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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建设进程中，地质环境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从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看，
1976年到2006年的30年间，仅仅因地裂缝与地面沉降灾害，给西安城区 (200 km2)造成的经济损失高
达120亿元。地裂缝与地面沉降主要造成住宅、厂房、车间的破坏；天然气管道、煤气管道、自来水管道、
污水管道等的爆裂、破损；公路、铁路、地铁、桥梁的破坏；还有城市水灾、安全高程损失、岩土体破裂
松动等等。造成这些破坏的主要因素是没有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自然地质灾害，包括断裂、地裂缝、地震、
地下水、地面沉降等的变化规律。不能准确预测关中城市区建筑物、管线、道路的地面及地下现状和未来
的变化趋势，因为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地质基础成果。
    截止目前，关中地区仅做过区域地质、石油普查、区域水文地质勘查、农田供水水文地质勘查以及重
点城市供水水文地质初步勘查工作。近期又进行了陕西省区域环境地质调查 （1: 50万）、场地工程地质勘
查、地热及矿泉水调查论证等工作。现有地质资料显示，关中盆地内分布有7条区域性深大断裂带，历史
上曾发生过华县8级地震；盆地北部黄土塬和南部秦岭北坡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的多发地带，水资源短
缺，后备水源不足；西安等主要城市存在地面沉降、地裂缝发育等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水文地质、地下
空间结构和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等基础地质资料，影响了关中城市科学规划和建设，因此，必须加快加强
关中地质调查工作。
    关中城市地质工作，应开展水文地质工程调查，查明城市群的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和环境地质问
题、地质资源和土地资源状况；对区域地壳稳定性、崩滑流地质灾害、水土环境污染以及区域地下水位下
降等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和技术攻关；建立关中城市群地质环境监测网和可视化城市地质模型。具体地讲，
一是开展关中城市群基底构造和活动断裂调查，查明关中城市群基底构造，活动断裂的分布、活动性及其
地震工程地质效应，评价关中城市群区域地壳稳定性和地质安全；二是开展关中城市群第四系及岩主谑工
程地质调查，查明关中城市群岩土体类型、结构及其工程地质性质；三是开展关中城市群拳文地覆漏查，
圈定关中城市群城市供水水源地、应急后备水源地以及富水地段的范围，评价其可采资源量，查臻建热积
浅层地温能的分布及其开发利用潜力；四是开展关中城市群地质灾害调查和风险评估，查躜滑坡、崩塌、
泥石流、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的分布及其成因机理，研究规避和缓减地质灾害风险的关键技术；
五是开展关中城市群地质资源调查，基本查明关中城市群天然建筑材料、地质景观、地质遗迹等状况；六

是开展关中城市群水土环境污染与废弃物处置调查，查明水、土资源污染现状，开展废弃物处置场地评价；
七是建立关中城市群地质环境监测网，全面调查和监测关中城市群地下水、地面沉降、地裂缝、地 应力、
土地利用等环境要素动态变化；八是建立关中城市群城市地质管理决策支持信息系统。

    要从实际出发，分层次部署关中城市地质工作：一是关中盆地和关中城市区域性、综合性城市地质调
查评价；二是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等重点城市1：5万为主的基础地质和水工环地质调查；三是
围绕活动断裂与区域地壳稳定性、地裂缝与地面沉降、崩滑流地质灾害成因机理与风险评估等重大地质问
题开展专题研究，研发防灾减灾实用技术。此外，还要加强地震地球物理勘探、高精度遥感和高分辨率测
年等新技术的应用。通过以上专项研究，丰富的地质成果必将使关中城市建设更加合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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