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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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户服务好
,

就不仅要了解工作的对象
,

而且也要了解服务的对象
,

即在确定各级储蟹的勘探

网度时
,

搞清楚用户对地质条件控制程度的实际需要
。

我们知道
,

勘探工程的疏密
,

不仅取

决于矿区的地质条件
,

而且还取决于矿床的开采方式
,

也就是说
,

取决于开采方式对矿床勘

探程度的切实需要
。

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
,

在矿区评 价工作结束时
, 夕’采方式就可以墓

本确定
。

因此
,

把勘探工作和开采工作结台起来统一安排是可以做到的
。

毛主席在谈到军事

工作时指出 , 决定军事规律的客观实际条件 “
包括敌我两方面

,

这两方面 都应该粉成研究的
,

对象
。 ” 在勘探 ,匕作中

,

这种客观实际条件的一个方面是 矿床地质条件
,

另一个方面则是我

们进行勘探
、

开采
、

选矿和冶炼的工作条件
。

我们应当把这两个方面都看成是决定勘探工程

布置方法的客观实际情况
。

但是
,

如果技传统的方法来确定各级储量的控制网度
,

由于在划

分 “ 勘探类型 ” 时只考虑 “ 地质因素 ” ,

不考虑开发资源方式的特点
,

结果在用不同的方式

开发同一类矿床时就可能使用相同的勘探方法
。

在有的露天矿
,

即交勘探工程很密
,

但由于

露天矿底线附近矿体边界的控制程度不足
,

使开采境界无法合理确定
。

在一些坑下开采的矿

区
,

虽然高级储量不少
,

但因矿体上部的控制程度不足
,

结果在竖井和运输大巷建成后
,

发

现它们与矿体的距离不是太远就是太近
,

有的矿区甚至 出现矿山投产时无矿可采的情况
。

按照 “ 勘探类型 ” 布置勘探工程时既然不考虑开采方案的具体需要
,

当然也就无法解决

哪一种地质因素对开采工作有多大影响的问题
。

在这种情况下
,

传统的做法是不惜 削 足 适
履 不但把变化程度参差不齐因而对开采工作的影响有大有小的各种地质因素强行拉平起来

认为规模大的矿床矿体形态 “ 必然简单 ” ,

规模小的矿床矿体形态 “ 必然复杂 ” ,

而且

认定这些地质因素的变化程度在矿区各部位是 绝对均匀的
。

根据这种臆想
,

所有的矿床被嵌

入几个
“ 勘探类型 ” 的框框

,

然后分别用几种均匀的勘探网格来控制 各级储盈
。

结果是 有

些规模巨大
、

褶皱和断裂构造发育的矿 区
,

勘探工程控制不住矿体的空 间形态
,

给开采工作

造成困难 , 有些规模较小
、

矿体形态简单的矿床
,

本来可以在开采中完成的一部分勘探工作

又被提早到勘探 阶段中来做
,

从而延长了矿 区开发过程
。

上述情况说明 , 用这种传统的方法

是不能正确处理勘探和开采的衔接关系的
。

关 于 勘 探 程 序

在普查找矿中发现的矿区得到了肯定的工业评价后再转入勘探是非常必要的
。

但是
,

多

年的实践证明
,

按照传统的做法
,

要等到矿床规模一清二楚和各级储量达到了事先 定 出 的
“ 比例 ” 再开始搞矿山设计

、

基建和生产
,

必然使矿产 资源的开发慢步爬行
,

不能适应冶金

工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

何况在没有开采部门协作的情况下
, 即使各级储量达到了相 当的 “ 比

例 ” , 它们的布局也往往与开采顺序不一致
。

红透山 “三结合 ” 的经验 已经用事实批驳了这

套陈旧的框框
,

它证明 只有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
,

加 强勘辣
、

设计
、

开采部门的 团 结 协

作
,

统筹安排矿 区开发的全过程
,

使矿量升级和矿山开采工作合理交叉进行 , 使增长矿区储

和扩大矿 山规模的过程一致起来
,

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多快好省地开发

矿业
。

值得注意的是
,

现在有的矿 区名义上是搞红透山式的 “ 三结合 ” ,

实际上却是想让大家

一起来恢复老一套 表面上是 “研究技术问题 ” ,

实际上是想电几个部门共同按老规范处理

勘探和开采的衔接关系
,

而不是在批判传统观念的前提下正确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 的 矛

盾
。

为了防止这种倾向
,

我们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导下
,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

批判

技术挂帅
,

破除专家路线
,

打倒奴隶主义
,

埋葬教条主义
,

认清红透 山经验与传统勘探方法

在原则上的区别 , 把开发矿业的革命工作搞得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