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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下管线是城市的生命线，是城市物质流、能量流的重要通道，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又因其隐
蔽性、连通性、专业性和造价高等特点而为政府和百姓重视。
本书在已有地下管线探测规程和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架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城市地下管线信息化建
设框架设计、地下管线信息的采集、整合、入库更新及可视化进行了探讨，对城市地下管线信息的共
享与应用进行了归纳、总结，汇总了北京市在地下管线数据建库与共享应用方面取得的成果，对我国
今后城市管线信息化建设提出了一些思路，并从地下管线信息的共享、检测和应用几个方面对未来技
术发展进行了展望。

　　本书适于城市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市政管线、城市档案管理等相关领域的科研、生产、管理、
开发人员使用，也可供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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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伯钢，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市科技协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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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阶段，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局限，地下管线资料基本是以图、表、卡片的形式保存。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有部分单位开始尝试采用计算机辅助制图方法来管理地下管线资料，但仍然不能
摆脱传统的档案资料管理模式。
　　下面简单介绍北京和上海在该阶段的发展情况。
北京市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重视地下管线竣工测量和建档工作。
1955年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对雨水、污水管线进行地下管线竣工测量。
1957年开始对全市历年来埋设的自来水管线进行普查，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共坑探一万多个点位，规
划路两侧直径100mm以上的自来水管线基本查清。
在市政府领导下，分别于1964年、1976年、1986年由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牵头，组织各管线权属单
位共同协作配合，开展了三次地下管线普查大会战，第一次地下管线普查历经两年完成了北京市规划
道路内的综合地下管线的整测；第二次普查完成了规划道路外的综合地下管线的整测；第三次普查完
成了远郊区综合地下管线的整测，三次地下管线普查共测地下管线5088千米。
　　上海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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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6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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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上海地下管线总长已达1.4万千米，并以每年500～800千米的敷设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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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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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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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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