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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自1984年起，以改造市区交

通、环卫为重点的市政建设全面展开，其规模、技术难度和

投资，在国内市政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到1994年底，仅上海

市政院勘察处就完成了千余个取土试验孔，3万余米钻探深度

，近2万米静力触探，2千次标准贯入试验，近千次十字板剪

切试验，约2万只土样试验，15个深约百米的全岩芯取样和揭

片摄影。在完成各类工程勘察中，手段多样，针对性较强，

为大桥工程进行深层旁压试验、跨孔波速、地脉动测试；为

黄浦江上游引水工程过江管道进行重力、磁法初探和浅层剖

面测试，探明水域上部障碍物和土层分布情况；为合流污水

等深开挖工程进行深层承压水头测定等。采用钻探和多种先

进的原位测试相结合的勘探，提高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保

证重点工程顺利进行。土工试验按工程要求普遍开展了三轴

剪切、高压固结等力学试验项目。重视原位测试成果和土工

试验指标相结合，综合确定地基参数，从而提高勘察报告结

论和对基础方案、施工等建议的准确性，向岩土工程勘察方

向延伸。室内资料整理全面应用计算机，图件美观、计算精

确、缩短周期，提高了市政工程勘察的技术水平。 80年代中

期至90年代初期，上海完成的重大市政工程勘察项目有恒丰

北路立交桥、莘松高速公路、黄浦江上游引水工程、合流污

水治理一期工程、南浦大桥、内环线高架路、杨浦大桥、外

滩防汛墙加固等工程。其中主要的有： 1984年，上海市政院



开始承担黄浦江上游引水工程勘察，任务包括泵站、净水厂

、工作井和过江管、输水管道、倒虹管等工程。4座泵站的初

勘按100米×100米方格网布孔，孔深30～31米。采用取土孔与

静力触探相结合，进行一般物理力学试验。一期工程中的3座

又进行了详勘，按建（构）筑物位置布孔和确定孔深。对桩

基础，按压缩层厚度考虑，控制孔深为55米。勘探报告建议

了桩基持力层，提供了桩侧各层土的极限摩阻力和桩尖土的

极限端承力。在过江管道工作井勘察中，每个工作井布置40

～50米深取土孔2个，静力触探孔2个。在过江管两侧8～10米

范围内交错布置钻孔，孔距50米，孔深为管埋深下加2～3倍

管径，钻孔终孔后，随即封堵。同时在过江管轴线两侧各20

米内进行物探，了解江中上部障碍物及地质分布情况。在管

中心附近加密取土样，每米取土1个。粉性土、粉砂土进行了

标准贯入试验，还进行了承压水头测定，地下水水质分析，

了解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全部土样做了常规试验、渗透试

验、全颗粒分析试验，并做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和高压固结

试验等，为盾构施工提供不均匀系数。勘察报告除提供必要

数据外，还提出了沉井和盾构施工的注意事项。其它部分工

程勘察，也都按要求进行，保证了整个工程的顺利施工

。1986年，浦东段中汾泾倒虹管施工时发生滑坡，上海市政

院随即做了勘探。采用取土孔结合静力触探、十字板抗剪强

度试验等手段，分析事故原因是开挖堆土较高，离坑基较近

，当时下雨，而井点降水又未按设计要求设置所致。提出的

处理建议得到采纳，撤销了改道计划。该勘察获1989年上海

市优秀勘察三等奖。 1985～1990年，上海市政院承担了上海

合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勘察，按设计勘察分三个阶段进行。



任务涉及所有管道、泵站和预处理厂。在详勘阶段，仅管道

部分钻孔就达300余个。在采用顶管及隧道法施工的管段都加

密取土，并配合工作井勘探，以取土孔配合静力触探孔，十

字板剪切孔。土工试验增做全颗粒、渗透、无侧限抗压强度

、三轴不固结不排水试验等，还根据土层情况测定承压水头

。对泵站和污水处理厂，勘探点按构筑物位置，以取土孔结

合静力触探孔布置，对粉土、砂性土进行标准贯入试验，判

别在地震烈度为7度时液化的可能性、液化等级和强度。对大

开挖施工场地，上部粉土增做渗透性试验和粘性土中的无侧

限抗压强度试验，下部土层增做前期固结力和压缩指数测定

，以判别应力历史和压缩性能。彭越浦泵站为内径60米，埋

深23.4米沉井结构，详勘由中船勘察院承担，该勘察获1994年

上海市优秀勘察三等奖。因整个工程为世界银行贷款项目，

详勘报告均按规定的要求和格式整理，并进行土样揭片摄影

，报告还出了英文本，进行了与国际接轨的一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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