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

类型一网度一
”

问题的对话
云 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队 彩张翔

甲 《地质与勘探 》 年第 期上那

篇 《试谈勘探工程的合理布置 》 俞开基

的文章你看过没有 那里边还谈到 “ 类型一

网度一 ” 的问题 ⋯ ⋯
。

一

乙 那篇文章我看过了
。

有关 “ 类型一

网度一 ” 问题
,

文中列举了两种态度
“叮种是持肯定或基本上肯定的态度

, 至多

强调一下
‘灵活运用 ’ 。

另一种是持否定或

基本上否定的态度
,

认为只能从中吸取某些

共体经验
。 ” 你的看法怎样

甲 “ 类型一网度一 ” 是地 质 勘

稼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
,

长期以

来
, 在地质界争论不休

,

悬而未决
。

这个问

脚关系到地质勘探的多快好省
,

关系到矿产

资娜的开发利用
。

因此 , 讨论解决 这 个 问

题
,
不但有学术意义 ,

而且有现实意义
。

我

个人认为
,

‘

尽管问题很复杂
,

只要认真贯彻
“ 双百 ” 方针

,

畅所欲言 ,

各抒己见
,

求同

存异 , 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

乙 是的
,

这个问题是很复杂 , 须要展

开 “ 百家争鸣 ” ,

认真讨论
,

收集 各 方 意

见
,

然后取长补短 , 综合归纳
,

加以解决
。

下面你是否谈具体一点
。

甲 毛主席教导我们 “ 分析的方法旅

是辩证的方法 ” 。

我们对于 “ 类型一网度一
” 问题也要用这种方法来分析 一 下

,

看看它的来龙去脉
,

看看它的实质是什么
。

大家知道
, 所谓

“

类型一网度一 ”

指的是矿床勘探类型
、

勘探网度以 及 和 类

型
、

网度有关的储量计算问题
。

如果把它破
了

,

又没有新办法 , 就会出现 “无章可循 ”

的状况
。

乙 我听有人说 ,

什么 “类型一网度一
” 纯粹是框框套套

,

所以要一概打倒
。

这话对不对呢

甲 列宁说 “ 马克思主义的 本质的

东西
,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 枕在于其体

地分析其体的情况
。 ” 我们对这个问题也须

要具体分析一下
。

乙 你的 意 思 是 说
, “ 类型一网度一

” 基本上还是好的
,

只是其中 的 内 容

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增补而巳
。

我看不

深部的判断和远景的评价
,

往往只有地表和

为数不多的钻孔资料为依据
。

如不认真研究

这些地质资料
,

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

就很

难对成矿规律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

严格遵守各项合理的技术质量标准
,

不

断提高勘探工作质量
,

是多快好省搞勘探的

签本保证
。

我们必须把质量问题提高到执行

什么路线这一高度来认识
。

重视各项地质基

础工作和工程质量
。

各项地质编录
、

采样
、

加工
、

化验以及钻孔方位
、

倾角和岩矿心采

取率‘ 定要按技术质量标准执行
,

因为任何

一项基础资料和工程质量都能够影响对整个

矿床的地质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工业意义的正

确评价
。

必须指出
,

正确和合理的进行 储 量 计

算
,

是正确评价矿床工业意义的重要条件
。

要严格执行储量计算的工业指标
,

并在充分

综合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圈定矿体
。

例如

要避免把一些侧伏的
、

雁行排列的比较靠近

的几条矿脉联结为一个大矿体
。

对不同类型

矿床的点
、

线储量的外推也要有一个合理的

限度
,

尽一切努力克服人为的扩大和缩小矿

体的情况
,

使所计算储 提供生产 利 用 以

后
,

不致有太大的变化
,



见得
,

这几年我们不讲
“

类型一网度一
,

也一样千勘探
,

所以不要它也行
。

甲 搞勘探不讲
“

类型一网度一 ”

行不行 ,

我看要作分析
。

这里边有 两 个 问

题 一是客观上是否存在的问题 , 二是我们

怎样理解和对待它的问题
。

为什么不讲呢

原因之一是某些同志不能正确理解 和 对 待
“ 类型一网度一 ” 。

一些同志不研究他
那个矿床的具体情况

,

用 “本本 ” 去套具体

矿床
,

简单地 “类比 ” 一下之后
,

就按类型

套网度搞勘探
, 后来发现效果并不好

。

另一

些人觉得有了 “ 本本 ,, 很省事 ,

从此可以不

必再花力气去搞调 查研究
, 于是就照着你划

的类型套网度求储量
,

处理勘探设计和地质

报告
。

殊不知 各个矿床的勘探虽有共同的规

律性
,

但更有千变万化的特殊性
,

而
“

本本
”

上的内容往往包括不了
。

过去在设计
、

报告

的写法上有不同意见时
,

有人手里拿着 “ 本

本 ” ,

宁肯在办公室里争论
,

也不去现场瞧

瞧
,

研究一下实际情况 ,
这样是不行的

。

再说
,

客观上是否存在 “ 类型一网度一

,
, 呢 我看是存在的

。

我们搞勘探的从

勘探的角度出发
,

对矿床勘探的难易程度进

行分类是可以的
。

作这种划分时
, 必然要考

虑到矿床内部和外部因素等客观情况对勘探

的影响
。

尽管世 间的矿床千变万化
,

勘探复

杂程度很不一样
,

但我们作一些大 致 的 分

类
,

对勘探工作是有益的
。

如果既不研究成

矿规律
,

也不估计各种客观因素对勘探工作

的影响 当然也不划分勘探类型
,

势必 给

国家造成损失
。

与勘探类型有关的勘探网度问题
,

实质

上就是勘探工程的摆布问题
。

有的地质人员

现在不讲勘探网度了
,

平时是换个名词
,

叫
“工程间距 ” , 以免一讲 “ 网度 ” ,

要受到
“你这个人框框多 ” 的批评

。

实际上
,

我们

几乎每天都碰到网度问题
。

布置在不同勘探

线上的工程
, 彼此交织成 “ 网 ” 。

工程间距

就是网度
,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

以前有的矿

区确定网度
,

是先划类型
,

再套网度
,

非常

简单化 , 对于矿床的具体情况很少考虑
,

这

显然是不妥的
。

但也有的同志不死技类型套
网度

,

只把 “本本 ” 上规定的网度 当成一个
“经验系数 ” 参考

,

而布置勘探工程则从实

际情况出发
,

采取
“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 ,

取得了良好 的 效 果
。

文化大革命中
,

江西

地质队勘探了一个 风 化 壳 矿 床
。

如 按
“本本 ” 用切 米的网度助探

,

需要五
、

六年的时间
。

他们把这个问题交给 群 众 研

究
,

终于发现矿体厚度的变化规律与地形有

一定的关系
,

于是大胆提出并采用 “ 地形勘

探法 ” ,

突破了 “ 正规 ” 勘探线和勘探网的

束缚
,

并且在实践中边探边改进 ,

结果工作

量节省了
,

提交报告的时问也只用了两

年零一个月
。

又如澳中某砂号 铜 矿
,

队

在找矿勘探中敢想敢干
,

根据巳掌握的资料

在矿带延长方向上敢于迈 开 大 步
,

放宽网

度
,

远距离下 “ 截拦排 ” 刘两钻
,

终于

在小河地区打开远景
。

像这样创造性地灵活

运用网度
,

取得丰硕成果的平例是很多的
。

这也说明
,

只要我们不让网度把白己 “
套 ”

住
,

而把 “ 网 ” 灵 活 巧 妙地 “ 撒 ” 在矿床

上
,

网度还是大有用处的
。

最后来说 “ ” 问题
。

有些 同 志 不

讲
“ ” ,

到算储显 的 时 候 就 碰 到 它

了
。

众所周知 , 勘探矿 区所获储量是勘探队

员集体劳动的成果
。

一种产品
,

数显上有多

少之分
,

质量上有优劣之分
。

同 样的道理 ,

探 明的矿产储显
,

也存在数显和质显问题
。

过去有人死板地按网度求储呈 的做法是不对

的
,

应该分清情况
,

一

按不同的期 节 研究

程度计算储显
。

储量计算的分类分吸 问题 需要按我国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形势来解决
。

统一全国

矿产储量的分类分级际准
,

又 社会主义建设

有利
。

不同精度的储几是国家工业布局
、

矿

山建设
、

企业投资以及编竹 家计 划 的 依

据
。

目前我国各有关部门计算储量的分类分

级标准尚未统一
,

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

我们

认为
,

储量可分为四类三级
,

即 开采储

级
,

设计储量 级
,

远景储量 级
,

和 地
质 预测 储最

。

储盘级别划分过细有两个



黔彝孤瓢
、

对勘探工作中传统观念的几点批判
鞍钢地质勘探公 司 队 曹景宪

毛主 席教导我们 “ 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 起 来 的
,

真

的
、

的
、

典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
、

怒的
、

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
, 相斗争而发展的

。 ” 在

矿产资源的勘探方法问题上
,

这种斗争时起时伏
,

非常激烈
。

大跃进以前
,

有的矿区受因循守旧
、

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思想的影响 ,

资源开发工作受

到一定限制
。 “按类型定各级储量的勘探网度 ” 这套老章法

,

使人们在布置勘探工程时不必

用脑筋想问题
,

只满足于对
“

类型一网度一
”
负责

,

而置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于不顾
。

投入的勘探工程和需要的时间虽然很多
,

求得的高级储量也不少
,

但矿山开采部门确实需要

的并没有完全查清
,

而不是真正需要的却做得很多
。

提出勘探报告后
,

常常要进行 补 充 勘

探
, 既消耗了一些勘探力量

,

也延误了矿区开发的速度
。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
,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
,

冲破重重阻力茁壮成长
。

在冶金

工业战线上
,

也涌现出了诸如 红 透 山 “ 四边
、

三结合 ” 边勘探
、

边设计
、

边建设
、

边生

产 , 地质勘探
、

矿山设计和基本建设相结合 这种多快好省开发矿业的先进典型
。

十几年来
,

由于刘少奇
、

林彪一伙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

大搞复辟倒退
,

红透 山 “ 三

结合 ” 的发展过程是十分艰难而曲折的
。

就是在 目前
, “ 勘探类型 ” 等传统观念还残留在一

些人们的头脑里不愿轻易退走
,

严重地妨碍着红透山经验的普及和提高
。

为了改变 这 种 状

况 ,

我们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头脑
,

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
,

肃清勘探工作中传

统观念的流毒
,

努力培养和扶植革命的新生事物
。

关 于
“

勘 探 类 型
”

地质勘探工作是为矿山开采服务的
。

勘探的目的是为了开发矿区资源
。

地质队要想为用
、尹 、沪丫、尸曰、尸“ 、卢曰、 , 、户甲、尸 、产妇八沪、门曰、

害处
,

一是烦琐
,

二是难分
。

一般来讲
,

将

储 划分为高级的
、

中级的和 低级的三类
,

是完全可 以的
。

至 于各级储量的误差范围
,

可以根据我国已勘探的矿床的开采实践资料

来拟定
。

最后
,

必须指 出 由于客观事物 艺是相

互联系的
,

勘探与设计
、

勘探与矿山 基建工

作的关系都 很 密 切
,

不能搞 “
单纯的 ” 勘

探
。

对于已经 出现的能正确处 理 勘 探
、

设

计
、

矿山建设三者之间关系的三结合小组这

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大力支持
。

还必须

注意
,

搞勘探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
、
和 “ 开发矿业 ” 对我们的要求这条总原则

。

只要我们全面地考虑和正确处理与勘辉有关

的问题
,

我们就会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

乙 你很坦率地谈出了你的看法
,

作为

交换意见
,

我是支持 的
。

现在有好些人不讲
“ 类型一网度一

” ,

而你却认为有 “ 类

型一网度一 ” 存在
,

并且认为工作中只

要具体分析
、

灵活运用就行
。

我对这些问题

也谈不出更多的意见
,

待 以后舌到 《地质与

勘探 》发表有关的讨论文章再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