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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预算分列钻探项目管理模式

创新研究与实践

赵远刚，吴 琳，石绍云，钱 锋，黄晟辉，黄晓林
（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1734）

摘要：基于银额盆地 2017—2019年开展预算分列钻探项目，本文介绍了蒙苏地 1井、蒙阿左地 1井和蒙额地 2井钻
探施工管理情况。项目实施过程中，发挥了探矿工艺研究所钻探技术和区域业务管理优势，较好地解决了实际问

题，实现了成果最大化和跨学科协同发展，探索出一套旨在实现“地质-钻井”双目标的项目管理新模式，为今后地

质调查钻探项目的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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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management mode for

separate budget drilling projects in geological survey

ZHAO Yuangang，WU Lin，SHI Shaoyun，QIAN Feng，HUANG Shenghui，HUANG Xiaolin
(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Technology, CAGS, Chengdu Sichuan 611734,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ell MSD-1，Well MAZD-1 and Well MED-2 in
regard to the separate budget drilling projects carried out in Yin’e Basin from 2017 to 2019.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s，with exploit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Technology in drilling technology and
reg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the practical problems have been solved， the maximum deliverables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have been achieved，and a project management mode to achieve the dual
objectives of“Geology and Drilling”has been sought out.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ological
survey drilling projec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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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地质调查项目周期长、涉及学科门类较多，且

一般在野外作业，存在较大风险的同时也给项目管

理带来挑战[1]。地质调查预算分列项目是中国地质

调查局为适应新时期地质调查任务而设定的一种

特殊项目形式，是为充分发挥局属各单位人才和技

术优势、实现地质调查成果最大化和跨学科协同发

展需要，将地质调查项目提升到战略决策层面。该

管理模式已连续运行 4年，在全面提升地质调查项
目质量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一些问题比较突出，

亟待解决[2]。本文依托 2017—2019年度中国地质
调查局探矿工艺研究所（下文称“探矿工艺所”）承

担银额盆地大口径油气地质调查预算分列项目进

行了管理模式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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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7·19”会议精神，为充分
发挥探矿工艺所钻探技术优势，与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合作，将银额盆地预算分列钻探

项目上升为所重中之重工作的首位，实施定期任务

完成情况汇报制和目标考核制，并依托所学术委员

会成立项目领导小组，直接推进项目实施。项目领

导小组梳理了近２年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追根溯源，深入研究解决问题的思路，横向比较并

对预期效果进行研判，确定项目实施方案，为蒙苏

地 1井、蒙阿左地 1井、蒙额地 2井“优质、高效、安
全”实施奠定了基础。

1 银额盆地预算分列钻探项目概况

1.1 预算分列项目设置

2016年是探矿工艺所申报预算分列钻探项目
的第一年，2017年开始实施。此前地调局直属单位
内部尚未建立此类项目的管理制度，原有管理体系

和局属单位间协同管理项目制度不匹配。因地质

调查项目属于公益性勘查，具有多目标、多手段、综

合研究和服务等特点，项目形式和预算设置模式不

同于其他钻井行业。地质调查项目以目标为导向，

二级项目以地质成果为主，预算分列钻探项目以钻

探施工质量为主。预算分列项目属于同一个二级

项目，由两个独立法人单位分别承担项目，工作目

标任务交叉，相互依存度较高。

1.2 项目投入与完成情况

2017—2019年，银额盆地项目先后完成了蒙阿
左地 1井、蒙额地 2井和蒙苏地 1井共计 3口大直径
油气地质调查井，设计总工作量 7500 m，累计完成
7660.27 m，资金累计投入 2203.17万元，项目直接投
入比例均在 80%以上，详见表 1。
1.3 实施存在的问题

项目实施过程中主要遇到预算、技术、人员和

制度等 4个方面的问题。
1.3.1 预算相关问题

按地质调查项目预算要求，项目人员费占比

30%左右，项目管理费占比 10%~20%，直接投入
钻探施工费用比例不足 60%。 2017—2019年，钻
井、测井和录井下达预算均低于同类项目公开招标

的中标价格。为实现钻井和地质双目标，被迫降低

标准编制钻井设计，大大减少人员和项目管理投

入，抗风险能力不足。

1.3.2 技术相关问题

（1）蒙阿左地 1井和蒙苏地 1井均是新区第一
口探井，蒙额地 2井也是居延海坳陷西部次凹的第
一口探井，地质构造复杂，无临井参考，缺少地层数

据支撑，无法精准编写设计方案，不可预见问题多，

需要设计多套方案，对于钻井施工是一个重大

考验。

（2）地质与钻井的目标是一个矛盾共同体，没
有地质目标就没有钻井目标。钻井目标是安全高

效快速钻进，而地质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准确的

地质成果数据，需要获取足够的循环观察时间、在

目的层位放慢钻时使气测数据跟上地层、获取最大

数量的岩心实物，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钻井施工效

率，增加了井内安全隐患。没有安全的钻井施工，

也无法实现地质目标，与钻井目标矛盾突出。

（3）预算标准虽然有不可预见费，但实际实施
中，项目没有不可预见费用支持，或不可预见费用

不能及时有效支持。

1.3.3 人员相关问题

项目组主要成员存在专业结构单一、职责分工

粗放和业务能力不足等问题。近 3年项目组成员主
要由钻井和机械专业人员构成，从大的专业领域涵

盖了钻探施工的主要专业，但是大口径石油钻井专

业细分很强，是由诸多细分专业组成，如钻井、泥

浆、定向、电器、机械、取心、经济、管理和安全等，需

要采取聘用制度完善用人管理体系。目前的管理

制度无法满足专业细分管理，而地质调查项目预算

制对劳务聘用技术人员有严格限制，无法完全采用

表 1 银额盆地项目完成情况 [3]

Table 1 Projects completed in Yin’e Basin

井 号

经费预算/万元
实施年份

设计井深/m
钻机型号

完钻井深/m
完钻口径/mm
钻井工期/d
直接费比例/%
目的层位

完钻层位

蒙阿左地 1井
752.17
2017
2500
ZJ40
2520.50
215.9
83
84

石炭-二叠系

前中生界

蒙额地 2井
635.00
2018
2500
ZJ30
2376.11
215.9
89
91

石炭-二叠系

石炭系

蒙苏地 1井
816.00
2019
2500
ZJ50
2763.66
215.9
67
80

石炭-二叠系

石炭-二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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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制管理项目，这就需要建立一套适合该类项目

的技术人员管理制度。

1.3.4 制度相关问题

地质调查项目采用预算制管理，为有效推进项

目和加快实现成果，预算执行率成为重要考核指

标[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进度和成效缺乏实

质性的跟踪考核，预算管理和项目质量管理在制度

约束上存在一定的脱节。

2 项目管理模式的建立

2.1 原有项目管理模式

实施三级项目管理，即探矿工艺所、研究室、项

目组，坚持落实法人负责制和项目负责人责任制。

其中，第三级管理由项目组对其承担项目的目

标任务、科技创新、质量、成果、绩效负责[5]。在这种

模式下，完成蒙阿左地 1井和蒙额地 2井 2口大直径
油气调查井钻探项目。2019年对第三级管理进行
了调整，项目负责人是项目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负

责对项目实施全过程和委托业务的质量把关，对实

施方案（设计书）编写的质量、调查资料的质量、阶

段性成果质量、最终成果质量承担直接责任[6]。

2.2 项目管理创新模式

项目化管理最根本的目的是如何在确保时间、

技术、经费和性能指标的条件下，以尽可能高的效

率完成预定目标[7]。在探矿工艺所项目领导小组的

统一部署下，采用“主动管理+技术经济评价+高
效决策”的管理理念，按决策类型分为：项目组决

策、技术决策和行政决策。制定项目决策程序和职

责范围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

2.2.1 项目决策形式和流程

项目决策使用方案对比法，将技术决策和行政

决策融为一体，支撑地调局的战略决策。技术决策

是解决不改变一级指标的前提下技术决策结论中

可行的方案，行政决策是解决技术决策结论中不可

行的方案。行政决策高于技术决策。

决策流程见图 1，首先对项目完成指标进行质
量考核，存在问题的，通过技术决策得出结论；如技

术可行直接通过修改方案，达到预期的指标；如技

术不可行，进行行政决策，修改项目目标，再修改方

案，达到预期的指标。

（1）技术决策采用会议研讨形式，形成会议纪
要，重大调整由二级项目牵头报工程首席批准。由

项目组负责，专家组负直接责任。

（2）行政决策采用会议研讨形式，形成会议纪
要，重大调整由二级项目牵头报工程首席和上级单

位批准。由领导组负责，专家组负直接责任，直接

深入到项目的过程管理。

2.2.2 三级指标体系的建立

笔者 2017年的研究成果将指标分为技术指标、
经济指标和技术经济指标 3类，结合蒙苏地 1井项
目运行特点，初步建立了一套地质调查钻探项目质

量管理的三级指标管理体系[8]。

（1）技术指标：包括井深、井斜、井径、岩心采取
率、取心进尺、平均回次长度、机械钻速、泥浆密

度等。

（2）经济指标：包括预算分列项目总预算、项目
管理费（差旅费、津贴、租车等）、单位管理费（人员

费和基础办公费用）、测井和录井委托业务费、合同

执行、预算执行率、主要材料费、设备租赁费、运输

费等。

（3）技术经济指标：包括单位进尺米费、单位进
尺日费、PT变量系数和 PC变量系数[8]。

技术指标决定经济指标，经济指标是技术指标

的基础，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又是技术经济指标的

基础，技术经济指标的效果又决定技术指标。通过

研究技术指标、经济指标和技术经济指标三者之间

相互影响规律，建立三级指标体系。地质调查项目

的预算制管理，决策优先程序上一般情况下经济指

标高于技术指标。但是，遇到不可调和的技术经济

矛盾问题时，首先应采取技术决策，无法解决的问

题上升为行政决策。如果矛盾问题严重影响项目

成果质量，决策程序直接跨过技术决策上升为行政

决策。最终，实现项目成果最大化的技术经济可行

性，实现以需求为导向的成果系统化评价管理[9]。

修改
方案

完成
指标

质量
考核

技术
决策

可行
修改
目标

不可
行

行政
决策

实现目标

技术决策 行政决策

图 1 项目决策流程

Fig.1 Decision-making flowchart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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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三级指标体系质量管理

目标分为基本目标，包括工程目标、地质目标

和钻井目标，根据重要性等级分为 3类，A级、B级、
C级；考核结果分为优、良和差；重要性等级分为 3
级，其中一级指标包括：完钻层位、完钻井深和经费

预算，二级指标包括开钻日期、施工周期、完钻口径

和取心进尺，三级指标包括钻井质量、录井质量和

测井质量包含的技术指标。例如，当需要增加工作

量或调整预算时，属于经济指标，通过技术决策后，

由行政决策解决。

项目质量管理流程如图 2所示。

3 蒙苏地 1井项目运行情况

3.1 蒙苏地 1井施工简介
蒙苏地 1井于 2019年 8月 16日正式一开钻进，

Ø311.2 mm口径钻进至 419.00 m，换 Ø215.9 mm口
径钻进测井口袋至井深 449.00 m，一开中完。下
Ø244.5 mm石油套管至井深 418.50 m固井。二开
Ø215.9 mm口径钻进至 2763.66 m，其中取心钻进 4
个回次，取心进尺 27.63 m，心长 26.12 m，平均岩心
采取率 94.53%，钻井施工周期 67 d，其中纯钻进时
间 32.9 d，平均机械钻速 3.51 m/h，平均台月效率
1275.5 m/月。
3.2 项目管理运行情况

3.2.1 实际问题类别及解决效果

（1）技术决策解决的问题。蒙苏地 1井钻井设

计通过技术决策调整设计深度。2019年度工作量
2500 m，但该井地质设计的目标层位深度预计在
2800~3200 m，实现油气突破最深可能达到 4000
m。经专家论证后，决定采用 ZJ50型石油钻机，设
计井深 2500 m，经专家论证确定需加深，报地调局
批准后调整设计井深最深为 4000 m。
（2）技术决策基础上行政决策解决的问题。蒙

苏地 1井钻达井深 2390.33 m时，针对所钻层位划分
和地质成果突破现场召开了专家研讨会。根据物

探地层剖面数据一致认为：该井 2500 m地层是中生
界白垩系巴音戈壁组凝灰质角砾岩，至少需要加深

至 2750 m才能钻获二叠系暗色泥岩。通过技术决
策 给 行 政 决 策 有 效 支 撑 ，该 井 在 井 深 2690~
2763.66 m井段钻取了暗色泥岩岩屑和岩心，实现
了地质目的。

钻井目标

地质目标

专家组

领导组

项目组

工Á区确定

地质设计

现场踏勘

钻井设计

临建用地

钻探施工

预算执行

完钻层位

完钻井深

经费预算

开钻日期

施工周期

完钻口径

取心进尺

钻井质量

录井质量

测井质量

质量

考核

修改

技术

方案

可行性

技术

决策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经济指标

技术指标

优秀

良好

合格

实
现
地
质
钻
井
双
目
标

行政

决策

是

否

是

否

不合格

一

级

指

标

基

本

目

标

组

织

机

构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任务书 工Á内容 单项目标 考核 决策 结论

实施方案

物探解释

经纬论证

图 2 地质调查钻探项目管理流程

Fig.2 Management flowchart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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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直接采用行政决策解决的问题。项目报地
调局申请蒙苏地 1井加深的审批程序时间较长，工
作区域即将进入冬季-20 ℃严寒天气，停工等待批
复会导致国家财政经费较大的无效支出，进入冬季

施工的成本和安全风险也大大增加。因加深费用

预算属于一级指标，在项目情况紧急时直接采用行

政决策，在未取得地调局加深批复的条件下，决定

申请加深与钻井施工同步进行。同时，由探矿工艺

所科技处牵头负责，计划财务处和项目组协助完成

蒙苏地 1井加深的申请和预算申报。
3.2.2 创新管理成效

通过实施双目标创新管理，蒙苏地 1井较 2017
—2018年度项目的技术经济指标有较大提高，该井
完钻井深 2763.66 m，平均机械钻速 3.51 m/h，施工
台月效率提高 59.3%。2018年行业同类招标钻井
新苏地 1井中标价格 970万元，完钻井深 2882.05
m，完钻口径 Ø215.9 mm[10]，施工成本由 3366元/m
降至 2337元/m，相比降低 31%。银额盆地项目实
施的 3口钻井指标完成情况见表 2。

4 取得的成果

在项目领导小组指导下，本项目取得了技术和

管理 2个方面的成果：
（1）建立了一套地质调查项目精细化管理技术

方案。根据蒙苏地 1井钻遇地层和预算，对井身结
构、钻具组合与钻头选型进行了优化设计。该井采

用“非常规钻具组合+常规钻头+简化井身结构”
精细化管理技术方案，有效解决了中生界巴音戈壁

组和二叠系地层高硬度、强研磨性、可钻性差、裂缝

构造造斜和多层位涌水井壁失稳等一系列难题。

（2）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沉积之后虽然经
历了多期次构造改造，一直以来深层勘探进展缓

慢，石炭系-二叠系展布不清[11-12]，通过在蒙苏地 1

井进行项目“双目标”的管理模式实践，有效解决了

钻井和地质的技术经济矛盾，在有限经费的条件

下，突破了经费限制和技术难题，在银额盆地油气

区外围首次钻获二叠系沉积岩实物岩心，为该区油

气勘查提供了重要实物和参数。井深 2753.73~
2754.05 m获取的二叠系碳质泥岩岩心见图 3。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旨在研究解决如何最大限度实现预算分

列项目和二级项目的成果目标，得出以下结论及

建议：

（1）通过成立项目领导小组，有效地解决了项
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和管理问题，实现了预期

成果和目的，促进了探矿工艺所在业务上的转型升

级，充分调动了探矿工艺所和局属单位的人才和技

术优势投入项目管理。

（2）通过钻井技术精细化管理和项目管理模式
的创新，实践了跨学科协调发展，探索出一套旨在

实现“地质-钻井”双目标的项目科学管理模式。项

目管理模式创新是适应新时代地质工作、创新突破

的关键，为今后地调局钻探施工类的地质调查预算

分列项目实施提供重要参考。

（3）建议进一步完善预算分列项目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预算分列钻探项目的定性分析与定量评

价的指标体系，突出法人负责制和项目负责人责任

制，加强承担单位在制度上的科学管理决策。

（4）每年地质调查项目中涉及钻探施工招标任
务遍布全国，工作量大，技术与管理问题多[13-15]，为

取得更好的地质调查成果，钻探施工队伍今后也可

参考本文项目管理模式，结合自身优势建立以实现

“地质-钻井”双目标为导向的管理机制，提高决策

效率，增加成果显示度，降低施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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