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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三五”（1966～1970年）期间，上海市的工业建筑工

程地质勘察任务，大多数由上海勘察院承担，共计完成402项

，均为中小型工业建筑项目。1969年，华东电力院勘察处承

担了高桥电厂地下厂房工程勘察和施工监测任务，该地下厂

房为直径64米，深28米的大沉井，当时称远东第一大沉井。

该处技术人员排除干扰，保证勘察测试质量，确保大沉井顺

利施工。 70年代初，上海勘察单位承担了石化总厂、核电厂

、卫星接收站三大重点工程项目的勘察任务，使工程地质勘

察工作逐步恢复正常，并促进了勘察技术水平的提高。 1972

年4月～1973年1月，上海勘察院先后两次为石化总厂完成了

金山卫厂址东西两段海滩地（东西长约9公里，南北宽约1公

里）的初步勘察工程地质任务，作出了“滩地基本稳定，适

宜建厂”的结论，提出了天然地基、桩基设计有关建议，并

编制了工程地质分区图件等。场地工程地震由南京地震大队

鉴定，震级小于5级，一般可不考虑抗震措施。石化总厂围堤

造地，海堤工程勘察，由上海市政院勘察处完成。1973年5月

竣工1973年初，上海勘察院、华东电力院勘察处、上海轻工

院勘察处，组织力量对热电厂、化工、化纤、塑料等厂进行

工程地质详勘，首次应用自行研制的CH-30型机动钻机，静

力触探仪等先进勘探设备，提高了勘察工效与质量。上海民

用院、上海市政院的勘察处分别负责全厂区的生活和公用设

施工程详勘任务，第三航务勘察设计院（简称三航院）负责



陈山地区海域新建2.5万吨级泊位油轮码头的工程勘察，船勘

院负责陈山地区2座万吨级、2座5万吨级的大油罐工程的初勘

、详勘任务，铁道部第四勘察设计院会同上海铁勘院负责上

海西站（现长宁站）至金山卫石化总厂的专用铁路线和横越

浦江大桥的勘察、设计任务。正当施工进入高潮时，发生一

场技术纠纷（即“山田事件”）。1973年12月，日商山田从

石化总厂回国后，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商务参赞递交了一份

备忘录，述：“金山海滩土质软弱，地基强度仅3～5吨/平方

米（30～50千帕），且滩地年下沉速率为30厘米；另在与日

谈判中，京沪两地说法不一”。并严肃指出，“若将日本装

置建在金山滩地，使高温高压管道拉裂，由此造成的严重后

果，概由中方负责。”我驻日参赞急将这一备忘录电告国务

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极为关注，批示国家计委处理。国务

院副总理谷牧指令国家计委、建委、上海市、轻工部、纺织

部会商，并将结果报国务院。上海市组成7人小组上京汇报，

最后澄清了日商的问题。关于地基强度，中方确定10～12吨/

平方米（100～120千帕），日方定为3～5吨/平方米（30～50

千帕），是两国技术规范取值不一。关于滩地沉降速率，是

日商将上海桩基沉降可达30厘米误为地面下沉速率，实际上

，上海地区年下沉量约为1毫米。经谈判解释，日商同意“金

山滩地基本稳定，适宜建厂”的结论。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

将此澄清意见呈国务院，圆满了结了这场技术纠纷，确保了

进度。1978年，石化总厂一期工程经国家验收，工程设计（

含勘察）质量评为优良。70年代，上海勘察单位为核电厂选

址，做了大量工作。 华东电力院在安徽宁国首先为开始选厂

勘察，1970年，核电厂工程定名728工程后，该院又在江苏、



浙江、上海嘉定踏勘了10多处场地。1972年开始，由华东电

力院负责，同济大学地下工程系和浙江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协

助，先后在浙江富阳县的状元坞、长山和桐庐县的大块山、

天堂坪4处进行选址勘察，经比较，选定长山作为厂址。1975

年初，全面对长山厂址进行了大量勘察工作。后因环境等问

题未能妥善解决，该厂址未被采用。以后，又在江苏沿长江

选厂，对比了江阴和沙洲（现张家港）两个方案，1977年，

以江阴一侧的长山采石场作为工程厂址。经初步调查勘察后

，于1978年开展初步设计勘察工作。工作内容和深度大致与

浙江富阳长山厂址相同。正当728工程待审批期间，江苏省电

力局计划在江阴长山东段，即位于张家港内一侧，拟再建2台

引进的90万千瓦反应堆。该反应堆中心至728工程反应堆中心

距离仅1.0公里，实际上两个工程已并联在一起。因而华东电

力院于1978～1979年5月期间，开展了苏南核电厂的勘察工作

。这次勘察的内容，除达到与728工程同等深度外，还根据国

外核电厂设计的标准进行，加深和扩展了区域稳定性和地震

工程方面的内容，华东电力院将跨孔试验成功应用于勘察实

践，并建立室内土动力学试验项目。后由于国家经济调整，

该工程厂址保留，暂缓建设。负责勘察工作的主要工程技术

人员，于1979年下半年支援广东大亚湾核电厂的选址和可行

性研究工作。1978年春夏，上海勘察院受728工程指挥部（筹

）委托，在上海奉贤县柘林海滩，进行了备用厂址勘察，勘

察场地面积3平方公里。采用的手段是区域地质调查、场地测

绘、钻探、静力触探、标贯试验及室内土水试验。勘探孔

距200～300米，孔深40～80米，均控制了暗绿色硬土层及其以

下的粉细砂层厚度。勘察报告作出了在松软土地区建造核电



厂的可能性及地基基础方案的建议。1979年，在场地做了3组

桩载荷试验。 为配合728工程核电设备制造的需要，1973年底

，上海市批准在闵行地区电机厂内新建大型发电车间，面积

近1.8万平方米，最大柱荷重为2000吨。在锅炉厂建配套厂房

，行车为400吨级。六机部九院勘测大队为此重型厂房地基勘

察，首次应用了静力触探测试技术，1975年1月，在大型发电

车间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中，提出了以暗绿色粘土层以下的细

砂层作为桩基持力层的建议，以提高单桩承载力，节约基础

造价。后因打桩设备力量不足，此建议未被采用，仍以暗绿

色粘土层为桩基持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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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