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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质野战军———武警黄金部队
石立明

（武警黄金指挥部，北京 １０００５５）

摘 要：介绍了武警黄金部队的历史沿革和主要业绩，阐述了探矿工程作业管理、队伍建设、装备配置以及技术研
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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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黄金部队是国家唯一一支以军事化的组织

形式从事地质工作的经济建设部队。 近年来，部队
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武警党委、国
土资源部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国家地质野战军的总目标，坚
持强班子、抓中心、保稳定的总思路，凝心聚力，攻坚
克难，真抓实干，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1　发展历程
黄金部队组建于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时称“中国人民

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黄金指挥部”，受基建工程
兵总部和冶金部双重领导。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转入武警
部队序列，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指挥
部”，受公安部和冶金部双重领导。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由
武警总部和国家经贸委双重领导，职能定位为“找
矿、采矿、护矿、维稳处突”四项任务，２００３ 年国务院
机构改革后，由武警总部和国家发改委双重领导。
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调整由武警总部和国土资源部双重
领导，职能任务调整为：主要担负以区域地质调查、
矿产远景调查为主的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任务和

多金属矿产资源勘查任务、地质灾害应急救援任务，
维护社会稳定和处置突发事件任务。

2　主要业绩
部队组建 ３２ 年来，在全国 ２６ 个省区、４６ 个成

矿区带开展地质找矿工作，发现金矿床 ３２５处，探获
金资源储量 ２２６９ ｔ，直接生产黄金 ２４ 万两，４０ 余项
科研成果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有力支援了国家
经济建设，河北省、河南省为此专门树碑纪念。 “十
一五”以来，探获超大型金矿（１００ ｔ以上）３ 个、特大

型金矿（５０ ｔ 以上）３ 个、大型金矿（２０ ｔ 以上）７ 个，
探获金资源量 ６１９ ｔ、银资源量 ４７９ ｔ、铜铅锌资源量
４０万 ｔ、钨钼资源量 ３１万 ｔ。 其中，甘肃省文县阳山
超大型金矿，已探获金资源量 ３９３畅７ ｔ，作为类卡林
型金矿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甘肃省岷县寨上金
矿和内蒙古包头市哈达门沟金矿，探获金资源储量
分别达 １３１畅４和 １１５畅６ ｔ。 部队还先后参加了 １９８７
年大兴安岭灭火、１９９８ 年抗洪、２００８ 年抗击雨雪冰
冻灾害和“５· １２”抗震救灾、２００９ 年处置新疆“７·
５”事件、２０１０年西南抗旱救灾等重大任务。

3　探矿工程工作建设
黄金部队历来重视探矿工程工作。 长期以来，

部队大力推进“精兵利器”战略，累计完成钻探进尺
１５７４１５４ 余米，有力地保障了地质找矿任务的圆满
完成。
3．1　探矿工程作业管理规范有序

黄金部队探矿工程作业严格“按纲要建、按条
令管、按大纲训、按行规干”，指挥部、总队、支队三
级机关依次设有主管探矿工程的勘查处、科、股三级
探矿工程生产管理部门，逐级逐层管理，制定实施了
“标准化机台建设标准及考核办法”、“岩心钻探技
术经济指标考核办法”等一系列考核奖罚制度，建
立了从业人员档案、地勘装备档案、施工基本信息档
案和地勘安全管理档案。 定期检查岗位责任制制
度、交接班制度、“三工”制度、新兵上岗培训制度等
各项生产及安全管理规章制度落实情况，适时进行
考核、评比。 为保证生产管理部门及时掌握一线的
施工情况，我部开发应用了工程信息管理系统，快速
实现了下情上报、上令下行，使生产管理进入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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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2　探矿工程队伍素质优良

黄金部队性质决定了这支队伍的特点。
一是结构合理。 主要由 ３ 类人员组成：工程管

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工程作业人员，这些人员大
都是现役的干部战士，文化程度高，干部中研究生学
历接近一半，一线作业战士多数是高中毕业和技工
学校毕业，具有一定专长。 随着“退老补新”的循环
更替，工程人员不断更新，保持着年龄和工龄上的差
异性，形成了梯次结构和良性循环。
二是总体趋于年轻。 探矿工程人员平均年龄

３０岁左右，身强体健，社会包袱少，纪律严明，作风
过硬，适应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进行野外工程作业。

三是技术水平优良。 每年作业准备期都要举办
专业技术培训班，并组织参加行业学术交流活动；每
年还要举办大型的工程活动，选定作业地层条件较
差和作业难度较高的单位，开展研讨和经验交流；机
台作业中安排新老人员结对子，以师带徒，现场进行
传帮带，实现技术理论到实践经验的转化。 在人员
流动的情况下，有力地保证了技术不流失，水平不降
低。 ２０１１年，武警黄金部队在第一届全国地勘钻探
职业技能大赛上，夺得团体和个人第一。 长期以来，
无论环境条件多么艰苦，地质情况多么复杂，这支队
伍都能出色地完成探矿工程作业任务。
3．3　钻探装备日趋先进

我部探矿装备是紧贴地质工作需求不断更新配

备的。 从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开始，我部逐渐使用了
系列立轴式岩心钻机，目前，ＸＹ 系列钻机仍然是我
部钻探施工的主要设备。 ２０００ 年以后，随着地质找
矿工作的不断深入，我部逐渐引进使用了全液压顶
驱式动力头钻机、ＸＹ 系列 Ｔ 型、空气反循环等钻
机。 目前我部有各类岩心钻机 ７０ 余台，包括 ２０ 余
台全液压钻机，可作业百米浅孔至 ２０００ ｍ深孔范围
内的各种倾角的钻孔。
3．4　探矿工程技术研究比较深入

武警黄金部队探矿工程作业地域广阔，不同区

域的地质构造特点也不相同，这造成了作业中出现
的问题也不相同，硬脆碎地层、全破碎松软地层、强
跑斜地层、全漏失及涌水地层等复杂地层不断出现，
为破解这些作业难题，部队每年都要针对这些问题
设立科研项目，投入一定资金。 近 ５ 年来就开展专
题科研项目 １５ 项；通过同科研院所的合作，研究了
很多工艺方法；在应对钻孔坍塌掉快、漏失涌水等方
面，配置了适应不同地层的各种配方的冲洗液。 如
今，大部分钻探施工矿区都建立了冲洗液实验室，成
立了科研攻关组，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在新工
艺技术的引进推广上，我部更是时刻关注、大胆尝
试，已普及使用了 Ｑ系列钻具、镦粗钻杆、高强钻头
等新机具，试验了浅层取样钻进、空气反循环钻进、
无水取心钻进等新工艺，取得了宝贵经验，提高了部
队的探矿工程作业能力，有力地保证了生产任务的
圆满完成。

4　结语
新时期，国土资源部和武警总部给武警黄金部

队赋予了新的使命，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设“现代化
国家地质野战军”是武警黄金部队的发展目标，探
矿工程工作建设也紧紧围绕这一目标稳步前进，攻
坚克难，奋勇前进，为国家地质事业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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