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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第一任理事长周德雨做客拜访

香港地质学会会长

　

１９８８年深圳首届高级职称评委会会议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曾任广东省地质矿产局副局长的国务院副秘书长

徐绍史（左）来深圳调研，与地质专家亲切交谈

２００９年９月在深圳市银湖旅游中心召开“２００９粤港地区地质

科学与地质工程（深圳）研讨会———地球科学与社会”学术交

流会议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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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阮文波局长、会长向嘉宾赠送《深圳地质》 整治改造河道勘察进行水上钻探作业

２００９年９月在深圳市银湖旅游中心召开 “２００９粤港地区地质科学与地质工程（深圳）研讨会———地球

科学与社会”学术交流会议全体参会人员合影留念

２００９年４月地质学会参加布吉爱义学校地质灾害

防治宣传活动
２００８年地质学会联合香港地质学会在深圳大鹏半

岛国家地质公园参观考察



２　 ０１３年第４４个世界地球日宣传活动暨深圳第三届

书法、绘画、摄影展在南山青少年活动中心展出
２００９年４月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古火山

地质遗迹调查研究项目组登上８００ｍ的大燕顶

２０１２年深圳市地质学会香港世界地质公园考察团全体团员在鸭洲留影

２　 ０１１年第４２个世界地球日的宣传活动暨首届深圳

地质摄影展及摄影大赛在购书中心展出

深圳市福田区下沙社区内、北侧紧邻滨河大道四层

地下室基坑开挖，构筑巨大的环形内支撑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地质学会在福建漳州滨海火山国家

地质公园考察火山喷气口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古火山地质遗迹调查

研究报告专家评审会议

２０１１年度深圳市地质学会工作总结暨学术交流会议

２００８年香港地质学会、深圳地质学会专家考察

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泥盆纪地层
２０１３年元月香港大学博物馆和深圳地质学会的专家、

学者参观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



前　　言

时光荏苒，转瞬间，深圳市地质学会迎来了３０华诞。在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学会

常务理事会编辑出版了本论文集以资庆贺。论文集共收录了２９篇论文，经评审，反映深圳

地质工程成果的入编论文有：地质风雨三十载———深圳市地质学会成立３０周年回忆录，深

圳地层划分总结，深圳市第四纪地层和岩石地层统一层序划分编号探讨，深圳第四纪层序

在工程勘察中的应用，深圳后海湾浅海域口岸工程大面积填海及软基处理主固结沉降问题

研究，饱和软黏土排水固结新的理论和计算方法研究，逐级堆载预压排水固结新的理论计

算研究，边坡复合支挡结构设计计算方法探讨，全、强风化岩钻冲孔桩基设计参数的确定，

拓宽路基工程数值模拟中新老路基接触面对比分析，水工建筑物水泥灌浆工程压水试验实

践与规范探讨，紧邻地铁盾构隧道超深基坑设计及计算分析，滨海沉积土地区高层建筑岩

土工程勘察实例分析，旋挖钻孔桩沉渣产生原因及清孔工艺优化选择，深圳地铁安保区范

围地下管线与地质资料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研究，深圳市某引水隧洞氡气防护技术监

测试验研究，固结排水新理论的工程应用研究，搅拌桩与摆喷桩联合止水法在基坑中的应

用，复杂地形下５００ｋＶ变电站场平优化设计，巨型桩大体积混凝土温度控制与监测，Ｍａｐ－

ＧＩＳ在地下水功能区划分中的应用，华润深圳湾综合发展项目基坑支护勘察浅析，求雨岭－

安托山段天然气管道水土流失的特点及机理探讨，深圳市城市地陷成因及防治对策研究，

深圳地铁１１号线沿线的断裂构造及其对地铁施工的影响，赖屋山挡土墙边坡自动监测实

践与分析，高密度电法在城市地下障碍物探测中的应用，地铁控制测量检测技术方法探讨，

数字水准自动化数据处理程序的设计与实现等。

其中，基础地质方面，通过公开出版１∶５万深圳市地质图编图，对深圳地层的划分进行了

较全面系统的总结，对第四纪地层层序在工程勘察中的应用，以及第四系和岩石地层统一层序

编号进行了讨论。

在工程地质与岩土工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方面，反映了近年来取得的一些新成果，例

如对大面积填海及软基处理主固结沉降问题、饱和软黏土排水固结新的理论和计算方法、逐级

堆载预压排水固结新的理论计算研究，固结排水新理论的工程应用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同

时介绍了一些岩土工程勘察实例，基坑开挖、隧洞工程、拓宽路基工程以及边坡复合支挡结构

设计计算方法，几种不同类型的桩基工程的设计、监测等的分析应用，地铁地下管线与地质资

料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等的研究成果。

地质灾害防治方面，对天然气管道水土流失的特点及机理、城市地陷成因及防治对策、地



铁线路中的断裂构造对地铁工程施工的影响、边坡挡土墙自动监测实践等，进行了研讨。

工程物探重点探讨了高密度电法在城市地下障碍物探测中的应用问题。

工程测量方面，结合深圳地铁控制测量检测的实践，系统研究和总结控制测量检测的技术

方法、作业流程；另外，采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思想设计，实现了水准观测数据自动化处理程

序。

本论文集内容较丰富，可供城市地质调查、地质灾害防治、岩土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

测，以及教学、科研等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谨值《深圳地质工程三十年》出版之际，学会常务理事会向为本论文集付出辛勤劳动的撰

稿人，以及３０年来为深圳市地质学会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会员，在百忙之中抽空参与论文评审

的专家沈孝宇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深圳市地质学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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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风雨三十载
———深圳市地质学会成立３０周年回忆录

康镇江
（深圳市地质学会）

摘　要：深圳市地质学会成立于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办会的宗旨和任务，是为了适应城市地质工作新形势发展的
需要，团结和组织广大地学科技人员，参加各项地质科技活动；倡导遵纪守法和遵守国家政策、社会道德风尚；
为城市经济建设服务，主动接受主管部门指导，发挥行业中介桥梁作用；开展地质学术交流，加强与香港地区地
学界的学术交流活动；普及地质科学知识，开展地学咨询服务，积极向政府反映科技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协调各
会员行业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新会员；朝着塑造地质学术交流的主渠道、培养地学科普工作的主力
军、建设地质科技工作者之家的方向努力。学会曾先后被评为深圳市年度民间优秀组织，并荣获“深圳市科协
系统２００９年度先进集体”称号。
关键词：办会宗旨；任务；学术交流；科学普及；咨询服务；地质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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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深圳经济特区走过了从起步到腾飞的历程。伴随着蛇口土石方工程爆破

的隆隆巨响声，掀开了深圳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帷幕。地质调查和勘察作为城市建设的先行

者，地质学会也由此应运而生了。

１９８３年初深圳特区主要有深圳市地质局、深圳市勘察测量公司（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前

身）、深圳市工程地质勘察公司（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前身）等几支队伍活跃在城市地质勘察的

最前沿，这时还没有自己的行业学会机构，之前一年香港地质学会率先成立，而深圳是我国文

化、科学技术交流的窗口，时任市地质局总工程师的 周德雨 先生，为日后顺利开展地学学术交

流计，首先发起了组建地质学会的倡议，并及时得到时任勘察测绘公司总工 姜云龙 以及其他

几位同仁的响应和支持，经过数月的酝酿，于同年１１月１６日在市科协大楼４０１室，深圳市地

质学会宣告正式成立，并于１９８６年推选出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周德雨 任理事长，学会受市科

协的直接领导。当时初步草拟的学会章程，主要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对内采取灵活措

施，“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原则办会，其宗旨是：团结广大地质科学技术

工作者，积极开展市内外地学学术交流活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地质科学出成果、出人才，

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作贡献。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香港地质学会应深圳市地质学会的邀请，组织了以会长潘立特博士为首的

２６位成员（其中１４位外国学者）来深圳市进行了为期２天的参观访问及野外考察。首先在市

地质局由学会理事长 周德雨 总工就深圳市地层发育、岩浆活动及构造特征作了简单介绍。然

后分别考察了西部的花岗岩和变质岩，在石岩镇参观了南头环状构造岩体中心有名的采石场，

在节理裂隙极不发育的岩体中，经巧手的工匠们采得巨大平整的花岗岩石料，香港客人对此无

不啧啧称奇。回程途中，观看了银湖笔架山古老的混合片麻岩，这时已是黄昏时分了。第二天

经梧桐山南坡公路东行，沿大鹏湾北岸美丽的海滨，山青水秀，长长的沙滩，尖尖的沙嘴，此起

彼伏，途经鲨鱼涌布露极为漂亮的海湾和壮观的河曲，人们忍不住争相下车，占据高地用镜头

拍下了这些难得的地貌景观。车行驶至大鹏半岛东北角蟹岩，考察了风化呈紫红色的中泥盆

统砂砾岩、砂岩、粉砂岩及页岩，还有同生砾岩及强烈硅化片理化岩石，香港客人仔细观察后认为

与香港吐露港黄竹角咀组含鱼化石的泥盆纪地层可以对比。这里离大亚湾核电站相隔不远，我

们趁机介绍了为何最后选择了排牙山南坡海滨作为核电站厂址，是因为附近的断层相对较少，厂

址处于花岗岩侵入体较稳定的地块上，没有较强的地震历史记录。接近黄昏时回到深圳水库莲

塘附近观看了下石炭统测水组，这组岩石走向南西越过深圳河就是香港岩性相似的落马洲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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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该组地层时代过去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大部分当属下石炭统无疑了。香港客人认为此

次访问是深港两地地质友好互访研究的开端，他们热切期待深圳的同行们赴港访问。

由张茂德率领的深圳市地质学会６人代表团，应香港地质学会的邀请于１９８４年９月２５
日抵港，作为期７天的回访及学术交流活动。代表团首先前往访问土力工程处，与处负责人潘

立特会晤，并参观了该处的编图室，航、卫片判读工作和科技情报室等。随后代表团到香港大

学地质地理系参观，并到太平山顶观光，之后在香港理工学院举行学术报告会，深圳市地质学

会理事长周总介绍了深圳地质情况；香港地质学会理事会委员李作明介绍了香港地质情况，香

港地质学会会员近３００人参会。代表团一行在参访期间，还分别前往新界东北部及西北部进

行了地质考察，最后到地铁港岛支线施工工地参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香港的电力供应曾一度紧张，为解决深、港两地的供电问题，拟建的广

东大亚湾核电站位于大鹏半岛距香港仅５０ｋｍ，该电站为内地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合资建设，

在筹备期间，因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及在选址方面，对是否有活动断层并受地震

断层带影响存在潜在危险有质疑，而掀起了大量香港民众集会反对建设核电站的风波。１９８９
年２月至８月地质学会多次参加大亚湾核电站关于厂址附近断层问题的专家咨询会，港、澳记

者招待会及核电安全咨询委员会等重要会议，学会和省地震局分别派专家对大亚湾核电站大

鹏半岛附近断层构造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随后，学会又主动对大鹏半岛枫木浪断层进行

调查研究，找到了断层构造岩并采集样品进行热释光测试，证实断层的最新活动年代在距今八

九万年前，取得的成果与原稳定性评价一致，深受核电公司的好评，更有助于缓解港人对所谓

存在“现今活动性断层”的疑虑。１９８９年学会先后接待两批香港地质学会的学者，参观大鹏半

岛地质构造和核电工地，听取了电站介绍引进法国的核岛技术装备和英国的常规岛技术装备

进行建造和管理，并由一家美国公司提供质量保证。对当时稳定港澳人心和核电站能够顺利

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经市民政局批准本学会为“社会团体法人”并颁发了登记证书，具有对社会

开展地质技术咨询服务的功能，属非赢利性社团组织。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视察深圳发表南

方谈话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方向，深圳迎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在大好

的形势下，于１９９２年２月又批准学会成立咨询服务部。那时学会已持续几年开展地质技术咨

询服务，主要是基础地质、资源调查和开发，为国土局编制了“深圳市西部采石场规划方案”及
“深圳市西部开山造地土石方规划”等决策性咨询，在资源开发方面为十多家企业编制了采石

场的开采规划及初步设计，并为一些缺水单位开发利用地下水。咨询部成立后采用股份制集

资，购置勘察设备，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原则。咨询服务内容包括地质调查、环境地质、

供水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岩土工程、地基处理、矿产地质、工程测量等项目。为了充分发挥学

会人才的优势，给已退居二、三线的老专家创造一个充分发挥余热的天地，承接的咨询项目都

由老专家亲身参与以确保质量。至１９９９年因主要技术人员年事已高，学会咨询服务部撤销注

册。在８年中咨询部共完成了包括宝安中心区海上工程地质勘察，以及机场生活区、宝安工业

区、龙岗工业区工程地质勘察等８０余项工程咨询服务，大多数项目都获得了用户的好评。对

参与工作的科技人员的劳务报酬，按学会暂行规定，即由咨询费收入扣除成本支出，从税前利

润中提取２５％～４０％支付给技术咨询负责人员，余下纳入学会资金积累，用于购置必要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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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办公用品，对学会活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１９９８年召开学会第一届第十四次理事会议，选举出第二届理事会成员，并下设咨询组、学

术组、旅游组和财务组。对学会章程作了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办会的宗旨和任务：“团结和组织

广大地学科技人员，开展科技活动，遵纪守法，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促进地质

科学的发展，为深圳特区的建设作贡献。”

１９９８年为了贯彻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重大决策和省海域开

发利用总体规划编制领导机构的工作部署，颁发了“关于编制广东省海域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

划的通知”。深圳市地质矿产局（市国土局）结合市委二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和市领导

视察东、西部沿海的有关指示，委托我会编制《深圳市海域地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地质环境

保护规划（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以下简称《规划》）。学会由咨询组吸纳主要会员单位组成《规划》

编制组。在编制过程中，为满足日后城镇建设向海岸海域发展的需求，将海域规划范围界定为

市管辖的内海、领海以及相邻依托的陆域，重点是大陆的近海沿岸、潮间带、海岸线区域。《规

划》在编制内容上力求创新和改革，没有受规划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局限，而是将规划内容扩

展为地质资源（矿产、旅游地质等）的开发利用和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方法上，在全面搜集海岸

带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沿岸重点地段野外勘查，采用当时较先进的袖珍ＧＰＳ定位仪定位

校核坐标位置，应用遥感技术，如卫星、航空、测视雷达，与热红外彩色合成图像，首次建立本市

海岸带地质背景解译标志，进行海岸地质构造、地貌景观、地质环境解译；现场调查并同时进行

重点岸段的地质观察点记录、摄影及录像，最后应用ＧＩＳ地理信息自动化成图系统编制６种

不同类型的分析和规划图件。《规划》用了约一年的时间完成，取得的主要成果用专家评审意

见的话来说：“详细研究了规划区内地质、地貌条件、地质环境背景及地质资源特征；全面系统

分析了规划区内矿产资源现状，科学地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治理复垦和监管工作进行了规

划，划定了矿产资源的禁采区、限采区和保护区；结合地质资源的现状，确定了地质地貌景观、

地质旅游资源的保护开发区，明确了各区的规划使用功能和开发规模，提出了合理开发利用地

质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在分析研究规划区内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塌陷、海水

入侵、海湾淤积、水质污染、软基沉降等类型地质灾害的分布规律、产生原因、活动特点及危害

程度的基础上，进行了地质灾害防治分区；明确了主要地质灾害类型和监测防治的重点地段，

并提出了有效的防治对策。”省国土资源厅邀请了以海洋地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庆焕为

首的《规划》专家评审组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用了３天的时间，在深圳市主持召开了《规划》成果评

审验收会议。专家评审和验收意见认为：“该项规划是一份具有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在规划

内容、图件编制和新技术、新方法应用等方面有新的突破。规划成果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其

中规划的综合地质调查和研究程度、规划内容、图系编制等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２００１
年４月１１日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发展策略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深圳市海域地

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地质环境保护规划（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初审意见进行了审议，２２名委

员出席了会议。经过表决，全票通过了《规划》。

２００１年因学会理事长 周德雨 先生辞世，于２月召开理事会，经理事会全体成员通过，选

出康镇江任学会会长，并对部分理事进行了调整；２００２年８月召开了理事会及会员代表换届

会议，推选出第三届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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