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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9F_E5_B7_A5_E7_c63_533889.htm 一、岩土工程勘察监

理的现状 我国现行建设监理制度中，按工程建设阶段考虑，

监理的工作范围确定为工程建设投资决策阶段、勘察设计招

投标与勘察设计阶段和施工招投标与施工阶段(包括设备采购

与制造和工程质量保修)三部分。 我国自1988年起，施工阶段

的监理工作全面推行，取得了显着成效。从全国范围内来看

，投资决策阶段、勘察设计招投标与勘察设计阶段的监理工

作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成熟的经验，相关的规范、规

程尚未出台。 二、岩土工程勘察监理的特点 从形式上看，岩

土工程勘察监理同施工、设计监理相比，在工作目标与程序

上有一定相似性，但其工作内容、方法及性质却有很大不同

。 1、开展岩土工程勘察监理的工程一般规模较大，勘察周

期一般是2-3个月，与施工监理相比，明显周期要短。开展工

程勘察监理，一般是在详细勘察阶段，勘察手段和数量都较

明确，变更较少。因此，岩土工程勘察监理的重点和难点在

于野外作业也包括室内作业的质量控制。 2、岩土工程勘察

工作的复杂性和拟建项目的专业性, 决定了岩土工程勘察监理

工作的难度。岩土工程勘察监理的工程对象主要是地面以下

的部分，处于隐蔽状态，不如地面以上部分一目了然，特别

是覆盖以后，就难以直接观察和检查。在其各环节(方面)参

与者行为进行过程中，如不及时监控和检测，过后一般就难

以补救，时效性特别强。由于大多数岩土体是非均质、各向

异性的，且受力状态复杂，岩土工程类型及其勘察、设计和



施工方法繁多，遇到的岩土工程问题多种多样，尤其是在复

杂条件下场地自然条件的多变性，有时会严重影响岩土工程

勘察监理效果，从而给岩土工程勘察监理带来很大的风险性

。监理人员既要熟悉工程勘察的一般性技术要求, 又要了解拟

建项目设计、施工及各种岩土工程问题的分析评价原理。 3

、岩土工程勘察监理带有科研和咨询性质，对监理人员的技

术要求很高，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1)勘察技术纲要的审

查； (2)复杂地质现象的识别，根据影响因素和地质条件的变

化对勘察技术方案的调整； (3)复杂试验测试工作的监控以及

测试结果的分析； (4)有关评价结论和勘察报告的审查。 三、

岩土工程勘察监理控制要点 1、开工准备阶段 (1)为了使勘察

及其监理尽早纳入规范轨道，并使监理工作比较顺畅，应首

先编制工程勘察监理规划，明确了总体要求和所涉及的各种

工法的勘察要点，针对勘察大纲编写、勘察取样、水文地质

调查、岩土试验、成果分析与报告编制提出具体要求。 (2)认

真分析勘察技术方案能否达到勘察目的，勘察手段与工作量

是否恰当，现场技术人员素质和数量能否满足需要。审查中

还要做到实地落实（与勘察单位一道）和图上落实(如果有，

则执行设计单位签认制度)。 2、勘察实施阶段 (1)技术交底准

确清晰：在施工动员和第一次工地例会，对监理程序和内容

交底，并配合勘察单位对施工和技术人员进行技术交底。交

底要清晰、准确、无歧义，并有书面记录 (2)把住源头：监理

从编录、试验测试、外业整理就介入，从源头抓起, 保证原始

成果的可靠性 (3)关键问题的重点监控：对于关键问题或易出

质量问题的环节, 重点监控，抓出实效。这些关键问题或易出

质量问题的环节包括： a. 钻探操作：不按《建筑工程地质钻



探技术标准》(JGJ 87-92)中的明确规定进行操作，对要求鉴别

地层和取样的钻孔，回次进尺过大，一般地层中超过2 m，在

巨厚的淤泥质土中甚至超过5 m。在粉土、砂层和卵石层中钻

进时，没有采用优质泥浆护壁，泥浆浓度也控制不好，出现

塌孔甚至埋钻，从而造成地层的漏记和一些原位测试无法进

行 b. 取样和原位测试：在采取I，Ⅱ级原状土试样时不按《原

状土取样技术标准》(JCJ 89-92)的有关规定操作，对所取试样

也没有及时贴标签、封腊，不及时送试验室进行试验，导致

土样严重失水，致使土工试验成果中含水量、孔隙比、液性

指数、压缩系数和抗剪强度指标严重失真。在标贯和动探试

验时没有清除孔底残土就进行试验，在静探试验中不控制贯

入速率，造成试验数据失准。主要持力层与下卧层的原状土

样少于6件，原位测试数据少于6个，力学性质指标不满足统

计要求。 c. 地层描述：《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第3.3.7对土的描述做了6点规定。但现在很

多单位对土的鉴定和描述很不规范，在野外地层描述中仅对

土的状态、湿度及包含物进行描述，对粘性土和粉土不描述

其摇振反应、光泽反应、干强度及韧性，导致野外肉眼鉴定

与土工试验结果不吻合。 d. 地下水量测：当勘察场地地层中

同时有潜水含水层和承压含水层时，没有进行分层量测水位

，对承压水头不测，致使报告中无法明确地下水性质，只能

提供混合型地下水位和水头。 e. 土工实验：《岩土工程勘察

规范》(GB50021-2001)要求的采样密度大，一个工地往往要取

几十件甚至上百件土样，扣除报告编写、审核、修改的时间

，留给土工实验的时间只有3-5天，因此除个别实验室外，大

多实验室无法100％满足工期要求；加上目前实验室大多实行



经济责任制，迫使实验室对一些占设备、费工时的项目(如剪

切、固快、压缩、三轴等)不按规范步骤做，或只做部分就编

出实验报告 (4)重点和难点问题应进行充分论证和咨询。地质

问题的判断常常是比较复杂的, 需要多种证据、多方面综合分

析, 充分搜集各种资料, 广泛咨询各方面专家, 提出科学的处置

方案，不仅可保证重点难点问题勘察的可靠性,还可节省费用

。 3、审查验收阶段 (1)岩土工程勘察大多是隐蔽工程，每个

环节都要严格验收、规范完整地记录。在接到送审报告时，

在完整的验收单和监理记录基础上，可保证审核付款清晰有

据。验收包括：钻孔、分项(部) 和总体验收。钻孔验收是基

础，应设计详细的验收单, 包括钻进方法、水位、穿越地层及

取芯率、取样位置及数量、原位测试位置与数量、各环节质

量和封孔情况等，勘察、监理和业主分别留存。 (2)勘察报告

的审查，是保证勘察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决不能敷衍，并且

还要保证审查意见落到实处。初审意见同时送达业主和勘察

单位，并由专人负责与勘察单位进行沟通、交流，并追踪修

改、落实情况。最终处理意见, 经监理负责人签发后, 再次送

达业主和勘察单位。 （百考试题岩土工程师）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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