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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时代地质工作的新需求，主动调整结构，推动发展
——纪念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成立40周年

胡时友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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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工艺所)。工艺所先后为国家地质

总局、地质部、地质矿产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

的正局级事业单位，曾由地质勘察技术研究设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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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月，工艺所整体划归中国地质调查局管理。回顾过

去，工艺所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初创期(1978—1991年)

工艺所在成立之初就历经风雨，地质部曾多次讨论工艺

所的撤销和合并问题，并于1979年5月和1 9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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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两度停建，两度恢复。在改革开

放初期，前辈们就牢牢把握机遇，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结合

所情，果断调整战略部署，由单纯的科研型向科研经营型转

变，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事业拨款向有偿合同制转变，

由大锅饭、铁饭碗向承包制、聘用制方向发展转变，思路的调

整带来了飞速的发展。

13年的初创期，建成了办公楼、实验室、职工宿舍和配套

建筑，建成了探矿工程完整的研究室和管理部门，建立了严

格规范的管理制度，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得到了上级

部门和同行的认可，为工艺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第一次业务拓展期(1992—2002年)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地质工作走向低谷，工

艺所的发展也进入不变则退、不进则退的阵痛期。1998年，

撤销地矿部和工艺所的上级单位——中国地质勘查技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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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科技部、财政部、中央编办联合下

文，工艺所作为应用型科研机构实行整体转为科技企业的改

革．2002年，中央编办将工艺所的事业编制核销，保留2002

年的基本事业费，不再增加，2003年1月1日加入了成都市

企业养老保险体系。

为了适应新形势，工艺所在传统探矿技术的基础上，不

断开辟新领域。加强了地质类、监测类和信息类专业技术人

员的研究力量，通过调整拓展，形成了以“探矿工程”和“地质

灾害防治”两大学科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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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重点

研究领域为主的新格局。通过结构调整，技术支撑能力得到

极大提高，专业领域有所拓展，基础条件得到改善，技术力量

得到优化，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科研人才，承担了多项重

大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牵头组建了“中国地质灾害研究

会防治工程专业委员会”，2002年，国土资源部批复在工艺所

加挂“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中心”的牌子，工艺

所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在业界独树一帜。

第三阶段：第二次业务拓展期(2003—2012年)

从2003年起，工艺所针对公益性地质调查的需求，积极

拓展服务领域，通过引进人才拓展了“环境(灾害)地质调查

和评价”业务工作。积极开展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和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工作。承担和参加了“5．12”汶川地震

地质灾害的巡查、排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汶川地震断

裂带科学钻探(WFSD)”，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等一

大批工程项目，进一步提高了工艺所在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监测预警、防治技术和应急处置方面的影响。

第四阶段：第三次业务拓展期(2013年至今)

根据新一届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的“全力支撑能源

资源安全保障，精心服务国土资源中心工作”的新定位，对地

质调查业务与管理体制进行了系列改革，工艺所抢抓机遇，

坚持需求导向，积极促进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的有机融合，

推动成果转化及应用服务。通过公开招聘引进人才，建立了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室，传统钻探技术逐步向绿色钻探、

新能源钻探、海洋钻探等方向发展。2015年，以水工环等6

个地质调查二级项目正式进入财政部的项目库为标志，工艺

所实现了回归到公益性、基础性地质调查工作主战场的华丽

转身。

40年艰苦曲折的创业史，炼成了工艺所人不惧艰难困苦

的品格，塑造了工艺所人团结互助、艰苦奋斗、刻苦钻研、甘

于奉献的精神，成就了硕果累累的今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近十年地质调查与科研成果丰硕

工艺所参与的“长江三峡链子崖危岩体防治工程”获国

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重大滑坡减灾防灾关键支撑技

注：本文摘自作者在“探矿工艺研究所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作者简介：胡时友，男，汉族，1964年生，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探矿丁程专业，硕士，从事探

矿工程和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管理工作，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现代工业港(北区)港华路139号，1147136739@qq．corn。

万方数据



2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2018年8月

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主持完成的“西部地区

崩滑体监测防治新技术示范”、”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快速治理

技术研究开发”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滑坡防治工

程技术方法示范与指南”获中国地质调查成果奖二等奖。

一是持续开晨钻探技术科技创新攻关．开展了空气潜

孔锤跟管钻具及配套产品研究，进一步完善了空气潜孔锤跟

管钻进技术体系；开展多功能轻便履带式模块化钻机研究、

有线随钻／螺杆马达定向钻进／分支孑L技术研究、无公害生物

聚合物泥浆体系以及钻后废浆净化、固化处理、生态恢复治

理等技术的研究，形成一套绿色勘查钻探技术体系；通过实

施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成功服务地学研究，自主创新

研发了深孔取心钻进工艺方法、复杂地层钻井和固井技术以

及深孑L取心钻探设备；成功研制了超高温钻孔轨迹测量仪，

支撑国家重要能源资源勘探工程；组织实施了油气、页岩气、

砂岩型铀矿和水文地质调查井的钻探工程，初步总结形成新

能源地质调查钻探技术方法，为地调局实施科技攻坚战提供

重要技术支撑服务。

二是狠抓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中心建设，研发出了一批地

质灾害治理新技术．开展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实验室建设，实

验室由滑坡防治技术物理模拟实验系统、地质灾害锚固技术

实验系统、泥石流物理模拟实验系统、防治技术数值模拟实

验系统组成；建设北川泥石流灾害、川东红层滑坡灾害野外

观测与防治技术实验基地；开展小口径钻孔组合抗滑桩等多

项滑坡快速支挡技术、空心桩复合排水技术和裂隙虹吸排水

技术、快速锚固、格构锚固等技术方法研究，形成一批地质灾

害治理新技术，组织编制了《滑坡防治技术指南》。这些成果

为重大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支持。

三是进一步创新研发地质灾害监测技术，拓展监测示范

应用。研发了多种地质灾害监测仪器，柔性大位移裂缝监测

仪、便携式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工具箱实现成果转化，服务于

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承担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二期、三期和

后续规划专业监测服务工作，承担了多项地质灾害应急监测

任务，多次成功预报重庆奉节、云阳等地的滑坡险情，保护了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效服务减灾防灾。

四是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工作，服务防灾减灾和区域

规划。2008年以来，在地震灾区、三峡库区和西南重大工程

建设区承担了100余项地质灾害巡排查、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工作，为地质灾害的防治和国土资源开发、保护和合理利用

提供了决策依据。

五是开晨区域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服务民生助力脱

贫攻坚．先后承担了涪江流域、乌蒙山区、西藏冈底斯地区

和罗布莎地区环境地质水文地质调查，直接解决了当地4．19

万人饮水困难问题；在冈底斯成矿带1：25万水文地质调查

中，解决了4098人饮水困难问题。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重大工程建设、助力脱贫

攻坚成效显著，得到了地方省市政府部门的高度评价和充分

肯定。

(二)成果转化与市场开发能力稳步提升

近十年，通过对所70余项科技成果进行转化和工程市

场拓展经营，所及所属公司开发项目实现收入约5．8632亿

元。以金刚石制品、潜孑L锤跟管钻具、钻井堵漏材料、连续造

斜器等技术产品为代表的钻凿技术产品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地质勘查岩心钻探、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研制及应用处

于行业领先地位；地质灾害调查、评估、勘查设计和工程治理

工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单位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基地装备建设成效卓著

2017年，工艺所完成收入12300．61万元，华建公司完成

产值1686．24万元。探矿公司完成产值215．82万元，“一所

两公司”的总产值为14202．67万元。职工年平均收入不断

提高。实施了职工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建设，职工住房条件极

大改善。

(四)人才建设取得可喜进步，团队力量持续加强

近十年来工艺所职工学历及职称结构向高学历、高职称

转变。2018年我所在职职工144人，硕士学历的职工达53

人，占全所职工总人数的36．8％，博士以上学历的职工13

人。占全所职工总人数的9％；高级以上职称的职工达50人。

目前全所已经建立了11个专业技术研究团队，其中水

工环3个，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方面3个，探矿技术方面5个。

(五)管理服务工作着有成效

工艺所现已形成7个管理服务部门与5个业务处室，近

年来切实落实地调局关于精细化管理的新要求，及时制定、

更新管理制度百余项。

(六)党建工作持续加强，职工精神风貌良好

历届党委践行群众路线，把方向，善决策，搭平台，建队

伍，定思路，重成果，谋发展，重实效，坚持党委的政治核心作

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切实增强了干部职工队伍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推

动工艺所地调事业的科学、健康和快速发展。

几代人的发奋拼搏，开拓进取，不断拓展专业领域和研

究方向。谱写了工艺所发展历史的不朽篇章，走过的每一步，

都铿锵有力。在老同志打下的坚实基础上，新一代工艺所人

齐心协力。抢抓机遇．扎实工作，实现了单位结构的新调整、

业务方向的新定位、人才队伍的新发展、地调科研和成果转

化的新突破、职工生活水平的新提高，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创建一流探矿工艺研究所是新时期国家地质工作对我

们的殷切期望，也是几代工艺所人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我

们一定紧密地团结起来，充分发扬“三光荣”精神，践行“责

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期地质工作者的核心价值

观，秉承“诚信、团结、务实、创新”的所风，坚持“技术立所，人

才兴所，创新强所”的发展思路，聚焦新时代地质工作的新需

求．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凝心聚力．振奋精神，全力推动探矿

工艺研究所的发展，再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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