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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固体矿产钻探工程技术与管理现状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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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钻探设备、工艺技术、生产管理与人员素质等方面，简要分析了广西地矿局固体矿产钻探工程施工技术
与管理现状，指出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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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务院枟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枠及其
配套政策的逐步出台和贯彻落实，以及我局今后一
段时期内地质找矿转入“攻深找盲”思路的确立，我
区将迎来新一轮地质找矿高潮。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
士刘广志在国土资源部召开的“枟关于加强地质工
作的决定枠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我们目前的主要任
务是为国家提交地质储量，而不是资源量。 探矿工
程是取得第一手地下实物资料的重要方法，是提交
矿产资料、地质储量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部分省
（区）（如云南、贵州、新疆、内蒙古等）的年钻探进尺
已超过 ２０万 ｍ，有些省甚至超过了 ３０万 ｍ，取得了
很好的找矿效果。 钻探工程作为一种有效的地质找
矿手段和技术方法，钻探效率、质量、成本的高低，无
疑将直接对找矿效果起着重要的影响，而钻探效率、
质量、成本与钻探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直接有关。
因此，有必要正确认识目前我局固体矿产钻探工程
技术和管理现状，从而采取必要的措施，使之在今后
的地质找矿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　技术工艺与生产管理现状
1．1　主要勘查施工队伍

目前我局从事固体矿产钻探施工的单位有：广
西第一地质工程公司、广西地矿建设工程发展中心、

广西基础勘察工程公司、３１０ 核地质大队、广西柳州
物探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和一些资质相对较低的丙级

施工勘查资质单位，其中前二者为甲级勘查施工资
质。 从单位施工历史业绩、拥有设备台套、技术人员
数量和水平、熟练技术工人数量、新工艺新方法的掌
握及应用情况等方面综合分析，固体矿产勘查工程
施工单位以广西第一地质工程公司和 ３１０核地质大
队综合实力较强。
1．2　主要钻探设备

我局目前拥有并仍能在矿产钻探中应用的主要

钻探设备型号及数量为（不含已报废仍在使用的设
备，已含２００６年为核地质项目上钻而添置的设备）：
ＸＹ －２型钻机 ５台，ＸＹ －４ 型钻机 ２０ 台，ＸＹ －５ 型
钻机 ２ 台，ＢＷ２５０／５０ 型泥浆泵 ４０ 台，ＢＷ１５０ 型泥
浆泵 ８台，各类英格索兰空压机 １４ 台，绳索取心钻
具 ８套。

近年来，我局固体矿产钻探年进尺徘徊在 １ 万
～２万 ｍ的水平上，多数施工单位已基本放弃了竞
争而专心去搞对外创收，因此，近年几乎没有添置此
类设备。 就上述钻探设备组合配套而言，年施工能
力不超过 ５ 万 ｍ，短暂的 １０ 多年，我局由过去固体
矿产钻探年施工能力 ３０万 ｍ以上变化到了如今的
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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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技术工艺应用现状
代表着我国高水平钻探技术的液、气动潜孔锤

钻探，多工艺空气钻探，金刚石绳索取心钻探，定向
钻探等技术在广西能熟练掌握和应用的单位甚少。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全面推广金刚石钻探技术后，
我局只有二三个单位普及了绳索取心钻探技术，其
余单位一直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甚至因生产管理
与技术水平的骤降导致有些单位已无力承担规模小

且要求简单的固体矿产钻探施工任务，就整体技术
与管理水平而言全局呈下降趋势。 目前，从事固体
矿产钻探施工的队伍普遍采用的是：硬质合金加普
通金刚石钻进、低固相或无固相冲洗液加水泥加套
管护壁堵漏的组合钻探工艺。 个别单位掌握金刚石
绳索取心和多工艺空气钻探技术，但总体技术水平
远未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1．4　管理机构和队伍素质

自 １９９３年广西地矿局撤消探矿处至今，从局机
关直至各勘查单位、各施工公司一直没有设立与探
矿工程专业相关的技术管理部门。 可想而知，作为
实践与探索性很强的一门应用技术在失去了主管部

门的引领与指导后，只能应付生产而根本无法提高
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更谈不上队伍的稳步发展了。
虽然目前全局仍拥有在岗钻探技术人员 １１９ 人（其
中正高职称 ２ 人，副高职称 １７ 人，中级职称 ５２ 人，
初级职称 ４８人），但他们当中大多数毕业后就一直
从事建设市场工程施工工作，从事过固体矿产钻探
工作的不超过 ２０人，其中有较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
专业理论知识并能独挡一面的不超过 ５人。 没有一
个本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只有一人读完硕士课程班。
各施工单位仅剩一些受过培训的技工学校毕业生担

任机、班长，但他们当中从事过固体矿产钻探且拥有
丰富实践经验的也为数不多。 因此，出现筹备一台
钻机 ２个月后仍无法投入正常生产的现象也就不足
为奇了。

2　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2．1　固体矿产钻探施工市场混乱

近年来，我局经过产业和结构调整后，大部分地
勘单位与施工队伍分离。 由于地质勘查单位本身无
勘查施工资质或队伍，往往采用分包的办法请外单
位或个人来组织施工，甚至有些请区外队伍来施工，
这当中有些单位或私人钻机是不具备施工资质的。
这种“以包代管”的形式从经济角度上看虽然勘查
单位从中节省了一些资金，但是，这些施工队伍的生

产和技术管理混乱及技术水平低下，直接影响了工
程进度和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也难以保证，留下了很
大的隐患，当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找矿效果。 这些
施工队伍在浅孔段施工尚可，但在深孔段问题不断。
在数次质量和安全检查中，发现有的钻机不挂帆布、
没一块地板、不少民工赤脚上班、不戴安全帽、不穿
工作服、不系安全带的现象非常普遍；同时也发现在
钻探工程施工中一些重要原始资料和数据不齐全，
一些重要的工作程序被遗忘，再加上没有坚持守矿
制度，施工质量更是值得怀疑。 甚至有些单位在矿
层中连顶底板一起采取率均为零的情况下也不进行

补斜取心，面对漏洞百出的质量验收单和评定的几
乎全优的钻孔质量等级，真令人难以信服。
2．2　装备与技术经济指标落后

目前，我局能成建制组建成地质找矿专用于钻
探工程施工的钻机大约 １０台套，近年添置的比较完
好的 ＸＹ －４型钻机只有 ５ 台，ＸＹ －５ 型钻机 ２ 台，
其余全部是用了 １５年以上的各类残旧钻机，泥浆泵
也是用了多年的 ＢＷ２５０／５０ 型，难于适应目前中深
孔施工需要。 由于设备陈旧老化、无专门业务部门
从事生产与技术管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钻探生产
所获得的技术经济指标自然是非常低的。 比如钻探
时间利用率 １９８９ 年前大体是三三制（１９８６ ～１９９０
年期间地矿系统纯钻时间、辅助时间、事故与停待时
间比例为 ３３∶３５∶３２），到了 １９９４ 年纯钻时间只占
２６％，而事故及停待时间高达 ４５％；２００５ 年纯钻时
间仅 ２５％，事故及停待时间达 ４６％；２００５ 年钻月效
率和台月效率分别为 ２４１ ｍ 和 ３０８ ｍ；每米钻探成
本大幅攀升，１９８９ 年地矿系统成本 １０３畅９７元／ｍ，而
２００５年达到 ４２０畅０７元／ｍ，除去物价、工资上涨因素
外，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下滑是造成成本上升的主要
因素。
2．3　缺乏熟悉施工技术和生产管理的技术人员和
骨干工人

近年毕业的探矿工程专业的大中专生除了对桩

基施工技术较为熟悉外，几乎没机会接触固体矿产
钻探施工，一时还无法胜任固体矿产钻探生产组织
与技术管理工作。 过去已经成熟掌握并推广使用的
液动潜孔锤技术、定向钻进技术、水力反循环钻进技
术、空气钻进技术等在固体矿产钻探施工中目前已
经基本停止使用，能指导和运用这些技术的技术人
员和骨干技术工人大部分已经退休。
可见，钻探工程施工队伍在人才素质、技术装

备、施工工艺和生产管理等诸多方面现状非常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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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要适应新一轮寻找接替矿产资源和我区地质
找矿工作的需要，应做好必要准备并制定相应的配
套政策。

3　建议与对策
3．1　正视现状，加大资金投入和管理力度

目前我局钻探工程施工技术与队伍现状已无法

满足全区地质找矿的需要，更不能适应加快地质工
作步伐的需要。 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在装备、人才、
资金、配套的管理制度、政策措施等方面下功夫，加
大资金投入与管理力度。
3．2　实行钻探工程施工准入制度和钻探工程施工
技术设计审批制度

各地质勘查单位应严格按中国地质调查局的要

求，不准无施工资质的单位或个人承担施工任务，也
不允许虽有施工资质但实际上无施工能力的施工队

伍承担施工任务；各地质勘查单位和各施工单位按
桂地矿发［２００６］８ 号文的有关规定与要求，做好勘
查区的钻探工程技术设计编写并按有关规定逐级审

批后方可施工，以指导勘查区的钻探工程施工，确保
工程质量与安全，提高钻探工程效率、降低施工成
本。
3．3　试行探矿工程施工监理制度

各地质勘查单位应尽快配备探矿工程技术管理

岗，由探矿工程技术人员对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全过
程监理、收集和整理原始资料并归档、参与各种验收
和施工技术设计的审核、矿区技术报告的编写等工
作。 局里可逐步成立正规的监理工程公司，负责对
矿区钻探施工的全过程监理，以确保钻探施工的质
量与安全。
3．4　建立健全钻探施工项目的招投标制度

成立我局内部钻探施工招投标领导小组，通过
科学合理的公平竞争和科学地评标，确定有能力的
施工单位承担我局各地质勘查单位的钻探工程施工

任务，以利于钻探工程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和防止恶
性竞争，促进行业技术水平的整体回升。
3．5　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

目前把地质和探矿合在一起计算的综合单价，
无法体现定额的先进性与科学合理性，也不利于招
投标的进行，甚至连委托承包都难以进行。 因此，尽
快建立按不同岩石级别、不同矿种、不同孔深和不同
施工条件下分类的探矿工程施工价格体系是当务之

急，以利于在招投标中使合理低价中标主体变成现
实。

3．6　组建专门用于地质找矿的探矿工程施工队伍
“攻深找盲”对钻探而言就意味着深孔施工。

然而目前我局施工队伍的水平只能勉强对付 ３００ ｍ
以浅的钻孔施工，再深一点的孔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如前两年在芒场、北山矿区各施工一个 ７５０ ｍ 的钻
孔，只能请已退休的老机长、班长回来才勉强完成。
因此，组建一支人员精干并且相对稳定、装备精良、
机制灵活，以新技术为支撑、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具
备高素质的专业化地质找矿的探矿工程施工队伍，
不但是适应新一轮寻找接替资源的需要，也是探矿
工程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 可从现有的走向市场的
施工队伍中以某一单位为主体，主管部门通过利用
转产扶持资金和局内设备人才合理调剂，为这支队
伍购置国内外较为先进的多功能轻便式钻机、钻具
及配套设施，以便能组建 １０台专门用于固体矿产钻
探施工的钻机并相应配备懂技术会管理的领导和技

术骨干，以满足目前我区在各类复杂地层以及深部
找矿的钻探施工需要，使之成为我局地质找矿钻探
施工的主力军。 随着找矿事业的发展需要逐步增加
到 ２０台套钻机并相应成立专门用于地质找矿的机
掘坑探队伍。
3．7　加强岗位和人才素质的培训

针对不同矿区，举办液、气动潜孔锤钻进技术，
定向钻进技术，反循环连续取心技术，空气钻进技
术，乃至普通金刚石钻进和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技
术的各类短训班和现场经验交流会，使年青技术人
员和骨干工人尽快掌握以上技术，并在施工中加以
推广应用，以促进我局钻探工程整体技术水平的迅
速回升，确保工程质量与安全，降低成本，缩短找矿
时间与周期；委托技工学校举办正规的钻工培训班
和机班长培训班，把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骨干工人
（包括愿意长期跟施工单位务工的职工子弟和民
工）进行专业培训；选送一些骨干技术人员攻读本
专业硕、博学位，培养他们成为我局的后备技术力
量；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老技术
人员和老技师，传授固体矿产钻探施工中生产管理
和技术管理方面的经验，使年青技术人员尽快接班。

4　结语
笔者深信，只要各级领导重视，加大资金投入、

改善装备、制定相关政策和管理制度、采取有效的措
施并切实落实，我局的钻探工程施工技术和管理水
平将会得到迅速回升并满足当前和今后地质找矿施

工的需要，为我区经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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