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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钻探施工组织管理若干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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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规模钻探施工的组织管理，对整装勘查提供钻探技术支撑。 结合开展的大规模钻探施工工程，分析了大
规模钻探施工组织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总结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提出了相关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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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

战略问题。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矿产资源短缺成
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 在新一轮地质找矿高潮
中，加快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中深部攻深找盲和
重要成矿区（带）勘查与研究是地质工作的重点。
因此，钻探做为地质找矿的重要技术手段，在矿权撤
并、资源整合，成矿区（带）勘查中，大规模钻探施工
突出了优势，彰显了作用，成为今后钻探施工行业的
主攻方向。
因此，有必要正确认识大规模钻探施工组织管

理的现状，探求在整装勘查中的特点和优势，加快重
要成矿区（带）勘查，为实现找矿大突破提供钻探技
术支撑，发挥大规模钻探在地质找矿工作中应有的
作用。 笔者曾参与了若干重点项目的生产组织和施
工管理，现总结一些粗浅的认识与同行交流。

1　我队大规模钻探施工简况
我队现有千米以上机械岩心钻机 ３２ 台套，进口

ＣＳ－１４型全液压钻机 ２ 台套，国产 ＹＤＸ －３Ｌ 型等
全液压钻机 ８ 台套，年施工能力 １５ 万 ｍ 以上。 近
几年，先后组织施工了一些万米以上的钻探工程，对
大规模钻探施工有着独特组织能力、实践经验和技
术优势。

（１）２００４ 年承担河南金渠集团小秦岭东峪矿区

地质勘查施工工程。 工期 ５ 个月，完成 １１ 个钻孔，
其中优质孔 １０个，合格孔 １ 个，总工作量 １３１７９ ｍ。
１１个钻孔中，最浅钻孔孔深 １００３ ｍ，最深孔 １４９０
ｍ，创造了河南省小口径岩心钻探 饱５６ ｍｍ 口径孔
深 １４９０ ｍ的纪录。

（２）２００７年承担洛阳龙羽山川钼业嵩县鱼池岭
矿区钻探施工工程。 该工程工期 １６５ 天，总工作量
２０４６６ ｍ。 完成 ３５ 个钻孔，其中 ３４ 个为地质孔，１
个为水文观测孔。 面对工期紧，任务重，最高开动钻
机 １１ 台，最终保质、保量、保期完成该工程，受到甲
方的高度评价。

（３）２００８年承担三门峡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崤
山金矿地质勘查项目。 工期 ４ 个月，设计工作量
１６０００ ｍ，钻孔 ２５个。 面对点多线长、条件复杂等困
难，采取科学管理方法和先进的钻探施工工艺，１５
天组织 ８台钻机先后开工，为工作的圆满完成打下
良好的基础。

（４）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年承担河南省地矿局资源整装
勘查嵩县矿区钻探工程。 共完成钻孔 ４２个，钻探工
作量 ２４３００ ｍ。 嵩县整装勘查是我国地质找矿机制
的创新实践，“嵩县模式”实现地质找矿快速突破，
并向全国推广。

（５）２０１１年在新疆西昆仑塔县矿集区铁多金属
矿整合勘查中完成钻探工作量 １５０３８ ｍ，完成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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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个，经验收质量全部合格。 １２０ 天里面对高寒缺
氧、物资供给困难、作业环境差、安全风险大等困难，
在海拔 ４０００ 多米的帕米尔高原上成功地演绎了一
场大会战后凯旋。

2　大规模钻探施工组织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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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找矿成果起着
重要的影响，而钻探效率、质量、成本与钻探工程组
织管理水平直接有关。 结合承担的重大项目分析，
大规模钻探施工组织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
2．1　生产进度管理有难度

小矿区钻探工作量比较少，若干台钻机就可以
保证施工的需要，生产进度也便于控制。 重要成矿
区（带）勘查或整装勘查区一般来说工期紧、工作量
大、任务重，找大矿快速形成突破往往需要组织许多
台钻机同时上马，同时施工，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组
织困难，消耗大。 加上地层条件、地理环境条件等因
素的影响，在保证工期的条件下，高质量的完成任务
是进行大规模钻探施工时的难题，如何才能使生产
进度按照预计目标前进就成为钻探施工亟待解决的

问题之一。
2．2　生产质量控制难

矿区规模大，往往需要多机台或多单位共同实
施才能完成任务。 由于机台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责任
心差异，有的机台存在生产过程中质量控制不严格，
导致钻孔质量不合格。 大矿区地层变化大，相邻近
钻孔虽然采取同样的钻探技术工艺，也会存在钻孔
质量差异，钻孔质量不符合要求，导致钻孔返工或者
报废，造成财力、物力的浪费，增加生产成本，延误工
期。
2．3　安全管理难度大

矿区面积大，钻孔分散，机械设备多，由于赶工
期、抢进度，容易发生违章作业、违章指挥现象，存在
较多安全隐患。 在生产过程中，个别人员安全意识
淡薄，不按照规定配备和正确使用劳保用品。 加上
矿区地理环境差，情况复杂，上下班途中也有不安全
因素。 机台分散，生产材料、设备等管理也存在不安
全因素。 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大规模钻探安全管理难
度。
2．4　外部关系协调任务艰巨

一个矿区的生产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

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对钻探施工效率、进度、成本控
制等方面的影响大，同样工作区的社会环境条件差

也会给钻探施工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大规模
钻探牵涉方面关系多而广，施工的方方面面都需要
地方部门配合和当地百姓的支持，协调工作稍有不
慎，轻则工作进度缓慢，增加工作成本，重则停产停
工，生产就无法进行。 外部关系协调具有不可控性。

3　大规模钻探施工组织管理对策
针对大规模钻探施工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组织

管理过程中要做到如下几点。
3．1　领导重视，机构健全

各级领导重视是大规模钻探施工成功的关键。
各级领导重视便于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充分认识项
目的重要性。 小规模钻探施工的单机台联合容易实
现，大规模钻探施工要靠兵团式联合（队队联合、局
队联合、局局联合）来实现，同时，上级领导积极挂
帅参与和项目组集体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嵩县整装
勘查矿区和新疆西昆仑塔县矿集区铁多金属矿整合

勘查项目顺利完工已经有效证明了这一点。
组织健全和制度完善是保障。 大规模钻探是一

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在于
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在于分工明确，团结协作。 生
产过程中，技术质量管理、生产进度的控制、安全生
产、成本核算和材料设备管理、组织协调等涉及到
人、财、物管理的各个方面，健全的组织机构，完善的
规章制度是顺利完成这项系统工程的有力措施和保

障。
3．2　统筹规划，科学施工

（１）充分了解矿区地形地貌、地质条件以及周
边人文环境，通过踏勘，掌握矿区第一手资料，为下
一步工程施工科学组织和统筹规划打下基础。

（２）组织协调好人员、设备、物资供应工作，为
生产提供基础保障。 根据矿区钻探工作量及矿区地
质条件等，统筹协调好生产各阶段所需要的人力、物
力、财力，实现人、财、物的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
协调的“三统一”。

（３）科学合理搞好钻探辅助工作。 要解决好生
产水电总体布局，生产水电线路架设；解决好道路规
划修筑，机场平整施工；解决好物资设备搬运安装等
等。 这些问题谋划实施，会给工程施工进度起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４）合理安排钻孔施工顺序。 钻孔施工顺序要
满足地质要求，兼顾布局科学，施工合理的原则，让
钻机就近搬运，短距安装，快速移动，从而减少搬迁
时间、降低搬迁费用，加快钻探节奏，缩短了工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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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提高了钻探施工效率。
（５）编制钻探施工技术方案，统一技术质量标

准。 大规模钻探要注重钻孔单孔施工技术方案的制
订，搞好钻头的选型试验和泥浆技术选配试验，不断
优化钻具结构、钻头选型和泥浆选配技术。 生产过
程中要加强技术质量的指导、检查、验收和评比，完
善技术资料和档案管理，施工终了提交出高质量的
施工技术报告。
3．3　管理到位，责任明确

大规模钻探项目管理须采取三级管理模式，即
大队或项目指挥部、各项目部和机台。 项目部、机
台、班组之间明确分工，清楚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才能使项目进度得到顺利实施，有序推进。 实践
的经验证明，实行三级管理，对控制项目生产进度，
提高钻孔技术质量，降低安全生产风险，加强钻探生
产管理，保障施工顺利有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3．4　加强地方联系，搞好协调

良好的外部关系是钻探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保

证。 大规模钻探项目的实施，更要积极主动做好与
地方关系的沟通协调工作，争取得到地方政府的关
注和重视，尊重少数民族和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争
取得到地方老百姓配合和支持。 要积极探索和创新
外部关系协调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实现与政府
部门和地方老百姓互利互惠，合作双赢。
3．5　科技创新，技术支撑

绳索取心钻探技术在矿产地质勘探方面占主导

地位，钻探技术工艺比较成熟。 大规模钻探施工进
度需要继续改进普通绳索取心钻探技术，推广应用
潜孔锤多工艺钻进技术，引进定向钻进技术、节水钻
进技术、反循环连续取心技术、空气钻进技术等，应
用和推广这些钻探新技术、新工艺，使年青技术人员

和骨干工人尽快掌握以上技术，更新知识积累经验，
提供人才技术支撑。
加强与科研院所单位合作，积极创新钻探施工

工艺。 利用地勘队伍和科研院所双方各自的技术和
优势，积极主动研发钻探新技术、新工艺，试验钻探
新技术、新工艺，实践和应用钻探新技术、新工艺，不
断创新钻探工艺和方法，保持钻探的核心技术优势。

4　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大规模钻探施工的特点，将人

力、技术、设备、管理和环境等资源要素进行科学、合
理地安排，使之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实现有计划、
有组织、有秩序的施工，更好地为整装勘查和中深部
找矿工作服务，从而加快重大地质项目的工作进度，
提高地质勘查效率，达到实现地质成果的快速转化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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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将大力开展整装勘查　力争实现重大突破
中国矿业报消息（２０１２ －０３ －２８）　日前从辽宁省国土

资源厅获悉，２０１２年辽宁省将努力实现找矿大突破：提交铁
１０亿 ｔ、煤 ２亿 ｔ、煤层气 １０亿 ｍ３ 、金刚石 １０ 万克拉等，为全
省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
根据成矿区划和勘查规划，辽宁省境内非煤固体矿产可

划分出 １０个重要成矿区带，共计 ４２ 个成矿远景区，预计铁
矿潜在资源量 ５００ 亿 ｔ 以上，锰 ３５００ 万 ｔ，铜 ２００ 万 ｔ，铅锌
４３０万 ｔ，金 ３８０ ｔ，银 ３５００ ｔ，硼 ７００ 万 ｔ，金刚石 ６００ 万克拉，
辽宁固体矿产勘查仍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同时，全省矿山深
部和外围也是找矿突破的重要区域。 以往的矿山勘探深度
较浅，大多在 ３００ ～５００ ｍ，现在不仅可以勘探到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ｍ，且开采深度也可大于 １０００ ｍ。 因此，在老矿山开展“探边

摸底式”的勘查工作，可有效地获得新的资源量。 而加大探
索非传统矿产资源、低品位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与利用，也
是辽宁省实现找矿突破的有效途径。

近几年，辽宁省不断加大对地质勘查工作的投入。 ２００８
年以来，省级财政拿出了 ２０多亿元资金，安排了近 ４００ 个地
质勘查项目，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 如此年年递增的地
勘投入，也是辽宁省找矿突破的有力保证。

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有关负责人表示，２０１２年辽宁省将大
力开展整装勘查工作。 根据成矿地质条件，辽宁省将在鞍山
至本溪开展铁，在辽南开展金刚石，在朝阳建平南部开展金、
铁，在辽河群分布区开展硼、铅锌、银等矿产的整装勘查，力
争实现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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