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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总结了山西省地质勘查局“十二五”期间探矿工程领域在产业经济、技术研究与应用方面取得的成果，分
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当前所面临的市场挑战，从新技术及设备的研发与推广和强化内部管理等方面对“十
三五”期间的探矿工程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探矿工程；“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和建议；山西省地质勘查局
中图分类号：Ｐ６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７４２８（２０１６）０４ －００３０ －０４
Striving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Keeping on Innovating／FU Qiang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
ｐｅｃｔｉｎｇ，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Ｓｈａｎｘｉ ０３０００１，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ｓ ｍａ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ｂ－
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Key words：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0 引言
“十二五”期间，山西省地质勘查局探矿工程业

务领域、地域不断拓展，产业经济总量有很大提高，
一些钻探技术工艺特别是空气钻进技术水平保持省

内领先地位。 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也创造过国内
记录。 然而，从近几年的发展状况和趋势来看，前景
不容乐观，探矿工程队伍既无设备技术方面的优势，
也无探矿工程技术人员的储备，更没有创纪录的业
绩。 大多数项目都以外包为主。 与其它省内外大多
数相关行业相比，探矿工程技术也已落后。 因此，如

何才能使我们的地勘队伍尽快成为省内技术精湛、
装备精良的探矿工程主力军队伍，怎样才能使地勘
单位依靠这一产业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重树
“山西地矿”的品牌，迎接地勘行业面临的挑战，是
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1 全局探矿工程及勘察施工产业总体规模
山西省地质勘查局“十二五”探矿工程及勘察

施工产业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山西省地质勘查局勘察施工业和探矿工程“十二五”情况汇总

年度
探矿工程／

ｍ
工程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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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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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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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产经营情况
“十二五”期间，全局勘察施工及探矿工程产业

共完成产值近 ３１ 亿元（不包括海外工程产值）。 其
中：探矿工程完成进尺 ２６０ 万 ｍ，产值 １１．８６ 亿元；
工程勘察完成任务进尺 ３２８万 ｍ，产值 ５亿元；水井
工程完成 ６７６眼井，进尺 ３２万 ｍ，产值 ４．８ 亿元；工
程施工完成进尺 ５１８ 万延米，灌注砼 ９４ 万 ｍ３ ，产值
９．１亿元。 总产值中，本局完成 １２．３亿元，占 ４０％；
外协单位完成 １８．４ 亿元，占 ６０％。
1．2 钻探设备使用情况

全局“十二五”期间先后开动各类钻探设备
３０００台套。 至今全局钻探设备登记备案量有 １５０
台套，其中：各类岩心钻探设备 ６８ 台套（含 ４ 台
ＹＤＸ－１８００型全液压动力头钻机）；各类水井钻机
４５台套；各类工程钻机 ３５ 台套（含旋挖钻机 １１ 台
套）；煤层气多功能钻机 ２台套（ＣＭＤ１００型）。
1．3 钻探工程技术人员情况

２０１５年，地勘单位在岗探矿工程技术中级以上
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共有 ８２人。 其中：具有高级职
称的人员仅有 ２６ 人，３ 个任书记、２个任工会主席、３
个在党办或任安全科长、４ 个任公司经理、９ 个在生
产单位工作、５人在局机关；工程师 ５０ 人，８０％从事
现场施工工作。
1．4 工作亮点

（１）省地勘院于 ２０１１ 年，在平遥完成了一眼
３２００ ｍ大口径（终孔口径 ２５０ ｍｍ）深水井。

（２）２１４队的气举反循环钻进工艺技术（钻孔深
度 １７００ ｍ）和绳索取心液动锤钻进工艺技术（钻孔
深度 ８３０ ｍ）的应用，钻探效率大幅提高，效果良好。

（３）２１７队两个煤层气、页岩气预查钻孔开钻。
其中，ＤＹ －２ 号孔已经完成钻探工作，终孔深度
１０６０ ｍ。 ＤＹ－１孔正在施工。

（４）２１２队、２１７ 队使用先进的 ＣＭＤ１００ 型液压
动力头多功能钻机完成煤层气水平定向钻井，标志
着我局的钻探领域有了新的突破。 另外，２１２ 队还
完成了一口大口径瓦斯抽放孔（基岩孔，井深 ３００
ｍ，井径 １０５０ ｍｍ），也是在工程项目领域一项新的
突破。

（５）２１７队在四台矿瓦斯抽放孔工地使用大口
径潜孔锤快速成孔工艺，仅用 ３４ ｈ 完成了 ∅５００
ｍｍ、井深 ３０３ ｍ 的瓦斯通风孔的工作进尺，创造了
我局新的生产记录。

（６）全局连续 ３ 年，在各地勘单位大力推进展
开了标准化机台建设的工作，野外一线工作人员工
作生活条件有了显著的提高，身份和地位也受到尊
重。

（７）由地勘单位委托省国土资源学校培养的
１５３名钻探工人，已经充实到野外钻机一线，开始发
挥作用。
1．5 全局各单位资质情况

甲级类 １４个：液体矿产勘查、水利凿井资格、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地质钻（坑）探、
固体矿产勘查、地球物理勘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
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地质灾害危害性评估、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测绘资质、工程勘察资质
（综合）、水资源论证、土地勘丈许可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气体勘查资质 ３个。
乙级类 １０个：土地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质实验

测试（岩矿鉴定、岩土试验）、液体矿产勘查、固体矿
产勘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地球物
理勘查、地籍测绘、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
害危害性评估。
丙级类 ３ 个：地球物理勘查、地球化学勘查、地

质灾害危害性评估。
其它类 ５ 个：对外承包工程、建筑业资质（地基

与基础专业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爆破与
拆除工程、桩基检测）。

2 全局探矿工程及勘察施工产业存在的问题
2．1 项目实施和管理方面

各单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本单位钻机承担项目

实施过程中生产事故多、成本高、效率低、亏损严重，
导致一些地勘单位看不到这一产业能给企业带来的

效益，把钻探正规军队伍当成了“包袱”，单位负责
人对这一产业望而却步，大都把本单位的 ７０％ ～
１００％的岩心钻探项目和水井项目外包给了其他省
份的个体经营钻机施工，据调查，全局每年向外转包
平均额有 ５ 亿多元。 有些单位为了图省事，形成
“国有钻探队伍逐渐淡出、仅维持项目经营管理”的
理念和指导方针，彻底地放弃了把这一产业做好、做
强、做大的目标，不再扩大培养探矿专业技术人员和
招聘正式工人。 这种情况占全局 １０ 家地勘单位的
７０％。 虽然个别单位还在坚持维持国有钻探队伍，
在努力维持这一产业，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急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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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制，同时获得局政策、财力和人力的扶持。
2．2 钻探设备方面

至今全局钻探设备保有量虽然有 １５０ 台套，但
其中 ２００６ 年以后购买的可钻进 １０００ ｍ以深钻孔的
新岩心钻探设备仅有 １４ 台套（含 ４ 台 ＹＤＸ －１８００
型全液压动力头钻机），可钻进 １０００ ｍ 以深水井的
各类水井钻机 １５台套、旋挖钻机 １１台套。 可见，全
局能够完成深部钻孔（井）的新钻探设备数量是较
少的，大部分老化严重，新有设备没有形成有规模的
战斗力，也没有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高、尖、新钻探
装备。
2．3 生产技术管理和技术工艺方面

地勘单位大都撤消了探矿工程管理部门，把探
矿工程技术管理工作放在了总工办或者安全科等非

专业科室代管，更谈不上建立健全从地勘单位到探
矿实体再到机台的技术管理体系，也不再设置探矿
副总工程师岗位，导致单位探矿工程工作方针、政
策、规定、规程、办法、标准等无法贯彻落实，探矿工
程的各类施工设计书及施工技术报告编写与审查、
生产、技术、质量等管理工作没有专人来抓，引进推
广应用新技术、新设备工作更无从谈起，有些还盲目
采购仪器设备，造成闲置浪费。 日常工作中，搜集整
理生产过程中的各类技术经济资料，建档、分析研究
和总结上报工作、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
培训工作停顿和缺失。 因此，探矿工程技术管理不
到位，技术人员业务水平低，钻工责任心不强，钻探
规程参数掌握得不好，泥浆、钻头钻具级配使用不合
理、新型钻机操作不熟练等因素是造成钻探效率低、
事故多、成本高的主要技术原因。 钻孔（井）愈深
（超过 １０００ ｍ），这种现象愈严重。
2．4 从事勘察施工和探矿工程队伍人员方面

探矿工程技术人员和钻工短缺，是制约探矿工
程产业正常发展的又一主要原因。 由于各种因素，
多年来没有招聘到探矿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原有的
专业技术人员有些已经不在岗位、有些成为了行政
领导。 因此，能够在探矿工程领域承担高、新、尖技
术的学术带头人寥寥无几，工程技术人员也十分匮
乏。 多年来钻探工人基本上没有招工指标，加上老
一代高级技能钻工的逐渐退休，高级钻工青黄不接，
目前在岗钻工约有 ３００ 人。 各单位奋战在一线的钻
探工人大多数是临时农民工，年龄也偏大，专业素质
差，由于待遇等原因，他们跟随地勘单位机台工作一

两年即另谋高就，很难把他们培养成自己单位长期
使用的高级工人。 因此，造成了“钻探技工荒”，这
一普遍现象已经成为制约地勘单位勘察施工及探矿

工程产业升级和稳定发展的“短板”。

3 振兴全局探矿工程及勘察施工业的思路和措施
建议

综观全局目前探矿工程及勘察施工产业的现

状，结合各地勘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困难，为了避免我
们探矿工程及勘察施工产业继续自然衰退，面对和
改变现状，有效地促进和保持全局这一产业的稳步
发展，笔者认为，“十三五”期间应从以下几方面进
行规划。
3．1 完善局机关处室职能和定位，从上到下建立全
局探矿工程管理体系

强化管理，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加强
探矿工程和勘察施工管理是“十三五”探矿工程工
作的重中之中，是能否振兴探矿工程事业的关键。
近期，我局召开了局探矿工程及勘察施工业“十三
五”规划座谈会，局领导、局机关有关处室和局属各
生产单位主管生产的副队长参加会议。 在座谈中，
大家普遍认为，探矿工程及勘察施工业在全局产业
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规模、地域、品种等更加
突显，但是，存在的“短板”主要是 １０ 多年来，局机
关有些相关处室职能弱化、职能交叉、权力定位不准
确、管理指导服务目标责任不明确，地勘单位又无专
门的探矿工程组织管理机构，工程技术人员及项目
呈无序管理状态，已严重制约了本专业领域的发展，
迫切希望局里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和规定，加强指导
这方面的工作，明确定岗定编。 为此，建议局尽快出
台《山西省地质勘查局关于加强探矿工程管理工作
的暂行规定》，其中主要包括组织管理、技术管理、
生产经营管理、质量管理和队伍建设 ５个方面。
同时，根据目前全局探矿工程高级工程师的水

平和状况（共有 ２６ 人），组织成立专家团队，随时解
决处理地勘单位在施工中出现的各类技术问题，全
面为地勘单位服务。
3．2 围绕三大钻机，成立矿山抢险救援队伍

国内、省内矿山抢险救援任务很重，用钻探、钻
井的方法打通深埋地下的生命通道是重要方法之

一。 目前，我局 ２１２ 队、２１７ 队已经拥有了 ＣＭＤ１００
型多功能液压动力头钻机，省勘院订购的 ＣＭＤ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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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多功能液压动力头钻机也即将到货。 这些先进的
钻井设备是矿山救援的利器，应充分发挥其作用，为
国民经济服务。 但目前这些设备的配套器具和装备
主要是为施工水井、煤层气等工程设置的，要完成矿
山抢险救援任务还需加强配套设施，如：指挥车辆、
野营车辆、钻井钻具等等。
3．3 在固体岩心钻探、水井施工、工程施工三大领
域加快引进推广先进工艺技术及装备

根据各地勘单位的项目需求，积极推广引进先
进的工艺技术，重点是金刚石绳索取心液动锤钻进、
煤层气勘探和水平定向钻井工艺、干热岩钻井技术、
大口径旋挖钻进、大功率非开挖钻进等方面。
3．4 “走出去、请进来”，大力加强工程技术人员的
培训交流学习

针对全局探矿工程技术人员普遍技术水平较

低、新技术新工艺掌握能力弱、管理和创新意识较差
的状况，积极创造条件，为高、中、初三级工程技术人
员进行交流、培训、轮岗制定相应的办法。 与国内大
专院校、研究所进行合作交流，在关键技术领域有所
突破。
3．5 以旋挖钻机为切入点，探索成立股份联合体

全局各地勘单位目前已拥有各类旋挖钻机 １１
台套，已初具规模。 但仍然是各自为战，经营效益好
坏不一，三勘院、地建总公司相对较好，项目多，有时
需租用钻机和请外协钻机完成。 省勘院、２１４ 队较
差，设备常停待。 建议几家单位研究探讨创新合作
模式，资源共享，成立联合体，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3．6 成立局级创新项目领导组，围绕省重点项目展
开工作

由局牵头，抽调全局相关专业的专家组建创新
项目领导组，全方位领导和指导工作。 特别是根据
省政府的计划展开的煤层气页岩气勘探、采空沉陷

区的治理、浅层地温能的勘探开发、干热岩的勘探、
全省地质灾害的评估治理等等。 围绕这些项目内容
展开工作，从前期调研、选项、论证，初级设计审查、
施工队伍的选择确定要高度重视，指导项目的实施。
3．7 重点扶持钻探队伍

根据各单位现状，选择局重点扶持培养的钻探
队伍和代表全局的标准化标牌机台，按照 ＣＩ系统模
型建立标准化机台。 建议局从财力、人力、政策等方
面给予这些单位大力支持，使他们尽快成为能够代
表我局探矿工程的主力军队伍，创品牌、出效益。
3．8 恢复召开勘查技术施工管理会议制度

这项专题会议我局已经 １０ 多年没有召开。 为
完成全局战略部署，建议局每年组织召开勘查技术
施工管理会议，参加人员包括各单位分管探矿工程
的院级领导、工程公司经理以及创生产纪录先进集
体负责人等。 会议内容包括：总结勘察施工暨探矿
工程工作，分析全局勘察施工暨探矿工程生产经营
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任务；表彰局级文明机台、
文明工地和开动钻机数量多、效益好的单位和创生
产纪录先进集体；参观考察省内或先进省局的施工
现场，交流学习经验。

4 结语
探矿工程和勘察施工工作，既需上级政策的支

持和相关管理制度的科学到位，又需要地勘单位的
自发努力，从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政策上建立健全
制度，才能实现探矿工程和勘察施工产业成为全局
起主导作用的产业，成为打破地勘经济下行困境的
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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