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工岩土秘〔2023〕1号

关于印发《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继续教育

必修教材（之六）教学计划》的通知

各地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机构：

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继续教育必修教材（之六）采

用由龚晓南、沈小克主编的《岩土工程地下水控制理论、技术及

工程实践》一书，现将该书教学计划（见附件）印发给你们，并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地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机构按照教学计划认真

组织落实继续教育工作。教学过程中有何问题，请及时与全国勘

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岩土工程专业管理委员会秘书处（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联系。



二、《岩土工程地下水控制理论、技术及工程实践》由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个人可自行前往当地书店或线上购买，

批量订购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单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营销中心

联系人：柳涛

联系电话：010-58337085 13683023711

附件：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继续教育必修教材（之

六）教学计划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岩土工程

专业管理委员会秘书处

2023年 5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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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继续

教育必修教材（之六）教学计划

为进一步完善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的知识结构，提

高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的执业水平，全国勘察设计注册

工程师岩土工程专业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就全国注册土木工

程师（岩土）继续教育必修教材（之六）教学计划安排如下：

一、教学内容

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继续教育必修教材（之六）

采用《岩土工程地下水控制理论、技术及工程实践》一书。

该教材共计 60学时，教学大纲附后。

二、具体要求

1.各地教学安排应根据本教学计划进行，教学中应注意

结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的实际工作需要，突出教材重

点和难点内容的讲授，同时兼顾本地区和专业特点，适当补

充、研讨典型工程案例，促进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之间

的技术交流，提高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2.各地在开展继续教育培训时，应切实树立为注册人员

服务的理念，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根据注册人员的实际工

作情况，合理、及时地安排培训班次，保证每个注册土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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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岩土）都能参加继续教育，合理收取培训费用，减轻

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人员的负担。

3.各地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机构应加强继续教育培

训的事中、事后监管，巡视培训情况，保证培训质量，避免

出现随意缩短学时、交钱拿证、追逐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

益等不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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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地下水控制理论、技术及

工程实践》教学大纲

总教学课时：60

一、教学目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

持续增长的城市人口和愈加频繁的人类活动加剧了地面空

间资源的稀缺性，人们不得不将视角转向高层空间和地下空

间。但我国部分地区的岩土情况较为复杂，常常会因对地下

水控制的重视程度不够、技术措施不当等原因而引发岩土工

程事故。统计数据表明，地下水控制失效已成为导致岩土工

程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对本教材的学习可以提高广大注册土木工程师（岩

土）对地下水控制对岩土工程重要性的认识，更好地了解和

掌握地下水理论与控制技术，结合工程案例提高实践应用能

力。

二、教学目标

1.系统掌握地下水的成因、分布及渗流规律，了解岩土

工程地下水控制的重要性和发展趋势，充分认识地下水对岩

土工程的影响；

2.掌握地下水控制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技术，补充完善地

下水控制相关知识，提高理论与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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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不同类型岩土工程的地下水控制技术，结合工程

案例，提高解决工程实践中遇到复杂地下水问题的能力。

三、重点内容与课时分配

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继续教育必修教材（之六）

采用龚晓南、沈小克主编的《岩土工程地下水控制理论、技

术及工程实践》一书，重点从地下水控制理论和技术、不同

类型岩土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工程案例 3个方面开展教学。

重点内容与课时分配可参照如下安排：

第一章 概论（1学时）

1. 岩土工程地下水控制的重要性

2. 地下水控制技术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

3. 发展展望

第二章 地下水成因、分布及渗流规律（4学时）

1. 不同含水层的宏观分布规律

2. 地下水渗流分析

3. 地下水对岩土工程的影响

第三章 地下水控制理论（5学时）

1. 地下水控制方法选择

2. 降水工程

3. 帷幕工程

4. 注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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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下水控制技术（4学时）

1. 工程降水技术

2. 帷幕工程技术

第五章 隧道工程地下水控制（3学时）

1. 隧道工程突涌水灾害注浆治理理论与设计方法

2. 隧道工程突涌水灾害治理材料与关键技术

第六章 基坑工程地下水控制（4学时）

1. 基坑止水帷幕的设计与施工

2. 基坑降（排）水的设计与施工

3. 基坑降水环境影响的防治措施

第七章 堤坝工程地下水控制（2学时）

1. 堤坝工程地下水危害类型

2. 堤坝工程地下水处理的原则和方法

3. 堤坝工程地下水控制设计与计算

第八章 边坡排水工程（3学时）

1. 控制坡体地下水防治滑坡灾害

2. 地表排水沟

3. 地下排水渗沟

4. 仰斜排水孔

5. 虹吸排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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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排水洞

第九章 高承压水控制技术（2学时）

1. 高承压水的危害及其机理

2. 基坑工程高承压水防治技术

3. 轨道交通与地下工程高承压水防治技术

4. 山体隧洞工程高承压水防治技术

5. 采场和井巷高承压水防治技术

6. 堤坝工程高承压水防治技术

第十章 地下水回灌技术（2学时）

1. 地下水位降低引起地面沉降的分析方法

2. 基坑工程常用的地下水回灌方法

3. 回灌系统设计方法

第十一章 工程案例（30学时）

四、教学方法

理论知识：应结合实际，讲解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亟需的地下水控制相关知识，重点讲授与该领域相关的新理

论、新经验、新技术、新方法，避免照本宣科讲理论。

案例分析：应以具体工程为载体，结合实践中遇到的地

下水控制问题，讲解问题的实质，使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更深切地理解相关领域基本概念和处理措施，培养解决问题

的实践能力，避免单纯叙述情况、罗列数据、夸耀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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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延伸阅读参考书目

[1]王宇，唐春安.工程水文地质学基础[M].北京：冶金工

业出版社，2021.

[2]李术才，李利平，石少帅.隧道突涌水监测方法与预警

技术[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3]孙红月，谢威，杜丽丽，尚岳全.边坡充气截排水方法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4]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地下水水位控制管理与实践

[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2018.

[5]张人权，梁杏，靳孟贵，万力，于青春.水文地质学基

础（第七版）[M].北京：地质出版社，2018.

[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地下水控

制技术规范（JGJ 111-2016）[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7]吴林高，朱雁飞，娄荣祥，王建秀等.深基坑工程承压

水危害综合治理技术[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2016.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GB 50027-2001）[S].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4.

[9]周训，胡伏生，何江涛，王旭升，方斌.地下水科学概

论（第二版）[M].北京：地质出版社，2014.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2%B1%BD%F0%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2%B1%BD%F0%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E5%91%A8%E8%AE%AD%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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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手册（第二版）[M].北京：

地质出版社，2012.

[11]陈崇希等.地下水动力学（第五版）[M].北京：地质

出版社，2011.

[12]谭界雄等.水库大坝加固技术[M].北京：水利水电出

版社，2011.

[13]薛禹群，吴吉春.地下水动力学（第三版）[M].北京：

地质出版社，2010.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15]姚天强，石振华.基坑降水手册[M].北京：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2006.

[16]陈幼雄.井点降水设计与施工[M].上海：上海科学普

及出版社，2004.

[17]白永年等.中国堤坝防渗加固新技术[M].北京：水利

水电出版社，2001.

[18]王大纯等.水文地质学基础[M].北京：地质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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