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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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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水电水利规划设计

总院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北小街2号,邮编:100120)。
本规范主编单位: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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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光伏发电工程地质勘察工作的任务、内容、方法

以及评价的技术要求,保证勘察成果质量,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陆地、水面光伏发电工程的地质勘察工作。

1.0.3 光伏发电工程地质勘察,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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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光伏发电工程 photovoltaicpowerproject
利用光伏组件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并与公共电网有电气连

接的工程实体,由光伏组件、逆变器、线路等电气设备、监控系

统和建筑物组成。

2.0.2 流动沙丘 mobiledune
植被盖度小于10%、地表沙物质处于流动状态的沙丘。

2.0.3 控制性勘探孔 controlexploratoryhole
为掌握场址区地层结构,以满足场地、地基基础和基坑工程

的稳定性、变形评价要求而布设的勘探孔。

2.0.4 一般性勘探孔 exploratoryhole
为查明地基主要受力层性质,满足地基承载力评价等一般常

规性问题的要求而布设的勘探孔。

2.0.5 地基承载力 subsoilbearingcapacity
地基在同时满足强度和变形两个条件下,单位面积所能承受

的最大荷载。

2

NB/T10100—2018



3 基 本 规 定

3.0.1 光伏发电工程地质勘察应分为规划选址勘察、初步勘察、
详细勘察及施工检验工作,并应与设计要求相适应。

3.0.2 光伏发电工程地质勘察应在搜集建筑物上部荷载、功能

特点、结构类型、基础型式、埋置深度和变形要求等方面资料的

基础上进行。

3.0.3 在开展外业工作之前,应收集工程场址区已有的地质资

料,进行现场查勘,了解场址区的自然条件、工作环境和地形地

貌条件。

3.0.4 勘察单位应根据勘察任务书或合同要求,明确勘察阶段

及工作内容,编制工程地质勘察大纲。勘察过程中,宜根据具体

情况,适时对工程地质勘察大纲进行调整。工程地质勘察大纲应

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场址区地形地质条件。

2 勘察工作依据的标准及技术文件。

3 勘察阶段、勘察目的和勘察任务。

4 勘察内容、工作方法和技术要求。

5 勘察重点。

6 勘察工作量和进度。

7 提交勘察成果的内容及数量。

8 勘察过程控制、质量、安全及环境保护措施。

9 勘探布置图。

3.0.5 工程地质勘察方法和手段应根据场地等级、地基等级和

岩土性质确定,可选择钻探、坑探及物探等勘探方法,勘察工作

量和勘察周期应满足相应阶段的要求。

3.0.6 光伏发电工程场址区的地震动参数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3

NB/T10100—2018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的有关规定确定。对于地震

基本烈度大于等于Ⅸ度的场址,宜进行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3.0.7 对于地基复杂程度为二级及以上的场址应进行地质调查

或地质测绘,必要时进行工程地质分区,并绘制相应比例尺的地

质图。

3.0.8 场地地基土应进行分类,地基土分类和鉴定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的规定。

3.0.9 基岩地基应进行岩石坚硬程度、岩体风化程度及岩体完

整程度划分,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

T50218的规定。

3.0.10 湿陷性土、红黏土、软土、混合土、填土、多年冻土、
膨胀岩土、盐渍土、风化岩及残积土等特殊性岩土的勘察工作布

置、勘察方法和工程地质评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岩土工程勘

察规范》GB50021的有关规定。

3.0.11 活动断裂、滑坡、泥石流、采空区、岩溶、地面沉降、
危岩和崩塌等专门性勘察的勘察方法、勘察工作布置及工程地质

评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的有

关规定。

3.0.12 当场址区存在流动沙丘、人工堆渣场时,应进行专门性

勘察。

3.0.13 工程地质勘察应根据场址地质条件开展室内岩土试验或

原位测试。试验项目、数量和方法应结合地质条件、勘察阶段和

工程特点确定。室内试验的试样和原位测试的试点应具有代表

性。室内土工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土工试验方法标

准》GB/T50123的规定,室内岩石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GB/T50266的规定。

3.0.14 工程地质勘察应根据场地环境类型进行水、土腐蚀性的

评价,评价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的有关规定。场地环境类型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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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勘 察 分 级

4.0.1 场地等级划分应根据场地的复杂程度确定:一级为复杂

场地;二级为中等复杂场地;三级为简单场地。场地等级划分应

符合表4.0.1的规定。建筑抗震地段划分应符合本规范附录B
的规定。

表4.0.1 场 地 等 级 划 分

场地等级 场地的复杂程度

一级

 (1)场地地震基本烈度大于等于Ⅸ度;

 (2)建筑抗震危险地段;

 (3)地形地貌复杂,地形坡度大于25°;

 (4)地层层次多于4层,且结构复杂;

 (5)水面光伏工程;

 (6)受滑坡、泥石流、采空区、地面沉降、岩溶、沙丘、人工堆渣

场等影响大的场地

二级

 (1)场地地震基本烈度大于Ⅵ度,小于Ⅸ度;

 (2)建筑抗震不利地段;

 (3)地形地貌一般,地形坡度10°~25°;

 (4)地层层次为3层、4层,且结构较复杂;

 (5)基础位于地下水位以下的场地;

 (6)受滑坡、泥石流、采空区、地面沉降、岩溶、沙丘、人工堆渣

场等影响小的场地

三级

 (1)场地地震基本烈度小于等于Ⅵ度;

 (2)建筑抗震一般地段及有利地段;

 (3)地形地貌简单,地形坡度小于10°;

 (4)地层层次为1层、2层,性质变化不大;

 (5)地下水对工程无影响

 注:1 等级划分只需满足场地复杂程度条件之一者即可。

2 从一级开始,向二级、三级递推,以首先满足为准。

4.0.2 地基等级划分应根据地基的复杂程度确定:一级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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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二级为中等复杂地基;三级为简单地基。地基等级划分应

符合表4.0.2的规定。

表4.0.2 地 基 等 级 划 分

地基等级 地基的复杂程度

一级

 (1)岩土种类多,极不均匀,性质变化大,需处理;

 (2)湿陷性土、红黏土、软土、混合土、填土、多年冻土、膨胀岩

土、盐渍土等特殊性岩土,以及其他情况复杂需作专门处理的岩土

二级
 (1)岩土种类较多,不均匀,性质变化较大;

 (2)一般性岩土,不需要专门处理的特殊性岩土

三级

 (1)岩土种类单一、均匀、性质变化不大;

 (2)无特殊性岩土;

 (3)基岩裸露

 注:1 等级划分只需满足地基复杂程度条件之一者即可。

2 从一级开始,向二级、三级递推,以首先满足为准。

4.0.3 勘察等级应根据场地等级、地基等级划分为甲级、乙级、
丙级。勘察等级划分应符合表4.0.3的规定。

表4.0.3 勘 察 等 级 划 分

勘察等级 划 分 标 准

甲级 场地等级、地基等级至少有1项为一级

乙级 除甲级、丙级以外的项目

丙级 场地等级、地基等级均为三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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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 划 选 址 勘 察

5.1 一 般 规 定

5.1.1 规划选址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应了解规划区域的工程地

质条件,对场地的稳定性和适宜性作出初步评价。

5.1.2 规划选址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任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了解规划地区的区域地质和地震概况。

2 了解各场地的基本地质条件和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3 分析比较各规划场址的工程地质条件。

5.2 勘察内容及方法

5.2.1 规划选址阶段工程地质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了解区域地质概况,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中国地震动参

数区划图》GB18306确定各规划光伏发电工程场址区的地震动

参数。

2 了解各规划光伏发电工程场址区的地形地貌特征、地层

结构、岩土性质,特殊性岩土的分布,地质构造类型、规模、性

状等。

3 了解各规划光伏发电工程场址区大中型泥石流、滑坡、
岩溶、流动沙丘、采空区、人工堆渣场等不良地质作用的发育和

分布情况。

4 初步分析各规划光伏发电工程场址区场地的稳定性和适

宜性。场地稳定性评价应符合本规范附录C的规定,场地工程

建设适宜性分级应符合本规范附录D的规定。

5 水面光伏发电工程还应了解场址区的水深及变幅等。

5.2.2 规划选址阶段工程地质勘察方法应以收集资料和地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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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为主。当规划区规模较大且资料缺乏时,可布置勘探工作。地

质图比例尺可选用150000~110000。

5.2.3 光伏发电工程选址应避开大型滑坡、泥石流,宜避开流

动沙丘。

5.3 勘 察 报 告

5.3.1 规划选址阶段应编制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5.3.2 规划选址阶段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应包括区域地质概况、
各规划光伏发电工程场址区工程地质条件及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初

步分析、结论及附图等。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及附图附件应符合本

规范附录E的规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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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初 步 勘 察

6.1 一 般 规 定

6.1.1 初步勘察应初步查明场址区的工程地质条件和主要地质

问题,提出光伏发电工程设计所需的地质资料。

6.1.2 初步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复核区域地质条件,评价区域构造稳定性。

2 初步查明场址区的地形地貌特征。

3 初步查明场址区第四系地层的成因类型、物质组成、
层次 结 构、分 布 规 律;初 步 查 明 特 殊 性 土 的 分 布 范 围 和

厚度。

4 初步查明岩石地基的岩性、岩层产状、风化程度;初步

查明软岩、易溶岩、膨胀性岩层和软弱夹层的分布、厚度,初步

评价其对地基稳定性的影响。

5 初步查明地下水类型、埋藏条件、地下水位的变化幅度,
并划分含水层和相对隔水层。水面光伏还应初步查明水深及

变幅。

6 查明场地不良地质作用的成因、分布、规模、发展趋势,
并对场地的稳定性作出评价。

7 提出场址区岩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质参数。

8 进行水质简分析和土化学分析,初步判定水和土对建筑

材料的腐蚀性。

9 初步确定建筑场地类别。

10 提出场地岩土的视电阻率。

11 了解天然建筑材料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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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光 伏 阵 列 区

6.2.1 工程地质测绘的比例尺可选择110000~12000。

6.2.2 勘探可采用坑探、钻探、物探等方法,勘探布置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应控制场址区的地层分层、地基土性状和不良地质作用

的分布范围。每个地貌单元、不同地层和不良地质作用处应布置

勘探点。

2 不同地基等级勘探点的布置应符合表6.2.2的要求,当

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复杂时可适当减小间距。

表6.2.2 不同地基等级勘探点的布置 (m)

地基等级 勘探线间距 勘探点间距

一级 200~400 100~200

二级 400~500 200~300

三级 500~600 300~500

3 勘探孔可分为一般性勘探孔和控制性勘探孔。控制性勘

探孔数量不应少于总孔数的1/3。

4 钻进方法可根据地基岩土类别和地下水位等具体情况

选用。

5 当遇地下水时,应在勘探过程中观测地下水位,并划分

含水层和相对隔水层。

6.2.3 勘探点深度应根据地基等级、初拟基础型式等确定,并

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桩基时,一般性勘探点深度不宜小于桩端以下

3m,控制性勘探点深度不宜小于桩端以下6m。

2 当采用其他基础型式时,勘探点深度宜符合下列规定:

1)一级地基一般性勘探点深度为6m~8m,控制性勘探

点深度为10m~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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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级地基一般性勘探点深度为5m~7m,控制性勘探

点深度为8m~12m。

3)三级地基一般性勘探点深度为3m~5m,控制性勘探

点深度为6m~10m。

6.2.4 当遇到下列情况时,应调整勘探布置:

1 当基岩裸露且风化较浅时,可以工程地质测绘为主。

2 当勘探深度内遇厚度较大且结构密实的碎石土、砂土、
老沉积土时,勘探点深度可适当减小。

3 当勘探深度内遇软弱土时,勘探点深度应适当加深。

6.2.5 场址区采取土试样、水样和原位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取土试样和原位测试勘探点数量之和不宜少于全部勘

探点总数的1/3。

2 主要土层内采取土试样的数量或进行原位测试的次数不

应少于6组 (次)。

3 在地基主要受力层,对厚度大于0.5m的夹层或透镜体,
应采取土试样或进行原位测试。

4 当土层性质不均匀时,应增加取土样数量或原位测试

次数。

5 代表性的地下水和地表水进行水质简分析,试样数量不

应少于2组。

6.2.6 水面光伏发电工程勘察除应符合本规范第6.2.2条~
6.2.4条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测绘同等比例尺的水深图,水流平缓、风浪小的水域

上下游边界应外延100m,其他水域的上游边界外延不应小于

150m,下游边界外延不应小于100m。

2 初步查明水位变化情况。

3 初步查明淤积物的分布、厚度及性状。

4 对于漂浮式水面光伏发电工程,应初步查明锚泊底质的

类型及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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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光伏阵列区的物探测试应根据场址区的地形地貌和地层

特点选择合适的物探方法。物探剖面线应尽量垂直地貌单元,并

结合勘探剖面布置。

6.2.8 光伏阵列区的初步勘察应初步评价场址区的工程地质条

件、水文地质条件,提出地基土的物理力学参数建议值和基础型

式建议。

6.3 建 筑 物 区

6.3.1 工程地质测绘比例尺可选择12000~11000。

6.3.2 建筑物区的勘探可采用坑探、钻探、物探等方法,勘探

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勘探工作应控制建筑物区的地层分层、地基土性状的分

布和不良地质作用的分布范围。每个地貌单元、不同地层和不良

地质作用处均应布置有勘探点。

2 应根据场地复杂程度布置勘探点,简单场地应按网格布

置,中等复杂及复杂场地还应结合地貌单元布置。

3 不同地基等级勘探点的布置应符合表6.3.2的规定,在

地貌变化大、基岩起伏较大或第四系覆盖层层次复杂时宜适当加

密勘探点。

表6.3.2 不同地基等级勘探点的布置 (m)

地基等级 勘探线间距 勘探点间距

一级 50~100 ≤60

二级 75~150 50~100

三级 80~200 70~120

4 钻孔可分为一般性钻孔和控制性钻孔。控制性钻孔数量

不应少于总孔数的1/3。

5 应观测地下水位及变化幅度。

6.3.3 一般性勘探点深度宜为8m~10m,控制性勘探点深度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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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m~15m。

6.3.4 当遇到下列情况时,勘探孔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预定深度内遇到基岩时,一般性勘探孔在达到确认的

基岩后即可终孔,控制性孔入岩深度不宜小于3m。

2 在预定勘探深度内遇到软弱地层时,勘探孔深度应适当

加深或穿透软弱地层。

3 当拟定基础埋深以下有厚度不小于3m、分布均匀的坚

实土层,且其下无软弱下卧层时,除控制性勘探孔应达到规定深

度外,一般性勘探孔达到该层顶面即可。

6.3.5 采取岩土试样、水样和原位测试应符合本规范第6.2.5
条的规定。

6.3.6 物探测试应符合本规范第6.2.7条的规定。

6.3.7 建筑物区的初步勘察应提出地基土的视电阻率,并按要

求记录测试期前三天的天气、地基土湿度等。

6.3.8 建筑物区的初步勘察应初步评价建筑物区的工程地质条件、
水文地质条件,提出建筑物的基础型式、地基处理方案建议。

6.4 勘 察 报 告

6.4.1 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工程概况、自然地理条件。

2 区域地质和场址区构造稳定性评价,场址区地震动参数。

3 场址区基本地质条件。

4 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建议值。

5 场地稳定性和工程建设适宜性评价。

6 场址区工程地质条件及问题初步评价和基础方案建议。

7 天然建筑材料。

8 结论及建议。

6.4.2 附图宜包括场址工程地质平面图、工程地质剖面图、钻

孔柱状图、典型坑槽柱状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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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详 细 勘 察

7.1 一 般 规 定

7.1.1 详细勘察应查明光伏阵列区、升压站及辅助建筑物的工

程地质条件,对建筑物基础型式、地基处理方案等提出建议,提

供设计、施工所需的地质资料。

7.1.2 详细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复核区域构造稳定性、地震动参数。

2 查明工程区的地形地貌特征。

3 查明工程区第四系地层的成因类型、物质组成、层次结

构、分布规律,特殊性土层的分布范围、特性及厚度,分析和评

价地基的稳定性、均匀性和承载力。

4 查明基岩岩性、风化程度,软岩、易溶岩、膨胀岩和软

弱夹层的分布及厚度,查明地质构造的发育情况。

5 查明地表水的发育情况,地下水的类型、赋存埋藏条件、
地下水位埋深及变化幅度,地下水与地表水、大气降水的补排关

系。水面光伏还应查明水深及变幅。

6 判定地表水、地下水和地基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7 复核工程区的不良地质作用,评价其对工程的影响程度,
提出工程处理方案的地质建议。

8 进行室内试验和现场原位测试,提出地基岩土层的物理

力学参数。

9 进行岩土的视电阻率测试。

10 调查天然建筑材料的分布、储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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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光 伏 阵 列 区

7.2.1 工程地质测绘比例尺可选用12000~1500。

7.2.2 勘探可采用钻探、坑探、物探等方法。勘探布置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应控制光伏阵列区的地层分层、性状,每个地貌单元、
不同地层、主要地质构造和不良地质作用处均应布置勘探点。

2 根据光伏阵列区建筑物的布置,不同地基等级勘探点的

布置应符合表7.2.2的规定。对特殊岩土及地质灾害点可适当加

密、加深。

表7.2.2 不同地基等级勘探点的布置 (m)

地基等级 勘探线间距 勘探点间距

一级 80~150 ≤50

二级 120~200 80~150

三级 160~250 120~200

3 勘探孔可分为一般性勘探孔和控制性勘探孔。控制性勘

探孔数量不宜少于总孔数的1/5。

7.2.3 勘探点深度应符合本规范第6.2.3条、第6.2.4条的

规定。

7.2.4 采取土试样、水样和原位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取土试样和原位测试勘探点的数量宜为全部勘探点总

数的1/5~1/3。

2 主要土层内采取土试样的数量不应少于6组,或原位测

试的次数不应少于6次。土层性质不均匀时,应增加取土样数量

或原位测试次数。

3 在地基主要受力层,对厚度大于0.5m的夹层或透镜体,
应采取土试样或进行原位测试。

4 采取代表性的地下水和地表水不宜少于3组,并进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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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简分析。

5 土的化学分析的试样不应少于3组。

7.2.5 水面光伏发电工程勘察除应满足本规范第7.2.1条~
7.2.4条之外,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应测绘同等比例尺的水深图,其测绘范围应符合本规范

第6.2.6条的规定。

2 查明淤积物的分布、厚度及性状。

3 对于漂浮式水面光伏发电工程,应查明锚泊底质的类型

及性状。

7.2.6 光伏阵列区的详细勘察应进行视电阻率测试,并根据测

试时的天气及地基土湿度等条件,提出地基土的视电阻率建

议值。

7.2.7 光伏阵列区的详细勘察应对地基的不均匀沉降、湿陷、
地震液化、腐蚀性等主要工程地质问题作出评价,并提出基础型

式及地基处理方案的地质建议。

7.3 升压站及辅助建筑物

7.3.1 工程地质测绘比例尺可选用11000~1500。

7.3.2 勘探可采用钻探、坑探、物探等方法。

7.3.3 勘探点应根据升压站及辅助建筑物地基等级及建筑物特

点布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生产楼、综合楼、配电装置楼的勘探点,可沿基础柱列

线、轴线或轮廓线布置,勘探点间距宜为30m~50m,且单个单

体建筑物的勘探点不应少于2个。

2 每台主变压器的勘探点数量不应少于1个。

3 构架、支架场地可结合基础位置按网格布置,勘探点间

距宜为30m~50m。

4 对于采用独立基础的建筑物,当地层变化较大时,宜每

个柱基布置一个勘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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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建筑物地段可根据场地条件及特点布置。

6 勘探孔可分为一般性勘探孔和控制性勘探孔,控制性勘

探孔数量不应少于总孔数的1/3。

7 宜根据地基等级调整勘探点布置。

7.3.4 勘探点深度自基础底面算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性勘探孔深度应能控制地基主要受力层。基底宽度

小于5m时,勘探孔深度不应小于条形基础宽度的3倍,或不应

小于独立基础宽度的1.5倍,且不应小于5m。

2 控制性勘探孔深度应大于地基变形计算深度。构架、支

架区的控制性孔深度宜为5m~12m,其他地段的控制性孔深度

宜为8m~12m。

3 当采用桩基时,勘探孔的深度应达到预计桩长以下3倍

~5倍桩径,且不得小于3m。

4 可按本规范第6.3.4条的规定适当调整勘探深度。

7.3.5 采取土试样、水样和原位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取土试样和原位测试勘探点的数量宜为全部勘探点总

数的1/3~1/2。

2 主要土层内采取土试样的数量不应少于6组,或原位测

试的次数不应少于6次,土层性质不均匀时,应增加取土样数量

或原位测试次数。

3 采取代表性的地下水和地表水不宜少于3组,并进行水

质简分析。

4 土的化学分析的试样不应少于3组。

7.3.6 视电阻率的测试应符合本规范第7.2.6条的规定。

7.4 勘 察 报 告

7.4.1 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工程概况,勘察依据,勘察等级,勘察方法、过程及完

成实物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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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区自然地理条件,区域地质与地震。

3 工程区基本地质条件,包括场址区地形地貌、地层岩性、
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不良地质作用等。

4 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分析原位测试成果、物理力学试

验成果、物探测试成果等,提出岩土体的物理力学参数建议值和

视电阻率建议值。

5 场址区地震效应评价,包括场地类型划分、地震动参数

确定、砂土液化评价等。

6 工程区地表水、地下水及地基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评价。

7 场地评价,包括场地稳定性及适宜性评价、地基的均匀

性评价。

8 建筑物地基工程地质条件评价及基础方案建议,包括地

基岩土体的承载力、地基的抗变形能力、砂土液化的可能性、特

殊岩土体的工程地质特性、地下水对地基的影响等工程地质问题

的评价。

9 天然建筑材料。

10 结论及建议。

11 附图及附件。

7.4.2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及附图附件应符合本规范附录E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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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 门 性 勘 察

8.1 流 动 沙 丘

8.1.1 对可能遭受流动沙丘影响的光伏发电工程,应进行流动

沙丘的专门性勘察。

8.1.2 流动沙丘的勘察可采用地质调查、简易勘探、遥感图像

判译等方法。

8.1.3 流动沙丘的资料收集和地质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气象资料,包括年或月平均风速和风向,起沙风速和风

向,最大风速和风向,年风沙日数,年或月降水量、降雨强度、
蒸发量。

2 表层结皮情况、植物种类及植被盖度等。

3 流动沙丘的类型、高度、间距、走向、密度和分布范围。

4 流动沙丘和丘间低地的干沙层厚度、颗粒组成、沙粒矿

物成分等。

5 下伏地层岩性和地下水情况。

8.1.4 流动沙丘的简易勘探可采用坑探、洛阳铲等方法,也可

采用物探方法。

8.1.5 流动沙丘的遥感图像判译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遥感图像比例尺可采用110000。

2 量测流动沙丘的分布界线及高度、长度、宽度、坡度等

形态要素。

3 利用不同时期的遥感资料,量测和推算沙丘移动方向和

速率。

8.1.6 流动沙丘的取样应在丘间低地、沙丘迎风坡、背风坡和

沙丘顶部分别分层进行,开展含水率、矿物成分、颗粒级配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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