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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技术创新服务地质调查
——庆祝探矿工艺研究所成立30周年

胡时友，彭文范，周良宗
(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四川成都611734)

摘要：为加强地质探矿技术力量，改变地质装备落后现状，经国务院批准，1978年8月8日成立了探矿工艺研究

所。30年来，经过新老两代工艺所人的艰苦奋斗、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在科研攻关、成果转化、基地建设和管理等

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国家的地质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目前已成为一个“以勘查技术为基础，以承担地质

调查任务和科研项目、提供勘查与监测技术方法和技术服务为手段，以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地质工作为

目标，以探矿工艺技术和地质灾害监测防治技术研发为主业”的地质调查科研机构。回顾了工艺所艰苦创业、改革

进取的发展历程，对科技体制改革、专业结构调整、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进行了总结，展示了丰

硕的科研成果和强劲的科技实力；指出了工艺所在“十一五”期间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的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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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8日是探矿工艺研究所(以下简称

工艺所)成立30周年的纪念日。30年来，工艺所走

过了许多艰难曲折的道路，曾经多次面临被撤销、被

合并的艰难处境，体验了国家地质工作的高潮和低

谷，经历了国家1985年和2001年两轮科技体制改

革的阵痛，工艺所人始终坚持团结奋斗，努力开拓，

在地调、科研、成果转化、基地建设和管理等方面都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此对工艺所的发展历史进行

简要回顾，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1 工艺所的历史沿革

为适应当时地质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针对全

国地质系统探矿力量薄弱、地质技术装备落后的现

状，国家地质总局报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后经国家

科委转呈国务院批准，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原

西南地质科学研究所)勘探技术研究室(第七研究

室)的基础上，于1978年8月8日成立了探矿工艺

研究所。成立时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探矿工艺理论及

其方法的研究，包括复杂地层钻进新材料、新工艺、

小口径钻进液、低温电铸金刚石钻头、钻进参数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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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探矿工艺情报资料的收集与研究。工艺所先后为

国家地质总局、地质部、地质矿产部、国土资源部直

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曾由地质勘察技术研究设计

院、地质部装备工业公司、中国地质勘查技术院、中

国地质科学院领导，主要从事公益性地质勘查技术

方法的研究。2002年由国土资源部批复成立中国

地质调查局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中心，以发挥工艺所

在西部地质灾害监测防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2005

年1月，工艺所整体划归中国地质调查局管理。

2在改革中不断发展

在工艺所的建设过程中，地质部曾于1979年5

月和1981年11月多次讨论工艺所的撤销和合并问

题，并于1979年5月和1982年3月两度下文停止

工艺所的基本建设，但在老一辈工艺所人的积极争

取和多方支持下，两度停建，两度恢复。到1985年

底时，工艺所成立了包括泥浆与护壁堵漏(一室)、

金刚石钻头与钻具(二室)、钻探工艺与仪器仪表

(三室)、坑探工程(四室)、情报室等在内的5个研

究室。

在1985一1998年的第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时，工

艺所被划归为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进行以事业费

减拨、改组内部组织机构、改革人事分配制度、加快

成果推广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改革，1991年5月，国

家科委下发了工艺所事业费减拔到位的证书。在第

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期间，为了加速成果转化，工艺所

曾与成都化工二厂、大邑生物制品厂等单位建立联

合体进行泥浆添加剂与堵漏材料的开发，与成都军

区司令部管理局共同成立了探工钻井材料厂，与新

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助剂厂签订固体磺化沥青新产品

技术合作开发协议，在机加工车间的基础上组建了

钎具实验厂，在成都金牛区天回乡泰华村租赁5亩

土地办起了中试基地，先后成立了成都探矿技术研

究开发公司和成都华建勘察工程公司。这些措施加

快了工艺所科、工、贸一体化步伐，成果转化工作取

得可喜成绩。

1999年6月28日，国土资源部《关于地质调查

与地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土资发

【1999】181号)文件下发，重组中国地质科学院，组

建中国地质调查局，形成“一局一院”的模式，工艺

所作为科技先导型企业划归中国地质科学院领导，

逐步实行企业化运营，从国土资源部的层面上启动

了对工艺所的第二轮科技体制改革。2000年4月，

中国地质科学院被科技部确定为国家社会公益类科

研机构改革试点单位。2001年10月19日，科技

部、财政部、中编办下发了《关于对水利部等四部门

所属98个科研机构分类改革总体方案的批复》(国

科发政字【2001】428号)，该文件涉及国土资源部

23家单位，把包括工艺所在内的5个研究所作为应

用型科研机构，实行整体转为科技企业的改革，从

2003年1月1日起按照企业执行，暂由中国地质科

学院管理。三部委428号文的颁布，标志着从国家

层面上对工艺所启动了第二轮科技体制改革。次

年，中编办以“中央编办复字【2002】165号”文将5

个转制研究所的事业编制核销。2004年11月12

日，科技部、财政部、中编办对国土资源部科技体制

改革进行了阶段性验收。

3进行专业结构调整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地质工作逐步

走向低谷，工艺所为了适应新形势，在传统探矿技术

的基础上，不断开辟新领域。首先，对技术人员的专

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主要加强了地质类、监测类和信

息类专业技术人员的研究力量，改变了过去技术人

员专业单一的局面；其次，调整了内部组织机构，从

过去的按照专业划分研究室改为按照工作性质划

分，撤销、合并、转向了一些研究室，如将原来的坑探

研究室转向从事地质灾害治理技术的研究，将原来

从事探矿仪器仪表的人员转向从事地质灾害的监测

技术研究与服务，培养和引进了从事地质灾害调查

和评价的人才，同时，按照精干高效原则精简了管理

机构。通过调整拓展，工艺所形成了两大学科和四

大重点研究领域的格局。两大学科是探矿工程和地

质灾害防治；四大重点研究领域是地质和矿产勘查

(岩土钻掘工程)技术、地质灾害监测技术、地质灾

害防治技术、环境(灾害)地质调查和评价。通过结

构调整，技术支撑能力得到提高，专业领域有所拓

展，基础条件得到改善，技术力量得到优化。

4积极推进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

工艺所实行了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工资分配制度

改革，打破了传统吃“大锅饭”的收入分配制度，整

体向技术骨干倾斜；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依法确

定劳动关系，依法进行劳动合同的变更、续订、终止、

解除，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所与职工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对所干部和职工实行了聘任聘用制度，明确了岗

位职责，坚持以岗位管理为基础，逐步实现由身份管

理向岗位管理的过渡，严格干部考核，实行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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