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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上海城镇规划勘察始于1957年，由上海市城市建设局负

责。至90年代初，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50年代

后期至60年代初期，采用比较落后的手段，完成35个小区的

勘察，汇编了上海第一份《工程地质图集》。第二阶段在80

年代初、中期，重点为拟建开发区和部分沿海地带，勘察手

段开始应用原位测试。第三阶段自80年代后期开始，工作集

中在浦东新区，勘察中应用了现代手段，并在计算机处理数

据上取得成绩。三个阶段的勘察成果，基本满足了城镇规划

设计和工程建设的需要。 1957年，上海市城镇规划有48个小

区。1958年，以上海市城市建设局规划设计院（简称上海规

划院）勘察总队为总负责单位，与中船勘察院、上海勘察院

、上海民用院、上海轻工院、上海铁勘院、武汉黑色冶金设

计院勘察公司等单位，开始按小区分工勘察。统一采用1

∶10000～1∶15000地形图，按400～600米方格网布孔，最大

方格网间距为800～1000米，控制性技术孔（取土孔）深度

为30米，一般性鉴别孔深度为15米，技术孔与鉴别孔相间分

布。由于工程地质勘察力量较弱，勘察设备为苏联手摇钻，

全靠人力钻进、提升、搬运。钻进30米深的孔，非常艰苦。

在两年多时间内，共完成33个地区，勘察面积687.9平方公里

，钻孔约1289个，总进尺32660米，取原状土试样约2万个，进

行了相应的土工试验。由上海规划院勘察总队组织人员进行

资料分析，并编制了33个地区的工程地质图，尚有15个地区



未能完成规划勘察或编图工作。 1960年，将各区地质图汇编

为《工程地质图集》，1963年第一版《上海市地基基础设计

规范》将其作为附件正式出版，供内部使用。由于它反映了

深度30米以内的地层情况，为上海市的城市建设，节约了勘

察时间，加快了工程建设进度。1985年修订《上海市地基基

础设计规范》第三版，上海民用院重新印制图集增订版，改

编北新泾地区为虹桥北新泾地区，新编江湾地区及宝钢地区

工程地质图，使图集扩至35个地区，同年12月出版。 70年代

～80年代初，上海勘察院根据上海市规划局为高层建筑提供

基本地质资料的要求，先后进行了虹桥小区、曲阳小区、兰

花小区及彭浦小区的规划勘察工作。每一小区进行了钻探孔

（取土、标准贯入）、静力触探孔、十字板剪切试验孔、跨

孔波速及单孔波速试验孔、旁压试验孔等多种原位测试工作

，最大孔深达70～75米，对地基土的特性进行深入的勘察研

究，为这些地区的大规模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同一期间，

根据规划要求，上海勘察院还进行了漕泾化工区规划勘察。

一期勘察于1976年上半年完成。勘察场地位于杭州湾北缘、

漕泾镇至柘林镇沿海滩地呈三角形的地带，勘察面积为12平

方公里。采用1∶10000地形图，按800米方格网，共布置勘察

孔68个，其中取土技术孔30个，鉴别孔20个，静力触探孔8个

，标准贯入试验孔8个，波速试验孔2个，取原状土样300多个

，取水样17件，一般孔深为25～35米，控制孔深为50米。第

二期规划勘察于1982年12月～1983年2月进行，勘察面积67.32

平方公里。按800～1000米方格网布孔，局部地段为300～500

米方格网，布置取土技术孔20个，静力触探孔6个，取土208

个，地下水9件，实际完成钻孔13个，一般孔深为25～35米，



控制孔深为50米，总进尺455.5米，取土204个，取地下水9件

，因另有两组技术孔（包括波速试验、静力触探、十字板等

试验）未完成，故未出勘察报告。 1984年4～12月，上海市地

质处对漕泾化工区东部的星火纺织工业区，进行了工程地质

规划勘察，采用1∶10000地形图，按600米×800米方格网，共

布置勘探孔33个，其中静探孔7个，一般孔深度为30米，控制

孔深度为60～70米。同年9月，上海地质中心水文地质队还进

行了漕泾星火地区供水水文地质普查勘察工作，实际完成钻

探孔组10个（31个孔），总进尺约4100米，抽水试验29层次。

80年代后期，浦东新区规划勘察被列入市科技攻关课题。上

海勘察院在1987～1989年搜集了浦东陆家嘴地区已有勘察资

料，用计算机成图方法，编制了《陆家嘴试点小区的桩基工

程地质图集》，1990年经市建委组织评审通过。为加快浦东

新区建设，市建委决定，上海勘察院负责编制《浦东新区桩

基工程地质图集》，上海市地矿局环境地质站负责编制《浦

东新区浅基工程地质图集》，开展了大量规划勘察。1990年8

月，上海勘察院对浦东金桥地区进行规划勘察，勘察区4平方

公里，地跨金桥、洋泾二乡，采用1∶5000的地形图，按400

米×400米方格网布置勘察孔，一般孔深为25～35米，共完成

勘探孔38个，总进尺1206米，其中钻探取土孔21个，进尺

为689.9米，静力触探孔17个，进尺为516.6米，取原状土样261

个，标准贯入试验24次，扰动土20个，地下水2件，同年10月

完成野外勘察工作。在生活区共完成勘探孔33个，总进

尺1153.22米，其中技术取土孔18个，进尺673.02米，静力触探

孔15个，进尺480.0米，取原状土试样240个，标准贯入试验47

次，扰动土41个，地下水2件，一般孔深为30～40米，控制孔



最大深度为70.3米。此后，又进行了外高桥保税区的规划勘察

工作。保税区位于浦东新区东北角，在长江入海口沿岸码头

以南，杨高路以东，同高路以北，地跨高桥乡、高南乡及高

东乡，面积约10平方公里。一期勘察分为A、B、C、D、E5个

小区，A区0.45平方公里，泊位处在1987年10月为建港区曾勘

察过，其余B、C、D、E4个小区于1990年由上海勘察院进行

规划勘察。勘察面积约为4.5平方公里，以1∶5000地形图，

按400米×400米方格网，共完成勘探孔36个，其中取土孔15个

，取土标准贯入孔21个，一般孔深为40米，控制孔深80米，

静力触探孔34个，其中45米深静力触探孔5个，40米深静探

孔29个，完成总进尺30250米，采取原状土试样522个，扰动土

样151个，标准贯入试验151次，测量孔位70个，取地下水样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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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