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工作研究
·

安徽省地矿局
“

七五
”

地质勘查工作基本经验
安徽省地矿局办公室

“
七五

”

期间
,

安徽省地矿局坚持以地 的 11 7%
。

这些基础工作多部署在 重点片
。

质
一

找矿为中心
,

积极开展新一轮 的 普查找 同时加强了物探
、

化操工作
,

配合区域基础

矿工作
,

通过全局职工艰苦奋斗
,

各项地质 地质
、

成矿预测和普查找矿
,

完成不同比例

工作计划全面超额完成
。

之所以取得丰硕成 尺的各类物探
、

化探面积性 工 作 1 5
.

9 万平

果
,

其基本做法与经验有如下几个方面
。

方公里
,

为计划的 1 26 %
。

从而获 得了一大

— 相对集中力量
,

把有限的资金用在 批找矿信息
。

在 1 / 5 万区调中发现和踏勘各

刀刃上
. “ 七五

”

期间
,

安徽局切 实 遵循区 类矿 (化 ) 点 2 76 个
,

经进一步工作确定有

域展开
、

重点突破方针
,

加强沿江
、

大别山 找矿远景的 打 个 , 发现各类有意义的物探
、

和郑庐断裂带重点片及铜
、

金
、

铁重点矿种 化探异常 1 0 3 4个
,

其中甲类异常 13 7 个
、

的工作
。

其项 目
、

实物工作量
、

技术力量和 乙类异常 158 个
、

丙类异常 1 5 7个
,

择优进

直接费用投人均占全局
“

七五
”
地质勘查总 行二级查证的 切 个

,

并通过一级 查 证
,

发

规模的 70 %以上
。

在重点片区
.

又根据地质 现可供进一步工作的矿产地 12 处
,

其中金
、

条件的不同
,

确定了不同 的 主 攻 方向与矿 铁各 4 处
,

铜 2 处
,

铂
、

铅锌各 l 处
。

种
,

从而获得了较好的 找 矿 成 果
。

实践说 — 依靠科技进步
,

贯彻落实
“

依靠
”

明
,

越是资金紧张
,

越要集中力量
,

加快勘 和
“

面向
”

方针
。

一是提高区域地质研究程

查进度
,

缩短找矿周期
,

才能早出和多出成 度
。

其中大别山造山带构造地质研究获新认

果
,

提高资金利用效益
。

识
,

皖中高压变质带研究获新进展
,

首次在

— 加强重点片的基础地质工作
,

及时 高压带内发现柯石英榴辉岩
。

二是加强成矿
`

为普查找矿提供基础资料和信息
。 “

七五
”

期 区划和大比例尺成矿 预 测 研 究
,

建立了铜

间
.

安徽地矿局开 展 1 / 5 万 区 调
,

完成 29 陵
、

安庆地区铜矿成矿系列和模式
,

较好地

个图幅
、

1
.

5 万平方公里填图面 积
,

为计划 指导了普查找矿工作
。

三是开展立体地质填

安排
,

其它项目由省局 同矿产开发部门 (单

位 ) 向部申请补贴的办法分配
; 2 项费用由

地勘费承担一半
,

另一半分别摊入该单位的

基金费用和地质市场多种经营收入 ; 4项费

用的人员数应减去已经转产人员
。

水
、

工
、

环等地质工作项目管理原则应与矿产地质相

似
。

采用上述方式后
,

各省局应建立两种费

用定额体系
:

一种是含人员
一

工资部分主要用

于地质市场项 目的定额体系 , 一种是不包含

人 员工资部份主要用于使用中央地勘费地质

项目的定额体系
。

中央和省级主管部门的年

度管理主要内密是详查
、

勘探项目
。

·

结语
·

任何改革设想要在改革 的 实践 中去检

验
,

去完善 , 改革方案只停留于议论之中也

就不成为其方案
。

上迷改革设想的实施应得

到计划部门
、

工业主管部门的配合
,

要解决

合理划分管理权限
、

改变计划管理体制等问

题
,

也需要地勘单位的逐步适应
。

通过上述

设想的实施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可望使地质

工作开始纳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

的
、

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和经济体制
。

(地犷郑地勘行业管理 司 )



图研究
,

在三度空间范围内总结成矿规律
。 ,

铜陵
、

安庆地区通过大比例尺成矿预测和立

体地质填图研 究
,

提 出 I
、

n 类靶区近 2 0

处
,

其中焦冲靶区经验证见矿较好
,

发现一

个以金为主的多金属矿床
。

四是加强了找矿

理论和新技术新方法的探讨以及继续工程教

育
,

先后多次举办不同层次
、

不同类型的找

矿研讨班
、

研讨会
。 “

七五
”

期间
,

专业技

术人员得到专业技术培训的有 4 7 24 人
,

举

办各类学术讲座和业余培训 26 1 期
,

参加这

类学术活动的 7 ” 3 人次
。

五是扩大对外科

技合作与交流
,

开拓找矿新思路
。 “

七五
”

期间
,

年平均对外合作 项 目 3 项
,

先 后 20

人次赴 15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地质 考 察
,

接

待 15 批 40 人次外国地质专家
、

学者
,

与中

国地质大学签订了局校联合协议
。

六是加强

科技情报信息
. “
七五

”

期间基本建成局
、

队

科技信息网和管理体系
,

完 成 《中文地质文

献数据库 》 ,

情报信息交流
、

传递
、

利用
、

追

踪
、

监视和调研已正常化
。

编辑 出 版 《安徽

地质科技 》 20 期及有关实用性较强的科技资

料
。

七是在投资紧缺的情况下
,

对科技经费

给予保证
。 “

七五
”

期间
,

安 徽 局每年直接

用于地质科技的投资为 1 70 万元
,

比
“

六五
”

有较大增长
。 “

七五
”

期间
,

共获局级以上

科技成果 97 项
,

经评审登记已有 40 项成果

获国家和部省级奖励
。

其中一等奖一项
,

二

等奖四项
。

这些成果多数已转化为生产力
,

促进了找矿效果和勘查水平的提高
。

— 重视和加强了地质资料的二次研究

开发
。

建国 40 多年来
,

积累了大 量 的地质

资料
,

根据当前的认识水平和矿产评价指标

要求
,

对不同的勘查年代
、

勘查程度
、

勘查

矿种以及使用不同的勘查方法所形成的资料

进行二次开发
,

以较小的投人获得较多较好

的产出
。

铜陵地区在二次信息开发中
,

以成

矿理论和成矿模式为导向
,

通过靶区预测和

勘查揭露
,

找到具有工业意义和价值的铜矿

产地两处
。

淮北三铺地区通过对原有资料的

重新认识和开发
,

不仅扩大了前常铁矿共生

金矿的规模
,

还发现了杨桥放
、

刘楼
、

秦楼

铁矿等共生金矿
。

五河荣渡金矿也是在对原

磁异常验证资料进行二次开发的基础上进一

步普查发现的
。

— 加强项 目和技术管理
,

调动工程技

术人 员的找矿积极性
。

主要做法是
:

审慎立

项
,

优化设计
,

使立项依据充分
,

施工 目的

明确
,

手段合理
;
对项 目实行动态管理和监

控
,

及时加强新发现
、

新进展和成果较好的

项目
,

终止立项不够准确
、

成果不明显的项

目
,

尽量缩短成果 获取 周 期 , 制订颁发了

《新发现矿产地承包办法 》 和 《新发现矿产地

奖励办法》 ,

调动了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

“
七五

”

前四年
,

全局获部颁找矿成果和地

质勘查成果奖的 项 目 38 个
,

获奖 1 10 多人

次
,

获局颁新发现矿产地 奖 的 22 项
,
建立

健全各级技术责任制
,

实行队长领导下的总

工
`

程师技术负责制
,

加强 了 质 量 检查
、

监

控
,

注意把住原始资料的收集
、

整理
、

综合

研究和最终成果报告审查验收关
,

确保地质

成果质量
。 “

七五
”

期间
,

安徽局提交并被

矿 山开采利用的矿产地 10 多处
,

没有 发现

勘查质量问题
。

— 加强探矿工程管理
,

努 力提 高效

率
,

降低成本
,

多做工作
。 “

七五
”

期间安

徽地矿局探矿工程台 月 效 率 年 平 均 增 长

6 %
, 1 9 9 0年

,

全局钻探平均台月效率比
“

六

五
”

末提高 93 米
,

增长 29
.

3%
。 “

七五
”

期

间
,

全局预算内外完成机械岩心 钻 探 62 万

来以上
,

年均达到 1 2
.

4 万来
,

其 中预算内

年均完成 1 0
.

32 万来
。

安徽地矿局
“
七五

”

期间投资水平在地矿部系统各省市地矿局中

占第 10 位左右
,

按人均占有 地勘费计算则

占第 25 位
,

而安徽局完成的钻探工 作 量在

部系统则占第三四位
,

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成

果的获得
。

(执笔 项怀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