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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下空间探测与安全利用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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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通过梳理和分析我国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理论、技术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围绕城市地下空间探测与安全利用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和技术难

题，提出了“全要素”精细探测、“全资源”整体评价、“全空间”协同规划与“全环境”监测预警的城市地下空间探测与

安全利用战略构想，构建了城市地下系统平衡和扰动再平衡、地下全空间资源评价、地下空间区划与协同规划三大

理论体系和城市地下空间精细探测资源评价、城市地下空间区划协同规划、地下空间勘察施工建造、地下空

间监测一预警四大技术体系，为推动我国建立城市立体开发新模式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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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太空、向海洋、向地下“要空间、要资源、要安

全”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

全面部署“深空、深海、深地”国家战略，“深空、深

海”战略已全面启动并取得突破性进展，“深地”战

略已列为国家科技战略重点领域。我国地下空间

需求大、发展快，已成为世界城市地下空间建设规

模和速度第一大国，在地下空间开发工程技术方面

居领先地位，但在城市地下空间探测、评价、规划和

监测等方面的理论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对较弱。完

善城市地下空间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是科学开

发、安全利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必然选择，可为

城市立体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1 我国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现状

历史上，伴随人类的聚居、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地下空间不断被利用和开发。1863年建成使用的

伦敦地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欧城市化进程的

产物，成为近代地下空间开发的重要标志。此后，

19 20世纪，西欧和美国城市化和大型中心城市建

设中，掀起了地下空间建设的第一次高潮，伦敦、巴

黎、纽约的地下空间各具特色，在促进城市交通及

市政功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0世纪后期是亚

洲城市崛起阶段，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城

市化进展飞速F2。3|，地铁、地下综合管廊、深隧调蓄系

统得到了高速发展。

1．1发展现状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地下空问资源

开发利用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1世纪，我国已

成为世界城市和地下空间建设的中心，在建设速度

和建设规模方面均达到较高水平。虽然不同地区、

不同城市发展地下空间的主要目的和驱动因素不

同，但在城市化不断发展，人口、资源聚集的过程

中，地下空间发展趋势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按照轨

道交通发展阶段并结合未来发展趋势，我国城市地

下空问开发利用可分为初始化、规模化、初始网络

化、规模网络化和生态城5个阶段(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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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公共设施 盏鬈幕豢罂誓篱黼网络延伸s。m城拣
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以地铁建设为

主，需求大、发展快，总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位。近年

来，以综合管廊为代表的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开始兴

起，东部大城市以交通枢纽建设的地下综合体为重

点。“十二五”以来，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建设量显著

增长，年均增速达20％以上，约60％的现有地下空

间为“十二五”期间建设完成。据不完全统计，地下

空间与同期地面建筑的面积比例逐渐增加，尤其在

人口密集和经济活动高度发达的大城市，在轨道交

通和地上地下综合建设带动下，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规模增长迅速。

伴随着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普遍开展，我

国制定了“十三五”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各城

市规划建设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已

有北京、上海、重庆、南京、杭州、深圳、青岛、沈阳、

昆明、武汉等几十个城市编制完成了地下空间总体

层面规划。一些城市，特别是特大、超大城市中心

区，结合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已编制或正在编制

地下空间详细规划。

1．2发展趋势

(1)地质调查先行支撑。地下地质情况复杂，

位于不同地质地貌单元的城市地质结构和资源禀

赋各不相同，加之地下空间系统涉及面广，多种地

质要素相互交织，互馈作用复杂，对环境变化和工

程扰动响应敏感。因此，在城市地下空问开发利用

规划阶段，首先要系统开展地下空间资源调查和评

估，为区划和整体规划提供地质依据。在地质调查

中，对城市地上地下地质条件、资源、环境、空间、灾

害等进行全面调查，构建城市三维地质结构模型，

综合评估城市地下空问资源和地下空间开发适宜

性，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调查与评估必须作为城市地

下空间规划的前置刚性约束。

(2)分层化与网络化规划布局。目前，我国处

于城市地下空间规模化开发阶段，规划指导作用尤

为凸显。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上，根据城市未来经

济条件和发展需求，结合当地地质特点与城市延伸

方向，合理布局和分层规划是城市地下空问未来发

展的必然趋势。

(3)地下资源协同开发利用。城市地下除了可

利用空间，还赋存地下水、地热能、地质矿产等多种

宝贵的地质资源，每种资源的开发将会对其它资源

产生扰动和影响，严重时会产生灾害。因此，在开

发地下空间时，识别和评价与其共生的其它地下资

源的特征和互相作用模式，是未来安全开发地下空

间的趋势H]。广义上，地下空间的协同化发展包括

地上设施与地下空间的一体化协同、地下不同层位

之间的功能布局协同、不同开发类型地下空间的功

能配合协同，以及地下空间开发过程中探测、评价、

规划、施工、监测、监督管理的全链条协同。

(4)管理数字化、智能化。城市地下空间规划、

设计、建造、运营维护与防灾安全管理均离不开全

面了解和准确掌握城市地下空间基础数据。采用

数字化、智能化方式对城市地下空间数据进行管理

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即在地下空问探测一规划一建

设全过程中对地下空间的所有数据实行信息化管

理，为城市地下空问合理规划、建设和决策，城市防

灾和应急处置提供依据。

2我国地下空间开发面临的问题

2．1地下地质情况不明

要高效、安全、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必须首先查清

楚地下空间的地质情况[5。。地下地质系统包含岩、

土、水、气等各种物质，是温度场、应力场、电磁场、化

学场、能量场等相互作用的复杂平衡系统，是经过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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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地质历史演化形成的，是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内、外

动力地质作用形成的共生组合体。目前，虽然城市地

质调查工作在城市规划布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工

作精度、深度和广度不足以支撑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对制约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地层结构及物理

力学特征、地下水特征、活动断层、特殊岩土、地下岩

溶等关键工程地质要素的调查不足，支撑地下空间规

划开发利用的关键数据和信息不全，导致地下工程施

工、运营中对可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或生态环境破坏

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预测和防治。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初期关注的重点是区位和

通达性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地下地质条件的考虑较

少。随着城市发展的需要，基础工程的迅猛增加，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与改造前所未有，

地下空间开发过程中常伴有地面沉降、地裂缝和滑

坡等地质灾害发生，而对这些地质灾害机理的认识

还远没有像对台风掌握的清楚。究其原因，是对与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相关地质灾害的孕育、发生和发

展规律还没有完全掌握，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扰动

地下水、诱发地层移动与损伤变形等演化与灾变机

理不明确。此外，大部分城市对地下空间资源属性

及其已开发利用的基本现状掌握不足，已有地下空

间利用或占用情况不明，如不同时期建设的各类地

下管线、地下室、地下通道、建筑物基桩分布等情况

不清楚。对后期工程施工造成的安全隐患或不利

影响为：造成工程报废、为了规避导致工程造价提

高、改道后又影响下一个工程等等。

因此，全面掌握城市地下地质情况和已有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现状，分析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与地质

环境的相互作用规律，评价工程扰动下地质结构的

变形破坏规律及其对工程结构物的影响，是减少地

下空间开发对地质环境影响、保障城市地下空间安

全利用和地下工程安全的关键。

2．2城市复杂环境下地质探测技术存在瓶颈

1980年，我国开始开展地下空间探测与调查工

作，在100多个大中城市使用航磁、重力、电阻率法

和放射性法等物探手段开展了1：5万一1：1万综合

区域物探工作，基本探明大区域尺度的构造及其稳

定性。但针对城市区域的地下空间探测工作始于

2003年，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杭州为城

市地质调查试点地区[6]，开展了城市尺度的地下地

质探测，综合采用了钻探及高精度重磁、电磁法勘

查、地震纵横波勘探、测井、井中物探等地球物理探测

方法或方法技术组合。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和技术在

国外地下空间探测中基本用于工程物探勘察，日本主

要使用面波、浅层地震反射勘探；加拿大主要使用地

质雷达、高密度电阻率成像、浅层地震；新加坡主要使

用电阻率成像、浅层地震、测井及井中物探。对于系

统性的城市地下空问探测，案例还较少。

城市地区开展地质探测，除了要解决浅层探测

的分辨率问题，还要面临城市复杂环境下的干扰问

题。现有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在解译浅部地层(0～

200 m)信息的精度还不够，无法克服城市高干扰问

题。此外，目前国内钻探测试技术尚不成熟，测试

要素较少，获取天然状态下岩土体信息不足。

2．3地下空间资源评价与协同规划理论不成熟

我国对地下空间资源的评价和研究起步较晚。

1990年，北京最早使用遥感技术进行浅层地下空间

资源调查，进行了二环内10 m以上浅层的既有地

下设施调查和地下空间可供开发资源评价，开始尝

试大城市中心城区和重点地区地下空间资源调查

评估[7]。2000年，香港进行了地下空间开发适宜性

评价和岩体质量评级，并结合开发难度、开发适宜

性和政策需求开展了地下空间综合质量评级[8]。目

前，地下空间资源评价通常基于地形、地质条件、水

文条件、社会经济需求等多因子加权打分的“地下

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9-11]，然而这种评价对地下

空间的资源属性表达不充分，没有把地下空间作为

资源来评价其质、量等蕴藏的禀赋特征。缺乏对地

下空间资源属性的认识和评估，可能对于国内城

市，尤其是开发力度大的城市，在地下空问开发过

程中的可持续开发能力造成影响。

我国地下空间规划始于2001年北京市政府组织

编写的《北京市中心地区地下空问开发利用规划大

纲》。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大

中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工作陆续展开，截止2015年，已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编制了城市地下空间专项规

划。《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n2]提

出，力争到2020年不低于50％的城市完成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规划编制和审批工作，促使更多的城市推进

地下空间探测和评价工作。从全国整体看，当前地下

空间规划实际编制与评审过程中与地质调查部门衔

接不紧密，导致对地质信息的获取和解读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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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已查明的地质信息无法充分运用在地下空间规划

中。此外，在未摸清地下地质结构的前提下，对地下

空问分层利用、深层市政设施进行布局和规划，其科

学性和安全性将大打折扣。

3战略构想

3．1“地下空间”内涵

狭义上，“地下空间”是地表以下自然形成或人

工开发形成的空问，自然地下空问是地质作用形成

的洞穴、孑L隙、裂隙等地下空间，可以开发为地下工

厂、地下仓库、地下电站、地下停车场、地下防空洞。

广义上，“地下空间”泛指地表以下的空间，包括地

表以下的地质体、天然形成的各种洞穴以及人类建

造的地下建筑体。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指广义上的

地下空间，包括地下空间工程与地质环境的相互影

响作用。

“地下空间资源”是可供人类开发利用并可开

发形成地下空间的岩土体。1982年，联合国自然资

源委员会正式将地下空问列为“潜在和丰富的自然

资源”，并被认为是与宇宙、海洋并列的、未来最具

有开拓价值的领域[1 3。15]。

3．2地下空间探测与安全利用新理念

3．2．1 地下空间“全要素”精细探测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是在地下地质体中进行，因

此，探明城市地下“土岩水气”属性特征和演化规

律、摸清地下地质情况、识别地下空间开发关键地

质环境要素，是地下空间安全开发利用的关键。

针对城市地下岩土地质结构特征，按地质条

件，将城市划分为单一地质结构和复合地质结构两

大类型。单一地质结构指200 m以上浅部松散层

或某一类基岩为主的地质结构类型，如上海等平原

城市以松散层地层为主、青岛以花岗岩为主、桂林

以碳酸盐岩为主。复合地质结构型是200 m以下

浅松散层与基岩组合发育的地质结构类型，包括二

元复合结构和多元复合结构，二元复合结构主要为

2种岩土类型组合，如上部为松散层，下伏基岩，岩

性和结构相对单一；多元复合结构主要为3种及以

上岩土类型组合，如上部松散层下伏多种基岩组合。

围绕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开发和利用，根据不同

地质条件类型的城市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控制

因素，明确探测对象和探测重点，筛选全要素指标，

建立城市地下空间全要素探测指标体系(表2)。

表2不同地质结构类型探测重点

Table 2 Key detection points for different geological structure types

地质结构类型 探测重点

复合地质结构

二元结构型区

多元地质结构型区

浅部松散层物理力学性质、

松散层地层压缩性、下伏基

岩结构、隐伏断裂、风化层
特征等

各类地质体接触关系、下伏
基岩结构、覆盖层下隐伏断
裂三维空间展布、应力在松

散层传递规律、松散层下基
岩风化层厚度及空间展布、

区域构造、断裂、地下水活
动规律等

除了针对地下地质情况进行基础地质探测外，

既有地下空间的探测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

城市建成区既有地下空间和天然空洞，探明地下空

洞三维形态，实现360。实时扫描，准确显示地下空

洞的三维形态。

3．2．2地下空间“全资源”整体评价

传统的地下空间评价，仅从工程条件的适宜性

开展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适宜性评价，未考虑城市地

下空间开发过程对矿产、地下水、地温、地质材料等

资源的利用和影响。本文建立地下空间“全资源”

评价理念，统筹考虑各类资源，是新时代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的发展方向。

要开展地下空间“全资源”评价，首先需要开展

地质构造、岩土地层、地下水、地温场等资源与地下

空问工程耦合作用下城市地下空问系统的分区分

层特征研究，全面分析地下空间资源类型(包括地

下空间、矿产、地下水、地温能、地质材料、岩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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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品质、容量及开发强度，识别各类资源禀赋的

量化参数及其区位差异；其次是确立单一、复合两

大类地质结构条件下评价要素选取与量化方法，建

立地下空间全资源整体评价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模

型；最后，提出地下空间资源不同类型子系统划分

规则，实现城市地下空间全资源、多尺度动态评价。

地下空间开发后对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资源

的影响是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

在“全空间资源”评价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全球变化

背景下，地质环境扰动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对城市

地下空间资源的反馈影响研究，开展城市地下空间

全资源动态分析，揭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和利用过

程中地下空间资源及其他资源的质量与容量变化

特征及其规律，研究地下空间资源环境演化模拟方

法，以确保城市地下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地质环

境安全和城市安全。

3．2．3地下空间“全空间”协同规划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包括平面布局与竖向深度规

划控制。城市地下空问功能需求与潜在价值的不同，

城市地质环境及各种保护要求，共同决定城市地下空

间开发的适宜性，并成为地下空间功能区划与规划控

导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在现有城市规划理论的基

础上，开展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规划原理与方法研究，

实现城市地下空间“全空间”协同规划。

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城市，对城市地下

空问开发利用需求也不同。以开展面向未来的城

市地下空间功能需求及其预测方法研究为前提，分

析不同类型的城市需求，开展不同功能、不同规划

期地下空间开发研究，进行潜在价值与经济、环境、

生态等多目标社会和环境效益分析，从而获得地下

空问开发难度与潜在价值预测，为协同规划提供

依据。

城市地下空间协同规划，需要从整体角度统筹

考虑地下空间开发内在需求与潜在价值、资源环境

保护以及地上地下统一规划，在现有城市规划理论

的基础上，基于地下空间功能需求及资源利用与保

护、环境影响与控制、经济成本与效益、韧性城市恢

复力等，开展地下空问协同规划理论与方法创新，

确立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控导方法，建立地下空间

平面区划方法及不同功能分层开发模式，并形成地

下空间重点、优化、限制、禁止与开发的原理与评价

指标体系，实现城市地下“全空间”协同规划。

针对目前地下空间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了解

规划在城市地下空间可持续开发中的职责，开展规

划后评估研究。一是研究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对城

市大环境的影响机制(包括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建立城市地下空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和

相应的方法，保证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环境效益最

大化发挥。二是提出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对于城市

地下“全空间资源”，包括空间资源、地热资源、地下

水资源、矿产资源等的协调利用水平和未来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影响。

3．2．4地下空间“全环境”监测预警

地下空间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地质灾害和

环境演变值得关注，因此，掌握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与地质环境的相互作用规律，通过对地下工程和地

下水、土、气等地质环境开展监测，评价工程扰动下

地质结构的变形破坏规律及其对工程结构物的影

响，从而减少地下空间开发对地质环境影响，保障

地下工程安全和城市整体安全，保证经济社会和地

质环境可持续发展。

我国城市地下空间的发展潜力巨大，监测任务

艰巨。首先，要开展地下空间监测理论与方法研

究，解决监测指标选取、精度控制、监测分析模型和

方法选定、数据平滑去噪、模式识别、数据挖掘、温

度补偿等难题。其次，加大研发新型地下空问传感

器和解调系统，解决网络集成、数据存储传输、数据

库系统、监测数据可视化、供电方案等问题。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和地质环境特点，选择合适的监测点网布设和

监测方法，在线实时获得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全

过程的地质环境变化和灾变分布信息，如地面沉降

与塌陷、滑坡、地裂缝、城市水污染、海(咸)水入侵、

岩土化学污染等灾害信息，地温场升高及其引起的

灾害效应，地下古河道系统破坏等。另一方面，通

过数值模拟和模型试验等信息技术，掌握地质岩性

与构造、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条件、含水层与古河

道分布等地质环境监测信息变化规律，掌握既有城

市地下设施，如水、电、气管道(廊)，地铁等地下通

道，建筑基础，储存库、防空洞、地下硐室等的监测

信息变化规律。

通过对监测原则、技术以及监测资料汇总整理

分析，建立用于地下空问开发风险评估和地质灾害

预警的人工智能预测预报模型、非线性预测预报模

型和基于GIS技术的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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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地下空间探测与安全利用理论与技术新体系

以地球系统理论为指导，融合地质、规划、工

程、建筑、经济管理等多学科理论，在系统开展“全

要素”精细探测、“全资源”整体评价、“全空间”协同

规划、“全环境”监测预警的基础上，创新地下空间

黔
、、、．．．．．．．．．．-／

探测与安全利用理论，构建精细探测一资源评价、

区划一协同规划、勘察设计一施工建设、监测预警

一应急处置四大技术体系，服务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全过程，支撑地下空问安全利用和科学管理，为相

关法律法规制定提供支撑(图1)。

图1 城市地下空间精细探测与安全利用技术体系

Fig．1 Fine detection and saf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system of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3．3．1 理论体系

与传统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强国相比，我国在地下

空间资源评价和区划规划等理论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和不足，必须从地下空间资源与协同可持续发展角度

出发，考虑城市地质环境与地下空间协同、地上设施与

地下空间协同、地下空问不同层次之问协同、地下空间

不同开发类型协同，城市地下空间与地质资源综合开

发利用协同等方面，创新城市地下空间理论体系。

(1)地下空间系统平衡与扰动再平衡理论。城市

地下岩、土、水、气是经过漫长地质历史演化形成的相

对稳定的地下动态平衡系统，是由不同时期、不同阶

段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形成的共生组合体。目前，缺

少城市地下地质系统平衡和扰动后再平衡的理论基

础，地质平衡系统形成与演变过程、变化规律、驱动因

素对地下空间资源控制不清楚，传统的水文、工程、环

境学科理论难以为城市地下全要素探测、全空间资源

评价提供理论支撑，以至于地下空间探测要素不齐

全，探测目标不明确，立体表达的单元与系统划分不

统一，影响动态地质平衡关键因素、关键参数、关键区

域的识别。因此，需要创新城市地下地质系统平衡和

扰动再平衡理论，指导城市地下空间探测与评价。通

过地下空问全要素探测，划分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系

统，探明系统内部物质组成、边界，建立应力场、温度

场、化学场、地下水流场、力学参数等系列参数档案，

评价各系统的自平衡状态，系统边界的稳定性，以及

不同系统之间的关系。

(2)地下空间资源评价理论。地下空间资源受

制于地下构造展布、地层结构、岩土属性及地下水

系统等地质环境要素，地下多种资源类型(包括地

下空间、矿产、地下水、地温能、地质材料等)并存，

从全空间资源角度，建立城市地下全空间资源、多

尺度动态评价新理论。

(3)地下空间区划与协同规划理论。城市地下

空间区划和规划是个复杂的体系，地下空间资源是

有限的，科学、安全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必

须首先进行地上地下一体化的统一、协同顶层规

划，这一顶层规划必须是科学、缜密、综合的长远规

划，必须是全面考虑地质、经济、安全、环境，进行多

因素、全功能、全深度、全资源区划和协同规划。

3．3．2技术体系

为促进我国地下空间安全利用，在攻关关键技

术的基础上，形成保障地下空间科学利用和安全运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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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过程的整套技术体系。

(1)城市地下空间精细探测一资源评价技术体

系。城市地下空间重点探测0～200 m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层，同时兼顾人类影响层(o～500 m)和区域

地质构造控制层(O～1 000 m)，针对我国不同区域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现状与地质环境具体特点，确定

探测深度。一是研发适用于探测地下0～1 000 m

以内不同深度、不同精度岩、土、水、气组成、结构、

参数、指标、储存、显示、分析、表达所需要的定位测

量技术、物探技术、钻探技术、测井技术、测试技术、

监测技术、数据集成技术、三维建模技术；二是研究

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禀赋、安全资源量、资源品质、资

源经济价值、环境影响等及地下空间分层功能适用

性。形成地下空间资源整体评价指标、模型和技术

方法。通过关键技术攻关和技术方法集成，形成城

市地下空间精细探测一资源评价技术体系。

(2)城市地下空间区划一协同规划方法体系。

建立地下空间协同区划一协同规划技术体系是地

下空问安全利用的必由之路。研究不同功能地下

设施埋深适宜性、协同演化机理、空问布局要求；研

究城市地下全资源(地下空间、地下水、地温能、地

质材料)开发相互影响的识别评价方法，包括模式

识别、表征指标体系、系统动力学模型与模拟方法

等；提出城市地下多种资源协同开发的原理、优先

级及避让保护方法、开发边界与规划控导方法、协

同规划与管控方法等技术。

(3)地下空间勘察一施工建造技术体系。研究

考虑岩土介质、地下结构以及多种界面影响的城市

既有地下空间的探测理论和技术，基于地下结构的

服役规律，建立城市既有地下空间服役性、使用性、

结构安全性的评估模型及既有空间改造的可行性

分析方法；研究既有结构与新结构的长期协同机

理，分析改扩建工程的环境扰动影响，形成城市既

有地下空问改造工程的设计方法、施工关键技术，

并研发配套施工装备。建立不同深度岩土体结构

模型，研究多场环境下地下工程扰动一平衡机理，

形成深层地下空间多场、多尺度地层一结构一环境

耦合理论和计算模型，建立深层地下结构全寿命的

安全评估方法以及其对地下水、地质环境、浅层地

下结构和区域地表沉降的影响分析方法；研究复杂

地质环境、场地环境下的地下工程响应和扰动规

律，形成地下工程建造关键技术体系；研发适合深

层地下空间的新型结构形式、施工工艺和设备，建

立深层地下空间施工的微扰动施工控制体系，构建

基于风险管控的建设、运维安全体系，实现深层地

下空问的绿色、友好、开放、安全建设。

(4)地下空间监测一预警技术体系。主要包括

与地下深部大变形相适配的传感器设计，高压、高

温环境下应力、应变传感器研发，深部钻孔传感器

的植入及保护技术以及地下神经网络功能集成与

自适应技术；多参量传感器数据整合融合和智能处

理技术；深部岩体和地质环境全面、完整的动态信

息获取技术；地下空间地质环境演变与地下工程安

全预测预警模型。通过监测一预警技术体系的信

息获取和模型厚茧，利用动态监测信息，实现地下

空间地质环境演变与地下工程安全状况的态势分

析、超前预测和安全预警。

4 结 论

(1)向地下要空间，科学开发、安全利用城市地

下空间资源，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突破城市发展

瓶颈、破解城市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2)围绕我国地下空间探测与开发利用的现

状，提出了地下空间“全要素”精细探测、“全资源”

整体评价、“全空间”协同规划和“全环境”监测预警

新理念，围绕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面临的重要科学

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构建了城市地下空间探测与

安全利用新的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

(3)上述新理念、新理论、新技术的提出，旨在

促进我国城市地下空问探测、开发、安全利用和科

学管理，丰富和完善地下空间学科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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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thinking of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exploration and safe utilization

CHENG Guang—hual，SU Jing—wenl，LI Cai2，YANG Yan91，ZHAO Mu—hual，WANG Ruil

(1．Nanjing Center，China Geological Survey，Nanjing 210016，China；

2．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Beijing 100037，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when an eco—

nomic society develops to a certain stage．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change trend of theo—

ries and technologies of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and untilization．With emphasis on key scientific

problems and technolgieal difficuties occuring in urban space detetion and sara utilization，a stratigic thinking was

proposed，consisting of“total factor”fine exploration。“total resource”overall evaluation。“total space”collabora—

tive planning and“total environment”monitoring and warning．Three theoretical systems，which are the balance

and disturbance re-balance of urban underground system，resources evaluation system of underground total space，

and underground space division and planning system were also established．The three systems，along with other

four technological systems，such as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fine detetion-resouree evelation，urban underground

space divsion and planning，underground space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on，underground space monitoring and

warning system，will provide theoritieal and technolg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urban 3D

development model in China．

Key words：underground space；underground space resources；exploration；safe utilization；total fac—

tor；collaborativ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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