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地矿部门横向联系

的情况
、

特点和发展趋势
王 占 敏

在地质工作体制改革过程中
,

发展横向

联系必然要冲击旧体制固有的条块分割
、

部

门封锁等弊病
,

它对地质队伍结构变化
、

技

术协作
、

科技攻关以及发展部际联合
、

推进

行业改革
、

加快新旧体制的转换等都具有深

远的意义
。

现对地矿部系统出现的横向联系形式
、

特点作些综合
,

对其发展趋势作如下分析
:

一
、

地矿部系统的横向联系是在改革中

发展起来的
,

而且发展较快
、

形式多样
,

开

始出现了多层次
、

多功能的联系或联合体
。

(一 ) 高层次的联系
。

这一层次是指从

地质工作发展战略和推进改革的部际之间联

系
,

其形式有
:

部领导相互走访
,

共商油气地质工作
。

朱训部长曾与石油部 王 涛 部 长
,

就加强石

油
、

地质合作
,

勘查油气后备资源等问题广

泛地交换了意见
,

使油气地质工作统一规划
,

合理分工
,

协调进行 ;
互相提供技术支援

、

技术资料和培训所需人才
、

交流技术经验
。

王涛同志指出两部的事业是一个
,

目标是一

致的
。

签订协议
,

发展地质科技协作
。

地矿部

曾与中科院本着
“

依靠
”
与

“
面向

”
的方针

和扬长补短
,

互相配合
,

共同发展地质科学

技术
,

推动矿产和国土资源开发的精神
,

联

合签订了科学技术协议书
,

规定 了合作的范

围
、

形式
、

成果归属和组织领导
、

实施办法

等
。

联合召开会议
,

共同研究 城 市 地 质工

作
。

1 9 8 6年夏国治副部长亲赴城建部与周干

峙副部长共商两部合作事宜
。

后来两部联合

召开了城市地质工作会议
,

总结交流开展城

市地质工作经验
,

探索新形势下城市地质工

作的方针任务和奋斗目标
。

两部领导认为
,

各部地质队伍都有 自己的优势
,

但也有局限

性
,

只有加强横向联 系
,

才能更好地发挥综

合效益
。

多工种
、

多学科联合
,

进行技术攻关
。

南

方海相碳酸盐岩地区油气普查勘探方法技术

用的方法不仅有常用的重力
、

磁法与电法
,

而且还包括一些以往应用不 多 的 浅 地震
、

卫S测井
、

横波跨孔测井
、

常时 微 动 测量及

一些核物探方法
。

因此
,

要重新学习
,

除城

市物探本身的方法技术外
,

特别要学习城市

地质与工程设计方面的基础知识
,

逐步熟悉

探测对象
,

从中找出更多物探能够解决的任

务
,

从而可充分发挥物探的潜力
,

更好地为

城市规划建设服务
。

例如
,

据陈昌礼同志所

写的 《物探验桩法 》 一文的介绍
,

检验桩基

的承载力与灌注质量是高层建筑 与 大 型 工

程项目施工所必须
。

采用规范承认的静载荷

法与锤击法
,

都需要用大型机械设备与笨重

的加载铁块
,

费时
、

费钱
,

沿桩轴打钻检验
,

又难窥全貌
。

而近年来国内不少部门开始采

用的各种振动法
,

如稳定振动法
、

瞬态振动

法
、

桩底反射法与声 波 测 井 等
,

则具有经

济
、

快速
、

并达到实时验桩的目的
。

虽然其

中有些方法最初并非物探人员发展的
,

但是

由物探人员参与掌握
,

引人物探方法原理
、

观测仪器与工作方法
,

实际上可以说是物探

方法开辟的新领域
。

(地矿部物化探局 )



攻关项目
,

除地矿部系统内部联合外
,

还与

石油部
、

中科院
、

全国教委所属综合性大学

进行合作
。

这是一项跨部门
、

多工种
、

多学

科的联合攻关
,

直接参加课题研究的有九百

余人
,

研究成果 已通过鉴定
,

显示了科研
、

教学
、

生产三方面联合攻关的优势
。

(二 ) 中等层次的联系
。

这一层次是指

部系统跨地区的专业联系协作
,

主要是 由地

矿局
、

院校
、

科研单位组织协调或建立联合

机构
。

这是一种多元型
、

多功能
,

甚至 出现

跨行业的多种协作联系
,

其形式有
:

局
、

院建立联系
,

签订 协议
。

部教育工

作会议后
,

一些院
、

校与地矿局互相走访
,

就人才培养
、

科研选题
、

探索和建立三结合

联合体等问题交换意见
、

签订协议
。

武汉地

院与湖北地矿局的协议确定
:

学院为局培养

各层次人才
,

局为学院的教学
、

实习提供方

便
; 发挥各自优势

,

共同协作解决找矿中的

难题
,

共同承担攻关课题和社会服务项 目
;

互相支援
,

共同使用大型仪器设备
,

共同组

织学术活动
,

互相提供信息
; 对 口的系

、

队

建立固定业务联系和不同形式
“

联合体
” 。

局
、

院联合组队
,

承担专题研究
。

吉林

地矿局与长春地院建 立 合 作 队
,

合作内容

有
:

( l ) 课题协作— 局
、

院共同研究有

关成矿作用
、

盲矿体预测等问题
; ( 2 ) 委

托承包— 局委托院承包区域地质调查等
;

( 3 ) 聘请顾问—
局向院聘请有关专业技

术顾问
,

以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问题
; ( 4 )

培训人员— 院为局举办有关专业培训班
。

黑龙江地矿局为加强横向联系还与长春地院

组成了科学技术协调委员会
,

决定从找金矿

入手进行联合
,

并逐步扩大合作领域
。

地矿局间的跨省
、

区联系
。

为协调省际

间的地质工作和更大范围的开辟地质市场
,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地矿局与长春地院共同

成立了大连地质矿产公司
; 上海经济区内的

上海地质 中心
、

江苏地矿局等七个局级单位

组成 了地矿局长联席会议
,

设立 了协调办公

室
,

进行信息交流
、

协调工作规划和地质项

目
。

发挥技术优势
,

加强地区
、

专业联系
。

近

年来
,

在开辟地质市场
,

进行技术攻关中
,

为

发挥物探
、

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等专业优势
,

出现了地区性的专业联系
。

如华北地区建立

了物探开发联合体
; 西南地区建立 了水文地

质
、

工程地质
、

环境地质科学技术联合体
。

地矿局的跨部门
、

跨行业联系
。

为发展

地方经济
,

黑龙江地矿局与省煤炭公司
、

大

庆石油管理局
、

省黄金公司
、

森工局以及建

材
、

冶金等部门广泛接触和联系
,

并已签订

或正在签订长期合同协议
。

(三 ) 低层次的联系
。

这一层次是指地

质队为提高找矿效果
、

经济社会效益和增强

地质市场的竟争能力
,

搞活地质队
,

所开展

的队际之间
、

队与地方乡镇企业及有关科研

单位的联系
。

目前
,

地矿部系统这一层次的

联 系发展较快
,

形式多样
。

由局牵头组织队际之间的联合
。

这种队

际联合多数属以共同承包较大工程项 目为纽

带组成的临时性的松散联合
。

①广东地矿局

的经营办公室为提高配套程度
,

增强承接能

力
,

牵头组织几个队联合承包了深圳大鹏湾

深水码头地勘任务和蛇口码头灌桩工程
,

完

成产值近三百万元
; ②吉林地矿局联合组成

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中心
,

半年承包金

额即达四百余万元 ; ③安徽地矿局联合四个

队
,

近二百人
,

开动十二台钻机
,

在上海市

承包工程项 目
,

两年收人近二百万元
。

所有

这些联合体等组织
,

都起到了发挥优势
,

增

强活力的作用
。

跨省
、

区的专业队际联合
。

为加快海南

岛一比二十万比例尺的区域物化探工作
,

部

组织江西
、

湖南
、

广东有关队
,

实行跨省联

合承包全部化探采样和样品分析任务
。

各单

位互相配合
,

密切协作
,

提交 了三十九种元

素的地球化学草图
,

缩短了成 图时间
,

节约

了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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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地矿局测绘队在兰



州召开了西北五省 (区 )测绘队长联席会议
,

成立了西北五省 (区 )测绘印刷技术服务部
,

并与山东地矿局测绘队联合
,

共同投标
,

承

担了青岛市地形测量任务
。

这些都取得了明

显的效果
。

跨行业的临时
、

松散联合
。

这种联合的

内容
、

形式不一
,

主要有
:

①不同行业的联

合承包
; ②地质科研与生产单位紧密结合 ;

③广泛开展技术咨询 ; ④进行技术协作 ; ⑤

与地方联合办厂
、

办矿
。

(四 ) 国际间的联合
。

在发展横向联 系

中
,

在地矿部系统已出现了国际间协作与联

合
,

如组织队伍联合承包国外的地质勘查任

务或与外商签订协议等
。

湖南地矿局经多种

途径先后 与比利时
、

西德
、

美国
、

澳大利亚
、

意大利
、

加拿大
、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技

术业务洽谈
,

并首次与加拿大的
“

中国矿产

资源开发公司
” ,

就开发高岭土和开办稀土

冶炼厂达成了协议
。

天津地矿局与天津市
、

蓟县有关单位合作
,

吸引外资
,

与香港的一

家公司联合开采
、

加工蓟县大理石
,

已签订

十五年的合资协议
,

产品全部外销
。

二
、

地矿部系统横向联系 的 出 现 与发

展
,

不仅为地质工作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

推动改革的不断深化
,

而且也将会进一步促

进地质工作的行业改革
。

实践证明
,

发展横向联系好处甚多
,

可

以归纳为
:

(一 ) 有利于部门
、

地区间协作
,

冲破

条块分割
、

部门所有的旧体制
,

促进地质行

业改革
。

(二 ) 有利于促进地质勘查
、

科研
、

教

学的三结合
,

进行联合攻关
,

推动科技成果

向生产力转化
,

使地质科研更好地面向经济

建设
,

为
“
四化

”
建设服务

。

(三 ) 有利于发挥地质队的优势
,

增强

社会竟争能力
,

不断开辟地质市场
,

提高地

质工作的经济社会效益
。

(四 ) 有利于改善地质队的装备和职工

的生活福利条件
,

增强地质队的活力
。

、
(五 ) 有利于改善地质队伍结构和队伍

消肿
,

使部分地质
、

物探
、

测绘等专业向企

业化
、

社会化和部分地质资料商品化方向发

展
。

(六 ) 有利于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
,

特

别是有利于矿产资源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
。

三
、

地矿部系统横向联系发展较快
,

并

有新的进展
,

它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是
:

(一 ) 联系的范围越来越广
。

已从一般

的队际之间
、

局和院校之间的联系
,

发展到

了跨部
、

跨行业
、

跨地区
、

跨专业的联系
。

这种联系已经深人到地勘单位
、

地质科研
、

地质教育以及生产部门各个领域
。

(二 ) 联系的内容越来越多
。

已从地质

勘查
、

承包工程任务
、

科技攻关
,

逐步发展

为发挥地质技术优势
,

进行技术咨询
,

聘请

顾问以及与地方联合办厂
、

办矿等
。

(三 ) 联系的方式多种多样
。

采取了互

相走访
,

共同协商
;
洽谈业务

,

签订协议 ;

召开会议
,

建立联合体
, 联合队伍

,

承包任

务 ; 组织生产
、

科研
、

教学联合攻关等等
。

(四 ) 联系的程度 越 来 越 高
。

既有短

期
、

松散的项 目联合 (队际联合承包 )
,

也

有长期
、

紧密的联合 (与地方联合办矿
、

办

厂 )
,

有的队已发展到 了与地方实行勘查
、

科研
、

开采
,

加工
、

销售和出口等
“

一条龙
”

配套联合
。

(五 ) 出现了多层次
、

多功能的联系
。

在地矿部系统内部不仅有队与队之间较低层

次的联合
,

还有局与院校
、

地区与地区的中

等层次的联合
; 与外部门

,

现已发展到了地

质
、

石油
、

城建
、

水电等部门之间在地质科

技
、

专题研究
、

技术协作的较高层次的联系
,

甚至已经出现了国际间的 联 系 与 合作
。

因

此
,

地矿部系统的横向联系
,

由跨部门
、

跨

地区的联合向跨国协作方向发展
,

也是一个

新趋势
。

(地矿部办公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