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勘探报告审批质量

梁 恩 廷

近年来
,

勘探工作和勘探报告质量下降
,

固然与勘查单位的质量意识
、

业务水平
、

组织

管理以及资金短缺等有直接关系
,

而勘探报

告审批工作的质量亦是直接的重要因素
。

从国家赋予矿产储量管理机构的职责来

看
,

高质量审查批准提供设计建设利用 的勘

探报告
,

是对矿产储量进行全面管理
、

全过程

管理系统工程中的重要基础环节
。

因此
,

必须

保证审批工作的质量
。

两级储量管理部门特别是国家矿产储量

管理局
,

不断探索提高报告审批质量的办法
,

并采取了诸如超前介入
、

质量监督
,

严格报告

审批程序
,

进行勘探报告质量评分定级
、

报告

复查等
,

无疑促进了报告质量的提高
。

但是不

能不承认
,

对于勘探报告审批中发现和存在

的一些质量 问题以及审批工作的某些缺陷
,

并未引起广有的重视
。

譬如
:

有的工业指标未

明文下达
,

或矿种改变未重订工业指标
;
有的

把储量类别和储量搞错或矿体对比连接未解

决
,

而下达了批准决议书
;
有的勘查单位提交

的是详查中间性报告
,

而审批结论却为达到

勘探程度
,

批准作为矿山初期开采设计依据 ;

有的审查意见与决议相矛盾
;
有的工程质量

很差
,

却批准作为开采建井设计的依据
,

等

等
。

笔者认为
,

矿产勘探报告一经审批后
,

仍

存在质量问题
,

储量审批机构不能不承担主

要的甚至是全部责任
。

为了提高报告审批工

作质量
,

应注重以下几方面工作
:

首先
,

要提高对储委工作性质与职能的

认识
,

树立责任心
,

加强质量意识
。

应当认识到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
,

作为国有资产的矿产储量
,

仍然需要统一

管理
。

国务院明确两级储委是审批报告的权

力机构
,

是矿产储量管理的职能部门
。

以往储

委在履行 自身的职能中
,

取得了成效
,

建立了

威信
。

在当前勘探工作和报告质量有下降的

趋势中
,

更应保持清醒头脑
,

公正地履行职

能
,

使矿山建设有可靠保障
。

这样
,

才会得到

政府的支持
,

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协作配合
,

矿

山设计
、

生产及勘查单位的信赖
。

有了这样的

局面
,

何须再年复一年地去讲职能到位不到

位的问题呢 l

第二
、

提高报告审批技能
。

要熟悉有关的规范规章
,

掌握有关矿产

专业知识
,

研究矿产勘查工作
、

矿山设计建设

及矿山开采特点
,

并从实际出发
,

研究储委工

作现状
,

总结储委工作特点及规律性
。

这样
,

才能提高报告审批工作人员的水平
,

善于发

现间题
,

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

否则
,

将会

陷于盲目和被动
,

把不好报告质量关
。

第三
、

报告审查要认真细致
,

有重点而又

全面深入
。

报告涉及的资料很多
,

有的问题通过审

阅可 以发现
;
更多的问题则需要深入检查原

始资料
,

互相对照才能发现
;
有些 间题还须从

基础资料入手
,

深入
、

联贯思索
,

认真分析
。

这

样
,

才能对报告的质量做出可靠的结论
。

同

时
,

不应误解这样动真格的审查是对报告编

写者的不信任
。

第四
、

坚持审批原则
。

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
,

对照有关规范
,

严格质量要求
,

从实际出发
,

全面考虑勘查
、

建设设计与开发以及矿产资源效益
,

实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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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行审批
。

国家法律法规在没有修订或无

充分根据可以变更的情况下
,

应维护其严肃

性
。

譬如
,

国家
“

三委
”
对勘查阶段划分的规

定
,

《矿产资源法 》关于
“

矿产储量管理机构负

责审查批准供矿 山建设设计使用 的勘探报

告
,

… …勘探报告未经批准
,

不得作为矿山建

设设计的依据
”

等规定
,

都不应任意解释或违

背
。

对待
“

规范
”

的质量标准应严格要求
,

但对

勘探工作采取的方法
、

手段应根据实际情况
,

有一定的灵活性
。

同时
,

要支持创造性的工

作
,

在满足设计
、

生产基本要求的前提下
,

可

以考虑容许超越
“

规范
”

的某些规定
;
支持鼓

励创造性
,

既能保证质量
,

又有利于提高投资

效益和勘查工作水平
,

发展勘查科学技术
。

这

也体现了审批工作的业务技术水平和政策水

平
。

第五
、

改进报告审批管理工作
,

以适应改

革开放
,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

报告审查要规范化
,

必须搞好
“

规范
”

的

管理
。 “

规范
”

是在以往工作经验总结的基础

上制定的
,

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但有些规范

存在着一些不严密
、

不恰当的地方
。

如对高级

储量比例的要求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已经不

适合 r
,

应进行修订
,

但不能理解或解释 为可

以降低勘探程度
。

总之
,

在
“

规范
”
问题上

,

诸

如勘探类型划分
、

勘探工程 间距
、

勘探程度
、

储量计算方法… …等内容
,

都应使其进一步

合王里
。

审批管理的制度也需要改进
。

譬如旧 常

的质量监督 (提前介入 ) ; 报告提交审批程序

和方式 ;
报告审查中如何发挥好主审与评论

员
、

专职与兼职人员的作用
;
技术民主与个人

决断
;
审后的效果跟踪… …等方面

,

都应重实

效而不走过场
。

要保证质量
,

缩短程序
,

又要

解决实际问题
,

提高效率
。

有些新问题要认真研究
。

如勘查项 目的
“

合同
”

与
“

规范
”
要求之间的关系

,

如何处理
,

如何审批等
。

上述五个问题
,

在实际工作中
,

不能说不

存在
,

恐怕有的问题还较严重
,

本文不
- - -

一例

举
。

储量审批管理工作要面对现实
,

积极改

进
。

勘探报告审批责任重大
,

搞好并非容易
,

但应努力做好
。

否则
,

储量管理机构就是失

职
,

进而
一

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

(河南省储委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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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培养综合性新型地质科技人才

待采取切实措施予以加强
。

地质科技人才的培养要为实现地质科技

6
.

重视用新的理论和新 的方法对 已有 发展战略服务
。

不仅要使被培养对象具有本

资料进行再开发 专业的基础知识
、

工作和研究方法
,

还应使其

我国地质科技工作者
,

在长期的普查找 了解相关学科和专业以及与地质科学领域相

矿和科学研究中
,

积累了丰富的地质资料
,

以 近学科的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
。

重视在不同

往
,

对这些资料大多是进行单一学科和专业 的学科和专业之间进行知 识渗透和结合
,

着

的分析研究
,

综合分析研究工作往往做得不 力培养综合性新型地质科技人才
。

在专业的

够
。

应注意用新的理论
、

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 划分和设置 上不宜过细
、

过窄
,

要结合高技术

对 已有的资料进行地质的
、

地球物理的
、

地球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地质科技进步 可能产

化学的综合
、

全面的再开发
,

变死的资料为活 生的影响
,

引导和培养他们对地学边缘学科

的资源
。

这是一条加快地质科技发展经济而 产生兴趣和爱好
,

以开 阔其视野
,

丰富其知

又有效的路子
,

应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必要的 识
,

使其适应地质科技发展的需要
。

支持
。

( 国家科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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