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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技术装备是找矿勘探

工作不可缺少的手段
,

是地质

科研必备的工具
,

是现代化地

质工作的重要物质基础
。

地质

技术装备的先进程度
、

使用状

况的好坏
,

在某种意义上标志

着一个国家生产力和管理水平的高低
,

直接影响着

生产和科研任务的完成及其经济效果 配备
、

管理

和使用好地质技术装备
,

是技术装备部门的重要任

务
,

也是使用单位的一项职责
。

建国以来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冶金地质系统的技术装备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涉

及的专业由少到多
,

装备数量不断增加
,

质量有所

提高
,

类型也逐步扩大
。

统计表明
,

三十五年来
,

它为找矿勘探和科学研究提供了二十余类
、

数以万

计的设备
、

仪器和材料
,

保证了地质工作的正常进

行
,

促进了科研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

但是
,

随着矿

产资薄需求 的日益增长
,

找矿难度不断加大
,

在

地质工作隆度越来越深入
、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

的今天
,

新技术
、

新设备
、

新工艺
、

新方法不断涌

现
,

原有的技术装备已不能适应新形式的要未
本文通过回顾冶金地质系统技术装备的发展概

况
,

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初步看法
。

建国以来
,

冶金地质系统的技术装备工作
,

大

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热
魂国至六十年代初 解放前

,

冶金地质技

术装备工作基本是一片空白
。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

事业的开展
,

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

地质勘

探事业也得到了发展
。

为满足找矿工作的需要
,

当

时从苏联
、

民主德国
、

捷克
、

英国和联匆德国引进

了部分技术装备和仪器
。

如苏联的手把式钻机
、

一 和 一 型电位计
,

东德的大悬丝磁力仪

朱 囿于当日撇技术水平
,

引进的装备相当简陋
,

或效率低
,

或精度差
,

或不安全
。

地质人员的找矿

工作
,

主要靠铁锤
、

罗盘
、

放大镜
“

三大件
” 。

分析

测试工作停留在定性和半定性阶段
。

机修设备多数

是皮带车未 野外运输条件很差
,

上山靠徒步
,

搬

家靠肩扛
。

这种状况在五十年代后期
,

由于大规模的技术

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展开
,

开始有所好帐 同时
,

开

始研制和配备了部分国产技术装备
。

至 年底
,

国产主要地质技术装备台件数
,

已 占 年底冶金

和有色系统拥有的装备总数的
,

为找矿勘探和

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初步条件
,

但技术装备还不

配套
。

年代初至 年代初 这一时期
,

冶金地

质技术装备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

品种不断增

多
,

装备基本配氮 到 啤底
,

主要设备
、

仪器

类型已达 种
,

装备台件总数已占 年底冶金和

有色系统装备总数的
。

在物探方面
,

配备了国

产磁力仪
、

电子自动补偿仪等
。

物探仪器的年增添

率达到建国以来最高水平
,

为第一阶段年增长率的

倍
。

钻探设备也普遍进行了改造
,

手轮给进钻

机代替了手把给进钻机
,

推广了扭管机机械扭管操

作等
。

同时
,

研制成功了北京型转盘钻机
,

建立了

钻机生产专业厂
。

测试方面也得到了改善
,

特别加

强了加工维修和汽车运输
。

机床年增添率为第一阶

段的 倍
,

汽车为 倍
,

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

但是
,

由于对外技术交流和引进工作处于停顿

状态
,

地质技术装备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大受限制
。

特别是受十年动乱的干扰破坏
,

仪器设备没有正常

保养和维修
,

造成了明显的损坏
。

年代中期至 年代初 这个阶段的第

一个特点是
,

许多专业开展了以国产新设备为主体

的配套和更新
。

钻探专业配合金刚石钻探技术的发

展
,

开始采用国产液压高转速钻机
,

推广了国产新

标准系列管材和钻具 冶金地质系统的人造金刚石

钻头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
。

钢粒钻进逐步被

淘汰
。

第二个特点是 加强了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的

引进
。 一 年

,

从 个国家引进 了 个专业的

先进技术装备
,

引进件数约占同期地质技术装备增

添台件总数的
。

这就使冶金地质系统的技术装

备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

并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水平

的差距
。

特别是航
、

卫片判读
、

岩矿分析化验和同

位素测试
,

电子计算技术以及测绘彩印技术和设备

的引进
,

相应地提高了有关专业的效率和工作水平
,

促进了找矿勘探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

据统计
,



这个阶段岩矿
、

化验分析仪器的增添量分别为一
、

二阶段的 倍和 倍 汽车的增添量分别是

一
、

二阶段的 倍和 倍
。

当前
,

一场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冲击着各个

工业部门
。

为了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

技术装

备也必须现代化 那么
,

现代技术装备有哪些特

点呢了

仪器装备的种类不断增多
,

技术性能更加先

进
。

建立在液压
、

电磁学
、

光学
、

声学
、

计算技术
、

同位素
、

等离子和高压物理等基础上的仪器设

备
,

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找矿勘探的各个领域 仪

器装备的类型不断增多
,

专业分枝越来越细
,

精度

提高
,

效率加快
,

性能明显改进
。

特别是室内测试

仪器
,

发展更为迅速
。

因此
,

新技术装备的开发与引进
,

就更加重

要
。

新技术装备发展速度加快
,

装备更新周期大

大缩短
。

过去
,

一利
,

新的半液压立轴式钻习叭研究

设计
、

试帝侄 用于生产
,

往往需要十数年的时间
,

而现在只要两
、

三年即可完成
。

冶金地质系统手把

式
、

手车份蛇钻机延用了二十多年
,

而转盘式钻机仅

用了十几年就被金刚石钻机所代替
。

其他仪器设备

的更新速度更快
。

鉴于我系统现有装备服役年龄在

年以上的台件数约占总台件的
,

这就相应地

加重了装备更新的任务
。

仪器
、

设备投资多
,

造价越来越高
。

这是因

为现代仪器 设备的结构更加复杂
,

因而制造的难

度明显加大
。

例如
,

一台普通经纬仪的价格
,

过去

是数百至一千元左右
,

而一台现代航空摄影室内成

图装置
,

则价值数十万元 这就要求逐步增加地质

技术设备的投资额
。

尽管三十五年来冶金地质技术装备有了较大的

发展与提高
,

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
,

地质装备

建设在正确方针的指引下
,

迈出了更大的步伐
,

整

个装备工作的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 但从冶金工业

的发展对地质工作的要求来看
,

当前的地质装备水

平与国外还有一定差距
,

要求我们加快地质技术装

备工作发展的步伐
,

尤其要抓好
“

七五
”

规划的

落实
。

今后
,

我们要树立紧密结合冶金地质找矿和科

研工作实际这个指导思想
,

突出重点
,

静续贞一般
,

力争在五年之内改变装备陈旧
、

不足和技术落后的

状况 加强智力开发
,

依靠技术进步
,

对现有设备

进行挖潜改造
,

常规新设备要立足于国内开发配套
,

有计划地引进重点技术装备
,

并搞好消化移植工作
争取在

“

七五
”

期间实现常规装备过到国内先进水

平
,

重点装备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

专业施工样板单

位实现装备现代化
,

建立具有现代化水平的专业技

术中心
,

使全系统的设备完好率与利用率分别超

过 和
。

为此
,

根据三十五年来冶金地质装备工作的特

点与发展经验
,

今后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注愈研究并作好仪器
、

装备的更新换代工

作 由于近代技术装备发展速度加快
,

一种新的装

备产品很少能几十年始终不变地保持着先进地位
,

往往是在其投放市场后不久
,

就有更先进的产品与

其竞争
,

甚至取而代之
。

更换周期在变短
。

这就需

要加强新技术装备先进性与经济合理性的研究与权

衡
,

合理地确定技术装备的服役周期
。

不适当地

延长设备的使用期限
,

固然能延缓更新装备的资金

投放时间
,

但旧设备落后的技术性能
,

随时都会产

生不良的经济后果
,

从而带来更大的损失
。

确定装

备的合理更换期
,

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

同时还要懊

重地选择新一代的装备技术 为此
,

不仅要考虑新

设备技术所能带来的效益
,

还要考虑这种产品能否

保持住相对稳定的先进地位
,

尽 延长更换期限
。

因此
,

装备管理人员必须学习掌握现代装备技术知

识
,

了解各有关专业技术装备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并参与新设备的方案选型 制造或引进
、

试验
、

使

用全过程的管理
。

不断吸取国内外先进技术 实际上
,

最周

密的规划也难以准确地预计出各阶段生产实践以

及技术进步对技术装备提出的新要求
。

所以
,

除定

期更新旧装备外
,

还必须及时地补充一些新的技术

装备
。

例如
,

为适应液动冲击回转钻进
,

就要补充

高参数水泵 为开展黄金找矿工作 必须添置各种

类型的砂钻
,

等等
。

不仅要依靠自己的设计加工力

量
,

同时还要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装备
。

为此
,

必须研究
①晰技术装备的局限性 在引进或选用一项新

技术装备时 不仅要看到其先进的一面
,

尤其要研

究发挥这种 七进性能的必须的条件
。

因为任何装备

的先进性都是相对的
、

有条件的
。

由于国家的不同
,

部门的差异
,

别人有的条件
,

我仁环一定具备
。

所

以
,

应该作具体考察
,

防止由于不具备某种条件引

进了先进仪器
、

装备而无法用于生产
,

或勉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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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不到应有的效果
,

失去了引进的意义
。

迄技术先进性与完善性 当前科学技术发展很

快
,

投放市场的新产品种类规格日益增多
,

从而加

快了装备技术更新换代的步伐
。

在这种条件下
,

引

进技术装备除应注意考察新技术的成熟程度外
,

还

必须预测其先进性的生命力
,

防止由于购置了不成

熟的产品而影响生产
,

或是新装备迅速被更新类型

的装备所取代
。

另外
,

引进装备的附件
、

零件配备

应尽量齐全
,

以免由于缺少某些附件而影响使用
。

③加强对引进新装备技术的消化吸收工作 一

种新型装备产品当作商占刮没放市场
,

一般都经过了

多年研究与试验
,

所以
,

它的性能通常是代表几年

甚至十几年以前的技术水毛 在我们引进该项技术

装备时
,

往往更新的技术成果已经或即将走出实验

氢 鉴于这种悄况
,

引进工作不能停留在满足于样

妇哟水平上
,

必须依靠自己的技术研究队伍
,

对样

扫进行消化研究
,

取人之长
,

补己之短
,

根据需要

发展自己的新产品
。

研究消化工作
,

不仅有利于尽

早地全面掌握引进产品的各项性能
,

让其更好地在

生产上发挥作用
,

同时也有利于加快发展自己的现

代技术装备步伐
。

加强技术装备韵管理工作 管理工作包括

多方面的内容 今后应着重抓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①加强仪 器
、

装备的使用与管理 对已有仪器

装备的管理工作
,

不能仅停留在保养维护上
,

更重

要的是提高期反役期间内的使用率
,

使其更充分地

发挥作用
。

因为即使是一台新设备
,

也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被淘汰
。

还要注意处理好维修与使用间的

矛盾 在维修中又要摆正定期检修与平日保养二者

的关系
。

其中后者更应该引起使用者的重视
。

另外
,

培养具有使用与管理现代技术装备素质

的队伍
,

是发展现代装备不可缺少的环节
。

当前管

理工作不能只满足于制订一般性的规范
、

责任制条

文
,

而要逐步做到对设备能控制自女几 只有这样
,

才能把设备管理工作搞活
,

把仪器用好
。

实践证明
,

同一台仪器装备 由于操作人员的操作水平不同
,

其工作效果也截然不同
。

如国外发射光谱的译谱工

作 采用有电算柳
,

每人侮天作 。个样品
,

每个

样品分析 个元素 而我们目前每人每天约作

个样品
,

每个样品分析 个元素
。

这不仅反映了装

备上的差异
,

也反映了操作水平的差距
。

复柞好机修
、

供应工作 冶金地质机修工作
,

除完成部分属于统一安排的新产品 筛 任务外
,

大

量的还是保证完成生产第一线的各种加工任务
。

当

前应加速改革步伐
,

开创新局面
,

树立用户第一的

思想
,

扩大服务范围 坚持质量第一
,

不断增加有

前途的新的种类规格产品 讲究经济效益 改进经

营管理方式
,

把机修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另外
,

随着新仪器装备的引进与应用
,

其维修与备

件的配备工作也给机 加 修提出了新的任务
,

不

及早地建设自己的现代仪器装备维修中心
,

势必会

大量增加维修资金
。

长此下去
,

在新技术装备的使

用维修上
,

也会形成不能自主
、

对外依赖的状态
。

在供应管理工作上
,

当前必须改变过去上面控

制过死的作法
,

应该逐步达到既有科学的计划管理
,

又有灵活的市场调剂
,

并不断扩大后者的经营范围
。

这就要求供应管理工作尽快掌握现代管理手段与信

息工具
,

以便随时处理好统一库存能力与生产消费

要求以及变化不定的市场流通情况等各方面的平衡

关系
,

以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
,

并使正常生产工作

不受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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