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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工程建设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地下障碍物，如隐埋的

爆炸物、矿渣、人防工程、旧建筑的基础、地下管线等，这

些物体有的可能威胁建筑物的安全，有的可能使建筑物地下

施工（如打桩、开挖、掘进等）受阻，有的可能造成地下管

线的破坏。在建筑物设计与施工之前，必须查明这些物体的

分布、性质和埋藏情况，工程物探在这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

用。一、隐埋爆炸物探测磁法勘探是用于寻找金属矿床或进

行地质填图的一种物探手段，已有成熟的工作方法和经验，

但在建筑施工场地具有强磁干扰情况下探寻爆炸物，在国内

外尚不多见。上海勘察院采用磁梯度法和不同高度磁测对比

法，在强磁干扰背景下准确地分辨出铁磁性爆炸物所产生的

异常，并通过初测、复测和终测，确保不遗漏爆炸物。

自1978年起，先后在石化总厂和宝钢各期工程中，用磁法寻

找隐埋爆炸物，共清除炸弹、炮弹和地雷等各种爆炸物2000

多枚，总量约30多吨，消除了工程建设中的隐患，保证了工

程的安全。1990年4月，在石化总厂涤纶厂三期工程轮胎及矿

用帘子布原料车间建筑场地进行探测时，查出并排除6枚100

磅炸弹，其中5号弹坑在挖出1枚炸弹后，经复测发现仍有磁

异常存在，再经过降低高度的加测发现异常增大，断定坑内

还有铁磁性物体，继续开挖结果，又挖出了1枚炸弹。来源：

考试大二、矿渣层探测在上海一些厂区或区段，特别是黄浦

江沿岸的一些大厂，其地下和岸边都埋有大量钢渣层（当时



为保护堤岸用）。1988年，高桥热电厂由于扩建工程需要，

在距黄浦江岸35米处建一循环泵房，进水管道采用顶管，计

划于地下深度8.5米穿过钢渣底部顶进黄浦江。上海勘察院利

用三极电测深法，圈出了地下钢渣层的分布、埋深和厚度，

为厂方节约工程费用20多万元。三、水域埋设物探测在铺设

黄浦江上游引水工程南市水厂到杨树浦水厂过江输水管道、

合流污水闸北电厂过江管道、福州路过江电缆等工程中，在

疏浚长江口南水道、黄浦江下游三岔港水域、杭州湾北岸水

域等航道口工作中，以及建设新的核电厂、新港区等工程建

设中，都要求查明水域内河床（或海滩）的水深、河底微地

貌、淤积层的结构以及河床可能存在的障碍物。1985年起，

地矿部第一海洋地质调查大队、海洋地质综合研究大队等单

位为上述工程在黄浦江、长江口和杭州湾等水域开展地球物

理调查。采用的方法是回声水深测量、双侧旁扫声纳、浅地

层剖面、磁法等。定位采用微波测距系统。在黄浦江下游三

岔港水域地球物理调查中，发现一处磁异常，经挖掘为1箱手

榴弹，从而为航道疏浚提供了安全保证。吴淞口外长江南岸

，高桥镇以北的一片深水域，是建港有利地段，但近半个世

纪以来，在该地区的海图上一直标着“危险区”的符号，使

这段岸线长期未得到利用。上海港务监督委托地矿部海洋地

质调查局，开展了水域地球物理调查。测网按1∶1000比例尺

布置，主测线间距10米。通过调查绘出江底侵蚀特征分布图

，发现区内存在1条水下坝体，查明了该坝体的性质与形态。

利用磁法圈出11处磁异常，经水下探摸证实，是电缆、沉船

、铁板等铁磁性物体，排除了爆炸物存在的可能性，消除了

该区误为“危险区”的标志。四、地下管线探测清同治三年



（1864年），上海埋设第一根地下煤气管道后，各种管线相

继向地下发展。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城市地下管线总长3126

公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

市建设飞速发展，地下管线铺设越来越多，到1992年底，上

海地下管线总长已达1.4万公里，并以每年500～800公里的敷

设量增加。由于地理因素和历史等原因，形成了上海城市道

路和地下管线“老”、“密”、“乱”的状况，地下管线与

地面建设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在建筑施工中经常发生挖断

或损坏地下管线的重大事故，使城市人民生活和建筑施工安

全受到严重影响。为了避免这类事故的发生，要求开展地下

管线探测，为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和管理部门提供准确

、可靠的地下管线赋存情况资料。80年代初期开展的地下管

线普查主要靠地面测绘，对隐埋于地下的管线，采用开挖样

洞的办法来检验地下管线的分布。这种办法成本高、效率低

，特别是在交通繁忙的道路上严重影响交通。80年代后期，

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和上海勘察院开始应用物探手段，为地铁

一号线的各站台施工场地开展地下管线探测，取得良好的效

果，保证了地铁施工的安全。之后，上海的许多重点市政工

程建设、施工场地和厂区中，广泛运用物探技术开展地下管

线探测，其中有杨浦大桥主墩工程、内环线和南北高架道路

工程、石化总厂和高桥化工厂等。为有效地开展地下管线探

测，1990年上海市建委委托上海勘察院和上海市地矿局物探

队开展“地下管线探测设备评估和选型及其推广应用”科研

工作，推动了上海市地下管线探测工作的发展。上海微波技

术研究所研制成功M9300型地下管线仪，达到了90年代初国

际先进水平。上海勘察院受建设部委托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业标准《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61-94），已

于1994年12月5日获正式批准，自1995年7月1日起施行。地下

管线探测技术逐步走向规范化。五、掩埋煤气凝水井探测来

源：考试大上海煤气管道铺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至1992年，煤气管道总长2400多公里。为了排除煤气管道内

积存的凝结水，每隔一定距离必须设置1个凝水井，定期抽水

疏通管道。但由于道路修建、房屋改造，凝水井被掩埋在沥

青路面、人行道、街心花坛、绿化地带下面，有些在地面上

的也已无法辨认，给定期抽水带来很大困难。上海勘察院受

煤气公司委托，自1989～1991年，成功地利用磁梯度法寻找

出掩埋凝水井200多只，为煤气管道的正常疏通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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