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地质I》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032311 总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名称 工程地质 I

课程英文名称 Engineering Geology

适用专业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先修课程 （7071111）普通测量

开课部门 土木工程学院力学与地下工程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为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本课程为学生开展地

下空间工程建设奠定工程地质基础，目的是让学生熟悉地质环境对工程建设的制

约，掌握工程地质最基本的原理与方法；掌握地质作用、矿物与岩石、土的成因

类型及特殊土、地质构造、地貌、地下水、岩石和岩体的工程性质、常见的地质

灾害；应用地质学的基本理论及基本知识，解决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地质问题；系

统掌握有关工程地质的分析、研究方法；对建筑地区的工程地质条件及工程建设

中的各种工程地质问题产生的机理、发展规律及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等进行正确

的分析、评价；对不能满足工程建设要求的各种不良地质现象能结合具体地质环

境和建筑物特点提出针对性的处理方案，为国家防灾减灾与防护工作奠定坚实的

基础；了解工程建设与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和运用有关的地质问题，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课程教学目标 1：掌握工程地质矿物和岩石学基础知识。通过课堂讲授、作

业、课堂测验、已完成的矿物和岩石实验等环节，使学生掌握地质作用的基本知

识、类型、相互关系，掌握地质作用的主要影响因素；掌握造岩矿物的基本知识

及主要性质；掌握三大岩类的矿物成分、结构、构造和工程地质性质；掌握三大

岩石的分类及常见岩石的地质特征；掌握肉眼鉴定矿物及三大类岩石的方法；具

备分析建筑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以及在工程建设中能够正确运用工程勘察数据

和资料进行设计及施工的能力。

课程教学目标 2：掌握地质构造的基础理论。通过课堂讲授、作业、课堂测

验、实验等环节，使学生掌握地质年代划分和地质年代表；掌握岩层的水平构造、



倾斜构造、褶皱构造、节理构造和不整合构造的形态和特点；掌握岩体地质构造

在地质图上的表示基本原理和方法；具备通过岩层的产状、褶皱、裂隙、断层节

理和不整合关系等对工程建筑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初步掌握地质图的释读及

工程地质分析。

课程教学目标 3：掌握外力地质作用引起建筑工程地质问题的基础理论和基

本知识。通过课堂讲授、作业、课堂测验、实验等环节，掌握风化作用的类型及

作用、岩石风化程度的划分及影响风化作用的因素；掌握岩石风化带的划分、岩

石风化的勘察评价与防治；掌握地表流水的地质作用基本特征，掌握第四纪沉积

物的基本特征，初步具备分析第四纪沉积物对人类工程建设的影响因素和对工程

危害的性质以及防治的方法；

课程教学目标 4：掌握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防治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

通过课堂讲授、作业、课堂测验、实验、工程案例讨论等环节，使学生掌握地下

水的基本知识；掌握岩溶、滑坡、危岩和崩塌、泥石流、地震等不良地质作用和

地质灾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初步分析水文地质条件对工程建设影响和

产生的工程地质问题处理及防治能力；初步具备分析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震

等工程地质问题的能力及治理的方法。

课程教学目标 5：具有获取与运用标准、规范、手册等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通过参观学术讲座、互联网和文献检索工具收集工程地质最新信息，使学生对工

程地质领域的新技术、新概念、发展方向有一定的了解，激发学生在工程地质继

续学习和研究的愿望。学会通过查阅工程地质勘查设计规范，，提高工程地质国

家规范标准、手册等技术资料的运用能力。

课程思政目标 1： 通过名山大川的讲解与展示，润物无声地进行爱国情怀

的熏陶。人与地球的关系涉及地质环境的评价和建筑选址的科学价值，挖掘古人

认识自然和遵循自然规律、古代经典建筑结构、建筑选址和都城区位规划、古代

地理、地质著作及技术发明等课程思政元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课程思政目标 2：通过地学研究中国地域优势的实证介绍，提高学生的国家

自信和民族自信。

课程思政目标 3：围绕中国制造和大国工程，挖掘地质行业中国理论、技术

和方法，融合川藏铁路、“天眼”工程、中国高速铁路、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

等大国工程中的课程思政元素，使学生了解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信心和实

力，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

课程思政目标 4：倡导爱护地球与生态文明。在教学中融入爱护地球、保护

地球环境的理念和课程思政元素，通过用动画、视频和照片以及一些故事等不同

方式，倡导绿色地球、爱护地球、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我们人类居住地质环境，包括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面对资源约

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在讲授相关章节

内容时，应有意识的联系到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让学生们更加意识到自己的

一份责任。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1.教学内容一

绪论：基本内容为工程地质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工程地质学的发展概况、

工程地质学在土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本课程学习要求和方法、基本内容。

了解：了解土木工程与地质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了解工程地质在城市地

下空间工程中的作用；了解工程地质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工程地质学的研究内

容、分科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工程地质学的发展史。

掌握：掌握工程地质条件、工程地质问题的基本知识；掌握本课程的学习内

容及学习方法。

2.教学内容二

地质作用与地质年代：基本内容为地球的基本知识、地质作用、地质年代。

了解：了解地球的圈层结构、组成；熟悉地质作用的意义；了解中国地质概

况及地质年代；了解第四纪的沉积物的成因；了解第四纪和人类工程建设的密切

关系。

掌握：掌握地质年代的基本概念；熟练掌握地质年代表；掌握岩层相对地质

年代的确定；掌握地层接触关系；掌握内力地质作用和外力地质作用的基本概念、

类型。

3.教学内容三

造岩矿物和岩石：基本内容为造岩矿物、岩石类型、岩石的工程地质特征。

了解：了解岩石的分类及工程地质特征。

掌握：掌握岩浆岩、沉积岩及变质岩矿物组成、结构和构造；掌握常见三大

岩类的野外鉴定方法；掌握岩石的典型物理、力学性质；能够对矿物及岩石的地

质特征进行正确的描述。

4. 教学内容四

土的工程地质性质：基本内容为土的成因类型、土的组成、结构和构造、土

的物理性质、土的工程分类、特殊土的主要工程性质。

了解：了解土的压缩性及压实性指标；了解土的分类。

掌握：掌握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及表示方法；掌握一些特殊土的工程地质性质。

5. 教学内容五

地质构造：基本内容为岩层及岩层产状、水平构造与倾斜构造、褶皱构造、

断裂构造、地质构造对工程建筑物稳定性影响、地质图、活断层。



了解：了解地质图的含义及类型；了解中国地震地质的基本特征和中国地震

带的分布。

掌握：掌握地层的接触关系；掌握地质构造的基本类型；掌握断层的野外识

别方法；掌握岩层产状及其产状要素的测定和表示方法；掌握地质图的阅读与分

析方法。

6. 教学内容六

外力地质作用对工程的影响：基本内容为风化作用、地表水地质作用、地下

水及其类型、地下水与工程建设。

了解：了解外力地质作用的形式及内容；了解地下水渗流分类；了解与岩土

孔隙性和透水性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定量评价指标；了解地下水不良工程地质

作用的防治方法。

掌握：掌握风化作用的基本类型、风化带的划分；掌握岩石风化带的工程意

义、风化带的特征及剖面；掌握坡积层、残积层、洪积层及冲积层的主要工程地

质特征及评价；掌握地下水的含义；掌握地下水的埋藏类型、排泄方式；掌握水

力梯度、流网及渗透系数等基本概念；具备地下水对工程建设引发工程地质问题

的分析能力。

7. 教学内容七

不良地质作用及防治：基本内容为滑坡与崩塌、泥石流、岩溶、地震。

了解：了解斜坡变形破坏的类型；了解斜坡稳定的演变历史分析法及工程地

质类比法；了解地震对土木工程的影响和防治措施；了解岩溶的个体形态特征、

岩溶发育的基本条件、岩溶的类型。

掌握：掌握常见地质灾害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的基本概念、发育条件、

基本类型、防治原则和措施；掌握地震的成因类型及其特点；掌握滑坡的几何形

态要素特征；掌握影响斜坡稳定性的因素；理解边坡稳定性力学分析法中的剩余

推力法的基本思想；初步掌握常用的边坡治理措施；掌握岩溶与工程建设的关系；

掌握岩溶地区的工程地质问题及岩溶的防治。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机

课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1.教学内容一 4 4

2.教学内容二 4 4

3.教学内容三 4 4 8



4.教学内容四 4 4

5.教学内容五 2 2 4

6.教学内容六 4 4

7.教学内容七 4 4

合 计 26 6 32

五、 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

实验教学安排、场地与设备、实验基本要求：

实验场地为静学楼 2楼工程地质标本室。

实验一：常见造岩矿物的肉眼鉴定

了解：认识常见矿物，了解矿物分类方法。

掌握：掌握常见矿物的晶形、颜色、断口、条痕、特殊化学反应等特征。

实验二：三大岩石的肉眼鉴定

了解：了解三大类岩石的分类及主要性质。

掌握：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的矿物成分、结构、构造的特征，掌握肉眼

鉴定三大类岩石的方法，具有对岩石的性质及特征进行正确表述的能力。

实验三：地质图释读及分析评价

了解：地质图的类别及内容。

掌握：掌握地质图的释读及工程地质分析评价原理和方法。

六、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任务驱动式教学，突

出对学生工程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具体教学方式如下：

（1）课堂讲授为主，QQ/微信群、企业微信群答疑辅导为辅。课堂讲授采用

多媒体教学，注重结合工程地质工程生产实际的案例讨论教学。对于简单内容，

采用自学与授课相结合的方法，课堂上提纲挈领地讲解思考问题的脉络，使学生

能够领会到方法的实质；对于难以理解的内容，结合视频、实物、案例等进行深

入讲解，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2）案例讨论。将北京等大城市工程地质灾害和工程地质问题、将典型地

下工程地质问题、北京工程地质条件、港珠澳大桥工程地质问题、京藏铁路、成

昆铁路、三峡工程、黄土、软土、膨胀土、北京断裂带分布及分析、钓鱼岛的地

质构造特征及军事地位、北京岩石类型、北京的河流地质作用的形成及特点、成

昆铁路及河南平顶山水库溃坝的地质灾害、中国地震带的分布、龙门山断裂、汶

川地震、唐山地震、邢台地震等为案例等作为案例讨论内容，进行地质灾害的评

价分析治理及防治讨论。通过学生课前自学，课堂研讨交流，掌握教学内容。



（3）课堂测验与课后作业相结合。对核心知识点安排课堂测验，了解学生

对知识点的理解掌握情况；每章节内容学习完毕，布置课后作业，全批全改，并

就发现的难点问题进行课堂讲解、讨论。

（4）实验教学。要求学生预习、完成实验和撰写实验报告。掌握常见矿物

的野外鉴别特征，掌握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的分类及常见三大岩石的肉眼鉴

别；掌握水平岩层及单斜岩层、褶皱构造和断裂构造的地质图识读方法，并能绘

制地质剖面图，能够根据实际工程地质条件进行简单的地质分析。

（5）以学生在家乡的工程地质条件及工程地质问题分析报告为载体的任务

驱动教学。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检索 10 篇以上文献，撰写工程地质最新发展的

报告。

七、 教材与参考资料

教材：《土木工程地质学》第二版，朱建民、谢谟文、赵俊兰主编，中国建

材出版社，2006 年 10 月出版，2015 年 1 月出版，ISBN：7-80227-145-2.

参考书：

（1）《工程地质学》第二版，时伟主编，李伍平、陈启辉副主编，科学出版

社，2016-02-01 出版，ISBN：9787030473455.

（2）《工程地质》琚晓冬主编，邹正盛、冯文娟副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3 月出版，ISBN：9787302525875.

八、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本课程以考核学生能力培养目标的达成为主要目的，以检查学生对各知识点

的掌握程度以及应用为重要内容。能力目标达成评价与考核总成绩中，期末考试

成绩占 70%，平时考查和实验占 30%。具体要求如下：

（1）课程评分类型：百分制。

（2）结课考核方式：闭卷，重点考察知识应用能力。

（3）实验成绩评定：

① 预习：实验前学生完成预习，指导教师了解学生预习情况是否达到实验

实施要求，达到要求后学生方可进行实验，占总成绩 10%。

② 实验操作：教师根据学生实验操作过程、数据采集情况、实验结果记录

等评定学生成绩，并在原始数据上签字，占总成绩 40%。

③ 实验结果分析与实验报告撰写：教师根据学生实验数据（结果）的分析

情况、报告撰写情况，评定学生成绩，占总成绩 50%。

4）课程总成绩评定：平时作业 (包括课堂测验、课后作业、综述报告)占总

成绩的 20%，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 10%，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70%。



九、 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执笔人：赵俊兰

大纲审核人：姚海波

开课系主任：王振伟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小软

制（修）订日期：2022 年 2 月



《工程地质 I》

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独立设置的实验课 课内实验

课程编码 7032311 学分 2 总学时 32 实验学时 6

课程名称 工程地质 I

课程英文名称 Enginering Geology I

适用专业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先修课程 (7237301)土质学与土力学、(7071111)普通测量

开课部门 土木工程学院力学与地下工程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工程地质 I》是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程。工程建设

是在各种地质环境中进行的，工程建筑物与地质环境之间，必然产生一定方式的

相互关联和制约。地质环境对工程建筑物的制约，可以由于某种作用影响工程建

筑物的安全稳定和正常使用，也可以由某些地质条件欠佳而提高工程造价。工程

建筑物又可以以各种方式影响地质环境，使其产生程度不同、范围不一的变化。

它在一定条件下，又会影响原有的和在建的工程建筑的安全稳定。所以，工程建

设必须根据具体地质环境和工程建设方式、规模和类型，预见到使二者相互制约

的基本形式和规律，才能合理有效地开发并妥善保护地质环境。工程地质便是担

负着这种任务的应用地质。

课程教学目标 1：掌握工程地质矿物和岩石学基础知识。通过已完成的矿物

和岩石实验等环节，使学生掌握地质作用的基本知识、类型、相互关系，掌握地

质作用的主要影响因素；掌握造岩矿物的基本知识及主要性质；掌握三大岩类的

矿物成分、结构、构造和工程地质性质；掌握三大岩石的分类及常见岩石的地质

特征；掌握肉眼鉴定矿物及三大类岩石的方法；具备分析建筑场地的工程地质条

件，在工程建设中具备能够正确运用工程勘察数据和资料进行设计及施工的能

力。

课程教学目标 2：掌握地质构造的基础理论。通过地质图阅读分析实验等环

节，使学生掌握地质年代划分和地质年代表；掌握岩层的水平构造、倾斜构造、

褶皱构造、节理构造和不整合构造的形态和特点；掌握岩体地质构造在地质图上

的表示基本原理和方法；具备通过岩层的产状、褶皱、裂隙、断层节理和不整合



关系等对工程建筑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初步掌握地质图的释读及工程地质分

析。

课程教学目标 3：掌握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防治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

通过实验等环节，使学生掌握地下水的基本知识；掌握岩溶、滑坡、危岩和崩塌、

泥石流、地震等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课程思政目标 1：通过名山大川的讲解与展示，润物无声地进行爱国情怀的

熏陶。

课程思政目标 2：通过地学研究中国地域优势的实证介绍，提高学生的国家

自信和民族自信。

三、 实验的性质与任务

本实验是《工程地质 I》课程的主要实践环节，学生不但要掌握工程地质学

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还需掌握工程地质常用的实验方法及一定的科学实验设

计能力。通过该实践环节的学习，使学生巩固和加深所学课程理论知识，进一步

加强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事求是、严

肃认真的科学作风和良好的实验习惯。

工程地质 I课程实验是一个知识综合应用、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

能力和提高专业素质的专业课程实验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具有：掌

握地质作用、矿物与岩石、土的成因类型及特殊土、地质构造、地貌、地下水、

岩石和岩体的工程性质、常见的地质灾害。应用地质学的基本理论及基本知识，

解决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地质问题；系统掌握有关工程地质的分析、研究方法，对

建筑地区的工程地质条件及工程建设中的各种工程地质问题产生的机理，发展规

律及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等进行正确的分析、评价，对不能满足工程建设要求的

各种不良地质现象能结合具体地质环境和建筑物特点提出针对性的处理方案。为

国家防灾减灾与防护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 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名称 学时 实验类型

1 常见造岩矿物的肉眼鉴定实验 2 综合性实验

2 三大岩石的肉眼鉴定实验 2 综合性实验

3 地质图释读及分析评价实验 2 综合性实验

五、 实验安排与要求

实验教学安排、场地与设备、实验基本要求：

实验场地为静学楼 2楼工程地质标本室。



实验一：常见造岩矿物的肉眼鉴定

了解：认识常见矿物，了解矿物分类方法。

掌握：掌握常见矿物的晶形、颜色、断口、条痕、特殊化学反应等特征。

实验二：三大岩石的肉眼鉴定

了解：了解三大类岩石的分类及主要性质。

掌握：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的矿物成分、结构、构造的特征，掌握肉眼

鉴定三大类岩石的方法，具有对岩石的性质及特征进行正确表述的能力。

实验三：地质图释读及分析评价

了解：地质图的类别及内容。

掌握：掌握地质图的释读及工程地质分析评价原理和方法。

六、 实验教学与其它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计算机基础、土质学与土力学、工程测量、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等。

后续课程：岩石力学、地基基础、毕业设计。

七、 实验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任务驱动式教学，突

出对学生工程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具体教学方式如下：

1）实验教学。要求学生预习、完成实验和撰写实验报告。掌握常见矿物的

野外鉴别特征，掌握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的分类及常见三大岩石的肉眼鉴别；

掌握水平岩层及单斜岩层、褶皱构造和断裂构造的地质图识读方法，并能绘制地

质剖面图，能够根据实际工程地质条件进行简单的地质分析。

2）以学生在家乡的工程地质条件及工程地质问题分析报告为载体的任务驱

动教学。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检索 10 篇以上文献，撰写工程地质最新发展的报

告。

八、 实验教材、实验指导书及教学参考资料

1.实验教材

1）《土木工程地质学》（第二版），朱建民、谢谟文、赵俊兰主编，中国建材

出版社，2015 年 1 月出版 ISBN：7-80227-145-2

2.参考资料

1）《工程地质学》（第二版），石振明、孔宪立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2 月出版，9787112128235

九、 实验考核方法及成绩评定标准



本课程以考核学生能力培养目标的达成为主要目的，以检查学生对各知识点

的掌握程度以及应用为重要内容。实验占总成绩 10%。具体要求如下：

1）实验成绩评定

① 预习：实验前学生完成预习，指导教师了解学生预习情况是否达到实验

实施要求，达到要求后学生方可进行实验，占总成绩 10%。

② 实验操作：教师根据学生实验操作过程、数据采集情况、实验结果记录

等评定学生成绩，并在原始数据上签字，占总成绩 40%。

③ 实验结果分析与实验报告撰写：教师根据学生实验数据（结果）的分析

情况、报告撰写情况，评定学生成绩，占总成绩 50%。

2）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十、 大纲制(修)订说明

任课教师可根据学生掌握情况，对内容和学时分配做适当调整。

大纲执笔人：赵俊兰

大纲审核人：姚海波

开课系主任：王振伟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小软

制（修）订日期：2022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