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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1973～1978年是上海第二次建港高潮时期。1973年7月，

三航院勘察公司承担了石化总厂的陈山原油码头工程勘察任

务。包括两个2.5万吨级泊位、一个码头和长900米的引桥。码

头全部采用钢桩墩式结构，1975年初工程勘察全部结束。在

此期间还承担了吴淞口、张华浜10余座深水泊位改扩建及集

装箱专用泊位新建的勘察任务。1978年1月，承担了宝钢的港

口码头群的工程勘察任务，工程包括原料码头、成品码头和

内河码头等。该项工程勘察任务因项目多，工作量大，分期

、分批进行，一直延至80年代后期才基本结束。由于这一时

期港口建设迅速发展，三航院勘察公司经国家特允，从全国

各地抽调一批工程勘察专业技术人员，扩增到近200人，技术

队伍素质有较大提高。1975年，委托上海沪东造船厂制造了

适合海上作业的双体钻探船，80年代初，又改装了一艘退役

登陆艇作为上海港第三条专用钻探船，提高了水域勘探能力

。勘察范围由吴淞口内黄浦江上游，扩展至吴淞口外罗泾宝

山和外高桥及金山一带。大吨位桩基设计要求勘察深度普遍

由40米扩展到60米，为了提高港口水域勘察的效率和精度，

进口了日本制造的浅地层剖面仪，交通部组织了水上勘探技

术攻关组，重点解决水上静力触探技术和浅地层剖面仪在港

口勘察中的应用，积累了资料，提高了水平。为了总结港口

勘察经验，统一技术标准，70年代后期，交通部组织了所属

各航务局的勘察、设计、科研以及河海大学等有关单位的科



技人员，制定国内第一本《港口工程地质勘察规范》，1979

年出版单行本。1982年起，三航院勘察公司将长期惯用的港

口工程探验报告，全部改为港口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加强了

工程地质条件分析与评价，提高了港口工程地质勘察质量与

水平。1981年完成的张华浜集装箱专用泊位工程地质勘察，

获1987年交通部优秀工程勘察一等奖。 1986年起，上海港建

设进入第三次建港高潮时期，上海港又新建拥有万吨级以上

泊位的宝山、关港和朱家门3个装卸作业区；改扩建了一大批

码头泊位，吴淞口北侧长江沿岸，从与江苏交界的浏河口，

至吴淞口炮台湾一线，码头泊位已基本连成一片。外高桥新

港区和外高桥电厂等码头群已建成，新的码头建设仍在进行

。杭州湾北侧以石化总厂码头群为中心，电厂、油库等各种

码头正在快速崛起。这一时期上海港工程勘察的特点是：地

域新、条件差、任务重、时间紧、要求高。上海港口工程勘

察队伍经受了考验，除三航院勘察公司发挥主力作用外，中

船勘察院、国家海洋局海洋地质大队等单位也参与了上海港

口有关的工程勘察的任务。三航院勘察公司对水上勘探技术

作了进一步改进，完善了水上水冲清孔钻进工艺，充实了泥

浆循环成孔工艺、麻花钻进工艺、岩心管钻进工艺和水上薄

壁取土器工艺等。为适应软土勘察需要，研制成功薄壁取土

器系列，1990年经交通部组织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积

长期水上勘探经验，已有了迎潮搁滩、简易回填、简便台架

、潮间测试等一整套水域各类原位测试操作经验，提高水域

原位测试能力与精度。同时引进英国剑桥自钻式旁压仪，为

研究地基土水平受力特征提供有效的原位测试手段。工程地

质报告编写和资料整理，采用计算机处理技术，加强了地基



与基础方面的论证分析，向“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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