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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隧道工程 1958年8月，中共上海市委指示“积极筹建上

海地下铁道”，批准成立“上海市地下铁道筹建处”，进行

规划和试验研究。以上海城市建设局规划设计院勘察总队为

主，组织上海民用院、上海勘察院、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石油

普查大队等单位对地下铁道、越江隧道进行地质普查。1958

～1963年，共完成地下铁道浅埋、中埋、深埋地质普查钻

孔1058只，进尺79762.04米。1965年上海市隧道工程设计院成

立。1976年组建隧道设计研究所勘察队，机构几经变迁

。1985年4月，恢复上海市隧道工程设计院（简称上海隧道院

）。1985～1990年，共完成地下铁道、各类工程隧道、地下

立交、过江隧道等大型工程（不包括地面建筑）地质勘察47

项。 上海地下铁道的规划论证和地质普查始于50年代，持

续30年之久，前后共提出近30个建设方案。至1986年，地下

铁道路网规划了8条，总长度176公里。越江隧道共规划延安

路、复兴路、董家渡、江边路、打浦路、谨记路等6条。60年

代中期以前，对深埋地下铁道进行普查和实勘，钻孔深度

在250～350米（即深入新鲜基岩内30米），这类钻孔170余只

，进尺39605.66米，占当时工作量的49.3%，初步查明上海市

区线路范围内基岩埋藏深度、岩性分布、地质构造、主要断

裂带的分布和覆盖的分布规律；中埋钻孔深度150～180米，

主要查明180米附近，即⑩层杂色（褐黄色为主）粘性土层的

分布规律和特征，进尺15387米，占当时工作量的19.3%。



1965～1968年，地质部上海水文地质二大队完成了打浦路越

江隧道初步勘察、详细勘察任务。江底隧道顶最大埋深

为-19.41米，采用盾构在软流塑软土层中施工，于1970年建成

，投入使用。 1978～1981年，上海隧道设计研究所勘察队完

成了延安东路隧道初步设计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1982年完

成详细勘察，1985～1986年进行了补充勘察。1985年，由地矿

部海洋地质局物探大队专门为此进行了物探工作，查明江底

地形变化以及水下是否有疑存物等。延安东路隧道沿线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情况复杂，隧道经过地层为饱和含水、软流

塑、高压缩性土层，浦西经古河道（洋泾浜）有巨厚填土，

浦东为砂质粉土层，砂层伸向黄浦江，给盾构施工带来很大

困难，江中覆土5.8米处，其中亦有1～2米透水的砂质粉土，

给江底盾构施工带来威胁。经过加强地质勘察，进行地基处

理，实行施工监控等，取得了效果。该隧道于1988年12月试

通车，1989年5月1日正式通车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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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