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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6/2021_2022__E4_B8_93_E

4_B8_9A_E7_9F_A5_E8_c63_586253.htm 把岩土师站点加入收

藏夹 工程地质勘察的目的是查明工程建筑场地的工程地质条

件，研究各种地质现象的性质、分布和规律，预测可能出现

的工程地质问题，为工程选址、设计和施工提供可靠的地质

资料。主要工作有工程地质测绘、勘探试验（室内、室外）

、土的应力应变长期观测及用地质成因、力学计算、模拟等

综合方法进行资料整理，并提出有评价的技术报告。其内容

和方式随设计阶段、建筑物性质和建筑场地的地质复杂程度

而各异。 解放前上海数十座高层、大厦的建设，均由外商承

担勘察工作。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上海地区工程地质勘察队伍开始组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市属和部属在沪的勘察、设计单位陆续建立，至1958年底

，设有工程地质勘察专业的单位共14家。后因机构变动、外

迁等原因，单位及人员有所减少。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随

着上海市建设发展的需要，各区、局和郊县建立工程地质专

业勘察单位，计有54家。80年代中、后期，外地勘察单位

有20家，先后进入上海承接任务。至1990年底全市工程地质

勘察人员总数约2000人。 上海地区工程地质勘察力量和技术

发展，自50年代以来，经历了学习摸索、独立完善、徘徊曲

折、恢复提高、创新发展的过程。50年代前期主要是学习苏

联经验。1955年开始独立编写工程地质勘察报告。1958年总

结了一套适合上海软土地基的快速勘察经验与方法，对勘探

点布置、钻探方法、土水试验等都有创新，提高了勘察效率



，并完成了上海郊县33个规划区的工程地质普查，编制了上

海市工程地质图。1959年上海市建委领导组织编写国内第一

本《上海市地基基础设计规范》，1963年正式颁行。该规范

将上海软土地基勘察、设计、施工的成功经验结合为一体，

具有实用性和先进性。 1965年，开始大小三线建设，各勘察

单位根据所属系统组织主要技术力量，分别在四川、贵州、

江西、安徽等山区从事工程勘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

始后，正常工作受到干扰，工程勘察一度混乱，屡屡出现因

工程地质问题引起的工程事故，造成巨大损失。 1972年后，

随着石化总厂、728工程核电厂、卫星接收站、上海港10余座

深水泊位码头和闵行地区老厂扩建重型厂房等工程的选址和

建设，上海工程地质勘察工作逐渐恢复正常，并结合引进技

术，开始吸收国外先进经验。 1977年，宝钢工程在上海地区

选址定点，市建委组织上海勘察院等单位开展工程地质勘察

。厂址确定后，1978年4月，冶金部调集该系统8个勘察公司

，约千余人进行宝钢全厂区工程地质勘察会战，上海市有关

勘察单位支援了会战。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

，建设速度加快，勘察单位除完成宝钢一、二期工程、石化

总厂二、三期工程，秦山核电厂、石洞口电厂、浦东煤气厂

等重大工业工程地质勘察外，还对一大批高层和超高层建筑

和以黄浦江大桥、内环线高架路、地铁为标志的现代化市政

工程，开展了全面的工程地质勘察。繁重的基建任务和重大

特殊工程勘察要求，以及市场竞争的形势，推动全市工程地

质勘察技术大步向岩土工程领域延伸和发展，向国际技术标

准靠拢，使上海的工程地质勘察，在许多方面处于全国领先

地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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