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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城市物探工作的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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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与新城市的不断

增加
,

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
,

国外城市物探

工作发展很快
,

投资比例 日益增大
,

新方法
、

新仪器不断涌现
,

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

在城 市地质工作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它有助于节约钻探工作量
、

缩短工作周期
、

降低投资费用
,

并提高成果图件的质量
。

地矿部城市物探工作近年来已逐步加强
,

除缺水城市的找水
、

找地热的物探工作早已

卓有成效外
,

在 30 多个城市开展了 1 二2 5 0 0 0~

1 : 1 0 0 0 0 0区域性物探工作
,

为查明城市与其

周围的区域地质与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
、

环

境地质条件提供了基础资料
。

同时
,

还在核

电站
、

地铁
、

过江隧道
、

国际机场
、

高层建

筑群与经济开发区等大型工程建设项 目的选

址选线勘察
、

灾害地质调查
、

环境质量预测

评价等方面取得较好效果
。

但是
,

城市物探

作为一个领域来规划部署
,

还为时不长
。

在

贯彻城建部与地矿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城市地

质工作会议精神过程中
,

应当采取一系列措

施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

努力提高地质效果

与经济效益
,

使它在城市地质工作中更加充

分而有效地发挥作用
。

现对城市物探工作提出几点意见
:

l
,

在城市地质工作中应积极采 用 物探

方法

实践表明
,

物探是解决某些城市地质任

务的一种有效方法
。

它具有
“

经济
、

快速
、

可提供深部地质信息与某些定量参数
”
的特

点
。

特别是许多地区不能采用勘探工程时
,

就要更多地借助于物探方法
。

例如
:

探测地

基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是城市地质工作的一项

重要任务
,

通常是通过采样由实验室测定其

工程力学参数
。

而根据地震法所测得的纵波
,

横波速度可计算 自然条件下岩石与土壤的地

基动力参数
,

如动泊松比
、

动杨氏模量
、

动

剪切模量等
,

并直接根据纵波速度V
p

值对地

基强度进行分类
; 又如采用浅层剖面测量法

可清晰地反映江底地形地貌
、

水流侵蚀
、

流

砂分布
、

厚度及其层理结构
,

对港 口建设与

江河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

因此
,

在城市地质

工作中应积极采用物探方法
,

作到统一部署
、

密切配合
。

首先应将它作为城市基础地质调

查的一个组成部分
。

采用以编为主
,

编测结

合与实测为主三种方式取得面积 性 物 探资

料
。

配合遥感
、

地质调查与勘探工程编制城

市地质系列图件
。

在工作部署上应力争物探

化探工作先行一步
。

应特别强调充分利用已

有的大量物探化探资料
。

我国东部
、

中部地

区已完成 2 80 多万平方公里的 1 : 5 0 0 0 0中精度

航磁与 1 20 多万平方公里的 1 : 20 万区 域 化探

采样
,

在部分地区还开展了航电
、

航放
、

重

力与电测深工作
,

虽然这些工作主要以矿产

普查为目的
,

但仍不失为是一份客观反映地

质信息的宝贵资料
,

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资料
,

作好编图与综合研究工作
。

这样可以较快地

提出第一轮图件
,

供城市规划建设使用
。

在

近年来已开展区域物探调查或编图的城市应

加强资料的地质解释工作
,

逐步充实图件内

容
。

另一方面
,

还要积极承担为城市建设项

目服务的水文物探
、

工程物探以及环境物探

工作
。

特别要重视抓重大项 目
,

本单位承担不

了的
,

应通过加强横向联合或报请部局组织

力量承担
。

同时
,

应创造条件将按地震波速

对地基强度分类以及求取某些岩土地基动力

参数方面的工作逐步推广
,

争取提供设计施

工部门使用
,

这将大大提高经济社会效益
。

2
,

努力按照城市地质工作的 特 点抓成



果

城市地质工作具有任务急
、

周期短
、

要

求高
、

见效快的特点
,

必须按照这些特点去

抓成果
。

一方面要求及时性
。

无论是城市基

础地质调查或是某些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
、

环境地质勘察项 目
,

往往都需要在较短时间

内提交成果
,

要赶在城市建设布局与工程决

策之前
,

成果提交不及时
,

就失去了它应有

的作用
。

因此
,

城市物探工作要有很强的时

间观念
,

在数据采集
、

处理
、

成图与解释各

个方面都要讲求高效率
。

另一方面
,

还强调

可靠性
。

城市地质工作对城市建设布局与工

程决策关系重大
,

它所提供的资料一般很快

就要进行验证
,

因而
,

对物探工作各个环节

的质量要求都应更为严格
,

努力作到正确部

署任务
,

合理运用方法
,

保证观测质量
,

加

强数据处理
,

做好解释推断
; 其成果报告也

不要受矿产物探成果报告提纲的限制
,

要简

明扼要
,

减少行话
,

力求使工程设计部门易

看易懂
,

便于应用
。

同时
,

还应加强与遥感
、

地质勘查
、

土工试验与钻探等各工种的密切

配合
,

以互补长短
,

相互验证
,

提高成果的

可靠性
。

在提出对城市建设重大决策论证有

影响的意见时
,

要持慎重态度
,

力求依据充

分
,

一旦出现分岐时
,

应提倡学术争论
,

尊

重科学实践
,

通过实地检查验证作出结论
。

3
,

发展横向联系和合作

为适应城市物探工作所面临的任务
,

往

往要多种方法和手段才能提供较有依据的成

果
,

但显然不可能在短期内为一个队配全各

种方法与仪器
,

投资不允许
,

设备利用率也

不高
。

因而
,

发展部门或单位之间的横向联

系
,

加强各工种之间的密切配合
,

是极为重

要的
。

当前应积极发展基层队与院校
、

科研

单位之间多种形式的横向联合
,

发挥各 自优

势
,

联合承揽项 目
,

如华北大区内已建立 了

这种
“
三结合

”
的物探开发联合体

,

商定了

章程
、

收益分配办法与轮流担 任 组 长 的单

位
。

在联合中应以
“

自愿互利
、

互谅互让
、

共同发展
”
为原则

,

通过合同关系妥善处理

成果共享与收益分配问题
,

不断巩固联合关

系
。

4
,

积极推进科技进步

城市是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
,

各种人为

千扰 因素大
,

其探测对象也与矿产物探 工作

有所不同
,

工作有一定难度与特点
。

例如
,

为了解地基稳定性
,

不仅要查明断层是否存

在
,

而且还要确定是否活动
。

随着现代化城

市的飞跃发展与科学管理
,

还将不断提出新

的任务要求
。

为提高解决城市地质问题的能

力
,

应针对一些关键性的任务课题
,

组织科

技攻关
,

加强方法试验与应用研究
。

目前已

在地矿部
“
七五

”

期间的重点科技项 目中安排

有关课题
,

如重要城市 1 : 5 0 0匕。区调中物探
、

化探
、

遥感方法技术研究
、

建立在 D u al 6 8 0 0 0

高档微机上工程地震数据处理解释方法研究

等
。

但它不可能包罗各地区所遇到的各种科

技问题
,

这就需要各队结合具体任务需要开

展生产试验工作
,

以合理选定解决不同城市

地质任务的最佳方案
。

为尽快掌握与应用近年来新增加的几种

新方法
、

新仪器
,

除各有关单位都要努力学

好用好这些新仪器
,

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外
,

还应重点扶植一些
一

单位发展某些方法技术
,

积累经验
,

发挥示范作用
。

如为获取地基动

力参数
,

要发展弹性波速度测井求波速
; 为

研究第四系结构
,

要开展浅层地震反射法
,

开发各种震源
; 为进行地震烈度小区划分

,

要采用 P S 测 井与常时微动测量等方法
; 为

进行港 口水域调查
,

要发展浅 层 剖 面 测量

法
。

坚持长期抓下去
,

通过相互交流
,

就会

逐步提高技术水平
。

5
,

努力重新学习

城市物探工作所面临的地质任务十分广

泛
,

除基础地质与矿产地质问题以外
,

将大

量涉及与城市建设布局和工程设计施工有关

的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问题
,

这

些方面对于许多同志还比较生疏
。

加之
,

所采



当前地矿部门横向联系

的情况
、

特点和发展趋势
王 占 敏

在地质工作体制改革过程中
,

发展横向

联系必然要冲击旧体制固有的条块分割
、

部

门封锁等弊病
,

它对地质队伍结构变化
、

技

术协作
、

科技攻关以及发展部际联合
、

推进

行业改革
、

加快新旧体制的转换等都具有深

远的意义
。

现对地矿部系统出现的横向联系形式
、

特点作些综合
,

对其发展趋势作如下分析
:

一
、

地矿部系统的横向联系是在改革中

发展起来的
,

而且发展较快
、

形式多样
,

开

始出现了多层次
、

多功能的联系或联合体
。

(一 ) 高层次的联系
。

这一层次是指从

地质工作发展战略和推进改革的部际之间联

系
,

其形式有
:

部领导相互走访
,

共商油气地质工作
。

朱训部长曾与石油部 王 涛 部 长
,

就加强石

油
、

地质合作
,

勘查油气后备资源等问题广

泛地交换了意见
,

使油气地质工作统一规划
,

合理分工
,

协调进行 ;
互相提供技术支援

、

技术资料和培训所需人才
、

交流技术经验
。

王涛同志指出两部的事业是一个
,

目标是一

致的
。

签订协议
,

发展地质科技协作
。

地矿部

曾与中科院本着
“

依靠
”
与

“
面向

”
的方针

和扬长补短
,

互相配合
,

共同发展地质科学

技术
,

推动矿产和国土资源开发的精神
,

联

合签订了科学技术协议书
,

规定 了合作的范

围
、

形式
、

成果归属和组织领导
、

实施办法

等
。

联合召开会议
,

共同研究 城 市 地 质工

作
。

1 9 8 6年夏国治副部长亲赴城建部与周干

峙副部长共商两部合作事宜
。

后来两部联合

召开了城市地质工作会议
,

总结交流开展城

市地质工作经验
,

探索新形势下城市地质工

作的方针任务和奋斗目标
。

两部领导认为
,

各部地质队伍都有 自己的优势
,

但也有局限

性
,

只有加强横向联 系
,

才能更好地发挥综

合效益
。

多工种
、

多学科联合
,

进行技术攻关
。

南

方海相碳酸盐岩地区油气普查勘探方法技术

用的方法不仅有常用的重力
、

磁法与电法
,

而且还包括一些以往应用不 多 的 浅 地震
、

卫S测井
、

横波跨孔测井
、

常时 微 动 测量及

一些核物探方法
。

因此
,

要重新学习
,

除城

市物探本身的方法技术外
,

特别要学习城市

地质与工程设计方面的基础知识
,

逐步熟悉

探测对象
,

从中找出更多物探能够解决的任

务
,

从而可充分发挥物探的潜力
,

更好地为

城市规划建设服务
。

例如
,

据陈昌礼同志所

写的 《物探验桩法 》 一文的介绍
,

检验桩基

的承载力与灌注质量是高层建筑 与 大 型 工

程项目施工所必须
。

采用规范承认的静载荷

法与锤击法
,

都需要用大型机械设备与笨重

的加载铁块
,

费时
、

费钱
,

沿桩轴打钻检验
,

又难窥全貌
。

而近年来国内不少部门开始采

用的各种振动法
,

如稳定振动法
、

瞬态振动

法
、

桩底反射法与声 波 测 井 等
,

则具有经

济
、

快速
、

并达到实时验桩的目的
。

虽然其

中有些方法最初并非物探人员发展的
,

但是

由物探人员参与掌握
,

引人物探方法原理
、

观测仪器与工作方法
,

实际上可以说是物探

方法开辟的新领域
。

(地矿部物化探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