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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岩 心钻探工程质 指标标准体系中
,

文中提出单孔成品质量十

项指 标 标准系列
,

同时提出建立岩心钻探全工程成果质量新概念和指

标标准的内涵
。

关 侧 质量指标 , 标准系列 , 单孔成品质量 , 全工程成果质量

我国地质行业 已开始

引进和推广全 面 质 量 管

理
。

全面质 量 管理

是现代管 理科学为保

证质量而运用的成效显著

的方法
。

它的基本理论和

指导思想
,

要求人们的质量概念需要更新
,

改

变狭义的质量观念为广义的质量观念
。

所谓

广义的质里
,

即不单纯是产品的
,

还包括工

作的质最
。

确切地说
,

要树立 由产品质量
、

工

作质量和环境因素等构成的全面质量意识
。

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

首先必须做 好 标 淮 化

这一基础工作
,

因为绝大多数标准同质量管

理都有直接关系
。

地质勘查工作由于其成果

的特殊性质
,

故其标准化愈加重要
。

计划
、

设计
、

地质测是
、

探矿工程施工
、

采样
、

加

工
、

化验
、

编制地质报告等等工作
,

都要有

各 自的标准
。

不但要有技术标准
,

还要有包

括工作标准
、

岗位责任制和管理制度等在内

的管理标淮
,

以使各项工作有序地运转
,

质

量保证体系才会发挥作用
。

固体矿产现行 的岩心钻探规程 地质矿

产部颁发
,

是技术标淮和管理 标 准两结合

的法规
。

但从机关生产指挥
、

野外机台施工

和后勤供应保障
,

即从整体的全面质量管理

机制衡量
,

钻探规程只能说是野外施工机台

的标准
。

规程规定了钻
一

探 工 程 质量 项指

标
,

冶金部又增加 了 项 合 为 项
,

严 格

讲
,

均属岩心钻探施工单孔的由原始产品质

量和工作质量组成的技术质量 指 标 标 堆
。

它对反映质量基本属性应有的指标
,

在其内

容上 尚不够完善
,

为此笔者就健全岩心钻探

质量指标标准体系谈几点认识
。

岩心钻裸单孔产 品质 指标标准系

列

产品质量
,

实际就是产品价值
。

也就是

说
,

产品必须满足 “ 用户 ” 所需的技术
、

经

济要求和 自然属性
。

一 般 说
,

它 包 含适 用

性
、

可靠性
、

安全性和经济性 等 方 面 的特

性
。

地质勘查工作和其他行业不同
,

其产品

具有本行业的特性
,

其产 出的最终产 品 是地

质报告
。

质量主要表现在勘查工作和地质成

果质量
。

从产品概念划分
,

在普查
、

详查
、

勘探的每个工作阶段
,

从设计后开始进行的

野外地质
、

物化探观测
、

探 矿 工 程 施工生

产
、

资料综合编录
,

直到编写地质报告等工

作过程
,

其中都有原始产品
、

中间产品和最

终产品 类成果
。

探矿工程施工
,

是地质勘

查工作主要用于揭露一定空间的地质现象
,

并为验证有关地质
、

地球化学
、

地球物理 等



信息的手段
。

钻探的产品在勘查全过程中属

于中间产品之一
。

那么
,

施工一个钻孔的产

品是什么呢 又如何评价其 质 量 笔 者 认

为
,

单个钻孔施工生产的产品
,

就岩心钻探

而言
,

不能只指岩矿心实物成果
,

而是成孔

井 的成果
。

也就是说
,

只要有 “ 投入
” ,

进行 了施工
,

无论打成的孔是否合格
,

都是
“ 产出

”

的产品
。

然而
,

由于钻探是手段
,

它是

为 目的服务的
,

因此
,

钻孔的质量就必须体

现 目的性
、

可靠性
、

经济性等应有的属性
。

目 的性 指施工钻孔成孔产品是

否达到地质设计的 目的和要求
。

可 靠性 指按地质设计
、

钻孔施

工设
·

和 岩心钻探规程规定
,

应 当取全
、

取

准的各项原始记录和原始产品成果数据的可

靠程度
。

经济性 指由生产组织和定额等

因 素作用产出产品成本价值
,

力求达到先进

水平
。

根据上述三性
,

可将评价岩心钻探单孔

产品质量的原始产 品质量和应做为工作质量

考核因素组成的质量指标归纳如表
。

表 所列质量指标
,

如 果 考 虑 分级管

理
,

层层考核
,

防止上下一样粗
,

亦可划分

子母项
。

母项做为省级地质主管部门对所属

县团级的地质勘查大队的单孔产品质量考核

的指标系列
。

子项做为大队对下属分队检查

验收评价每个钻孔产品质星指标的系列
。

母

项规定以 项为宜
,

子项各 单位可 自行确定

由母项分解的若干细指标
。

母项的 项包括 开孔 孔 位
、

闭 孔 孔

深
、

钻进弯曲度
、

井深验证误差
、

岩矿心采

取率
、

岩矿心整理移交
、

简 易 水 文 地质观

测
、

钻进每班原始记录
、

封孔
、

单位成本
。

这 项与现行的地矿部所颁钻探规程规定的

项质量指标相比
,

增加 了 项
。

其中
,

开

孔孔位和 闭孔孔深两项
,

都是评价钻孔是否

按设计要求施工
,

有没有达到设计目的的主

要质量指标 增加的岩矿心 整 理 和 移交一

项
,

是为了加强对岩矿心实物管理
,

扭转机

台只管把岩矿心取上来而不管移交的弊端

添加单位成本一项
,

是为 了强调经济效果
,

钻裸单孔质 的考橄指标 设想 农

特 性 质 量 指 标 质 最 基 本 标 准

目的性 ①开孔位置

②闭孔孔深

③闭孔位置

开孔孔位坐标为设计批准的
, , 。

达到目的设计允许的闭孔深度
。

闭孔点位坐标
尹 , 尹 , 尹 , 须在设计允许误差内

。

可靠性 ①岩
、

矿心采取率数据 岩心
、

矿化
、

矿化围岩等回次
、

层次采取率达到规范规定和设计有特

殊要求的标准

②岩
、

矿心实物整理与移交

③简易水文观测数据

④钻进 中孔点位定位数据

弯曲度

按规定做清洁
、

编号
,

不丢不混装箱
,

按时办理移交
。

按规定的时间和回次测定项目 , 数据记录要准确
。

经济性

。

井深验证

⑧钻进原始记录

时间运用

钻头
、

水量
、

压力等参数

⑥封孔和检验

①单机 月作业率

②台月劳动 实物 生产串

③单位成本

钻进点间方位
、

倾角允许误差 方位按设计要求 , 倾角误差
,

直孔每

百米李
,

斜孔每百米华
。

测璧允许误差
。

齐全
、

准确
、

及时
。

方法
、

时间
、

质里均达到规范要求
。

台月利用率
。

台月人均进尺达到本行业同地区平均水平以上
。

铱米进尺成本达到本行业同地区平均成本以下
。



也是质呈考核的重要内容
。

级要比一级细
。

关于全工程质最考核的指标
” 岩心钻裸全工祖成 砚 , 柑标系列 内容

,

应体现 地质勘查工作采用岩心钻探手

笔者现就岩心钻探全工程的质量评价
、

段的 目的和作用 地质设计和工 程施工 两者

应趁立的质量指标标淮系列问题
,

提出如下 内在的统一关系 不能只评价施工质量而不

思考方案
。

评钻探地质工作质量
。

这就是说
,

应有地质

岩心钻探全工程系指 有岩心钻探设计 设计
、

钻探单孔施工
、

全工程工期
、

安全工作
、

的地质工作项 目
,

其全部施工任务和该单位 经济效益
、

全部成果质量等 个方面的中间

年度岩心钻探实物工作量计划完成的全部竣 产品质量和宏观控制的主要工作质量构成
。

工孔的工程之和
。

对竣工后全工程均应逐级 全工程可以划分为全优
、

合格
、

不合格

进行检查验收
、

评定质 量 等 级
,

以 奖优罚 类
,

笔者对这 类工 程各 自的质量指标和

劣
。

自上而下分级考核
,

考核的指标内容一 标准系列
,

进行 了初步探索
,

列如表
。

全工祖段 标准的划分 衰 空

特性内容 指 标 名 称
标 准

全优工程 合格工程

地质设计 ①钻孔命中率

工作质 “ ·

普查项 目 ,

主要地质标志推测的钻孔兑现率

,
”

·

详查项 目 ,

钻孔见矿 矿化 率

勘探项 目 钻孔见矿 参予储最计算 率

工 期 ②完成全部工程任务时间

竣工钻孔质 ⑧一级孔比率

比计划早

唆工孔

工程有效程度 ⑧工程作废率 报废孔数

报废进尺

钻机年作业率 侣台年实进尺

规定作业期内平均台时利用率

高于同地区水平

〕
·

达计划水平

台年劳动生产率 ⑥钻探全员平均台年实物劳动生产串 平均人 年进尺高于

同地 区行业水平

达计划水平

经济效益

安全生产

计划

编 编

多‘

钻孔地质编录

工作质

全工程资料

⑦每米成本

⑧人身
、

机械事故串
。

亡人率
。

孟伤率

重大机械事故率

⑨合格串

不 超计划

万
,‘

档案资料

单孔施工技术档案
。

单孔地质编录资料

全工程总结

齐全
、

准确

按时移交

按时移交

闹左

同左

同左

表 所列之 项质量指标
,

主要是对相

当于县团级经济独立 核 算 的 地质勘查大队

支队 进行质量考核的内容
。

按达到的标

准评定为全优或合格工程
。

凡是在 项中有

项未达到合格标准的
,

就算不合格工 程

至干大队对分队考核的质量指标 可视不同

建制的管理职能来制定相应的细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