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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探矿工程项目标准化管理
田国亮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山东 招远２６５４００)

摘要:随着探矿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采用先进的管理办法,实现项目管理标准化、精细化,已是时代发展的趋

势.项目作为企业的一个基本构成,管理水平体现单位的软实力,直接影响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山东省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以招远栾家河矿区深孔钻探项目为切入点,运用５S、TPM 等管理学知识,打造项目标

准化样板,取得了一定成果,其经验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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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increasinglyacutecompetitionintheexplorationmarket,itisthetrendofthetimefortheenterpriＧ
sestoadoptadvancedmanagementmethodstorealizethestandardizationandrefinementofprojectmanagement．As
theprojectisabasiccomponentofanenterprise,themanagementlevelreflectsthesoftpoweroftheenterpriseand
directlyaffectsthecompetitivenessoftheenterpriseinthemarket．WiththedeepdrillingprojectintheZhao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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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行业背景分析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钻探行业在计划经济转

入市场经济的同时陷入了低谷,各地勘单位探矿部

门形同虚设,专业技术人员迫于生计纷纷离开,各奔

东西.而各大院校因为就业问题,探矿工程专业的

教学内容也逐渐侧重于工程勘察、工程施工、非开挖

等行业.２００３年始,随着国际上矿产资源的储备竞

争,国家对资源勘查的支持,尤其是国家多方面鼓励

各行业、各领域的资金投入到地质矿产勘查中的政

策,使钻探行业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广阔的市场

与巨大的利润使得钻探行业在十年间瞬间膨胀,规
模迅速扩大,而人力资源的需求与供给严重不平衡.
地质勘探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人才的培养需要一

步一步的从实践中磨练.随着老一代地质勘探人员

逐渐退出岗位,地质勘探行业的人力资源的需求和

供给严重不平衡,基层单位人力资源短缺问题相当

严重,很多地方已经出现后备技术人员短缺、普通生

产人员则是迅速市场化.“一年班长、两年机长,三

年带项目”的现象如雨后春笋般催生,非专业人员的

盲目进入,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经济损失,还大量

出现生产安全问题.自２０１３年后,探矿行业市场下

行压力逐渐增大,项目迫切需要从管理粗放型向精

细化、标准化转变.

２　研究路线

针对探矿行业日益暴露出的管理短板,笔者对

招远栾家河矿区深孔钻探项目开展了调查研究,从
项目组织机构、项目部、生产组织、设备等方面展开

调研,推行标准化管理.我队承揽了山东招金地质

勘查有限公司招远栾家河矿区３个探矿孔,设计孔

深分别为:４４ZK１孔２４７０ m、１０８ZK３孔２５００ m、

１０４ZK１孔２６００m.

３　调研总印象

调研总印象见表１,调研细部问题点见表２.



表１　栾家河项目部调研总印象

优　　势 不　　足

整体 积极向上、求新求变的团队;
公司领导有强烈的变革意识

组织构架不清晰、权责不明

管理 管理者务实、肯用心做事;执
行力强;团队感强、共同努力
拼搏

未突出党建的引领作用,党建
工作有待加强;提升管理的方
法、工具欠缺;需要建立联众
协作的改善体系

现场 现场还是有序的、组织力尚
可;现场人员实操经验丰富;
项目部硬件条件尚可

存在多人扎堆、作业不均衡现
象;物料摆放不规范,形象有
待提升;项目标准化管理高度
不够,有待进一步提高

４　项目标准化改进方向

从项目部管理(表３)、现场５S管理(表４)、设备

TRM 管理(表５)、人员管理(表６)等四方面入手,加
强管理.

表２　栾家河项目部调研细部问题点

分类 问　 题　 点 改 进 方 向

标准化
组织管
理

组织架构不清晰 项目组织架构梳理

各部门权责有交叉点 各部门权责明晰

各管理环节有高成本情况 业务管理效率提升

项目部
现场管
理

５S目视化缺乏;无定位定置,现场
物料摆放混乱

５S与目视化推进

人员经验丰富,但缺乏管理意识和
改善意识;看不到管理痕迹

基本管理能力培训

无新员工培训计划 新员工培训

生产组
织与人
员配置

计划稳定性差,期量标准未建立,
对节拍或周期认识几乎空白,对产
能把握、生产配置有很大问题

存在多人作业、作业不平衡现象,
作业组合不合理;辅助工种存在大
量等待现象

生产各环节标准化

标准作业推行

产前准备标准化

人均效率提升及少人化

设备管
理

设备基础管理不到位,表面污染严
重、看不到定期点检迹象

设备管理TPM推进

后勤维修保障衔接不及时 关键岗位操作标准建立

表３　项目部管理内容及成果

推　 行　 的　 内　 容 取 得 的 成 果 不　 足　 之　 处

开展党小组活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生产一线员工普遍具有了改善意识 个别人员的改善意识和整体氛围尚待加强

岗位职责的建立 通过小改小革,消除了大量易引起忽视
的安全、效率、质量和浪费等问题点

制度和流程上存在漏洞,对较大的改善项目缺乏审
批和支持,对易形成二次浪费的改善缺乏审查把关

例会制度的建立 初步培养了相互协作的团队意识 还存在着一定的人浮于事的现象

改善提案的征集、评审、发布与奖励 明确了岗位职责,优化了人员配置,使项
目管理人员由６人减为３人

表４　现场５S管理内容及成果

推　 行　 的　 内　 容 取　得　的　成　果 不　 足　 之　 处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５S内容 职工的思想意识普遍转换,大部分人员对５S理
念比较认同、接受

整理不彻底.现场依然存在多余的备品备件

机台、班组初级的自主管理 项目部环境和秩序较之以前更加明亮、规范 物品定置不精细,定量和定人方面缺失

初步建立５S巡检与自检机制 班组自检机制能自主持续开展,日常整理、清扫
习惯初步养成

检查标准有待更新提高,检查力度还需强化;员工
行为规范和素养方面缺乏导入,现场文化缺失

表５　设备TPM 管理内容及成果

推行的内容 取　得　的　成　果 不　 足　 之　 处

全员生产维修
活动的指导与
持续开展

各岗位操作工对设备的自主维护意识初步形成;班组
人员自主点检和润滑日常化,消除了诸多隐患;落实首
问负责制,确保有问题、有反馈、有落实、有总结

操作工对设备的点检、润滑工作粗放,执行不够到位;
在人员配备上,专职的设备管理人员长期缺失,对设
备状态缺乏有效的跟踪、统计、分析和改善

表６　人才管理内容及成果

推　 行　 的　 内　 容 取　得　的　成　果 不　 足　 之　 处

组织各项专题培训累计约２０次 班长层面以上管理人员思想转变较大 还有部分班组长存在消极应付的思想

指导现场精益活动累计１５次 机、班长等业务骨干掌握了一定的精益方法和工具,
并能初步运用在班组的自主管理中

业务骨干对项目标准化的理解不够深入

多能工培养方案的制定 培养了项目管理人员、机长、副机长等３名多能工 学习氛围不够,学习型组织建设任重道远

５　项目模块内容展示

５．１　项目部标准化管理

５．１．１　改善提案活动

也称合理化建议,是通过一些制度化奖励措施,
引导和鼓励职工积极主动的提出任何有利于改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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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经营品质、提高管理能力的革新建议、改进意见和

发明创造的活动.

５．１．２　工作成果

５．１．２．１　定量成果

(１)截止６月份共申报改善提案２３条,采纳２３
条,人均有效提案４．６条;(２)安全改善点１２个,质
量改善点１０个,效率改善点５个,成本改善点７个.

５．１．２．２　定性成果

(１)一线员工增强了改善意识,在基层初步培育

了改善氛围;(２)员工之间的协作意识加强,有了一

定的团队意识.

５．１．３　优秀提案展示

(１)会议室改善前后见图１、图２.
(２)办公室改善前后见图３、图４.
(３)厨房改善前后见图５、图６.
(４)宿舍改善前后见图７、图８.

图１　改善前:会议室破败不堪,顶棚塌落,不安全生活用品随意摆放

图２　改善后:将会议室重新刷墙、吊顶.党建等各项规章制度上墙,
办公座椅摆放整齐,配备流动书箱.作为会议室兼党小组活动室

５．２　现场标准化管理

５．２．１　推进成果

(１)与标准化管理相关的活动共约４０次;(２)发
现不合理件数为２３件,改善２３件,改善率为１００％.

图３　改善前:办公室俨然成为喝茶聊天的地方,极不严肃

图４　改善后:将饭桌改为办公桌,形成整洁的

办公环境,营造浓厚的办公氛围

图５　改善前:临近夏季,厨房物品摆放杂乱无章,饮食安全不能保证

５．２．２　定性成果

(１)职工的思想意识普遍转换,大部分人员对标

准化管理理念比较认同、接受;(２)现场环境和秩序

较之以前更加明亮、规范;(３)班组自检机制能自主

持续开展,职工的日常整理、清扫习惯初步养成.

５．２．３　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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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改善后:厨房安全卫生制度上墙,物品入柜.
为厨房配备了冰箱、消毒碗柜

图７　改善前:宿舍环境卫生脏、乱,目视化差

图８　改善后:宿舍简洁、干净、无异味

(１)物品的定置、定量、定人不够细化;(２)现场

巡检和自检力度需要加强;(３)人员素养(着装规范、
文明礼貌)等方面需要提升.

５．２．４　工作展望

(１)现场由“干净”向“文化”转变,细化现场物品

分类定置、标识;(２)落实标准化检查回头看制度;
(３)全面导入人员素养提升,通过着装、礼仪、制度遵

守等规定,以及员工喜闻乐见的素养活动,初步培育

探矿工程处的现场文化.

５．３　设备 TPM 管理

５．３．１　推进模式(见图９)

图９　设备TPM 管理推进模式

５．３．２　每日沟通会

(１)每日点检数据通报,问题汇总;(２)设备故障

数据和原因分析;(３)设备故障的预防措施和分工.

５．３．３　活动成果指标(参见图１０和表７)

图１０　岗位点检问题

表７　 活动成果指标

时间
故障停机
时间/min

故障
次数

设备运转
时间/min

MTBF(平
均间隔)

MTTR(平
均修复)

活动前 １３６５ ６ ９９７５ １６６２５ ２２７５
活动后 ５９４ ４ １０７４６ ２６８６５ １４８５

５．３．４　工作不足与展望

５．３．４．１　不足之处

(１)岗位人员对设备的点检、润滑和保养,缺乏

技术指导,工作粗放;(２)相关问题和数据的统计有

误差,指标失真;(３)缺乏对典型设备缺陷和故障分

析的成熟模式;(４)生产和检修人员对 TPM 的认知

仅是表面,没有充分认识到推行 TPM 的紧迫性.

５．３．４．２　工作展望

(１)细化标准,明确影响设备运行效率的关键控

制点;(２)明确责任分工,对设备控制点实行分级管

理;(３)完善点检目视化,明确点检路线;(４)强化点

检要领和方法、工具实施培训;(５)定期召开故障分

析会,及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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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人员管理

５．４．１　缩减编制

在保证项目正常开展之后,缩减人员编制(参见

图１１).

图１１　项目机构压缩对比图

５．４．２　多能工的培养

５．４．２．１　培养条件

(１)公司生产一线员工;(２)品行端正,近１年未

有重大纪律处分者;(３)原岗位工作１年以上,业务

技能熟者;(４)项目经理推荐者.

５．４．２．２　培养方案

(１)理论培训:岗位职责;精益知识;设备构造;
操作方法.

(２)现场操练:现场演示与观摩;指导操作;操作

标准化、熟练化.

５．４．２．３　考核测评

(１)理论测评;(２)现场操作.

５．４．２．４　多能工培养成果(见表８)

表８　多能工培养成果

顺
序

姓名 岗位 原技能 新技能
新技能
等级

指导人 评价

１ 吴××机长　 机台管理 大局观 重要 郑××独立操作

２ 刘××副机长 机台生产 冲洗液原理、配置 重要 田××独立操作

３ 游××项目管
理　　

进度管理、
安全检查

生产方案制定 重要 李××独立操作

５．４．２．５　工作不足与展望

(１)不足之处:多能工培养形式、测试方式、考评

标准等的设定是否合理,还需考证;不同人员对多能

工培养的意义认识不一.

(２)工作展望:成立专项小组,对多能工培养工

作的进展情况及时掌握、指导、反馈和评估;强化多

能工培养的理念宣传.

６　项目综合改善成果(见表９)

表９　项目综合改善成果

区 分 指 标 改善前 改善后 改善率/％

项目部管理
改善件数 ２３
标识牌 ４ １２

现场５S管理 生产效率 ３２ ５９ ８４４

设备管理
MTBF １６６２５ ２６８６５ ６１６
MTTR ２２７５ １４８５ ３４７

人员管理
多能工培养 ３
项目部人员 ６ ３

７　结语

(１)钻探行业实施标准的项目管理,是一个综合

的管理体系,项目管理人员单纯的认真、负责的工作

态度是远远不够的,项目管理人员一方面要有过硬

的钻探技术,另一方面要有专业管理知识.
(２)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粗放式管理已不适用

于钻探行业.只有科学的管理,才能实现科学钻探

的目的,促进钻探行业的发展.
(３)实地踏勘是钻探行业项目制定一切有效管

理措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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