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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工程勘察一些间题的思考
`

(一 )

机械工业部勘察研究院 张苏民

当前
,

工程勘察界不少人士对勘察形势

表示关注
,

而近年来勘察形势已经
、

正在或

将要发生的巨大变化
,

的确是建国以来所从

未有过的
。

笔者从事工程勘察四十余年
,

从

未象现在这样对工程勘察的前景怀有如此强

烈的兴奋和思虑
。

特提出以下一些看法与同

行们共同探讨
。

一
、

勘察体制与市场经济

( 一 ) 原有勘察体制已不能适应

从五
、

六十年代形成的我国工程勘察体

制基本上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
。

近年来 由

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

原有体制 已经越来越显

示出它的不适应性
。

1
.

行业分工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
,

勘察

任务基本上实现了由市场竞争分配和调节
。

过去按系统设立勘察单位一般都以本系

统的建设项 目为主要服务对象
,

按计划由上

级下达指令性任务
,

行业分工比较明显
。

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

这种分工界限已经被冲

破
。

以机械工业勘察单位为例
,

由机械工业

主管部门直接下达的本系统建设项 目的勘察

任务
,

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即已逐年减少
。

至

八 十年代中后期
,

上级基本上 已不再下达指

令性勘察任务
,

使我们不得不把 目光完全转

向市场
。

近十年来
,

我们完成的勘察任务中

包括城建
、

石油
、

化工
、

冶金
、

煤炭
、

电力
、

交

通
、

铁道
、

轻纺
、

高教等各个领域
。

为 了生

存和发展
,

我们不得不把原有的 技 术 优 势

( 重大机械工业厂房的场地评价 和 地 基 勘

察 ) 转移
、

嫁接为对勘察市场上各种不同工

程类型勘察任务的适应能力并努力创造新的

技术优势
。

2
.

勘察工作的内容和重点 已有相当大的

改变
。

随着市场调节机制和岩土工程体制的推

行
,

很多勘察单位一改过去单纯从事勘察工

作的传统形式而向两头延伸
。

更 由于水文地

质专业的普遍不景气
,

过去作为大多数勘察

单位 举 足 轻 重的主专业之一的水文地质专

业被迫调整
,

大幅度紧缩
。

于是
,

开展 各种

各样的地基施工就成为近年来很多勘察单位

的新出路
。

地基施工项 目在单位经济收入中

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

有些单位这种比例已经

超过 50 %
。

另外
,

人们还进一步思考
,

由于

市场情况和经济效 益 的 相对变化
,

作为勘

察单位的另一重要专业— 工程测量专业的

前景在一些单位里也开始呈现不祥的暗淡预

兆
,

这种担心不能说是没有根据的
。

3
.

勘察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勘察工作中的劳务

部分 已大量由临时工来承担
。

在从事勘察工

作的总人数中
,

正式职工 ( 包括合同工 ) 所

占比 例不断下降
。

有些单位 已经基本上停止

增招工人
。

有些新建单位只聘用少量有经验

的技工
。

随之
,

社会上 出现了某种联营或分

包的形式
,

即承接勘察任务的单位将节
.

分甚

至大部分劳务分包给其他单位 ( 包括集体或

私营 )
,

自身只承担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
。

勘察队伍构成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专业技术人

员在职工中的比例有所增加
。

以我院为例
,

这

个比例从七十年代末期的百分之二十几增加

到 目前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
。

职工 中具有中

* 本文是根据作者在最近两次全 国性 会 议 〔烟 台
,

1 9 93年 1 0月 ; 北京
,

1 9 9 3年 1 1月 ) 和其他一些会议上的讲

综合整理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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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以上学历的人员所占比例也达到了百分之

五十左右
,

这表明单位的总体文化素质有了

明显提高
。

( 二 ) 勘察体制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

势

1
.

勘察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完善

如果说前几年在勘察市场上
,

我们的竞

争对手主要是与我们性质相似的工程建设勘

察单位
,

那么活跃在今天勘察市场上的角逐

者
,

就其成分而言就显得格外多样化
。

其中

有不久前下山进城的各类地质找矿队伍
,

有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种公司院所
,

有打

着各种旗帜通过各种关系开进来的浩浩荡荡

农民大军
,

还有着若明若暗
、

时隐时现的第

二职业
、

业余勘察和
“ 地下游击队

” 。

虽然

政府有关部门在加强市场管理方面做了很多

工作
,

但是应该承认当前的勘察市场还是比

较混乱的
。

事实 已经证明
,

用禁
、

堵或其他

强制办法把有些队伍拒之于门外是 不 可 取

的
,

也是没有道理的
。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

如何完善勘察市场管理法规
、

净 化 市场 环

境
、

规范市场行为
,

反对不正 当竞争
,

创造

平等竞争的环境
,

形成一个统一
、

开放
、

竞

争
、

有序的勘察市场
。

我们高兴地看到
,

建

设部已经发出建设 ( 19 93 ) 6 78 号文
,

为进

一步开放和完善工程勘察设计市场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
。

2
.

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

在市场竞争中壮

大和发展

当全国勘察设计综合实力评比中荣获百

强单位的院长们接过金光灿灿的奖牌时
,

在

欣喜之余也不无苦涩和隐忧
。

几十年的风雨

历程
,

老一代的奉献
,

新一代的成长
,

捧着这

块金色奖牌我们是 当之无愧的
。

可是环顾四

周
,

瞻望未来
,

我们却又深切地感觉到了危

讥和压力
。

过去的优势正在逐渐淡化
,

而今

天
,

我们面临的是内外矛盾错综 复 杂 的 现

实
,

我们将凭什么来参与市场竞争 ? 我们又

靠什么来团结队伍
,

发挥职工的积极性 ? 我

们已经参与了市场竞争
,

今后我们注定要在

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沉浮
,

已经没 有 一 点 退

路
。

我们只有更好地适应这种形势
,

在市场

竞争 中壮大和发展
,

为此就要
:

( 1 ) 积极发挥现有优势并不断创造新

的优势
。

正象工厂应该有其
“
拳头产品

” 一

样
,

我们也必须要有我们的独特长处
。

如果

我们的本事 ( 技术水平
、

技术手段
、

管理能

力 ) 和竞争对手差不多
,

有时甚至在一些方

面还不如对手
,

我们在市场上就不会有多少

吸引力
。

而如果我们能在某些方面远远地把

对手抛在后面
,

始终保持着有几样别人只能

望我项背的拿手绝招
,

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在

市场上占领有利地位
。

所以一定 要 经 常地

认真分析自身特点
。

象我们这样人数不多的

勘察单位
,

不可能在工程勘察的所有领域方

面都居于领先地位
,

但我们也不应该只会跟

在别人后面仿效
。

我们有可能也必须在某些

领域或某些领域的某些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

势
。

这就是过去我在成都工作时提出来过的

“ 赖汤元
”
方针

。

回顾这三四十年走过的道

路
,

我们就是先后在动力触探
、

静力触探和

其他原位测试
、

砂土液化
、

地裂缝
、

高层建

筑地基勘察
、

黄土工程性质研究等方面创造

出我们的
“
赖汤元

” ,

从而取得了知名度和

技术优势
。

而且还要认识到
,

任何技术优势

都只能是相对的
,

不过是个时间差问题
,

我

们必须在别人尚未赶上来的有限时间里创造

出新的优势
,

攀登新的高峰
,

否则就必然被

无情的市场竞争浪潮所淹没
。

( 2 ) 要经常分析市场 动 态
,

总 结 规

律
,

制定战略部署
。

市场就是战场
,

情况不

明是打不好仗的
,

根本的目的是经济效益
。

什么地方建设规模大
,

市场广阔
,

什么工作

市场需求量大
,

又适于发挥我们 的 技 术 优

势
,

我们就要考虑增加人力
、

物力的投入
。

当然这绝对不能是一时兴起
,

一哄而上
,

而

要经过充分的信息分析和周密的思考判断
。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明显出现地区 性 的 不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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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

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将不

可避免地进一步拉大
。

由于过去 的 历 史 原

因
,

我们 一些勘察单位的地理位置与当前实

际需要并不适应
。

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
,

如

果只看到或满足于家门口有限的狭小市场
,

而舍不得把主力部队开到更能驰骋纵横的广

阔天地中去谋求高得多 ( 几倍甚至十几倍 )

的经济效益
,

这不能不说是受到地域保守观

念的影响
。

对于沿海地区也要进 行 具 体 分

析
。

现在人们经常说起建设规模最大的两个

三角洲
、

即珠江三角洲 ( 广义范围扩大包括

海南和湛江
、

北海等地 ) 和长江三角洲
。

由

于历史
、

人文等条件的差异
,

这两个三角洲

地区的勘察市场情况也是很不相同的
。

有些

办法在广东
、

海南行得通
、

到了上海就不一

定合适
。

总之
,

必须充分掌握情况
,

而且还

必须是真实
、

客观
、

全面的情况
。

情况不明
,

盲目行动必定失败
。

当然
,

也不可能有百分

之百的把握
,

总还是有点风险
,

我们宁可把困

难估计得多一些
。

另外
,

就是看选用什么样

的人去创业
、

开拓和经营
,

事在人为
,

成败

与用人两者关系非常密切
。

3
.

寻求最优的社会分工组合形式

既然原有勘察体制 已不能适应
,

那么
,

寻求新的社会分工形式 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

了
。

( 1 ) 发挥国有大中型勘察单位的市场

主体作用
,

要充分发挥甲
、

乙级勘察单位技

术密集
、

人才密集的优势
。

目前
,

一些老单

位
、

大单位都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
,

包袱重
,

任务不饱和
、

不稳定
。

但是国家主管

部门领导 已经叨确表示
: “ 我们的政策还是

搞活大中型勘察设计单位
,

使他们在市场中

发挥主导作用
” 。 “ 我们的主导思想

,

工作

重点还是放在如何发挥大院的作用上
,

希望

你们在重点建设上
,

在 占领市场上发挥更大

的作用
” 。

可见
,

国家对我们大 中型勘察单

位还是积极支持的
。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

尽快适应市场经济
,

要解放思想
,

转换经营

机制
,

大力发展生产力
,

增强经济实力
。

建

设部最近发出的通知中指出
,

为 了充分发挥

甲
、

乙级勘察设计单位技术密集
、

人才密集

的优势
,

允许其将部分勘察设计任务分包给

其它持有相应行业
、

级别工程勘察设计证书

的单位承担
,

但双方应签订分包合同
; 也允

许其聘用非持证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从事勘

察设计工作
,

由发包或用人单位对整个勘察

设计项 目的技术
、

质量
、

经济负责
。

无证单

位不能直接承担任务
,

不能与业主直接发生

关系
,

只能通过大院作为分包单位
,

由大院

负责把关
。

这样
,

就突出了大院作为市场主

体的作用
。

( 2 ) 社会分工的重新组合

想在市场竞争中站住脚跟
,

就必然要突

出各自的优势
。

随之有可能出现 这 样 的 情

况
,

各自的不同优势相互结合
,

形成新的社

会分工形式
。

比如说
,

有些单位在地质钻探 ( 包括钻

进
、

取样
、

描述
、

记录等 ) 方面具有明显的

长处
,

特别是深孔
、

斜孔
、

基岩钻进等方面

更具有一般单位所难以达到的技术优势
。

但

是他们对工程建设
,

特别是高层建筑
、

城市

建设
、

工业建筑等方面的岩土工程评价的经

验很可能相对比较少一些
。

这些单位在进入

市场后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

其中包括培

养或招揽技术人才
,

聘请专家等
,

来弥补 自

身的不足
。

同时
,

原有的优势会促使他们找

到另一种生存可能
,

即充分发挥地质钻探的

长处并使之延伸拓宽到很多工程 施 工 的 领

域
; 而另一些勘察单位拥有较多的岩土工程

经验和技术人才
,

他们发现本身自有的地质

钻探施工力量 已不能完全适合当前的市场形

势
,

在这种情况下
,

客观需要和经济规律促

使他们向外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而不仅限于 自

有的力量
。

这样的结果最终导致在勘察行业

中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组合形式
,

优胜劣汰

的竞争趋势将更加明显
。

可以设想
,

今后一段时期内
,

勘察行业



军 工 勘 察 1 9 9 4年第 3 期

的社会分工有可能会出现这样 几 种 模式
:

( i ) 以技术密集为主要优势的单 位 将进一

步向智力型发展
,

有点类似国外的工程咨询

公司的性质
;

i( i) 以施工技术 (包括钻 探
、

地基处理
、

基础工程等 ) 为主要优势的单位

将成为主要的施工承包商
;

i( ii ) 以各级地

方工程 ( 城市 ) 建设主管部门所属的中小型

勘察单位
,

将继续保持特殊的任务来源关系

而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

但是一般说来
,

这

些单位 由于力量有 限
,

在技术上可能有一定

的局限性
。

二
、

岩土工程发展的新阶段

( 一 ) 十多年来岩土工程的 巨大进展

回顾我国推行岩土工程的十多年来
,

已

经取得的巨大进展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1
.

我国已经能够解决技术要求高严
,

地

质条件复杂的岩土工程问题
,

例如本钢
、

南芬

铁矿七百余米高边坡
、

秦山核电厂
、

4 05 m高

的天津电视塔
、

鲁布革水 电站
、

青藏公路冻

土研究等
。

以高层建筑地基勘察而言
,

如果说

八十年代初
、

中期笔者应邀在安徽合肥及其

它一些城市作 《高层建筑地基勘察》 学术讲

座时
,

一幢十几层的高层建筑的地基勘察对

于当时的很多勘察 单位来说都是非同小可的

重点工程
,

那么十年后的今天
,

为数众 多的勘

察单位对于这样性质和规模的工程幼察 已是

不足为奇 了
。

高度超 过 20 Om ,

层 数 达 到

60 以上的超高层建筑的地基 勘 察工作 己 陆

续完成
。

相应的规范
、

规程的编制
,

标志着

我国这方面已经积累的经验和达到的水平
。

2
.

勘察工作 已从单一的钻探
、

取样
、

试

验
、

提报告模式发展为多种测试手段
、

综合评

价的模式
。

回顾这十多年来土工原位测试的

巨大进展是非常令人欣喜的
。

多功能静力触

探
、

超重型动力触探
、

预钻式和自钻式旁压试

验
、

螺旋板载荷试验
、

孔隙水压力测试
、

波速

试验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
,

大大地提高了地

基评价的水平
。

室内土工试验中高压固结试

验和三轴压缩 (剪切 )试验的普遍应用
,

使土

力学理论更进一步应用到勘察生产实践中
。

另外
,

土的动力性质的试验也日益增多
;
桩

的动力测试已经列入有关规范
、

规程和手册

中
;
表面波速法也开始在工程中得到应用

;

岩土测试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显示出来
。

3
.

勘察与设计
、

施工密切结合
,

初步形

成 了从勘察到设计
、

施工
、

监测
,

贯穿各个

阶段的认识
、

实践
、

改造全过程
。

近年来涌现

出来的一些比较成功的优秀勘察
,

无不是勘

察与设计施工密切结合的生动实例
。

例如
:

引滦入津隧洞施工过程中
,

对隧洞塌方预报

和应用喷锚支护治理塌方提出了建议
,

取得

了卓著的成效
;
高 2 45 m 的陕西广播 电 视 发

射塔大胆地采用天然地基
,

基础直接设置于

第四纪黄土层上
,

取得了成功
,

节约了大量资

金
,

加快 了建设进度
,

堪称岩土工程范例之

一
。

其重要原因就是勘察
、

设计人员密切结

合
,

共同研究分析
,

得到了科学的依据
,

作

出了正确的决策
。

4
.

地基处理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

十

多年来为了满足工程建设的需要
,

引进
、

发

展 了多种地基处理技术
,

积累了相当丰富的

经验
。

对第四纪松散地层
、

湿陷性黄土
、

膨

胀土
、

软土
、

填土
、

饱和松散粉细砂等各种

不 良地基
,

开发和应用了许多新的地基处理

技术
,

并 已成为岩土工程中一项 重 要 的 内

容
。

( 二 ) 当前岩土工程的热点

1
.

特殊条件下的岩土工程评价仍然是当

前岩土工程中最普遍最大的热点
。

特殊条件

指的是
:

( 1 ) 特殊土
。

包括湿 陷 性 黄 土
、

软

土
、

膨胀土
、

盐渍土等
。

在特殊土地基上进

行工程建设时
,

必须充分考虑到它们所具有

的特殊物理力学化学性质
。

近年来
,

黄土工

程性质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

对黄

土地基的湿陷性评价和力学特性有可能孕育

着某些新的观点
。



19 9 4年第 3期 军 工 勘 察

( 2 )特殊工程地质条件
。

包括岩溶
、

斜坡与滑坡
、

泥石流
、

采空区
、

地面沉降
、

地震效应等
。

其中强震区的砂 土 液 化
、

断

裂
、

震陷等间题是岩土工程勘察中经常遇到

的
。

( 3 )特殊工程
。

包括高层建筑
、

动力

机器基础
、

地下工程
、

水上工程
、

核电站
、

道路桥梁
、

机场跑道
、

水坝
、

尾矿坝等
。

高

层建筑地基勘察与评价仍是 当前最热门的话

题
,

其中最常遇 到的是基础 类 型 ( 天 然 地

基
、

桩基 ) 的合理选择
,

对可能产生的不均

匀沉降的预测及对策以及地震效应的抗震设

计参数等问题
。

高耸构筑物 ( 如 电视塔 ) 的

勘察中也出现了需要解决的一些特殊问题
,

例如天津 电视塔岩土工程勘察研究了电视塔

一桩一土相互作用及这种相互作用所导致的

影响
,

还分析了地震作用下塔顶天线部分的
“
鞭梢效应

” 。

2
.

深基坑开挖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和城市建设的发展
,

建筑

物有向高
、

大
、

深方向发展的趋势
。

基坑开

挖深度也随着基础埋置深度的增加而增加
。

一些大城市中正在建设的 地 下 铁 道工程
,

有些也属于深基坑开挖问题
。

深基坑开挖中

常遇的问题有坑壁坍塌
、

滑移
、

流砂
、

基坑

隆起以及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处理问题
。

其中

最重要的是基坑侧壁支护和降水疏干问题
,

而这两方面的间题又都可能影响到周围建筑

物的安全及其它环境问题
。

当前
,

探基坑开

挖出现的坑壁坍塌
、

地面沉陷
、

房屋开裂等

恶性工程事故屡有发生
,

已引起 了工程建设

部门和岩土工程师的关心和注意
。

3
.

地基处理 问题

在选择地基处理方案时
,

要结合当地环

境和经济技术条件
、

材料来源及施工条件
、

地

基土层的性质和埋藏条件
,

从处理 目的和效

果
、

工程造价
、

工程进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

考虑
。

可以这样说
,

仅仅从 “ 有效 ” 这一角

度来选择地基处理方案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

的
。

但是
, “

有效
”
并不等于

“ 优化
” 。

从

工程整体而言
,

地基处理方案的选择原则应

该是尽可能满足有效
、

经济
、

简易
、

快捷这

四方面的要求
,

而这些要求在很多情况下又

可能不完全统一
,

这时
,

进行科学的
、

全面

的分析论证并作出正确决策
,

就显得非常重

要而且有一定的难度和水平
。

4
.

桩 ( 墩 ) 基设计施工和试验检测

近年来
,

大直径 ( 功S OO m m 以上 ) 灌 注

桩 ( 墩或扩底墩 ) 和静力压桩的应用 日益增

多
,

虽然也已经积累 了相当的经验
,

但是不

论在设计
、

施工还是试验检测方面都还存在

着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改 进 的 问 题
。

例

如
:

构成单桩竖向承载力的端承力和侧摩擦

力的取值
; 不同情况 ( 荷载

、

沉降
、

时间 )

下端承力和侧摩擦力的相对变化
;
群桩效应

及其沉降计算
;
桩基可靠度设计以及桩基检

测等
。

此外
,

对碎石桩
、

灰土桩等各种形式的

柔性桩以及所形成的复合地基的设计原理和

检测评价也是 当前常遇的岩土工程问题
。

三
、

进 一步提高岩土工程技术水平

( 一 ) 岩土工程要向高新技术发展

1
.

高新技术与经济效益

建设部吴奕 良司长在第三届全 国岩土工

程实录交流会上着重强调岩土工程必须要向

高新技术发展
。

这完全符合当前市场经济形

势的需要
。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

我们应该不断创造

我们的
“
赖汤元

” 。

需要再进 一 步 说 明 的

是
, “ 赖汤元

” 还必须是高难度的绝活
,

否

则就保持不 了多久的优势
。

这就是 说 我 们

应该尽可能地发展现代科学技术
,

下的功夫

越大
,

攀登得越高
,

优势就越突出
,

越 持

久
。

(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