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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
年代初建造的老旧防空洞，全市共有
70多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黄浦、静
安、徐汇等中心城区。目前，静安区
此类防空洞有近 400 个，黄浦区近
600个，据不完全统计，仅南京东路沿
线两公里多，就有 40 多个防空洞。
两区此类防空洞总面积达20多万平
方米。

这些地下空间在废弃多年后，结
构老化、有毒有害气体积聚存在，就
像“定时炸弹”成为引发上部房屋塌
陷等灾害事故的隐患。因此黄浦区
把整治废弃民防工程纳入区政府实
事工程，补城市地下的“短板”。

去年开始，上海多个城区集中整
治这些失去防护功能的防空洞，实施
个性化修缮，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基础
上，探索开放有条件的防空洞作为公
益性服务场所。

根据规划，黄浦区明年将重点推
进历史老建筑集中的外滩、淮海中
路、瑞金这3个街道的防空洞整修。
此前，上海对废弃的民防工程没有处
置标准。在整修了上百个防空洞后，
黄浦区与上海技术质量监督局下属
的技术标准化研究室今年会出台《处
置废弃民防工程的建设标准》，届时
将根据这个标准对更多历史老建筑
下的防空洞进行整修。

蓬莱公园假山下防空洞将被回填
总面积1600平方米 将用泡沫混凝土回填 废弃民防工程建设标准或将出台

市中心著名的蓬莱公园假山下，居然藏着一个约1600平方米的
防空洞！近日，这个防空洞的原始洞口被黄浦区民防办运用高科技
物探技术发现。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施工人员正在勘查防空洞。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青年报记者昨天赶到蓬莱公园
时，假山的一侧已经被围了起来，有
一个被打开的山洞正在施工，一旁摆
满警示牌。

据黄浦区民防办介绍，蓬莱公
园建于1953年，距今已有60多年历
史。根据档案记载，只知道这个防空
洞在蓬莱公园里，并没有标注具体在
什么位置。为了能精准定位，他们根
据原住民提供的线索，同时采用CT
物探技术，方在假山一侧找到一个出
入口。9月9日，施工人员用挖掘机
将部分山体挖开，这一“沉睡”了40
多年的防空洞终于“重见天日”。

根据目测，这座假山占地约有
2000平方米，但这个防空洞并不是
在假山地面，而是在假山地下。根
据记载，这个防空洞有 1600 平方
米，但由于它是坑道式的，因此施工
人员推断这个数字由所有坑道面积
相加得出。

洞外，一部抽水泵正在工作，几
根水带通往洞里。戴着防毒面具的
施工人员正在洞内忙着抽水。施工
人员小杜告诉青年报记者，抽水的施
工人员共有3个，整个抽水过程大概
需要一周时间，目前洞内一半的水已
被抽出。待到所有地下水被抽出后，
人就可以进入洞内，发现所有出入
口。根据原住民回忆，这个防空洞有
5个原始出入口，目前已经找到了3
个，还有2个仍被覆盖。

洞内的结构究竟如何，施工人员
还在“摸索”当中。但是根据青年报
记者亲身入内拍摄，可以看到洞内的
坑道有2米高，1.5-2米宽，里面的墙
体和顶部也并非坑坑洼洼，而是非
常平整，防空洞的通道纵横交错，像

“迷宫”一样，可以说是“别有洞天”。
开工前，黄浦区救援中心特救队

员先用仪器监测洞内是否存在包括

硫化氢、氨气、沼气等有毒有害气体，
然后才开始施工。但是，原本用以支
撑的铁架和水泥块已经严重锈蚀、倒
塌，周围遍布积水和虫子，存在安全
隐患。

“这个防空洞建造于40多年以
前，那时的建筑标准低，属于简陋的

‘坑道式’防空洞，由砖块垒起，我们查
了档案，没有找到当时的设计图纸。”
黄浦区民防办工程科科长王世瑞告
诉青年报记者，该防空洞除了已经探
寻到的这个洞口由于地势较高没有
渗水以外，地下的坑道均渗水严重。
近年来，随着公园的改建，这个防空洞
不仅没有明确出入口和通风设施且
不符合消防要求，因此，他们将用泡沫
混凝土将其回填，工期约一个月。

“当时没有盾构，都靠人工挖
掘。”王世瑞透露，施工人员进入后发
现由于没做过防水措施，里面部分坑
道因渗水而被封堵，说明这个防空洞
曾经被短暂使用过。“把封堵的墙打
开后，我们先把水抽掉，再把里面的
空间摸清楚，确认面积是否与档案相
吻合。接下来，对漏水的地方进行修
补，然后再灌入泡沫混凝土进行回
填。如果不补的话，泡沫混凝土会不
密实。”

那么，这里是先有防空洞，还是
先有假山？当地居民和民防部门一
致认为：先有防空洞，再造的假山。
采访时，公园里一些八十多岁高龄的
老人不时在一旁插话，他们均表示自
己从小居住在附近，都不知道这里有
一个这么大的防空洞，可见当时的保
密工作做得有多好。

“由于地下空间巨大，我们回填
时卸载负载必须均衡，以确保上部建
筑不会倾斜、开裂，道路、树木不会变
形。”王世瑞说，泡沫混凝土轻便、坚
固，不会影响周边地基。

截止到发稿，黄浦区已经探测、
发现废旧防空洞582处，且多分布在
老城厢地区，总量约占全市的1/7。
这些防空洞地下走向复杂，其上部的
建筑都已属“高龄”，其中还不乏历史
保护建筑。

据介绍，真正意义上的人防工程
建设，开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
年代初期。在那一时期，上海开据了
相当数量的防空洞。这些民防工程
在特殊的年代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
由于结构简陋，目前已丧失防护功能
以及使用价值。

黄浦区民防办工程科科长王世
瑞表示，这些废旧的防空洞，80%保留
利用的价值都不大。

“根据当时手工记载的档案，很
多工程都没有设计图纸。由于当时
物质匮乏、技术有限，大多数工程没
有采用钢筋混凝土，都是砖土结构。
这些砖块密度不大，手摸上去感觉比
较‘酥’，而且，由于不少砖块都是由
老百姓提供，因此在同一个洞内，砖
块的颜色和大小都不一样。”王世瑞
介绍说：“这些防空洞多为坑道式结
构，没有防渗功能，我们打开时，里面
全是水。”

黄浦区老城厢，防空洞更是密
集。目前发现的很多防空洞，就是当
时居民在自家房子下挖出来的，面积
最小的只有4平方米。像丽园路一
户居民家中地面长期潮湿，容易渗

水，多年都找不到原因。今年上半
年，黄浦区民防部门委托专门机构测
定，发现居民床底下有个建造于上世
纪70年代的防空洞。打开一看，整
个洞内都积满了黑臭的地下水。

王世瑞说，像这种防空洞，既扰
民，又有安全隐患，必须填没。“对于
所有发现的防空洞，我们都会进行评
估，由专家给出建议，进行科学地处
理。对于积水严重、结构风化的工
程，会用泡沫混凝土回填。目前，丽
园路这户居民床底下的防空洞，经过
开口检测、排水、清污、渗漏点封堵等
流程，再采用泡沫混凝土逐层回填，
已经消除了安全隐患，解决了渗水问
题，同时还保持了居民房屋结构的完
好。

由于档案底卡缺失，以及近年来
新建筑覆盖，因此，老的防空洞出入
口位置更为难找。为了能精准定位
这些地下民防工程，除了翻档案、找
原住民回忆以外，黄浦区此番引进了
高科技的CT物探技术——给地面做
CT，用仪器对地下进行全方位扫描，
以地层中各种介质的密度、磁性、电
性、弹性、放射性导热性等物理性质
的差异为基础，计算、分析、推断出地
下地质构造情况，再结合地形图，对
比档案得出结论。被找到的防空洞
出入口“隐藏”得相当“神秘”：有的在
床底下，有的在天井花坛下，有的分
布在沿街店面的墙角处……

黄浦区民防办工程科科长王世
瑞透露，仍有 20%的防空洞会被保
留。经过专业检测，对于结构尚好并
具有再利用价值的工程，会制定加固
修缮方案，通过改造提升其使用品质
和功能。

“像西姚家弄的董二小学里，就
有一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建造的
防空洞。这个防空洞在当时的建筑
等级算高的，但通风不好，台阶也比
较大，因此，我们对其进行了加固改
造，对于内部设施做到修旧如旧，保
留原来用于隔离防护的水泥拉丝
墙、围绕在墙壁上的手工敲打出的
白铁皮管道，将交换空气的风机恢

复功能进行使用。”王世瑞介绍说，
这个防空洞有 430 多平方米，现在
学校仍然作为仓储使用，学校还组
织学生进行参观，让孩子们了解上
海的历史。

“防空洞也是一座城市特殊的历
史文化记忆，这一文脉也应保留。”王
世瑞透露，目前民防工程的利用以公
益性为主，在老城厢已经开始使用。
像半淞园街道的一处民防工程，已经
被改造成所在社区的活动室。卢湾
中学有处地下防空洞，由于保护得
好，建设标准相对高，去年通过国有
第三方租赁给一家市场化企业作为
酒窖使用。

共有5处出入口已发现3处

现场

八成废旧防空洞已无保留价值

有结构好的防空洞被用作仓库

今年将出台废弃民防工程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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