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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规范太阳能热发电厂岩土工程勘察的内容与技术要求，做到安全可 

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保护环境，确保勘察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太阳能热发电厂新建、改建、扩建的岩土工程勘察。

1.0.3     太阳能热发电厂岩土工程勘察除应执行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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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在开展勘察工作前，应收集厂址区及邻近区域已有的勘察研究成果，必 

要时应进行现场查勘，了解厂址区的工作条件。

2.0.2 太阳能热发电厂岩土工程勘察应按各勘察阶段要求在取得建筑物上部荷 

载、功能特点、结构类型、基础形式、埋置深度、承载变形要求等资料的基础上 

进行。

2.0.3 场地复杂等级可分为复杂场地、中等复杂场地、简单场地，并符合下列 

规定：

1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为复杂场地：

1)场地地震基本动峰值加速度大于或等于0.40 g;

2)对建筑抗震危险地段；

3)地形起伏，坡度大于8°;

4)地貌单元复杂；

5)地层层次多且为性质变化大的岩土，或需做专门处理的特殊性岩土；

6)受不良地质作用影响大的场地；

7)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存在多层地下水。

2  除复杂场地、简单场地以外的场地为中等复杂场地。

3  符合下列全部条件者为简单场地：

1)场地地震基本动峰值加速度小于或等于0.05 g;

2)对建筑抗震有利地段；

3)地形坡度小于3°;

4)地貌单元单一；

5)地层层次简单，岩土性质均匀，非特殊性岩土；

6)无不良地质作用影响；

7)地下水对工程无影响。

2.0.4 根据建筑物的地基基础设计等级、场地复杂等级，可将太阳能热发电厂 

岩土工程勘察等级划分为甲级、乙级和丙级。岩土工程勘察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2.0.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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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4 岩土工程勘察等级划分

勘察等级 划分标准

甲级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或场地等级为复杂场地

乙级 除勘察等级为甲级和丙级以外的勘察项目

丙级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丙级，且为简单场地

2.0.5 岩土工程勘察阶段可分为规划选址阶段勘察、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初 

步设计阶段勘察、施工图设计阶段勘察。当场地岩土工程条件简单时，可合并勘 

察阶段。

2.0.6 对于工程地质条件特别复杂或有特殊施工要求的重要建筑物，必要时应 

进行施工勘察。

2.0.7     场地地震动参数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的有关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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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岩土工程勘察各阶段任务与要求

3.1 规划选址阶段

3.1.1 本阶段应了解各规划厂址的主要工程地质条件，对各厂址的场地稳定性 

和适宜性进行初步评价，为厂址选择提供地质资料。

3.1.2     本阶段应收集下列资料： 

1  1:5000～1:10000地形图；

2 区域地质及地震资料；

3  厂址区域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及地质灾害资料；

4 矿产及开采情况、塌陷边界及影响范围；

5  当地工程建设经验。

3.1.3     本阶段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搜集区域地质资料，包括区域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 

地质、新构造运动等；

2 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 确定规划区域 

的地震动参数值；

3 应了解影响厂址及对工程有重大影响的不良地质作用的发育及分布情 

况，初步分析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程度；

4 应调查厂址区的基本地质条件，包括地形地貌、地层结构及岩土物理力 

学性质，初步分析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5 应初步分析场地稳定性和工程适宜性。

3.1.4     本阶段的主要勘察方法应以收集资料和地质查勘为主，必要时可进行适 

量的场地勘察工作。

3.2    可行性研究阶段

3.2.1 本阶段应初步查明厂址的工程地质条件及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初步提出 

建筑物地基基础方案建议，对厂址的稳定性作出最终评价。

3.2.2 可行性研究阶段可按本标准第3.1.2条规定搜集有关资料，并应取得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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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资料：

1  工程建设规模及预估的基础荷载；

2 初拟的厂址布置方案；

3 设计对岩土工程勘察的要求。

3.2.3 本阶段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查明区域构造稳定性、区域构造及对厂址的影响，对场地稳定性及工 

程适宜性作出评价；

2 应初步查明厂址区的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岩土结构、特殊性岩土分布 

及特征等，初步查明地下水类型及埋藏条件；

3 应初步查明厂址区不良地质作用的类型、规模等；

4 应初步查明地基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初步提出基础形式及地基处理措施 

建议，初步提出设计所需的岩土参数；

5 应初步评价地下水、地基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6 应初步评价场地的地震效应。

3.2.4     本阶段的主要勘察方法可采用遥感、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勘探、原位 

测试及室内试验等。

3.2.5 本阶段勘察对复杂场地宜进行工程地质测绘，工程地质测绘的比例尺可 

采用1:2000～1:5000。对于中等复杂场地可进行工程地质测绘或调查，对于 

简单场地可进行工程地质调查。

3.2.6     勘探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勘探点宜按网状布置，勘探点的间距应能控制岩土条件的变化、满足初 

拟建筑布置的要求；控制性勘探点的深度应超过可能采用的地基基础方案最大影 

响深度；

2 勘探线的方向宜垂直于地貌单元分界线，每个地貌单元应有勘探点。

3.3    初步设计阶段

3.3.1 本阶段勘察应查明厂址区的基本工程地质条件和主要工程地质问题，为 

建筑平面布置、主要建筑物地基基础方案选型、不良地质作用治理方案选择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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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试验提供地质资料，提出建筑物地基处理方案建议。

3.3.2     本阶段勘察应取得下列资料：

1  岩土工程勘察任务书；

2 1:500～1:2000的地形图；

3 初步拟定的建筑平面布置及地坪高程；

4 各建筑物初拟的建筑物基础类型、埋深、高度及对地基承载力、变形的 

要求；

5 前期勘察成果及当地工程建设经验。

3.3.3 本阶段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查明厂址的地形地貌，且特别关注冲沟发育情况及其对工程布置的影 

响；

2 应查明厂址第四系地层的成因类型、物质组成、层次结构及分布规律， 

查明岩石地基的岩性、岩层产状、风化程度等，并评价地基岩土体的均匀性；

3 应查明厂址区的水文地质条件与地表水的分布，关注地下水类型、埋藏 

条件、地下水位及变化幅度；需提出抗浮设防水位时应进行专门研究；

4 应查明厂址区特殊性岩土的分布、特征及性质，评价其对工程的影响；

5 应查明场地不良地质作用的类型、成因、分布范围、规模及发展趋势， 

评价其对建筑物的影响；

6 应查明厂址区地基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提出设计所需的岩土参数，进行 

天然情况下地基土的工程性能评价；

7 应评价环境水和地基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8 应提出场地岩土体的视电阻率及等效剪切波速，确定场地类别、地震动 

参数，进行地震效应评价；

9 应根据场地的岩土工程条件对建筑物的布置和地基基础方案提出建议。

3.3.4     本阶段主要勘察方法可采用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勘探、物探、原位测 

试、室内试验等。

3.3.5     工程地质测绘的比例尺宜采用1:500～1:2000。

3.3.6     勘探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勘探点位应结合建筑物位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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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性勘探点应不少于勘探点总数的1/3;

3 勘探线应垂直地貌界线、构造线及地层走向；

4 每个地貌单元应有勘探点，地层变化较大时应加密勘探线或勘探点；

5 集热场勘探点布置可按表3.3.6-1确定，发电区勘探点布置可按表3.3.6-2 

确定。

表3.3.6-1 集热场勘探点布置 (m)

场地复杂等级 勘探线间距 勘探点间距

复杂 200～400 100～200

中等复杂 400～500 200～300

简单 500～600 300～500

表3.3.6-2 发电区勘探点布置 (m)

场地复杂等级 勘探线间距 勘探点间距

复杂 50～70 30～50

中等复杂 70～150 50～100

简单 100～200 80～150

3.3.7     勘探点深度应根据场地等级、初拟基础形式、基础埋深等确定。集热场 

一般性勘探点深度宜为5m～8m,  控制性勘探点深度宜为6m～15m; 发电区一  

般性勘探点深度宜为15m～25m, 控制性勘探点深度宜为25m～40m。

3.3.8     当遇到下列情况时，勘探点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预定深度内遇到基岩时，应判明岩性及风化程度，一般性勘探点应进 

入基岩，深度不宜小于1m;  控制性勘探点应进入强风化基岩深度不小于3 m,    
必要时应穿透强风化层；

2 在预定勘探深度内遇软弱地层时应适当加深或穿透软弱地层；

3 在预定勘探深度内有厚度不小于3m、分布均匀的坚实土层，且以下无软 

弱下卧层时，除控制性勘探点应达到规定深度外，一般性勘探点达到该层顶面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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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施工图设计阶段

3.4.1     本阶段勘察应查明各建筑物的工程地质条件，评价地基土的工程性能， 

对建筑物基础形式、地基处理方案等提出岩土设计参数，预测工程建设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工程地质问题及环境地质问题，提出相应的工程建议措施。

3.4.2     本阶段勘察前应取得下列资料：

1 岩土工程勘察任务书；

2 具有坐标、地形及±0.00m 高程的建筑平面布置图；

3 各建筑物的拟定尺寸、层数、总高度，基础类型及基础埋深，基底压力、 

变形要求等；

4 前期勘察成果。

3.4.3     本阶段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查明各建筑物地段的地形地貌特征；

2 应查明各建筑物的地基岩土类别、层次、厚度及沿水平、垂直方向的分 

布规律。分析和评价地基的稳定性、均匀性；

3  应查明各建筑地段地下水的类型、赋存条件、地下水位埋深及变化幅度， 

地下水与地表水、大气降水的补排关系。当需要施工降水时，应进行专门研究；

4 应查明各建筑地段特殊性岩土分布、特征及性质，评价其对建筑物的影 

响；

5  应评价不良地质作用对建筑物的影响程度，提出处理方案建议；

6 应分析地基土及地下水在建筑物施工和使用期间可能产生的变化及其对 

工程的影响，预测因施工和运行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建议；

7 应提出地基岩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8 应评价地表水、地下水和地基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9 应进行地基土的视电阻率测试，提出地基土的视电阻率建议值；

10   应提出熔融盐储罐基础以下地基土的导热系数建议值；

11  应提供吸热塔、发电区、变电区等区域地基土剪切波速值。当基础需考 

虑动力作用时，应提供地基土的动力特性指标；

12 应提出地震动参数，应评价饱和砂土和粉土地震液化及软土震陷等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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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提出相应的处理措施建议；

13 应提出建筑物基础方案的地质建议，提出地基处理所需的岩土参数、深 

基坑的开挖坡比及其他相关岩土参数。

3.4.4     工程地质测绘比例尺可选用1:500～1:2000。

3.4.5     勘探可采用钻探、坑探等方法。勘探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建筑物地基基础设计等级及场地复杂等级确定；

2 甲级建筑物应按柱列线、轴线及基础的周线布置；

3 其他建筑物可按轮廓或网格布置；

4 复杂场地可适当加密。

3.4.6     勘探点深度自基础底面算起，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性勘探点深度应能控制地基主要受力层。基底宽度小于5m 时，勘 

探点深度不应小于条形基础宽度的3倍，或不应小于独立基础宽度的1.5倍，且 

不应小于5m;

2 控制性勘探点深度应大于地基变形计算深度；

3 当采用人工地基或桩基时，勘探深度应符合相关规定；

4 在预定深度内遇到基岩时，应根据岩石的性质、风化程度调整勘探深度；

5 遇特殊性岩土勘探深度还应满足特殊性岩土勘察深度要求。

3.4.7     本阶段采取岩土试样、水样和原位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场地内每一主要土层取土试样或原位测试组数不应少于6件(组)。 

土层性质不均匀时，应增加土试样数量或原位测试次数；

2 在地基主要受力层，对厚度大于0.5m 的夹层或透镜体，应采取土试样或 

进行原位测试；

3 采取代表性的地下水和地表水水样各不宜少于2组；

4 采取代表性土化学分析的试样不应少于3组，盐渍土地区取样应符合相 

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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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图设计阶段各类建筑物地段岩土工程勘察要求

4.1 集热场

4.1.1     塔式、槽式及菲涅尔式集热场的勘探点应结合设计方案均匀布置，塔式 

集热场可按网格或环形布置，槽式、菲涅尔式集热场可按网格布置。勘探点布置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勘探点平面布置应控制集热场的地层结构，每个地貌单元和不良地质作 

用处均应布置勘探点；

2 不同场地复杂等级勘探点、线的布置可按表4.1.1确定。对特殊性岩土及 

不良地质作用位置可适当加密。

表4.1.1 不同场地复杂等级勘探点、线的布置 (m)

场地复杂等级 勘探线间距 勘探点间距

复杂 80～150 ≤50

中等复杂 120～200 80～150

简单 160～250 120～200

注：勘探线间距为钻探、坑探的间距，不适用于物探勘探线间距。

4.1.2     碟式集热场勘探点宜布置于装置中心位置，勘探点布置可按表4.1.1确 

定。

4.1.3     集热场勘探点深度自基础底面算起，应根据地层岩性、变形特点、初拟 

基础形式、地基类型、勘探点性质等确定，一般性勘探点深度可取5m～8m, 控 

制性勘探点深度可取10m～15m。

4.1.4     预计勘探深度内遇到下列情况时，应适当调整勘探点深度：

1 厚度较大且结构密实的碎石土、砂土、老黏性土，勘探点深度可适当减 

小；

2 当勘探深度内遇特殊性土时，勘探点深度应适当加深。

4.1.5 当基岩裸露，且风化较浅时，勘察方法可以工程地质测绘为主，并应查 

明基岩的岩性、风化程度、岩体完整程度及构造发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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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吸热塔

4.2.1     吸热塔的岩土工程勘察应重点查明地层的起伏情况及均匀性，特殊性岩 

土的性质等。岩石地基应查明岩石坚硬程度、完整程度和风化程度。

4.2.2 当采用天然地基时，吸热塔勘探点应按照吸热塔轮廓及中心布置，吸热 

塔勘探点的布置原则、间距、数量及深度可按表4.2.2确定；当地层不均匀时，可 

加密或加深勘探点。其他情况勘探点深度可根据初拟地基基础方案按本标准第

3.4.6条调整。

表4.2.2 吸热塔勘探点的布置原则、间距、数量及深度

勘探深度(m)
吸热塔高 

度(m)

勘探点间 
距 ( m )

勘探点数 

量
一般性勘 
探点

控制性勘 
探点

<180 15～30 3个～5个 20～25 25～35

180～250 15～30 不少于5个 25～30 30～50

>250 15～30 不少于5个 30～35 50～60

注：表中勘探点深度自基础底面算起。

4.2.3     当采用桩基时，勘探点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性勘探点的深度应达到预计桩端以下3倍～5倍桩径，且不应小于 

3m;  对于大直径桩，不应小于5m;

2 对需验算沉降的桩基，应超过地基变形计算深度；

3  预计勘探深度内遇软弱层时，应予加深；遇坚实岩土时，可适当减小；

4 对嵌岩桩，应深至预计嵌岩面以下3倍～5倍桩径，岩溶区还应穿过溶 

洞破碎带。

4.3    发电区

4.3.1     发电区的岩土工程勘察应分析和评价地基的均匀性、稳定性和承载力， 

提供变形计算参数。

4.3.2     主厂房及电控楼地段的岩土工程勘察应根据建筑地段地基的复杂程度， 

着重分析地基的强度和变形特征，对地基的稳定性进行评价。

4.3.3     冷却塔的岩土工程勘察应着重查明地基的均匀性和渗水对地基性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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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熔融盐储罐、导热油储罐还应提供地基土的热物理性质参数。

4.3.4     当采用天然地基时，发电区勘探点的布置原则、间距及深度可按表4.3.4 

确定；当地层不均匀时，可加密或加深勘探点。其他情况勘探点深度可根据初拟 

地基基础方案按本标准第3.4.6条调整。

表4.3.4 发电区勘探点的布置原则、间距及深度

勘探深度(m)
建筑地段

勘探点  
布置原则

勘探点间距

(m) 一般性勘探点 控制性勘探点

主厂房及电控楼

按 建 筑 物 柱 列 
线、基础轴线或 
周线布置

20～40 10～15 15～20

空冷平台 按柱列线布置 20～35 10～15 15～20

冷却塔
按基础周线、轴 
线及柱列线布置 20～25 10～15 15～20

熔融盐储罐、导
热油储罐及蒸汽

发生器

按基础轮廓线及 
中心布置

20～35 10～15 15～20

注：表中勘探点深度自基础底面算起。

4.3.5 当采用桩基时，勘探点深度应符合本标准第4.2.3条的规定。

4.4  变电区

4.4.1     变电区的岩土工程勘察应查明地层的起伏情况及均匀性，分析评价特殊 

性岩土的工程性质及影响深度。

4.4.2     主变压器应布置勘探点，变电架构可按建筑群布置勘探点，勘探深度宜 

为8m～15m。

4.5  供排水建筑物

4.5.1     循环水泵房、综合泵房等泵房类建筑物的岩土工程勘察应评价基坑边坡 

的稳定性、渗水对地基土性质的影响及施工降水等岩土工程问题。

4.5.2     岸边或水中泵房、取排水建筑物的岩土工程勘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了解泵房、取排水建筑物及护岸地貌及港湾或河道类型、岸坡形态、 

冲淤及变化情况、最高及最低水位，查明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补排关系、水的运动

对岸坡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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