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煤矿建成功组装富水岩层

竖井高效智能化钻机

日前，富水岩层竖井高效智能化钻机在中煤

矿建集团陶忽图煤矿北风井项目完成组装，并转

入设备调试阶段，为下一步项目开钻提供了坚实

保障。

据悉，在煤矿深井建设方面采用钻井法与传

统工法相比，具有本质安全、机械化程度高、成井

质量好等优点，采用钻井法施工竖井井筒在我国

西部地区煤炭开发建设中具有较大潜在市场。 在

吸收传统的钻井法凿井成熟技术的基础上，中煤

矿建针对西部地区富水岩层中钻井装备破岩效率

及排渣效率不高、定向纠偏、支护以及部分动力

系统下放等“卡脖子”难题，联合先进设备制造企

业共同研发制造了针对西部富水岩层高效智能化

竖井钻井设备———

ZMD120/1200

型竖井钻机。

ZMD120/1200

型竖井钻机，最大钻孔直径

12

米， 最大钻孔深度

800

米， 动力头最大扭矩

1200

千牛每米，动力头驱动采用变频电驱技术，系统

采用

PLC

电控操作简单精确、 智能化程度更高。

钻具连接采用牙嵌型式，相比传统法兰螺栓连接

更牢固便捷，安装更快、劳动量更少，整机重量约

720

吨。 由于该设备为首次安装，且设备结构单件

重量又大，为保障钻机顺利完成安装，项目部技

术人员多次进行研究讨论，不断细化钻机专项安

装方案， 并在安装过程中开展专项交底学习，使

每一位安装人员对安装构件位置、方向、吊点、人

员站位等熟记于心。 考虑现场场地、作业空间等

因素，按照设备安装顺序，科学合理安排构件运

输，与生产厂家协调分批次发货运输，避免堆积，

减少二次倒运时间。 针对安装中遇到的门吊起升

高度不足等问题， 每天晚上召开分析总结会，设

计加工专用起吊吊具，提前预判分析可能遇到问

题和处理方案，加强安装的全过程管控。 在项目

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较预计工期提前

10

天

完成钻机组装任务，提前进入调试阶段。

该设备的投入使用，对西部地区立井井筒建

设由人工加机械掘砌施工向自动化智能化施工转

型升级， 提升安徽矿山建设企业核心竞争力，实

现钻井法施工“走出中部、走向西部”的突破具有

重要的意义。 该设备不但可满足煤炭开发的迫切

需求，还可推广应用于铁路、高速公路、输水隧道

等大型通风竖井施工，进而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为东南亚、中亚等地区类似岩层竖井建设

工程提供中国“重器”。 （樊远庭）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研究院

金矿勘查项目野外验收

获评优秀

近日，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组织省内知名地

质、物探专家赴烟台，对局研究院承担的

2022

年

度省级地勘项目“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将军石

-

曲河庄断裂带深部金矿普查”进行了野外验收。

该项目通过对以往资料的系统分析研究，结

合实施的可控源音频大地测深、 钻探等工作，依

据大量可靠的原始数据，总结了两处典型金矿床

特征，厘清了将军石

-

曲河庄断裂周边地质构造

格架，发现了多个资源危机的金矿床深部均有较

好的成矿前景，具有较大勘查价值。

专家一行前往野外现场，实地察看了

ZK1

钻

探现场及岩心，听取了项目组的汇报，详细检查

了原始地质资料及项目质量运行体系。 通过质询

和讨论， 认为项目全面完成了批准的实物工作

量，工作部署合理，原始资料齐全、翔实，一致同

意通过野外验收，质量评级为优秀等次。

（赵 欣 朱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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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

发挥专业优势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新疆伊犁煤田地震勘探项目侧记

党建引领聚合力

“将支部建在项目区，把党旗

插在工地上，让党员冲在最前面。”

施工前， 项目部成立了临时党小

组，充分发挥野外一线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

高项目部专业技术水平和解决综

合类问题的能力，将参与项目的党

员和预备党员纳入临时党小组管

理 ，形成“一针穿千线 ”的“并联”

党员管理模式。临时党小组按照项

目重点任务和完成时限，制定“作

战图”，倒排工期，细化任务，分解

到人 ， 促进 工 作 任 务 保 质 保 量

完成。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临时党小

组高度重视技术骨干、 业务能手，

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着力攻

克和解决项目施工中出现的重点

难点问题，并在项目一线营造“比

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同时，临时

党小组要求党员干部和施工人员

心连心，力所能及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问题，使项目组全体职工的获得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为

项目的高质量完成提供强有力的

保障。

临时党小组开展了“庆七一

共育民族团结之花” 党小组活动，

充分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维护民族团结。通过走访、慰问

形式组织开展了党员结对活动，与

当地少数民族党员深入交流，了

解民族风俗习惯， 密切合作，共

同解决了施工中遇到的各种困

难，保障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

攻坚克难促发展

项目组进驻项目一线正式

施工的时候正值盛夏，头顶似火

骄阳，脚踩滚滚热浪，在“可以暖

熟鸡蛋”的戈壁滩上进行地震勘

探，施工难度极高。在这里，天气

常常瞬间变脸，作业现场时而烈

日高照、酷热难耐 ，时而狂风肆

虐、飞沙走石、昏天暗地。

面对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复

杂的地形地貌 ， 项目组凭借着

丰富的施工经验和务实的工作

态度，深入研究施工方案，最终

确定采用可控震源进行激发。

项目组精心规划施工路线 ，克

服了沟壑地带可控震源车前进

受阻的困难 ； 利用地图软件结

合实际测量数据， 将检波点位

置嵌入手机地图软件中， 有效

指引了施工人员行进方向，解

决 沟 壑 环 境 中 检 波 点 不 易 寻

找、效率低等问题。

为确保项目整体进度，项目

组在施工现场对完成的地震资

料及时进行现场初步处理，通过

两边加密炮点， 加大排列等措

施， 及时对资料质量进行控制，

最终取得的地震资料反射波能量

强、连续性好，构造清晰。

争分夺秒抢进度

项目工期紧、任务重，为保证项

目如期完成，项目组成员每天早上

6

点出发，一直到晚上

10

点才收工返

回驻地。“项目的时间节点要求十分

严格， 大家当天晚上还需要处理数

据，休息的时间少之又少。 ”项目经

理王峰感叹道。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项目部以

“谋发展、开新局、勇担当”的责任意

识，创新工作思路，周密部署作业计

划，严把工程质量关，为项目高效完

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项目于

2023

年

7

月

2

日开工，

9

月

13

日野外施

工结束 ，前后历时

73

天 ，圆满完成

了野外数据采集工作， 最终完成地

震勘探物理点

16463

个 ， 成品率

100%

，丢炮率

0%

，各项工作指标均

达到了设计和《规范》的要求并通过

野外验收。

征服戈壁、鏖战烈日，伊犁三维

地震勘探项目组成员将“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钻研、特别能开拓 、特别

能奉献”的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他

们与时间赛跑 、与自然抗争 ，以“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壮志，为新一

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和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贡献煤田地质力量。

（赵欣 王海涛 董金鑫）

资讯

第四届五台地学研讨会在忻州召开

10

月

14

日，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给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

队全体地质工作者重要回信精神一

周年之际， 第四届五台地学研讨会

在忻州召开。 来自全国地学领域的

10

名院士、 数十名专家学者线上线

下联动， 围绕“在保障能源资源安

全中担当作为” 主题， 分享交流

成矿理论和找矿技术新进展， 梳

理学科前沿发展趋势 ， 系统总结

地质找矿经验 ， 全面提升矿产勘

查科技创新能力， 助力地勘事业

高质量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日祥、 邓

军在线上出席会议并致辞， 中国科

学院院士、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校长王焰新主持学术报告会； 中国

科学院院士滕吉文、 赵阳升， 中国

工程院院士金智新出席会议。 山西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 省地质勘

查局党组书记、 局长彭东晓， 忻州

市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王建峰出

席会议并致辞。 中国地质调查局、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以及山东、 湖北

和河南兄弟省 局 有 关 领 导 出 席

会议。

朱日祥、 邓军对本届研讨会

召开表示祝贺 ， 对历届五台地学

研讨会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

他们表示， 山西是矿业大省 ， 五

台地学研讨会已成为服务山西、

服务地勘行业发展的高端学术交

流平台， 为支撑服务山西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希望

与会院士专家 、 地勘同仁为山

西地质找矿工作指引方向， 为

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作出山

西贡献。

彭东晓代表举办单位对出

席会议的有关领导、 院士专家和

地勘行业同仁表示欢迎， 向长期

以来关心支持山西地勘事业发展

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并简要回

顾了过去三届研讨会召开情况和

取得的成果。 他说， 举办主题为

“在保障能源资源安全中担当作

为” 的第四届五台地学研讨会，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能源安全新战

略重要举措， 也是全面深化政企

校合作、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助力地质矿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具体实践。 他表示， 研讨会后将

吸纳与会院士专家提出的意见建

议， 加强与院士专家、 高校和科

研院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 兄弟

省局的通力合作和产学研深度融

合， 发挥好地质找矿主力军作

用， 进一步优化矿产资源布局，

全力找大矿、 找富矿， 推动重要

矿产找矿增储， 为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提供有力支撑。

研讨会上， 中国工程院毛

景文院士 、 何继善院士 ， 中国

科学院成秋明院士 、 杨树锋院

士立足于学科和地质工作前沿

和热点问题， 密切结合我国地质条

件， 在线上分别以“重要金属矿床

模型与找矿勘查” “广域电磁法在

深边部找矿行动中的应用” “大数

据智能驱动地学创新与找矿突破”

“大数据时代的地球科学” 为题，

分享了最新创新成果。

山西大学副校长 、 教授程芳

琴，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

中心 （华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 党

委委员、 副主任、 教授级高工张起

钻，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紧缺战

略矿产资源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校

长助理、 教授蒋少涌， 中国科学院

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 研究员陈梦舫， 中国地质大

学 （武汉） 教授谢先军， 山西省地

质勘查局二一七地质队有限公司高

级工程师梁珏琦， 山西省煤炭地质

物探测绘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

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申有义等专家在

主会场分别围绕自己研究领域作了

学术报告。

本届研讨会由山西省自然资源

厅、 山西省地质勘查局、 忻州市人

民政府、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和

山西地质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

主会场设在忻州市， 分会场设在地

质集团及

21

个二级子公司 。 山西

省地质勘查局和山西地质集团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 山西地学智库相关

专家、 二级子公司班子成员和技术

骨干参加会议。 （孟璐）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新疆伊犁三维地震勘探项目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琼博拉镇， 项目施工面积约

34

平方公里， 地震勘探物理点

16463

个， 成品率

100%

， 是近年来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勘探面积较大的煤田

地震勘探项目， 为深度融入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和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

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