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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1978年，上海隧道院勘察队为地铁一号线方案进行了可

行性阶段勘察，南起漕溪路，北至人民广场，按孔距100米布

点，孔深30米，查明沿线地质基本情况。地铁一号线总图确

定后，上海隧道院勘察队经8个月完成详细勘察，勘察范围为

沿地铁轴线两侧25米，孔距为50～100米。1989年5月，地矿部

海洋地质局物探大队又进行了浅层地震勘探，着重查清沿线

深30米内土层中的粉土、粉砂层。工程所处地层在苏州河以

南基本为饱和含水流塑软塑粘土层，土体抗剪强度低，含水

量高达40%以上，灵敏度在4～5，属高压缩性，并具有较大的

流变性。土体经扰动后明显降低强度和压缩模量，且在长期

间内进行固结和次固结沉降。在苏州河以北地区，遇到饱和

含水疏松砂性土，在动水压力下易发生流砂现象。地铁穿越

市中心区，街道狭窄，最窄处仅20米左右，与车站外宽相近

，街道两旁建筑密麻，地下管线密布，很多靠近车站或隧道

。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市中心区市政环境对工程设计与施

工极为困难。地铁建成后，沿线附近进行深基坑和桩基工程

等加载和卸载的施工，会引起地铁区间隧道和车站的位移而

影响地铁正常使用。对此，如何进行预测和防治，也是当时

国内外很大的难题。面对这些困难，在工程实践中进行了技

术攻关，取得经验。1号盾构由上体馆站向中间接收井推进时

，隧道轴线与沪杭铁路南环线斜交（约50°），盾构穿越铁

路段覆土深度7.3米左右。最大隆起量≤10毫米，一个月内累



计沉降量≤30毫米；沉降速率≤4毫米/小时。地铁一号线工

程于1990年3月正式施工，1994年12月竣工投入运行。 延安东

路隧道和地铁一号线的勘察除沿用传统的钻探、取样、土工

试验方法外，还采用静力触探、标准贯入试验等原位测试手

段和地球物理探测新技术。原位测试孔在延安东路隧道初勘

时约占40%，详勘阶段提高到65%。地下铁道一号线原位测试

孔不少于30%，采用荷兰孔压静力触探仪，可测定土的超孔

隙水和孔隙水压力的消散曲线，提供土的渗透参数，这些资

料对地下工程安全和高质量施工提供了可靠保障。延安东路

隧道复线和地铁一号线，部分原状土样，采用连续取土器和

薄壁取土器。根据地下工程特点，为满足设计和施工需要，

必须对隧道沿线土层，特别是对盾构危害最大的砂性土，要

详细分层，为此，地下铁道和越江隧道勘察时，约1/4的钻孔

连续取土。采用荷兰引进的连续取土器，一次可连续取土2米

，该取土器内装有尼龙袜套，减少土与取土器壁摩擦力。与

此同时，上海隧道院自行设计研制薄壁连续取土器，取得阶

段性成果。90年代初，研究同位素C137s（铯）静力触探密度

探测仪取得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