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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地质勘查与管理工作-

!!

摘要!为了研究福建莆田城区人类工程建设活动与地质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关系#选取软土埋深.软土厚度.砂

土液化.卵石及砂卵石层埋深.基岩埋深.地下水咸水与淡水分界.地下水腐蚀性.地震'场地类别(和推测断层
&

个

评价因子#以
C%%QjC%%Q

网格为评价单元#利用
/-)

软件和模糊数学评价方法评价福建莆田城区地质环境承载

力-福建莆田城区地质环境承载力属于中等$高的区域占全区面积的
&%6"=f

#地质环境承载力属于低的区域占

全区面积的
&6=$f

#主要位于木兰溪入海口附近-地质环境承载力低的区域#不适合规划.布置大型建筑-建议对

已完成的重大工程实时监测#掌握工程动态#避免因地质环境问题造成损失-

关键词!城市工程建设/地质环境承载力/模糊数学评价方法/福建莆田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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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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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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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质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人类工程活

动必须运行在地质环境承受的范围内才能保证城

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BC

&

-在城市建设规划中#应根

据城市地质环境条件#科学.合理地规划城市发展

方向和规模#充分发挥地质环境效应和潜能#使城

市地质环境与城市经济结构及发展相协调%

;B&

&

-城

市地质环境承载力指在特定时空条件和科技发展

水平下#地质环境允许人类改造的极限值%

"%B""

&

-如

何解决城市发展引发的地质环境问题#在城市规划

中如何规避地质环境限量#确定合理的城市建设强

度是当前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进行定量的城市

地质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可进一步把握城市发展

中的地质环境限制性因素#了解城市地质环境阈限

值#为城市规划提供地质依据#对城市发展中规避

地质环境限量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城市地质环境

承载力评价多以流域.图幅等大区域研究居

多%

"$B"#

&

#对城市某一城区地质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报

道相对较少-

地质环境承载力包含地面建筑.地下空间和地

下水环境-基于城市工程建设的地质环境承载力

是维持城市地质环境自身结构有序工作的表征#总

体以不发生质变为目的%

"!B"C

&

-基于城市工程建设

的地质环境承载力评价是针对支持城市工程建设

特性而言的#主要反映人类生产.生活对地质环境

的依赖性-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人类活动对地质环境开发.利用.改造的规模.强度

及速度将越来越大#城市地质环境面临着巨大压

力#探讨地质环境对人类工程活动影响的最大可支

持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以)福建省莆田市城

市地质调查,项目实际成果资料为基础#以莆田城

区为例进行基于城市工程建设的地质环境承载力

评价研究#为福建莆田城区可持续发展.规划布局

建设及重大工程选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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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概况

福建莆田城区'莆田城市地质调查重点区(总面

积约
=%WQ

$

#行政区划含城厢区霞林街道.凤凰山街

道#荔城区镇海街道.拱辰街道.新度镇.黄石镇#涵江

区白塘镇.三江口镇及木兰溪两侧大部分区域-

":

海陆交互层粉质黏土/

$:

残积性砂质黏土/

#:

晚白垩世熔结凝灰岩.钾长流纹岩/

!:

早白垩世英安岩.凝灰质砂岩.粉砂岩/

C:

晚侏罗世南园组/

;:

花岗斑岩/

<:

正长斑岩/

=:

石英正长斑岩/

&:

闪长岩/

"%:

晶洞钾长花岗岩/

"":

细粒花岗岩/

"$:

辉长岩/

"#:

石英闪长岩/

"!:

黑云母花岗岩/

"C:

花岗闪长岩/

";:

碎裂二长花岗岩/

"<:

片麻状橄榄岩/

"=:

辉绿玢岩/

"&:

变粒岩.浅粒岩/

$%:

区域实'推(测断层/

$":

研究区

图
"

!

研究区地质简图'据福建省地质图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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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主要地层为白垩纪石帽山群.侏罗纪南

园组.前奥陶纪澳角'岩(群及第四系-侏罗纪南园

组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壶公山及莆田平原北部

山区/前奥陶纪澳角'岩(群出露在研究区南部山亭

乡#是区内最老的地层-第四系主要为海陆相交互

沉积#岩性主要为粉质黏土.淤泥及淤泥质土.砂-

研究区北部有砂质黏土类残积层分布-

侵入岩广泛分布于莆田南部.笏石半岛.鹭峰

山及平海湾后海附近大糳山#岩浆
B

侵入活动受区域

构造制约#具多个构造
B

岩浆旋回活动特征-构造主

要由一系列
.'

向断裂破碎带.变质带.火山喷发

带.岩体侵入带.岩脉及片麻理构成-长乐$南澳

断裂带位于研究区南东部沿海#陂头$西天尾高角

度推测正断层在研究区北西部及外围延伸而过#东

郊$涵江高角度推测正断层贯穿研究区中部#沙

县$南日岛断裂带梧桐$长基高角度推测正断层

位于研究区西南部霞林街道和新度镇'图
"

(-

研究区位于莆田平原#平均坡度
&

$f

#处于地

质灾害不易发区#下部淤泥及淤泥质土等软土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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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且厚#局部地区存在地面沉降#多因早期建筑地

基未有效处理所致-

#

!

水文及工程地质特征

#%!

!

水文地质特征

研究区位于莆田平原#沉积了一套粗细叠置.

厚薄不一的第四纪松散堆积物#构成海积平原#平

原后缘与丘陵台地相连#含孔隙潜水-山前地带主

要为垂直补给和侧向补给#即大气降水和基岩裂隙

水补给-滨海地区由于上部黏土.淤泥或淤泥质土

为相对隔水层岩组#不利于地表水渗入#透水性差.

富水性弱#以侧向补给为主#大气降水和基岩裂隙

水通过山前松散堆积物渗入地下补给平原区下部

含水层#主要以地下径流方式向木兰溪侧向排泄或

直接向海域排泄-

研究区与兴化湾地区的地下水具有垂直分带

性!表层第四纪孔隙含水层为淡水#中.下部第四纪

孔隙含水层为微咸水.咸水#下部风化基岩孔隙裂

隙层地下水的分布特征为)上淡.中咸.下淡,#近岸

区域地下水的分布特征为)上咸.中咸.下淡.底咸,-

#%#

!

工程地质特征

研究区大部分土层上部为海相沉积#下部为河

相沉积#沉积物自上而下由人工填土.粉质黏土'黏

土(.淤泥.砂.卵石等组成#第四纪沉积物厚度为

"%

!

#%Q

-淤泥.淤泥质土等软土天然含水量高.

孔隙比大.压缩性强#承载力低-强度低#搅动后易

产生流塑状#在剪应力作用下#土体产生缓慢而长

期的剪切变形#对地基的沉降影响较大#对堤岸.码

头.地基稳定性不利-砂土层为轻微.中等液化#主

要为轻微液化-一般情况下#不宜将未经处理的液

化土层作为天然地基持力层-

$

!

研究方法

$%!

!

评价方法

模糊数学是研究和处理模糊性现象的一种数

学理论和方法#已在医学.气象.心理.经济管理.石

油.地质.环境等方面取得了相关研究成果%

";

&

-模

糊数学用精确的数学手段对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模

糊概念和模糊现象进行描述.建模#以达到对其恰

当处理的目的%

"<

&

-

采用模糊数学评价方法#数学模型采用综合指

数评价模型#按一定标准赋予评价区域'评价单元(

中地质环境要素的不同评价因子一定的评价值#再

加权求和%

"=B"&

&

#其数学模型为

Q

承载力
R

+

Q

J

R

"

#

J

1

M

J

#

式中!

Q

承载力为评价单元地质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

M

J

为评价因子性状数据/

#

J

为
M

J

评价因子权重/

Q

为评价因子总数-

$%#

!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采用
C%%QjC%%Q

'单元格面积为
%6$CWQ

$

(

的正方形网格对研究区进行划分#共划分评价单元

#;"

个'图
$

(-

图
$

!

研究区网格剖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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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位于莆田平原#地形地貌均一#地下水

埋深多数为
CQ

以内#对城市工程建设地下空间部

分不具有指向性-针对福建莆田城区地质环境特

点和存在的主要地质环境问题#选取软土埋深.软

土厚度.砂土液化.卵石及砂卵石层埋深.基岩埋

深.地下水咸水与淡水分界.地下水腐蚀性.地震

'场地类别(和推测断层
&

个评价因子#采用专家定

权法对评价因子进行定权'表
"

(-

表
!

!

福建莆田城区评价因子划分及权重

&'()*!

!

E88*88C*4,5'2,3-B.M.8.34'4BG*.

/

1,835,1*9-('4'-*'.4

;9,.'4:.,

D

#

U9

S

.'4;-3M.42*

评价因子 区间 评分标准 权重

工程

地质

软土埋深"
Q

&

$ $

$

!

C #

%6"C

'

C ;

无
"%

软土厚度"
Q

'

"% ;

%6%C

&

"% &

砂土液化
有

#

%6"%

无
"%

卵石及砂卵石

层埋深"
Q

C

!

"% $

"%

!

"C ;

%6"%

'

"C =

无
"%

基岩埋深"
Q

'

#% $

$%

!

#% !

%6$%

"%

!

$% ;

&

"% =

水文

地质

地下水咸水与

淡水分界

咸水区
;

%6%C

淡水区
&

地下水

腐蚀性

强腐蚀
#

中腐蚀
;

%6$%

弱腐蚀
=

无腐蚀
"%

区域地壳

稳定性

地震

'场地类别(

地震烈度
3

度区'

$

(

#

%6"%

地震烈度
3

度区'

#

(

C

推测断层

两侧
$%%Q

以内
#

%6%C

两侧
$%%Q

以外
"%

!!

注!液化砂土分布无规律#仅作有.无判断/地下水腐蚀性按干

湿交替工况下进行因子区间分类/区域地壳稳定性按钻孔波速

测试成果进行场地类别因子划分-

!!

根据计算结果#选择模糊子集计算公式#参照

)福建省莆田市城市环境地质调查评价报告,

%

$%B$"

&

中采用的标准区间#确定等级分区区间-根据地质

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将地质环境承载力分为四级

'表
$

(-

表
#

!

基于城市工程建设的地质环境承载力分区分级表

&'()*#

!

\34.4

/

'4B

/

-'B.4

/

35,1*

/

*3)3

/

.2')*4M.-34C*4,2'--

D

.4

/

2'

0

'2.,

D

('8*B349-('4*4

/

.4**-.4

/

2348,-92,.34

综合评价因子 分级

Q

承载力
'

<6%

高

Q

承载力
i;6!

!

<6%

较高

Q

承载力
iC6%

!

;6!

中等

Q

承载力
&

C6%

低

<

!

结果及讨论

<%!

!

单因子评价

!6"6"

!

软土埋深

软土埋深
&

$Q

的区域分布面积为
$!6$&WQ

$

#

占软土分布区总面积的
#"6";f

-主要分布在莆田

市胜利街与八二一大街之间#拱辰街道莘郊.濠

浦$新度镇灰壁.海尾$黄石镇清前.华堤.海滨一

线及三江口镇哆头沿海一线-

软土埋深
$

!

CQ

的区域分布较广#面积为

!<6C$WQ

$

#占软土分布区总面积的
;%6&<f

-主要

分布于霞林街道.镇海街道.拱辰街道辰门兜$城

郊中学一线#新度镇溪东$梧塘$洋埕$后湖一

线#白塘镇陈桥$黄石镇西利.西洪.桥兜$三江口

美尾.新浦$黄石遮浪及东甲一带-

软土埋深
'

CQ

的区域分布面积为
;6"#WQ

$

#

占软土分布区总面积的
<6=<f

-主要分布于霞林

街道陂头.铁灶.肖厝.下黄$新度镇沟西.沟东.渠

桥一线'图
#

(-

!6"6$

!

软土厚度

软土最厚区为三江口镇哆头盐场附近#厚

$$6<Q

-整体上看#莆田重点区自西向东软土层逐

渐增厚#反映该区海进.海退软土层'淤泥与淤泥质

土(沉积的自然规律'图
!

(-

!6"6#

!

砂土液化及场地类别

根据施工钻孔及相关资料%

$$

&

#福建莆田城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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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软土埋深分区图

IJ

K

:#

!

[4RJR

K

QG

8

4UP4ULP4J5HNMJG5@7

8

L?

图
!

!

软土厚度分区图

IJ

K

:!

!

[4R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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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液化砂土分布无规律性#仅在木兰溪两岸

饱和砂土分布较多#主要呈散点状.斑状不均匀分

布#液化等级为轻微液化$中等液化#主要为轻微

液化-自莆田市区辰门兜$凤凰山街道$霞林街

道$新度镇西部沿线以西木兰溪上游地区均为
#

类场地#沿线以东为
$

类场地'图
C

(-

!6"6!

!

卵石及砂卵石层埋深

该层为主要含水层#厚度大.透水性强.连通性

好.水量丰富#卵石层渗透系数为
%6%$$OQ

"

P

#均为

强透水含水层#具有一定的承压性#对地下建筑物

影响较大-地下水通过地下径流由高向低排泄#部

分地区与市区内河及木兰溪存在一定水力联系#相

互补给-卵石及砂卵石层的承载力特征值为
#%%

!

#;%WDG

#部分较厚卵石层呈中密或密实状-

柳桥$社厝$沟西一线以西#卵石及砂卵石层埋

深
C6%

!

"%6%Q

-东墩$浦南$南箕$尾厝以西#卵石

及砂卵石层埋深
C6%

!

"C6%Q

-东墩$浦南$南箕$

尾厝以东#卵石及砂卵石层埋深
"C6%Q

以上'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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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液化特征分布及场地类别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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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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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石及砂卵石层埋深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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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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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C

!

基岩埋深

福建莆田城区淤泥层较厚#通常选用基岩作为

持力层#基岩埋深是重要的参考因子-基岩埋深越

深#工程施工难度越大-研究区基岩埋深为
$%

!

#%Q

区域分布较广泛'图
<

(-

!6"6;

!

地下水咸水与淡水分界

莆田城区地下水大致以荔城区镇海街道为界#

西部为淡水区#东部为咸水区'图
=

(-

!6"6<

!

地下水腐蚀性

以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腐蚀性为例#

在干湿交替工况下#莆田主城区小范围存在中腐蚀

性#凤凰山.霞林街道.镇海街道南东部及拱辰街道

西部存在弱腐蚀性-凤凰山.霞林街道.镇海街道

南东部及拱辰街道以东大面积存在中腐蚀性#拱辰

街道濠浦.莘郊一带及黄石镇.三江口镇沿海大部

地区存在强腐蚀性#强腐蚀性区主要分布于木兰溪

两岸沿海地区'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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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基岩埋深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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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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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咸水.淡水分界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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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测断层

根据莆田地区经验及防震相关工程规范%

$$B$#

&

#

研究区推测断层两侧
$%%Q

为不适宜布局高层建

筑地段-绘图统计发现#不适宜布局高层建筑的地

段共计约
C6!<WQ

$

#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6=!f

'图
"%

(-

<%#

!

综合评价

根据表
"

中的评价因子#按单因子等级做出单

因子分区图#并按对应分值赋属性#将
=

项单因子分

区图叠加#输出属性后#乘以各因子相应权重#得出

各评价单元综合地质环境承载力指数-借助
F(DB

/-)

软件中
9*F

空间分析模块进行功能叠加整合

分析#按照等级区间#经修饰后#形成莆田城区城市

建设地质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图'图
""

(-可知#福

建莆田城区地质环境承载力属于中等$高的区域

占全区面积的
&%6"=f

/地质环境承载力低的区域

占全区面积的
&6="f

#主要位于木兰溪入海口附

近-地质环境承载力低的区域不适合规划.布置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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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地下水腐蚀性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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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断层两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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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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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建筑#对已完成的重大工程实时监测#掌握工程

动态情况#避免因地质环境问题造成损失-

=

!

结论

'

"

(福建莆田城区地质环境承载力中等$承载

力高的区域占全区面积的
&%6"=f

#承载力低的区

域占全区面积的
&6=$f

#主要位于木兰溪入海口

附近-

'

$

(莆田城区地质环境承载力分带明显-地质

环境承载力高的区域呈条带状分布#承载力中等的

区域呈不规则状分布-承载力低的区域呈岛状零

散分布于木兰溪入海口两岸地区#这些地区分布较

厚软土#基岩埋深较大#地下水腐蚀性强#不适合规

划与布置大型建筑-

'

#

(在城市建设规划中#对地质环境依赖程度

较高的建设应尽量避开木兰溪入海口附近地质环

境承载力低的区域#加强防范#提高地质环境承载

力#确保城市建设的安全性-在贯穿莆田市
.'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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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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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城区'重点区(城市建设地质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图

IJ

K

:""

!

+4Q

8

M7?7RPJT7GPP7PPQ7RL4U

K

7454

K

JOG57RTJM4RQ7RLOGMM

S

JR

K

OG

8

GOJL

S

4UO4RPLMNOLJ4RJRL?7NMHGRGM7G4UDNLJGR

+JL

S

'

W7

S

GM7G

(

及
)'

向推测断层两侧各
$%%Q

范围内为高层建筑

慎盖区-在木兰溪入海口附近地质环境承载力低

的区域#应对已完工的重大工程实时监测#掌握工

程动态#避免因地质环境问题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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