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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线性工程穿越的地貌单元众多，地质条件复杂，包含的信息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类型多样，为了全面反映

沿线地质信息。结合 ＧＩＳ、ＧＰＳ、三维遥感技术，以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为平台实现了多源信息融合和可视化，以及全

面、立体、多角度的地质信息管理，提高了复杂线性工程地质灾害调查的效率和质量。以某线性工程地质灾害

调查为例，说明其在预调查中重点圈定、线路规划、实时修正调查路线等方面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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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线性工程地质手段是通过收集沿线地质构
造、水文地质、地层岩性、控制线路方案的主要不良地

质类型及分布，然后结合不同比例尺地形图，采用人工

现场测量和勘探的方式，完成各个阶段的勘察设计工

作。这种方法不仅消耗大量人力资源，而且不能对沿

线工程信息建立起全面而又直观的认识。随着遥感技

术（ＲＳ）的发展及应用，其在线性工程中的作用越发重
要，目前的线性工程地质灾害调查中，地质灾害信息类

型多样，数据量大且具有时效性，传统的手段难以将这

些信息全面立体地展示，在调查中遥感技术主要以二

维解译、静态展示为主，很难实现多比例尺和多角度的

展示。近年来，三维遥感技术得到了大力发展，能够实

现对研究对象更加细致与全面的研究解译。因此，能

够实现集成 ＤＥＭ、高分辨率卫星影像、ＧＰＳ、区域地质
等多源空间数据的高精度三维遥感技术将成为新的亮

点
［１－３］

。随着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简称 ＧＥ）的出现，三维遥
感应用的技术要求大大降低，结合 ＧＰＳ、ＧＩＳ软件将多
种地质信息融入其中，能够简单快捷地实现地质信息

的可视化。本文结合某线性工程的地质灾害调查工

作，说明结合 ＧＩＳ、ＧＰＳ技术以 ＧＥ平台建立起的三维
遥感地质灾害调查与信息管理的优越性。

１　ＧＥ简介

美国谷歌公司于 ２００５年 ６月推出了 ＧＥ，它集成

了遥感图像、地理信息、地形三维、全球定位系统和网

络在线浏览等高新技术，能够提供具有真实感三维地

形背景的地理信息，操作灵活方便、标准开放的体系架

构，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地球。它支持用户交互

和数据共享，可以将各种类型的信息与空间位置联系

起来，使人们能够对地理对象有深刻直观的印象和理

解
［４］
。

ＧＥ改变了传统的地理信息以点、线、面为主的平
面形式，能够实现立体三维遥感影像空间展示，并且其

完全免费，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数据访问。通

过不断的数据更新，全球地貌影像数据有效分辨率大

幅提高，部分城市的分辨率达到 ０．６ｍ，一般区域能够
实现３０ｍ的分辨率，而且和真实的地球物理信息做了
匹配，基本实现地形、海拔、经纬度等信息的重合。目

前，该软件开始广泛在地质、资源、电力、环境、旅游、交

通的领域得到应用。

２　三维遥感在线性工程中应用集成分析

２．１　多源信息集成
地质资料来源广泛、类型多样、数据量庞大，数据

在精度、分辨率、数量、质量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

结合 ＧＩＳ、ＧＰＳ技术解决多源数据的集成问题和信息
的空间定位问题，将多源、离散数据进行格式转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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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成连续的、兼容的数据集。

（１）数据分析。从数据类型来分，主要为空间数
据、非空间数据和多媒体数据。空间数据又分为矢量

数据和栅格数据，一个是将属性数据存储在关系数据

库中，另一个是通过灰度值来刻画和描述。非空间数

据主要包括文本、表格等，多媒体数据主要是现场照

片、视频等。在地质灾害调查中，需要从不同尺度与角

度对沿线灾害体进行研究分析，这就导致信息数据类

型的多样化、存储格式的差异性。首先根据资料的数

据类型进行划分，将空间数据栅格化、非空间数据与多

媒体数据通过 ＧＰＳ信息定位集成化，统一转化为 ＫＭＬ
或者 ＫＭＺ格式，以 ＧＥ为平台将地质信息直观展示。

（２）具体方案实施。ＧＥ中大部分地区具有较高
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图，一方面可以直接利用其提供的

遥感影像图，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将

购买的分辨率更高的遥感影像图导入定位叠加。三维

遥感的关键在于正射影像图、ＤＥＭ等资料的定位配
准。ＤＥＭ数据可以根据已有的等高线进行转换导入，
也可以通过 ＳＲＴＭ数据库的提取加工形成等高线数
据

［５］
。

在地质资料的空间数据中，矢量数据较多，特别是

以 ＡｕｔｏＣＡＤ类型为主，需将 ＡｕｔｏＣＡＤ数据转化为 ＧＩＳ
数据格式，并栅格化。由于工程地质数据繁杂，需要对

数据进行空间叠加、提取、缓冲区操作等，形成新的属

性关系和空间特征。ＧＥ作为三维可视化平台，已经具
有了多尺度三维遥感图像的可视化，只需将处理过的

空间数据通过 ＧＩＳ软件转换为以 ＷＧＳ８４坐标系的图
件并转化为 ＫＭＬ格式保存，再导入 ＧＥ中，就实现了
空间数据的可视化。

对于非空间数据与影像数据，可将其中的简单数

据，例如基本情况简介、设计指标及施工设计图、边界

和剖面处的平面及剖面图等添加到对应空间位置的属

性信息中，照片可以通过拍摄信息中的 ＧＰＳ信息进行
定位添加。复杂的数据，例如专业报告及图件、多媒体

等可以作为空间位置的链接信息，采用“链接”方式进

行集成。

ＧＥ不仅可以对已存在信息定位导入，也可以通过
其工具对地质信息进行加工，包括区划圈定，规划路

线，漫游等。

２．２　地质信息分析与管理
（１）三维遥感影像解译。相对于二维来说，三维

遥感影像解译在地貌形态上可以反映细节及地形的坡

长、坡向等；在地质构造上可以立体反映产状、规模等

空间信息；在不良地质体的判释上可以从多角度多方

位获取地质体的规模、方位，并可对稳定性进行初判预

测。

遥感解译的关键是建立解译标志特征，但在这之

前根据调查区域背景资料对区域内的地形地貌、地层

岩性、地质构造及新构造运动、河流水系、人类活动等

多方面进行遥感分析，将有助于从区域背景上分析何

种灾害发生占据主要位置，有助于标志的建立。

在地形地貌中，地形的坡度与坡向，地层岩性中的

岩性分布特征，第四系松散堆积物的类型与人类活动

的关系将影响灾害类型与分布。地质构造及新构造运

动的线性展布，河流水系的营造力对地形地貌的控制

性作用及其对灾害体的发育分布的关键作用，这些都

应该在遥感解译中加以分析。

通过对区域背景的分析，结合各种类型的灾害体

的特征，可建立本地区遥感影像特征。以滑坡灾害为

例，滑坡一般具有明显的地貌特征，可以通过滑坡影像

的形态、色调、阴影、纹理等进行直接辨认，再结合附近

斜坡地形、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下水露头、植被、水

系等进行综合判释。三维遥感的优势在于可以从宏观

的角度对滑坡进行观察，多角度观测滑坡的特征，并进

行原因分析及预测发展趋势。同样，泥石流、崩塌、岩

溶塌陷均可以根据其灾害体特征进行三维解译，再进

行现场踏勘确认建立区域标识。

（２）信息管理。通过遥感解译后，圈定沿线地质
灾害体，再通过 ＧＥ的标识功能进行标识，划分重点调
查区域，初步建立平台信息。根据数据在平台中所起

的作用不同，可以将数据分为基础通用数据，如区域等

高线图、区域水文地质资料等；专门数据，如滑坡、泥石

流、岩溶塌陷等分布、规模、水文地质条件等信息。基

础通用数据可以作为常用文件放在同一文件夹进行调

用，专门数据根据调查体的类型不同进行分类保存调

用（见图１）。通过空间定位的每一个灾害体的相关资
料保存在同一文件夹内，实现以单个灾害体为单位的

独立管理，一次调用就能全面反映该灾害体信息。同

时也对相同灾害点进行归类管理，也可以通过区划管

理，这些操作只需建立相应目录，通过拖拽、复制目录

功能在相应目录下建立子目录即可实现。可见在 ＧＥ
中可以实现多种调用管理，解决了多次调用交叉管理

难题。

３　应用实例

某油气管道为国家实施能源战略的重要项目之

一，其中一分支气管道在广西境内总长达 ５２３ｋｍ，管
线经过地区地势总体西北较高，向东、东南降低，相对

高差近 ８００ｍ。经过的地貌类型为中山山地、高峰丛
洼谷地、峰丛峰林谷地、峰林谷地、峰林平原、孤峰平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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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溶蚀平原、丘陵、剥蚀平原，总体上地貌类型多，地

形复杂，部分地段，地形起伏大，切割较深，地形险峻。

图 １　某线性工程地质灾害调查信息树状管理

针对沿线地质情况复杂、调查时间紧、任务重、沿

线路况不佳的情况，开展以 ＧＥ为平台的预调查工作。
结合 ＧＥ遥感影像，通过 ＧＩＳ软件将数字高程进行插
值匹配转存 ＫＭＬ格式导入 ＧＥ，叠加地理标注、１／１万
路线、区域地质图、已收集地质灾害等信息，建立解译

标志，逼真地展示沿线地质地貌、不良地质信息。通过

三维漫游方式对沿线地质灾害进行预判，进行重点区

域的圈定，规划设计调查线路，进而进行现场调查验

证。

现场调查验证耗时２０ｄ，调查采用前期规划路线，
结合 Ｇａｒｍｉｎ导航设备，将 ＧＰＳ信息同 ＧＥ平台连接，
进行实时定位，不断修正无法预测的调查路线工作，提

高了有效工作时间，大大缩短了传统的调查时间。通

过管线分布情况等信息，将工作区域划分为两条线路，

再根据每条线路灾害点分布、水文地质条件等地质信

息划分出重点调查区域及灾害类型。调查线路规划

上，原则是根据 ＧＥ与地形图综合选择穿越线路，并根
据 ＧＰＳ在 ＧＥ上定位信息实时修正。本次调查采用实
时修正线路的方法，较传统方式节约了 ２０％的时间。
经解译，圈定重点调查灾害点 ６６处，重点区段 ２５段。
现场调查地质点１０６处，其中灾害点 ７６处，地下河 ３３
条，采集观测点照片 ５３０张。确认灾害点 ４８处，分别
为崩塌２０处、不稳定斜坡９处、泥石流２处、季节性洪
水易发区 ２处、岩溶塌陷 １５处，重点危险段 ２１段，灾
害点准确度达到７２．７％，危险段划分遥感解译准确度
达到８４％。

以某分输站经过洪水易发区的解译及验证为例，

效果见图２、图３。
对该处地势低洼，有２条地下河分布，且有４个泉

点，初判断为洪水易发区。经现场调查，每年 ６～８月
份发生季节性洪水，降雨量较大年份，在泉点处有携带

大量泥沙的洪水涌出，排泄不畅，造成洪灾，图 ３为洪
水造成的冲沟。

图 ２　预判线路经过的某季节性洪水易发区

图 ３　现场洪水冲沟

４　结 语

通过基于 ＧＩＳ、ＧＰＳ、ＧＥ建立的地质灾害信息平
台，将大量多源地质信息进行了三维展示，实现多尺度

浏览，有效地指导了前期的预调查工作，大大提高了调

查工作效率。在现场验证阶段，ＧＰＳ与 ＧＥ平台的实
时联动，实时修正规划路线，提高了有效工作时间，并

可以实时结合资料对调查体进行全面分析验证，后期

可以通过该平台对调查信息进行补充，实现全面而立

体的多角度的地质灾害信息管理，提高了复杂线性工

程地质灾害调查的效率和质量。

参考文献：

［１］　王泽怀．卫星遥感和航空摄影技术在长输管道勘察设计中应用的

探讨［Ｊ］．石油库与加油站，２００９，１８（６）：３０－３２．

［２］　高山，冯光胜．三维遥感铁路工程地质勘察技术应用研究［Ｊ］．铁

道勘察，２００９，（１）：３６－３９．

［３］　高发光，陈向新．山区复杂地段管道选定线和勘察方式［Ｊ］．油气

储运，１９９８，１７（１２）：３８－４０．

［４］　李云星，张坤．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在地质灾害信息管理中的应用［Ｊ］．湖

南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２０（２）：８１－８３．

［５］　刘金辉，窦金龙．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在地质勘查初期中的应用［Ｊ］．中国

矿业，２００９，１８（１２）：１００－１０１．

（编辑：赵凤超）

（下转第７１页）

７４



　第 １９期 　　　赵　飞，等：重力坝分层浇筑模拟对应力变形结果影响分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ｙｅｒｅｄｐｏｕｒｉｎｇｏ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ｍ

ＺＨＡＯＦｅｉ１，ＦＡＮＳｈｕｌｉ２

（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２４，Ｃｈｉｎａ；　２．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ａｌ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ａｌｉａｎ１１６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ｄａｍｂｏｄｙｏｆｈｉｇｈ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ｍ，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ｌａｙｅｒｅｄｐｏ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ｅｐｐ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ａｄｗｅｉｇｈｔ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ｒｅ

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ｌａｙｅｒｅｄｐｏｕｒｉｎｇｉ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ｉｆｅ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ＮＳＹＳ．Ｗｅ

ａｐｐｌｙｔｈｅｄｅａｄ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ｄａｍｓｔｅｐｂｙｓｔｅｐ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ｔｈｅｄａｍｂｏｄ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ｉ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ｂｙ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ｏｎｅｔｉｍｅｓｅｌｆ－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ｏａ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ｌａｙｅｒｅｄｐｏｕｒｉｎｇｏ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ａｍ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ｂｙｏｎｅｔｉｍ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ａｍ

ｈｅｅｌａｎｄ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ａｍｔｏｅａｒｅａｌｓｏｌａｒｇｅｒ．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ｍｕｃｈｂｅｔｔｅｒｗｉｔｈ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ｙｅｒｅｄｐｏｕｒ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ｙｅｒｅｄｐｏ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ＦＥＭ；

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ｍ

（上接第４７页）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ｉ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ｊｅｃｔ

ＧＵＡＮＺｈｅｎｄｅ１，ＰＡＮＧＹｉｈｏｎｇ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ＫａｒｓｔＧｅｏｌｏｇｙ，ＣＡＧＳ，Ｇｕｉｌｉｎ５４１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２．Ｇｕａｎｇｘｉ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ａｎｎｉｎｇ５３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ｕｓｕａｌｌｙｇｏ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ｃｏｍｐｌｅｘ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ｌａｒｇ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ｆｕｌ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ｏｕｔｅ，ａｉｄｅｄ

ｂｙＧＩＳ，ＧＰＳａｎｄ３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ｔｈｅ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ｆｏｒｍｓ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ｔｈａｔｒｅａｌｉｚｅｓｔｈｅ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ｈｏｗｉｔ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ｒｏｕｔ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ｏｕｔｅｓｕｒｖｅｙｂｙａｎｅｘ

ａｍｐｌ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ａ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ｊ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ＧＰＳ；ＧＩＳ；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ｊｅｃｔ；

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ｕｒｖｅｙ

（上接第５０页）

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ｕｌｔｉ－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ｒｅｄｇｅｄｆｉｌｌｅｒ

ＱＩＮＸｉａｎｊｕｎ１，ＷＥＩＧｕｏｆａｎｇ２，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３

（１．Ｈｅｂ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Ｈｅｂｉ４５８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２．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４７２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ｅｎ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１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ｏｉｌｍａｓｓｅｓ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ｓｉｍｐｌ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ｃａｎｂ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ｙ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ｒｅ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ｓｉｔ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ｏｆｈｉｇｈ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ｒｅｄｇｅｄｆｉｌｌｅｒｏｆｌａｎｄ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ｔｏｗｎｓ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ｓｏｔｈ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ｒｅｒａｒｅ．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ｄｒｅｄｇｅｄｆｉｌｌ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ｍｕｌｔｉ－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ｆｏｒｅｃａｓ

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ｕｌｔｉ－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ｄｒｅｄｇｅｄｆｉｌｌｅｒ

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