟悉各种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如区域稳定问题、岩体稳定问题

等、地震工程地质问题等。  

课程目标 2：了解工程动力地质学分析相关领域的研究前沿理论和新方法，

掌握对各种工程地质问题进行分析评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课程目标 3：能根据具体地质条件和人类工程活动对工程地质环境相互影响

作用，判定可能产生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课程目标 4：能针对具体的工程地质问题进行合理的分析，进行定量的评价，

提出并提供经济、科学的治理措施。 

2 毕业要求指标点与课程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1 毕业要求：2.2 L1、L2 L2 L1 L4、L6 

2 毕业要求：3.1 L2 L1 L6 L3 

3 毕业要求：5.3 L2 L2 L4 L5 

支撑关系：L1 认知；L2 理解；L3 应用；L4 分析；L5 综合；L6 评判 

三、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绪论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工程地质学的研究对象、任务与分科。 

第二节 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 

第三节 工程地质分析的基本方法、任务以及工程地质分析原理的学习内容

及学习方法。  

2. 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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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1）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的相互的特点和形式；（2）工程地质条

件和工程地质问题基本概念；（3）岩土体的介质属性与工程地质分析的基本思想

方法。 

难点：（1）“工程地质条件以及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特

点和形式的认识与理解；（2）工程地质条件和工程地质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及

其相互关系。  

    3. 基本要求：  

掌握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工程地质学的基

本任务、研究对象及分科。 

（1） 了解学习本课程的目的。  

（2） 掌握工程地质条件及其内容、工程地质问题等基本概念。  

（3） 理解地质分析或自然历史分析方法和地质过程机制分析—定量评价

方法。 

4. 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 课程思政 

以当年成昆铁路平均每公里牺牲一名解放军战士为例,介绍工程地质伴随灾

难而发展的艰难历程；引导学生在工程建设和工程地质问题的处理过程中注重生

态环境保护，合理利用工程地质条件；结合习近平关于九大工程问题的论述，启

发学生防灾减灾意识。 

第一篇 区域稳定及岩体稳定分析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章 地壳岩体结构特征的工程地质分析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结构面的主要类型及特征 

第二节 岩体结构的形成 

第三节 岩体结构特征的岩相分析 

第四节 岩体结构特征的地质力学分析以及岩体结构特征的统计研究分析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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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和难点： 

重点：（1）岩体结构概念，岩体结构的形成及演化规律；（2）岩体结构类型

划分及其研究意义、岩体结构类型的实用价值；（3）岩体结构的统计方法—路线

精测法。 

难点：（1）结构面成因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岩体结构分类。（2）岩体结构

介质模型应用。按介质的连续性特征，不同的力学理论适用于不同的岩体结构介

质。  

    3. 基本要求： 

（1） 了解岩体原生结构特征的成因及特征，岩体结构的岩相分析方法；  

（2） 了解岩体结构特征的改造以及岩体结构特征改造研究的地质力学分

析方法；  

（3） 了解其主要特征，岩体结构分类和岩体质量分类的代表性方案，以

及岩体结构统计分析的意义及作用。 

（4） 掌握岩体、岩体结构、结构面、结构体的基本概念，建造和改造在

岩体结构形成中的作用，研究岩体结构的意义。  

（5） 掌握结构面的成因类型，结构面统计调查的路线精测法及其资料校

正方法，岩体结构特征定量化研究的程序。 

4. 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 课程思政 

结合我国在川藏铁路的设计、选线、施工过程中面临的复杂岩体地质问题，

阐述铁路建设者为了实现国家宏伟战略，迎难而上，艰苦奋斗，全力攻关世界性

难题，如硬岩岩爆、软岩大变形、高低温等问题，培养学生为祖国建设风险青春

的精神。 

第二章 地壳岩体的天然应力状态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岩体天然应力状态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 

第二节 我国地应力场的分布及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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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地壳表层岩体应力状态的复杂性以及岩体应力及区域地应力场研究

方法。  

    2. 重点和难点： 

重点：（1）地表岩体应力状态的复杂性；（2）残余应力的成因及其效应；（3）

岩体应力-应变形状与应变速率的关系，岩体的应变速率决定着粘弹性力学介质

的力学性状。 

难点：（1）地表岩体应力状态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其大小、方向不同，还

表现在其空间变化和随时间的变化。（2）残余应力效应，特别是在自由临空面附

近，差异性岩体卸荷是造成残余应力的主要原因，并造成了临空面附近复杂的浅

生和表生时效变形现象。  

    3. 基本要求：  

（1） 了解地表岩体应力状态的复杂性，了解大地应力场的特征及分布规

律；  

（2） 了解岩体天然应力状态的研究和评价方法。 

（3） 理解地壳岩体的应力—应变特征与应变速率的关系，临界应变速率

的概念；地应力随时间变化的一般规律。  

（4） 掌握利用大地应力场特征判定一个地区可能产生的最新活动断裂活

动的运动方向和错动方式；  

（5） 掌握岩体变形和破坏、岩体应力的概念； 

掌握岩体天然应力状态与地区地质条件和岩体的地质历史的关系，天然应力

比值系数 N 的概念，河谷附近应力重分布及应力集中的一般规律，不连续面附

近应力集中的一般规律，地表高应力场的判别标志；理解岩体切割面附近的残余

应力的成因及其效应。 

 4. 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 课程思政 

结合岩体的应力累积和卸荷变形特征，警示学生不良习惯即使很小，日记月

累也会引起很大的危害。反之，对社会有益的贡献，即使很小，坚持下来也会促



2020 版人才培养方案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6 
 

进社会的发展，量变引起质变，这是辩证思维。 

第三章 岩体的变形与破坏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岩体在加荷过程中的变形与破坏;  

第二节 岩体在卸荷过程中的变形与破坏;  

第三节 岩体在动荷载条件下的变形破坏;  

第四节 岩体变形破坏过程中的时间效应;  

第五节 孔隙水压力变化对岩体变形破坏的影响； 

第六节 岩体变形破坏的地质力学模式。 

2. 重点和难点： 

重点：（1）岩体的应力-应变关系，岩体变形-破坏的基本过程和阶段划分；

(2)岩体材料破坏与岩体结构破坏的概念，岩体变形-破坏的机制与过程；(3)结构

面在岩体变形破坏中的控制作用及岩体结构力学效应；(4)岩体卸荷变形破坏的

空间组合模式。 

难点：充分理解岩体结构破坏与岩体材料破坏的本质不同，岩体结构破坏中

结构面起着控制性作用。岩体结构变形-破坏评价方法必须与岩体结构变形-破坏

组合形式相适应。  

    3. 基本要求：  

（1） 了解岩体在动荷载条件下的变形破坏及相关概念。  

（2） 了解岩体变形破坏过程中的时间效应及相关概念。 

（3） 掌握岩体变形破坏的基本概念，基本过程和阶段划分，岩体破坏的

基本形式，岩体的长期强度概念，岩体变形破坏的研究意义。  

（4） 掌握岩体在加荷过程中的变形与破坏及相关概念。  

（5） 掌握岩体在卸荷过程中的变形与破坏及相关概念。  

（6） 掌握有效应力原理及其在岩体中的应用性，孔隙水压力变化对岩体

变形破坏的影响，“膨胀强化”的概念。  

（7） 掌握岩体变形的四种基本单元和五种基本组合地质模式。 

4. 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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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 课程思政 

结合岩体的强度理论，岩体的破坏是外力与自身强度进行对比的结果，启发

学生打铁还需自身硬，在面对学习生活以及今后工作中的不良影响，应该坚定自

己的思想，坚决抵制不良环境的侵蚀，洁身自好，尤其在工程建设领域，向偷工

减料、以次充好、受贿索贿等违法行为说不。 

第二篇 与区域稳定性有关的工程地质问题 

第四章 活断层的工程地质研究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活断层基本概念与特性； 

第二节 活断层活动的时空不均匀性； 

第三节 有活断层活动的区域内规划设计建筑物的原则； 

第四节 活断层的调查监测与研究。 

2. 重点和难点： 

重点：（1）我国活断层概念和活断层带分布及划分；(2)震源机制概念，断

层活动的震源机制断层面解；(3)活断层的活动特性及判别标志。 

难点：活断层的判别标志，分三方面判别标志：即地质地貌判别标志；文献

记录判别标志和大地测量判别标志。  

    3. 基本要求：  

（1） 了解活断层区内规划设计建筑物的基本原则； 

（2） 掌握活断层的基本概念及研究意义；  

（3） 掌握活断层的类型及特征、错动速率和活动周期，活断层活动的时

空不均一性，震源机制及震源机制断层面解；  

（4） 掌握活断层的判别标志，活断层的调查、监测与研究方法。  

4. 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 课程思政 

结合活断层的定义，讲解活断层确定试需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防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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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现实要求综合考虑的历史背景，同时强调工程领域许多问题都是不仅仅考虑技

术问题本身，都要结合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讲解科学、技

术与工程的联系与区别，从而建立起正确的工程观。 

第五章 地震的工程地质研究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地震与地震波的基础知识； 

第二节 我国地震及地质环境的基本特点； 

第三节 地震区划和地震危险性分析； 

第四节 场地地震效应、地震小区划及地震区抗震设计原则。 

2. 重点和难点： 

重点：（1）场地地震效应和地震力的静力分析方法；(2)地基岩（土）体的

自振周期（卓越周期、特征周期）及其对建筑物的影响；(3)地震区划和地震小

区划的划分方法。 

难点：（1）地基土卓越周期。由于地基土对震源传来的地震波具有选择性放

大的作用，由此使表层土中某些波多而长，当这类波与建筑物的自振周期相近时，

建筑物与地基土发生共振，建筑物振幅达到最大。(2)地震区划和地震烈度小区

划分。发展过程、现状及发展趋势。 

3. 基本要求：  

（1） 了解我国地震地质的基本特点； 

（2） 了解地震区抗震设计基本原则。  

（3） 了解抗震设计中考虑场地影响的途径。 

（4） 理解场地地质条件对震害的影响， 

（5） 掌握地震及地震波的基础知识及研究意义；  

（6） 掌握地震力的静力分析方法，了解地震力的动力分析方法，地震区

建筑物的破坏方式；  

讨论 1（2 学时）：场地效应对地震动的影响。 

4. 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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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课程思政 

结合活断层的分布和对社会防灾减灾的影响，启发学生合理进行国土规划的

思想，在城市建设中，针对活断层的问题，要对城市用地进行规范科学的使用，

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和工具，对活断层进行合理避让，开发建设智慧城市。对于

活断层的探测方法有很多，引导学生的发散思维，充分对比分析每种方法的优缺

点，最终能够对活断层进行有效评价。 

第六章 水库诱发地震活动的工程地质分析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水库诱发地震的共同特点， 

第二节 水库诱发地震的诱发机制， 

第三节 产生水库诱发地震的地质条件以及水库诱发地震工程地质研究的基

本原则。  

2. 重点和难点： 

重点：水库诱发地震产生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库诱发地震的诱发机制。 

难点：水库诱发地震的诱发机制。没有水库的其他作用因素的叠加，仅水体

作用是难以造成地震的。 

3. 基本要求：  

（1） 了解水库诱发地震活动性变化的几种典型类型；  

（2） 了解地震的人为控制和基本原则。  

（3） 理解水库诱发地震的诱发机制；  

（4） 掌握水库诱发地震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意义；  

（5） 掌握水库诱发地震的共同特点；  

（6） 掌握产生水库诱发地震的地质条件；  

（7） 掌握水库诱发地震工程地质研究的基本原则；  

4. 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 课程思政 

结合水库诱发地震，讲解采矿等多种人类工程活动诱发地震的现状及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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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诱发地震的研究方法与天然地震的监测预报方法的关系，从而拓宽学生的思

维广度，也对人类越来越大规模的工程活动引发环境问题提出警示，建立真确的

工程伦理观。 

第七章 地震导致的区域性砂土液化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砂土液化的概念； 

第二节 地震时沙土液化机制； 

第三节 区域性沙土地震液化的形成条件； 

第四节 砂土地震液化的判别及沙土地震液化的防护措施。 

2. 重点和难点： 

重点：(1)地震砂土液化的形成机制；(2)地震砂土液化可能性判别标准及防

护措施，特别要强调地震砂土液化可能性综合判别方法。 

难点：砂土震动液化与砂土渗透液化的区别；  

3. 基本要求：  

（1） 了解地震时砂土液化的形成机制；  

（2） 掌握砂土液化的基本概念及研究意义；  

（3） 掌握砂土地震液化可能性的判别标准；  

（4） 掌握砂土地震液化的防护措施；  

4. 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 课程思政 

结合区域性沙土液化与活断层、地震三者之间的关系，讲解世界的普遍联系

与永恒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哲学观点，地震是由活断层的活动积累而引发的，

区域性沙土液化是由地震引发的，断层两盘应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发生地震，地

震导致沙土空隙水压力持续增加到一定程度引发液化，就是量变到质变。引导学

生学习哲学要学以致用不能坐而论道，从而培养良好的学风。 

 

第八章  地面沉降与地裂缝问题的工程地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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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灾害的危害与研究意义； 

第二节 地面沉降与地裂缝发生发展的地质机制与条件； 

第三节 地裂缝的特征、类型、成因与分布；掌握地面沉降防治方法及地裂

缝探测方法； 

2. 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面沉降的形成机制；地面沉降和本章地裂缝的产生条件；地面沉降

的地裂缝预测、探测及防治。 

难点：地面沉降发生机制；地裂缝的探测方法。 

3. 基本要求要求：  

（1） 了解地面沉降的产生条件； 

（2） 了解地面沉降的研究、预测及防治相关内容； 

（3） 了解地面沉降的预测及防治； 

（4） 了解地裂缝的探测方法与防治。 

（5） 掌握基本概念及研究意义； 

（6） 理解地面沉降的形成机制； 

（7） 理解地裂缝的类型、特征分类、成因及分布特点； 

4. 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 课程思政 

结合本章内容介绍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引发大面积降落漏斗进而产生地面

裂缝的现实情况，引申到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由于人类不适当工程活动引发诸

多不良后果的话题，讲解绿色发展的重要性。 

第三篇 与岩体稳定性有关的工程地质问题 

第九章 斜坡岩体稳定性的工程地质问题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斜坡岩体应力分布特征； 

第二节 斜坡变形破坏的基本类型及一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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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斜坡变形破坏机制；斜坡变形破坏后运动学特征； 

第四节 斜坡变形破坏与内外应力的关系；斜坡稳定性评价与预测；防治斜

坡变形破坏的基本原则及主要措施。  

2. 重点和难点： 

重点：(1)斜坡岩体应力分布特征，斜坡形成后引起岩体内应力的重分布，

致使主应力大小和方向发生变化，坡脚应力集中，形成对斜坡稳定性不利的应力

组合。注重坡顶拉应力、坡面附近近似于单向应力分布、坡脚剪应力集中的应力

分布特征；(2)斜坡变形破坏方式及形成机制，分变形和破坏两方面讲述。斜坡

变形的基本形式是卸荷和蠕变变形，而实际的斜坡变形往往是多种基本变形形式

的组合。斜坡的破坏常见基本形式是崩塌和滑坡。要求掌握滑坡识别标志——滑

坡要素。(3)斜坡变形破坏的演变过程，要求掌握斜坡变形破坏的六种地质力学

模式及建模的思想方法。分析斜坡变形的组合方式。(4)斜坡稳定性评价与施工

前稳定性预测方法。边坡的坡角设计。 

难点：(1)斜坡斜坡变形破坏的基本类型。其力学作用方式和变形形式的演

变和转化，微裂纹扩展和总体滑面形成贯通过程。(2) 演变历史分析方法。实质

是利用斜坡变形、破坏的基本规律，通过追溯胁迫演变的全过程，对斜坡稳定性

发展总趋势和区域特征作出评价和预测。(3)边坡的坡角定量设计。(4)斜坡稳定

性超前预测 

3. 基本要求：  

（1） 理解内外营力对斜坡变形破坏的作用；  

（2） 掌握斜坡和人工边坡的基本概念，斜坡变形破坏方式及研究意义；  

（3） 掌握斜坡岩体应力分布特征；  

（4） 掌握斜坡变形破坏的基本类型及一般特征；  

（5） 掌握斜坡变形破坏的演变过程；  

（6） 掌握岩体斜坡稳定性施工前超前预测； 

（7） 掌握岩体边坡坡角定量设计； 

（8） 掌握斜坡稳定性评价的基本方法；  

（9） 掌握防治斜坡变形破坏的基本原则及主要措施。  

讨论 2（2 学时）：滑坡的形成机制以及岩体结构对滑坡因素的影响。 

4.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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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 课程思政 

结合斜坡工程地质问题，介绍三峡移民工程最新改造利用滑坡的成果，拓宽

防灾思路，过去对滑坡一味避让或加固也是被动防护，现在可以在适当条件下直

接把滑坡的消方减重，抗滑加固后作为建筑物地基，这就开拓了防灾的新境界。

引导学生也要树立创新思维。 

第十章 地下洞室围岩稳定性的工程地质分析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地下洞室围岩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地下开挖后围岩应力的重分布； 

第三节 洞室围岩的变形破坏及山岩压力问题； 

第四节 地下洞室和压力隧洞围岩稳定性的分析评价； 

第五节 地下洞室围岩变形的量测方法及应用以及地下洞室围岩的支护措施。 

2. 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下洞室和压力隧洞围岩稳定性的分析评价。 

难点：室围岩的变形破坏及山岩压力问题。 

3. 基本要求：  

（1） 了解地下洞室围岩稳定性的处理措施。  

（2） 掌握地下洞室围岩稳定性的基本概念及研究意义；  

（3） 掌握地下开挖后围岩应力的重分布；  

（4） 掌握洞室围岩的变形破坏及山岩压力问题；  

（5） 掌握地下洞室和压力隧洞围岩稳定性的分析评价方法；  

4. 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 课程思政 

结合地下洞室的抗让结合充分力利用岩体自稳能力解决软岩大变形支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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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讲解无论在工程技术领域、还是社会实践领域、解决实际问题都要实事求

是、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培养学生灵活解决工程实

际问题和适应社会的意识和能力。 

第十一章 地基岩体稳定性的工程地质分析  

1.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地基岩体稳定性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地基岩体内的应力分布特征； 

第三节 坝基岩体的变形与破坏； 

第四节 坝基（肩）岩体稳定性工程地质评价方法； 

第五节 改善坝基稳定条件的措施。 

2. 重点和难点： 

重点：(1)地基岩体的变形与破坏的类型和条件。分表面滑动、浅层滑动和

深层滑动三种情况，其产生条件各不相同；(2)坝肩岩体稳定性评价，岩体结构

对坝肩岩体稳定性的控制作用，坝肩岩体稳定性评价方法—块体极限平衡分析方

法。 

难点：表面滑动、浅层滑动和深层滑动破坏的岩性条件、岩体结构条件和地

貌条件。  

    3. 基本要求：  

（1） 了解改善坝基稳定条件的措施。  

（2） 理解坝基（肩）岩体稳定性工程地质评价方法；  

（3） 掌握地基岩体稳定性的基本概念及研究意义；  

（4） 掌握地基岩体内的应力分布特征；  

（5） 掌握地基岩体的变形与破坏类型和条件；  

4. 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 课程思政 

结合坝基稳定问题与边坡稳定问题的联系与区别，讲解“比较”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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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学生要善于在比较中发现问题、归纳规律。扩展到老革命家陈云提出的“不

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比较、交换、反复”的工作方法。 

 

四、课程内实践教学内容与要求 

     本课程内实践教学内容共计 8 学时，应开设实践（实验）项目 3 个。 

所在章 实践（实验）项目名称 要求 学时 类型 场地 

第七章 砂土液化小型振动台模拟实验 必做 4 设计性 灾害仿真模

拟实验室 

第九章 滑坡灾害模拟实验 必做 2 演示性 
灾害仿真模

拟实验室 

第九章 滑坡灾害模拟实验 必做 2 演示性 
灾害仿真模

拟实验室 

 

五、课程学时分配（以章节为单位） 

章次 

各章名称 

学时分配 
合计 

讲课 实验 讨论/习题 

 绪论 2   2 

第一章 地壳岩体结构特征的工程地质分析 3   3 

第二章 地壳岩体的天然应力状态 4   4 

第三章 岩体的变形与破坏 4   4 

第四章 活断层的工程地质研究 4   4 

第五章 地震的工程地质研究 4  2 6 

第六章 水库诱发地震活动的工程地质分析 2   3 

第七章 地震导致的区域性砂土液化 2 2  7 

第八章 地面沉降与地裂缝的工程地质分析 3   3 

第九章 斜坡岩体稳定性的工程地质问题 4 2 2 12 

第十章 地下洞室围岩稳定性的工程地质分析 4   4 

第十一章 地基岩体稳定性的工程地质分析 4   4 

 合计 40 4 4 48 

 

五、 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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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荐教材 

《工程地质分析原理》，张倬元，王士天，王兰生等编著工程地质分析原

理.1994 年出版第 2 版. 

2. 教学参考书 

《岩体力学》.肖淑芬等编.北京：地质出版社.1987 

《岩土工程勘察》.李智毅等编.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0 

《专门工程地质学》.张咸恭等编.北京：中国地质出版社,1988 

《边坡与滑坡工程治理》.郑颖人等著.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7 

《灾害地质学》.潘懋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六、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采用启发式和案例式教学方法；该课程为考

试课，最终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加权计算得到，平时成绩和期末

考试成绩各占 50%；平时成绩由出勤次数、课堂问题回答、课后作业和期中考试

组成，其中课后作业作为平时成绩给出的主要依据。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 

 

修订人：   王伟 霍占刚              修订日期：2020 年 3 月 15 日 

审核人：   王磊                     审核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