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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技术创新　服务地质调查
———庆祝探矿工艺研究所成立 ３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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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四川 成都 ６１１７３４）

摘　要：为加强地质探矿技术力量，改变地质装备落后现状，经国务院批准，１９７８ 年 ８ 月 ８ 日成立了探矿工艺研究
所。 ３０年来，经过新老两代工艺所人的艰苦奋斗、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在科研攻关、成果转化、基地建设和管理等
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国家的地质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目前已成为一个“以勘查技术为基础，以承担地质
调查任务和科研项目、提供勘查与监测技术方法和技术服务为手段，以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地质工作为
目标，以探矿工艺技术和地质灾害监测防治技术研发为主业”的地质调查科研机构。 回顾了工艺所艰苦创业、改革
进取的发展历程，对科技体制改革、专业结构调整、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进行了总结，展示了丰
硕的科研成果和强劲的科技实力；指出了工艺所在“十一五”期间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的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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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 ８月 ８日是探矿工艺研究所（以下简称
工艺所）成立 ３０周年的纪念日。 ３０ 年来，工艺所走
过了许多艰难曲折的道路，曾经多次面临被撤销、被
合并的艰难处境，体验了国家地质工作的高潮和低
谷，经历了国家 １９８５ 年和 ２００１ 年两轮科技体制改
革的阵痛，工艺所人始终坚持团结奋斗，努力开拓，
在地调、科研、成果转化、基地建设和管理等方面都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在此对工艺所的发展历史进行
简要回顾，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1　工艺所的历史沿革
为适应当时地质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针对全

国地质系统探矿力量薄弱、地质技术装备落后的现
状，国家地质总局报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后经国家
科委转呈国务院批准，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原
西南地质科学研究所）勘探技术研究室（第七研究
室）的基础上，于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 ８ 日成立了探矿工艺
研究所。 成立时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探矿工艺理论及
其方法的研究，包括复杂地层钻进新材料、新工艺、
小口径钻进液、低温电铸金刚石钻头、钻进参数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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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探矿工艺情报资料的收集与研究。 工艺所先后为
国家地质总局、地质部、地质矿产部、国土资源部直
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曾由地质勘察技术研究设计
院、地质部装备工业公司、中国地质勘查技术院、中
国地质科学院领导，主要从事公益性地质勘查技术
方法的研究。 ２００２ 年由国土资源部批复成立中国
地质调查局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中心，以发挥工艺所
在西部地质灾害监测防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２００５
年 １月，工艺所整体划归中国地质调查局管理。

2　在改革中不断发展
在工艺所的建设过程中，地质部曾于 １９７９ 年 ５

月和 １９８１年 １１月多次讨论工艺所的撤销和合并问
题，并于 １９７９年 ５ 月和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两度下文停止
工艺所的基本建设，但在老一辈工艺所人的积极争
取和多方支持下，两度停建，两度恢复。 到 １９８５ 年
底时，工艺所成立了包括泥浆与护壁堵漏（一室）、
金刚石钻头与钻具（二室）、钻探工艺与仪器仪表
（三室）、坑探工程（四室）、情报室等在内的 ５ 个研
究室。
在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８年的第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时，工

艺所被划归为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进行以事业费
减拨、改组内部组织机构、改革人事分配制度、加快
成果推广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改革，１９９１ 年 ５ 月，国
家科委下发了工艺所事业费减拔到位的证书。 在第
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期间，为了加速成果转化，工艺所
曾与成都化工二厂、大邑生物制品厂等单位建立联
合体进行泥浆添加剂与堵漏材料的开发，与成都军
区司令部管理局共同成立了探工钻井材料厂，与新
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助剂厂签订固体磺化沥青新产品

技术合作开发协议，在机加工车间的基础上组建了
钎具实验厂，在成都金牛区天回乡泰华村租赁 ５ 亩
土地办起了中试基地，先后成立了成都探矿技术研
究开发公司和成都华建勘察工程公司。 这些措施加
快了工艺所科、工、贸一体化步伐，成果转化工作取
得可喜成绩。

１９９９年 ６月 ２８日，国土资源部枟关于地质调查
与地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枠 （国土资发
【１９９９】１８１号）文件下发，重组中国地质科学院，组
建中国地质调查局，形成“一局一院”的模式，工艺
所作为科技先导型企业划归中国地质科学院领导，
逐步实行企业化运营，从国土资源部的层面上启动
了对工艺所的第二轮科技体制改革。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中国地质科学院被科技部确定为国家社会公益类科

研机构改革试点单位。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科技
部、财政部、中编办下发了枟关于对水利部等四部门
所属 ９８个科研机构分类改革总体方案的批复枠（国
科发政字【２００１】４２８ 号），该文件涉及国土资源部
２３家单位，把包括工艺所在内的 ５ 个研究所作为应
用型科研机构，实行整体转为科技企业的改革，从
２００３年 １月 １日起按照企业执行，暂由中国地质科
学院管理。 三部委 ４２８ 号文的颁布，标志着从国家
层面上对工艺所启动了第二轮科技体制改革。 次
年，中编办以“中央编办复字【２００２】１６５ 号”文将 ５
个转制研究所的事业编制核销。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科技部、财政部、中编办对国土资源部科技体制
改革进行了阶段性验收。

3　进行专业结构调整
从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我国地质工作逐步

走向低谷，工艺所为了适应新形势，在传统探矿技术
的基础上，不断开辟新领域。 首先，对技术人员的专
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主要加强了地质类、监测类和信
息类专业技术人员的研究力量，改变了过去技术人
员专业单一的局面；其次，调整了内部组织机构，从
过去的按照专业划分研究室改为按照工作性质划

分，撤销、合并、转向了一些研究室，如将原来的坑探
研究室转向从事地质灾害治理技术的研究，将原来
从事探矿仪器仪表的人员转向从事地质灾害的监测

技术研究与服务，培养和引进了从事地质灾害调查
和评价的人才，同时，按照精干高效原则精简了管理
机构。 通过调整拓展，工艺所形成了两大学科和四
大重点研究领域的格局。 两大学科是探矿工程和地
质灾害防治；四大重点研究领域是地质和矿产勘查
（岩土钻掘工程）技术、地质灾害监测技术、地质灾
害防治技术、环境（灾害）地质调查和评价。 通过结
构调整，技术支撑能力得到提高，专业领域有所拓
展，基础条件得到改善，技术力量得到优化。

4　积极推进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
工艺所实行了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工资分配制度

改革，打破了传统吃“大锅饭”的收入分配制度，整
体向技术骨干倾斜；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依法确
定劳动关系，依法进行劳动合同的变更、续订、终止、
解除，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所与职工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对所干部和职工实行了聘任聘用制度，明确了岗
位职责，坚持以岗位管理为基础，逐步实现由身份管
理向岗位管理的过渡，严格干部考核，实行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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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考核结果与工资待遇、职务晋升挂钩，构建动
态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干部人事
制度。 与此同时，加入了成都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五大保险体系，免除了
职工的后顾之忧。

5　科技成果丰硕
5．1　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的总体情况

３０年来，我所共承担的各类地调项目、科研项
目、横向项目共计 １５０ 余项，共获得专利 １６ 项，其中
发明专利 ２ 项；获省部级以上的奖项 ４５ 项，其中获
得国家级奖励 ２ 项，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６ 项、
二等奖 １０项、三等奖 １７ 项，其它奖励 １０ 项。 我所
科技人员在各类正式刊物上共发表科技论文、科技
译文 ３８０余篇；参与编写的著作和标准 １４部。
5．2　科技工作为地质调查和减灾防灾提供了技术
支撑

5．2．1　服务于地质调查和找矿方面
主要服务于地质勘探，提高勘探工作的质量和

效率。 先后为黑龙江嫩江多宝山－铜山铜矿、新疆
镜铁山铁矿、山西中条山铜矿、云南老王寨金矿、攀
枝花钒钛磁铁矿、若尔盖铀矿勘查等近 １００ 个矿源
地的勘探提供钻探技术、钻探方法、钻探工艺和坑探
技术支持，解决系列重大探矿技术问题，特别是我所
研制的不提钻换钻头钻具、受控定向连续造斜器及
配套工具实现了地质钻探史上的又一次革命，两项
成果分别获得地矿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我所着力解
决西南地区松散的覆盖层、架空层、卵砾石地层等大
量复杂地层的钻进和取心问题，所研究的定向取心
技术、钻孔测斜技术、潜孔锤跟管钻进技术和钻孔的
护壁堵漏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5．2．2　服务于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方面

实现防灾减灾，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工
艺所近年来围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治完成了多

项技术成果。 如在监测方面，完成了光纤推力测量
系统、滑坡岩土层含水量测试仪、锚索预应力测量系
统、钻孔倾斜仪、位移计、崩塌滑坡变形自动化监测
系统等，在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中得到广泛应用，
并建立了奉节、丹巴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示范站，确保
了三峡库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推进了我
国地质灾害监测技术进步。 在地质灾害治理技术研
究方面，成功开发了边坡锚固技术、高陡边坡绿色生
态防护技术、小直径组合桩防治滑坡技术、无锈蚀锚
索锚固技术等，这些技术在三峡库区、西南的高速公

路等重点工程中发挥了作用。 另外还参加了三峡链
子崖危岩体治理工程、丹巴县建设街后山滑坡应急
抢险治理、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船闸锚固工程等重要
工程。
5．3　为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提供技术支撑

在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中，从前期钻探技术
预研到现场技术服务都全程参与，为这一宏大的科
学工程提供了技术支持。

6　重点研究领域和优先发展方向
２００６年，通过认真调研、分析所面临的形势和

广泛征求职工意见，结合工艺所的实际情况，制订了
探矿工艺研究所“十一五”计划（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
提出了工艺所的发展思路、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总
体部署。 提出要加强地调、科研工作，不断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巩固和增强核心技术优势，提高在地质调
查中对勘探技术和地质灾害监测防治技术的支撑能

力，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今后几年内的重点研究领域和优先发展方向如

下。
6．1　开展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资
源勘查中的岩土钻掘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设
备和新器具的研究与应用

重点开展西部复杂地层和恶劣环境下重要固体

矿产、２０００ ｍ 以内深部固体矿产资源的钻探新技
术、新工艺的研究，以提高岩心采取质量和钻探生产
效率，降低钻探生产成本，提高探矿工程技术对地质
调查工作的支撑服务能力。

（１）金刚石快速钻探技术研究。 重点研究深部
钻探取样技术；努力实现适用于 ２０００ ｍ孔深的绳索
取心钻探不提钻换钻头技术再创新和推广应用；绳
索取心钻杆材料研究和加工制造技术；金刚石钻头
制造技术；完善潜孔锤同步跟管取心钻探技术，并在
市场中推广应用。

（２）定向钻进技术研究。 重点研究适用于山区
恶劣环境及深度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ｍ 钻探的新型定向钻
探器具和钻进工艺；继续完善岩心定向取心技术。

（３）钻孔测量技术研究。 重点研究适用于钻孔
深度 １５００ ｍ，并能与绳索取心钻具配套使用的高精
度防磁钻孔测斜仪；对原有钻孔测斜仪器进行数字
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开展小口径地质钻探随钻测量
技术探索性研究。

（４）复杂地层钻进泥浆护壁堵漏和取心技术研
究。 重点研究钻孔深度在 １５００ ｍ 以内的钻孔测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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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仪器和堵漏技术。
（５）固体矿产钻孔水力采矿工艺及设备的研

究。
6．2　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新理论、新方法、新仪
器的研究

提高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数字化、自动化
和网络化水平，提高监测系统的精度和可靠性，促进
我国地质灾害监测技术的进步。

（１）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测、预报理论和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开展不同灾种的监测方法、监测
仪器的有效集成研究；探讨建立土质和岩质滑坡灾
害的监测预警模型和指标体系，提高地质灾害监测
预警技术水平。

（２）针对崩塌、滑坡、泥石流等不同种类地质灾
害的特点，研究用于监测地表和深部变形、地下水、
岩土体内部应力场、地温、地声等高精度监测仪器和
数字化、自动化的监测系统，提高监测系统的精度和
可靠性，主要仪器的可靠性要达到工业化应用的水
平，并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逐步实现监测仪器的国
产化。

（３）开展地质灾害监测数据传输方法和数据处
理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应用，重点研究地质灾害监测
数据的自动采集、数字化、远程传输和数据处理技术
与设备，建设好奉节县、丹巴县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
统示范站。
6．3　开展地质灾害防治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设备的
研究与应用

重点针对我国西部地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易发、多发的特点，研究高效、快速、轻便、经
济适用的防治技术方法、施工设备、材料和器具。

（１）空气潜孔锤跟管钻进技术研究。 重点研究
大直径深孔跟管钻进设备、机具和钻进工艺；潜孔锤
同步跟管取心钻进工具系列化研究。

（２）地质灾害快速应急救灾治理技术研究。 重
点研究抗滑桩快速施工技术；锚索快速注浆技术；锚
索机械化安装技术。
6．4　开展地质环境与灾害调查评价工作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总体工作部署，查明重
要经济区带、大江大河流域、重要交通干线和国家重
点工程建设区带的地质环境现状与发展趋势，开展

重点地区的地质灾害调查和区划，为国家经济建设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

（１）开展地质灾害的发育条件、形成机制与分
布特点的调查和研究；开展地质灾害的成灾规律与
灾情评估技术研究。

（２）开展地质灾害的风险管理与防治规划研
究。

（３）开展重点地区的地质灾害调查和区划。
6．5　开展探矿工艺和地质灾害监测防治技术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

跟踪探矿工程和地质灾害监测防治技术的国际

前沿，为科研项目立项提供信息支持。 重点调查固
体矿产钻孔水力采矿技术、天然气水合物钻探取样
技术、浅层煤层气钻探及开采技术、超深科学钻探技
术、激光和声波钻探技术以及极端条件下钻探技术；
调查地质灾害监测、防治新技术、新工艺、新仪器和
新机具；开展国外相关的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发
展和推广应用工作。
6．6　开展地质调查中岩土钻掘和地质灾害监测防
治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应用和示范
为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提供钻掘技术支持，为

专业地质灾害监测防治队伍提供技术指导，促进研
究与调查的紧密结合，发挥产学研的群体作用。

7　结语
３０年来，工艺所始终坚持以所的发展为中心，

以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为手段，以队伍建设为保证，
围绕“出成果、出效益、出人才”这一目标，不断推进
所的改革与发展，形成了“团结、诚信、务实、创新”
的所风。 年轻一代的工艺所人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工
艺所人“艰苦奋斗、刻苦钻研、勇攀高峰、甘为人梯”
的优良传统，发奋图强，开拓进取，开展“二次创
业”。 现在，一个“以勘查技术为基础，以承担地质
调查任务和科研项目、提供勘查与监测技术方法和
技术服务为手段，以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
地质工作为目标，以探矿工艺技术和地质灾害监测
防治技术研发为主业”的地质调查科研机构已经初
具规模。
回顾过去，工艺所人无愧历史、无愧于时代；展

望未来，我们豪情满怀、信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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