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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工程勘察质量监督探究

陈德升
石油化工工程质量监督总站宁波监督站Ǔ浙江Ǔ宁波Ǔ315202

摘Ȟ要：工程勘察作为建设工程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具有现场突发性问题多、行业技术要求高，涉及学科门类

广等特点，但目前石油化工领域对其的监管存在较大的空白。为此本文系统性地分析了工程勘察行业的现状与工程勘

察的关键控制内容，分阶段地提出了工程勘察的监督重点，并在项目展开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石油化工行业

监督机构在岩土工程勘察监督方面提供相关经验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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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工程质量的要求也日

益提高。工程勘察是新建、改建工程的首要环节，但受

制于专业水平，目前鲜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对工程勘察的

质量进行把控与监管。因此部分工程勘察的结果不能很

好地指导后续的工程施工，质量事故也常有发生。因勘

察布孔不符合规范，勘察报告未真实准确地反映地质情

况，2021年7月15日，位于珠海市香洲区的兴业快线（南
段）一标段工程石景山隧道右线在施工过程中，掌子面

拱顶坍塌，诱发透水事故，造成14人死亡，直接经济损
失3678.677万元。但目前鲜有单位对工程勘察进行管控，
因此对工程勘察进行监督管理，对保证后续工程的质量

与安全有着深远的意义。

1��在石油化工行业开展工程勘察监督的意义

工程质量监督是指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受政府职能部

门委托对在建工程的全过程进行质量监督管理的行为。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以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质量强制性

标准，通过对在建工程的主体结构与重要工序实施监督

管理的方式来保障工程质量。各行业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因行业特点，其监督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以石油化工

行业为例，石油化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通常以设置停监

点、开展日常巡检、抽检复测、资料审查等方式来监督

各工程质量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与工程实体质量。工程

质量监督通过行为监督和实体监督能够有效规范参建单

位的质量行为，保障工程实体的质量，提升工程建设与

后续使用中的本质安全。

工程勘察作为建设工程的重要环节，但目前石油化

工领域对其监管存在较大的空白，具体表现在：第一、

由于管理机制原因，部分建设单位在工程初步勘察阶

段尚未组建项目管理团队，也未聘请专业的第三方监理

机构对其进行管理；第二、工程勘察存在现场突发性问

题多、行业技术要求高，涉及学科门类广等特点，且建

设单位与项目管理机构内部对管理工程地质勘察这一项

业务不熟悉不重视，因此内部缺乏相应的规章制度与专

业的管理人才团队；第三、由于缺乏统一规定与有效监

管，行业内的部分工程地质勘察单位使用的标准规范不

相统一，对后续工程进展带来不良影响[1]。

2��工程勘察行业的现状

2.1  工期紧
为保证工程建设效率，提高资金周转率，现在工程

建设项目工期越来越短，建设速度也越来越快。工程勘

察在项目前期为了抢节点、赶工期，大多在一至两个月

左右就被要求完成包括外业、内业、报告编写出具等全

套工作。

2.2  技术要求高
工程勘察需根据当地经验结合拟建的建构筑物特性

通过钻探、原位试验等技术手段来探明水文地质条件与

地层情况。因此勘察单位配备的人员需要具有较高的勘

察专业素养与丰富的现场经验，同时具备应对突发事件

的临场处理能力。

2.3  管理难度大
目前多数的非属地勘察单位都是仅派驻项目管理团

队，内外业所需的钻机班组和土工试验室多在项目所在

地进行分包。由于目前尚不存在相对专业的勘察监理与

第三方管理机构，再加之勘察单位的项目管理团队人手

有限，导致不能对外业与内业的作业质量同时进行有效

控制。

3��石油化工项目工程勘察现状

石油化工新建项目多处于远离城市核心地带的沿海

地区，部分场地为填海造地所获取的土地，地质情况复

杂，部分区域的探点数量可能无法真实有效的反映出整

个岩层的特性。同时由于项目多处在新填海区域，参考

资料相对较少，这对勘察单位的技术水平也提出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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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4��工程勘察的关键控制内容

4.1  勘察准备工作
工程勘察开始前勘察单位会组建勘察项目管理团

队，团队根据项目特点收集相关水文地质资料，确定勘

察等级与待勘察场地周边埋地管线布设情况与走向，在

参考相似工程的建设经验后编制勘察作业指导文件。此

外，管理团队在勘察准备阶段还应完成勘察作业人员、

施工作业机具的配置与土工试验机构的选择。该部分需

要重点控制的内容为项目管理人员的职业资格，勘察作

业指导文件对工程需要的响应情况，施工机具的有效可

靠性与土工试验机构的资质情况。

4.2  勘察外业与内业阶段
现场勘察作业的开展分为外业与内业。外业包括工

程定位（高程）测量、勘探布点、水文地质勘察、钻

探、岩土采样与原位测试。内业包括在土工实验室内完

成的相关土工试验及试验数据整理。该部分内容的结果

直接决定了勘察成果的准确与否，因此需要主要关注，

重点控制内容为岩土采样情况、岩样描述情况、试验室

人员以及内业外业的原始过程资料。

4.3  勘察报告编写形成阶段
勘察报告作为工程勘察的结果性文件，应根据任务

要求、勘察阶段、工程特点和地质条件等具体情况编

写。报告中需要对地层条件、岩土性质、水文地质情

况、场地稳定性和适应性做出评述，并对岩土的利用、

整治和改造方式提出建议。该部分需要重点控制的内容

为勘察报告的完整性、描述的准确性以及明确的工程针

对性。

5��监督重点

对于工程勘察的监督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勘察准

备阶段（事前监督），勘察实施阶段（事中监督）与勘

察成果形成阶段（成果核验）。

5.1  勘察准备阶段监督
在勘察准备阶段主要针对勘察单位与建设单位的行

为进行监督。

（1）对建设单位的监督主要体现在：
①详细勘察业务发包。建设单位是否将建设工程勘

察业务发包给具有相应勘察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勘察单

位。②勘察合同签订。建设单位是否与中标单位签订

了工程合同，合同中关于勘察质量内容的符合性。③详

细勘察任务委托。建设单位是否明确了详细勘察工作范

围、目的、任务、技术要求、成果交付等具体要求。④

开工条件确认。建设单位是否对开工准备条件进行检查

确认。

（2）对勘察单位的监督主要体现在：
①承揽工程勘察。勘察单位是否在其工程勘察资质

证书规定的资质等级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勘察业务。②

勘察业务分包。勘察单位是否存在将建设工程主体部

分的勘察分包给其他勘察单位，是否存在违规分包的情

况。③勘察专业技术人员资格。勘察单位配备的专业技

术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资格证或执业注册证。④建立质

量管理体系。勘察单位是否按规定建立了项目质量管理

体系组织机构，配备了质量管理体系文件。⑤制定勘察

纲要。勘察单位是否按规定编制和审批详细勘察纲要，

勘察大纲的内容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⑥配备和使用

计量仪器/设备。勘察单位是否配备满足需要的测量仪
器设备；各仪器设备是否保持正常使用状态并在标定的

有效期，内业试验室条件是否符合要求。⑦组织技术交

底。项目是否按要求组织了技术交底。⑧办理勘察开工

报告。勘察单位是否按规定办理了勘察开工报告

5.2  勘察实施阶段监督
在勘察实施过程中，主要针对勘察单位的行为进行

监督。①工程定位（高程）测量。勘察单位的测量点坐

标、轴线、标高等。②勘探布点。勘察单位的钻孔坐

标、位置、间距，重要设备基础勘探点布置情况；岩土

试样和原位测试的孔的数量、孔深。[2]③地下水勘察。勘

察单位对场地内地下水埋藏条件、地下水类型、流向、

水位及变化幅度的探查情况与相关记录。④钻探。现场

钻探方法、钻孔数量和间距、钻孔深度、钻进岩土分层

深度的量测精度、钻孔记录和编录情况。⑤岩土采样。

勘察单位现场的岩土试样质量等级、采样工具和方法、

试样保存管理情况。⑥原位测试。原位测试试验项目是

否符合方案要求，对试验数据是否准确记录。⑦水样管

理。水试样和土试样是否在混凝土结构所在的深度采

取，是否超过要求的放置时间。⑧岩土试样管理。采取

岩土试样后是否及时密封，贴标签，是否在转运过程中

采取有效保护措施。[3]⑨室内试验。岩土性质室内试验项

目和方法、物理性质量试验、压缩固结试验、抗剪强度

试验、动力性质试验。

5.3  对勘察成果的核查监督
在勘察结束后，勘察报告提交前，对勘察报告的内

容进行核查，确保其包含的内容能够满足国家、地方规

范和设计文件的相关要求：①地基土描述。报告中是

否对土层类型做出细分，是否详细描述了块石的含量及

粒径；是否对填土固结程度、均匀性及透水性进行了说

明；是否指出了特殊性岩土的工程地质特性；是否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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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了土层的夹层情况并在剖面图中有所体现。②岩土

参数。报告附表中土层物理力学性质指标标准差、变异

系数等内容是否合理；波速测试分层参数及统计表是否

完整，表中是否给出了各土层的实测或估算剪切波速

值。[4]③水文地质情况评述。报告正文中是否对地下水

情况进行评述，是否完整说明地下水埋藏情况，是否按

要求进行水土腐蚀性试验。[5]④地基承载力选取。地基

承载力特征值选取是否合理，是否给出了不同桩型的桩

端土承载力特征值和桩周土摩阻力特征值⑤附图的绘制

情况。附图是否按GB/T 50001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编
制。⑥基础方案。基础方案是否具有充分依据，分析是

否准确，是否给出了有针对性的基础方案。⑦成桩可行

性。是否根据上部建筑物荷载与变形要求的不同对适宜的

持力层提出了建议，是否对桩的桩型桩长与桩径给出建

议，是否就不同类型的桩给出了估算的单桩竖向承载力特

征值。⑧基坑工程。报告中基坑工程分析是否全面，评价

是否细致，是否给出了有针对性的基坑支护方案。

6��对试点项目的问题情况

为改善工程建设项目勘察阶段管理方面存在的薄弱

环节，提升项目工程勘察质量，本文针对辖区内的某大

型化工项目开展了探索性监督，共发现质量问题17条。
6.1  勘察准备阶段发现的问题
①勘察纲要中的技术负责人与中标合同签署的不

符，同时无人员变更手续，该人员的资格与招标合同要

求不符。②未见设备机具台账与分包人员台账，无法确

定设备机具的完好性与人员的持证情况。③勘察纲要内

容不全，过于简单，无针对性。欠缺详勘过程中的重难

点及初勘报告中提出的需要解决的主要存在的问题。④

勘察单位分包的室内土工试验工作未见分包合同，分包

的波速测试与电阻率试验工作未见委托书。

6.2  勘察实施阶段发现的问题
①现场外业工作已完成，但工程地质钻探记录表未

见检查人（项目负责人）签字验收。②个别一般性勘探

孔孔深不满足设计单位提出的勘察技术要求中对勘探

孔深度的要求。③设计单位提出的勘察技术要求中指出

需要完成现场十字板剪切试验与现场土的腐蚀性试验，

勘察单位在实际勘察过程中未实施，仅引用了当地经验

值。④设计单位提出的勘察技术要求中指出需要完成现

场抽水试验、分层测量各层水位等水文地质工作，但勘

察单位在实际勘察过程中未实施，仅引用了当地经验

值。⑤勘察单位在完成钻探取土后未按要求将原土柱回

填。⑥勘察单位在采取土样后未按要求进行密封。⑦勘

察单位在采取土样后在土样容器上粘贴的土样标签信息

不全，未见取土器型号与回收率等内容。

6.3  勘察成果的问题
①项目负责人与详勘报告审定人是一个人，没有人

进行复核。②详细勘察报告中地基处理内容设置位置不

合理，内容不全面；基础方案无针对性，针对具体的各

建（构）筑物无明确的基础形式建议，部分基础方案建

议欠妥。③部分勘察单位的详勘报告未见项目经理签字

与盖章。④部分勘察单位的详勘报告成果签署不全，未

见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⑤详勘报告内的原位测试数据

统计值离散太大，存在统计不合理或者分层不合理的可

能性。⑥部分详勘报告中水文地质部分，未有效分层测

量承压水水位，未分层取水样分别分析，未见地下水流

向等。

7��结论

本文对工程勘察的现状、质量监督在石油化工工程

勘察阶段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系统性的提出了工程勘

察的关键控制内容与监督重点，并在试点项目开展了勘

察阶段的监督，发现了较多的质量问题，对勘察工程的

质量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继续常态化开展勘察质量

的监督核查工作，能够完善石油化工工程建设勘察管理

制度，促进勘察与设计相统一，使勘察报告的规范性、

准确性、完整性更进一步提升。除此之外，监督人员还

可以在后续引入数字化手段，如远程摄像头和无人机

等，实现对工程勘察作业的全过程管理，从本质上解决

勘察质量管理方面的空缺。

参考文献

[1]童震寰.新时期岩土工程勘察设计分析[J].中国住宅
设施.2023.01:91-93

[2]GB 50021-2001（2009 年版）.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S].

[3]JGJ/T 87-2012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
[S].

[4]程青云.岩土工程勘察常见质量缺陷的思考[J].科技
创新与应用2023.02:137-140

[5]《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
度规定》（202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