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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实验是地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新形势下
,

就如何开创地质实验工

作的新局面
,

谈几点粗浅认识
。

科技系统的结构调整
。

为贯彻调整科研结构

的政策
,

地矿部提出了
“
稳定一头

,

放开一片
”

的方案
,

地质实验室基本上划归
“

放开一片
”

之列
,

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市场
。

一
、

基本情况

地矿部系统现有 30 0 多个地质实验室
卜

2

万余职工
,

为适应地质找矿和地学研究工作

的需要
,

形成了国家
、

省局 (院校和研究所 )
、

地质队三级地质实验室体系
。

近 10 年来引进

了一批先进的分析测试仪器设备
,

拥有一支

技术水平较高的科技队伍
,

为地矿系统的地

质找矿 (化探 )和地质科研作出了贡献
。

地矿部系统的科技体制改革最先在地质

实验室和几个专业研究所进行技术开发型科

研单位的试点
,

减拨了事业费
,

鼓励开展测试

技术服务创收
,

用于改善本单位的工作和生

活条件
。

到目前为止
,

省局以下的地质实验室

普遍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
,

技术服务和科技

开发工作面 向市场
,

不再吃事业费
,

自负盈

亏
,

走上 自我发展的道路
。

研究所和地质院校

所属的实验室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

国家地质

实验测试中心被定为有 50 %开发任务的混

合型科研单位
,

事业费以 1 9 8 5年的实际支出

为基数按相应比例减拨
。

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
,

科技体制改革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
。

国家科委和体改委颁布了
“

关于分流人才
,

调整结构
,

进一步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
的文件

,

提出
“

稳定一

头
,

放开一片
”

的办法
,

预计在 3~ 5 年内完成

二
、

地质实验室成为技术开发型单位和

商业性分析测试中心进人市场

地质实验工作一般包括岩矿化学成分的

分析
、

同位素分析
、

矿物结构及物性测试
、

岩

矿鉴定
、

矿石选矿及矿物综合利用试验
、

地质

事件模拟实验等
。

从事地质实验工作的科技

口
、

伍是在承担国家勘查地下矿产资源和全国

化探扫面的情况下形成的
,

现在化探扫面工

柞三已基本结束
,

由于地勘费短缺
,

提出利用国

内
、

国外两种资源 的方针
,

地质队伍压缩
、

科

研队伍
“

放开一片
” 。

面对地质实验工作服务

对
`

象的这种大变化
,

地质实验室的任务严重

不;足
,

人员大量富余
。

在这种情况下
,

地质实

验工作进入市场
,

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是大

势所趋
。

地质实验室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
,

已

走过一段艰苦的路程
,

大多数实验室现在仍

然处境艰难
。

为适应市场的需求
,

地质实验工

作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队伍进行重新

组合
,

其中一部分人转入了产品开发工作
,

一

部分投入第三产业
,

还有一部分
“
下海

”

自谋

出路
,

剩下来真正从事地质实验工作的人员

大为减少
,

他们除承担一部分地质样品分析

任务外
,

大部分是地矿部系统以外的测试任

务和为本单位开发工作服务的分析任务
。

实

验室测试服务的收入已从主要部分降到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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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

相对 比例逐年降低
。 “

地质实验测试 中

心
”
已成为技术开发型单位

,

其中包括商业性

质的分析测试中心
。

三
、

为地质科研工作上新台阶稳定一支

精干的地质实验科技队伍

从近儿届国际地质大会的内容反映 出
,

各国地质学家注 目于研 究地球
、

人类生存环

境和矿产资源等基本问题
。

在矿产资源研究

方面
,

现在找矿的难度越来越大
,

需要研究新

的成矿理论
,

通过微观地质信息研 究发现成

矿规律
,

用以 指导寻找隐伏矿床
、

超大型矿

床
。

油气勘探地球化学研究
、

海底矿产资源开

发研究等将得到加强
。

人类生存前沿问题的

研究
,

如全球变化研究
、

水资源研究
、

地球化

学元素与人类健康关系的研究
,

水 圈
、

土壤

圈
、

生物圈中元素的赋存状态及其循环规律

的研究
、

自然灾害预测与环境保护的研究等

日益活跃
。

这些地学研究课题需要采用最新技术方

法
,

多学科交叉
,

才有可能取得 突破性进展
。

现代地学研究的特点是要开展广泛的国际对

比
。

根据微观地质信息
,

认识宏观地质现象
。

为此
,

地矿部应在原有的地质研究机构基础

上
,

组建国家级的重点地质研究单位
,

以求稳

定一支能在地学研究前沿拼搏的优秀科技队

伍
,

力争
“

八五
”

末在所从事的地学研究领域

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为使地学研究上

新台阶有可靠的技术保证
,

加强重点地质实

验室的建设
,

稳定一支精干的优秀地质实验

科技队伍 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

地学前沿

研究给地质实验提出的任务有
:

地质体微 区 (包体 )
,

微粒元素含量及分

布分析
,

元素化学形态分析
,

为微观地质研究

提供可靠的地球化学资料
;

地慢和地核的演化
,

洋壳
、

陆壳的演化
,

矿床形成的时
、

空特征等需要采 用 0 5 同位

素示踪剂和新的 R e 一 0 5 同位素体系定年测

定技术
。

为进行地球
“

近代史
”

的研究
,

预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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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地质环境的变化
,

需要采用超高灵敏度的

加速器质谱技术
,

利用宇宙射线成因的同位

素
,

如
3 G

C I
、 `。 B e 、 `。 B

、 26
A I 等测定地下水和土

壤的年龄
,

开展年轻的地质年代学 (n 万年
、 n

干年
、 n
百年 )的研究

。

生态环境研究中
,

地球化学元素的生物

学效应及其循环规律 的研究
,

需要测定元素

的化学形态
,

如水一土一植物体系 中微量稀

土元素的形态
、

分布模式和生物效应的研究
。

电分析化学技术
、

核分析技术
、

色谱技术等将

起重要的作用
。

要完成上述高难度的分析测试任务
,

只

有在那些技术条件好的地质实验室
,

如国家

地质实验测试 中心 (岩矿测试技术研究所 )
,

某些研究所或地质院校所属的基础较好
、

专

业性强的实验室 (同位素分析
,

水分析
,

古地

磁等 )才有可能完成
。

应该从经费投资
、

仪器

设备的添置
、

专业技术力量的配备
,

以及基本

建设的安排等方面给予保证
,

经过 3 ~ 5年的

建设
,

使其 中一部分实验室达到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认证标准
,

争取进人 国家重点实验室

行列
,

成为地学领域的重要实验研究基地
。

面对地质实验队伍的改革
,

地质市场的

开拓
、

地质矿产管理体制的加强
,

使原有的地

质实验工作体系重新组合
,

一部分进入企业
.

一部分成为稳定发展的地学研究的实验研究

基地
。

地质实验工作是保证国家经济建设顺

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性工作
,

因此
,

只能

通过体制改革而得到加强
。 “

科学技术是第
一

生产力
” ,

地质事业的发展要依靠先进的科学

技术和优秀的科技人才
。

为确保地质事业发

展的后劲
,

对地质实验测试工作而言
,

应有长

远的眼光和规划
,

以及有比例
、

有计划的经费

投入
,

并培养优秀的地质实验测试技术骨干
。

如果只顾眼前的利益
,

地质实验单位为 了自

谋 出路
,

多年培养出来的科技 人才纷纷
“

下

海
” ,

地质实验工作势必有被市场经济的浪潮

冲散的危险
,

其后果将难以设想
。

(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 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