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锋在记录勘探数据。

国际先进！

中国煤科重庆研究院

高精度探地雷达

助推“矿井地质透明化”

近日，中国煤科重庆研究院研发的“防爆

雷达地质构造精细探测技术” 经过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科技成果鉴定， 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地质透明化是煤矿智能化建设的基础。 为

了解决煤矿掘进、 回采过程中的地质问题，尤

其是地质小构造的精细探测问题，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重庆研究院在国内率先开启了矿井

地质雷达技术及装备研发工作， 先后研制了

KDL-A

、

KDL-2

、

KDL-3

、

KDL-4

、

KJH-D

等 系

列防爆探测雷达， 实现了煤矿井下地质小构造

的高精度、大深度精细探测。

据悉，高精度探地雷达采用大功率脉冲式

高频电磁波发射技术、 微弱反射电磁波信号超

高次高速叠加采集技术及属性提取与多参数综

合分析的处理解释技术， 具有高探测效率、非

接触无损性、广泛适用性、强抗干扰性、高分辨

率、 结果直观等特点； 可应用于煤矿掘进工作

面前方、 侧帮、 顶底板方向的地质小构造的精

细探测， 及薄煤层带、 煤层夹矸等异常地质信

息的探测， 还可应用于煤层层间距、 顶底板剩

余煤厚的有效探测。目前，最新型号

KJH-D(A

）

防爆探地雷达已在山西、河北、陕西、安徽等地

煤矿广泛应用，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效果。

下一步，中国煤科重庆研究院将继续践行

致力安全科技， 提升生命保障企业使命， 为推

进煤矿智能化、 地质透明化技术进步， 保障煤

矿安全高效生产而不懈奋斗。 （辛文）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

连续按下“加速键”

高效完成两个三维地震

勘探野外采集项目

近日，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承担的山

东枣庄和新疆伊犁两个三维地震勘探项目野外

数据采集工作同时顺利完成。

新疆伊犁项目施工区域沟壑纵横，植被茂

密，施工难度极高。 面对复杂的地形地貌，项目

组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务实的工作态度， 深入

研究施工方案， 精心规划施工路线， 有效克服

了沟壑地带可控震源车行进受阻困难， 确保了

施工的顺利进行； 项目部临时党小组通过走

访、慰问形式组织开展了“共育民族团结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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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枣庄项目面临地表建筑垃圾多、障碍

物多的挑战。 项目组制定精细的施工计划，严

格的安全管理， 采用挖掘机铲除建筑垃圾等方

式清理施工区域， 为勘探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 ； 通过可控震源与炸药震源结合的激发方

式，确保数据采集任务高质量完成。

两项目任务地点横跨山东和新疆两地，是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主动融入新一轮找矿

突破战略行动的新成效，制胜“巩固省内市场、

开拓西部市场” 发展思路的关键战。 下一步该

队将继续坚守“安全为本、质量为魂”的工作原

则，保质保量、安全高效地完成报告编制工作，

为矿方安全生产提供坚实的地质保障。

（赵欣 董金鑫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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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大漠”的地质硬汉

———记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新疆项目经理王锋

拳拳之心

好男儿志在四方。

80

后地质

工程师王锋，在他选择从事地质工

作的那一刻起， 就把地质行业的

“三光荣 ”“四特别 ” 精神根植于

心， 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着

“地质报国” 的初心。 当他得知物

测队要再次组建新疆项目部，开启

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工程的时

候，他满怀信心地报上了名，立志

要在大漠边疆施展齐鲁地质硬汉

的智慧和才能，为地质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伊犁一矿地震勘探项目

经理，王锋深知，该项目是近年来

施工面积最大的地震勘探项目，这

是物测队在重新开辟新疆市场的

背景下，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打

赢高质量发展进程“关键战”的重

要环节，是物测队在新疆市场站稳

脚跟的基础。 对他来说，也充满了

机遇与挑战。

他立即组织项目技术人员 ，

进入施工区域打“前战 ”，成立临

时党小组 ， 总结了他自

2021

年

担任项目经理以来完成的内蒙古

城塔三维项目（黄土高原地域）、

河南顺和煤矿三维项目 （平原地

域） 和河南红岭煤矿三维项目

（丘陵地带使用震源施工） 的施

工经验 ， 结合

2023

年初他带队

完成的“济宁王楼（水上）煤矿扩

界区高密度三维地震勘探”和

“济宁三号煤矿九采区西南部

三维地震勘探” 项目的高效施

工经验 ， 依托物探专业的技术

优势 ，聚合项目部实力，制定了

全套的“伊犁一矿地震勘探施

工方案 ”，决心要在大漠戈壁打

个胜仗。

铮铮铁骨

新疆的季节变换，犹如大自

然的魔法 ，天长夜短 、昼夜温差

大。 王锋带领新疆项目

60

余人

进疆正式施工的时候 ， 已是盛

夏 ，天气以晴热为主 ，中午气温

高达

39℃

以上，施工现场条件异

常艰苦。 但他以饱满的工作热情

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带动着团队

的每一名职工，用硬汉的铮铮铁

骨扛起项目经理的责任。

每一个清晨，王锋总是第一

个到达施工现场， 先召集晨会，

通报前日的工作情况，安排当天

工作量 ，严把安全生产关 ；继而

身先士卒， 带领团队在戈壁、山

地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清晨温度相对较低是施工

比较紧张的时间段，中午酷热难

耐，他让从事较为繁重工作的人

员简单就餐后午休，他自己却扎

进了一人高的玉米地里检查施

工质量和规划下午的工作；衣服

不断地被汗水打湿，又被高温烘干，

他咬咬牙挺住； 脸庞晒成了“锅底

黑” 又褪了一层皮， 也未曾想过退

缩；戈壁的风沙吹裂了嘴角和皮肤，

却阻挡不住“地质硬汉”义无反顾的

脚步。

工作到夜晚

10

点才收工，项目

部党小组在蚊虫叮咬中继续开收工

会，总结当日工作情况，解决施工中遇

到的难， 研究第二天施工车辆在复杂

地形中的行驶路线……直到把当天的

情况全都了如指掌， 把第二天的工作

运筹帷幄，王锋才能安心地去吃晚饭，

在凌晨吃晚饭成了他的“专利”。

铁血柔情

王锋是家里的独子， 在他身上

没有独生子女娇生惯养的骄躁 ，只

有“舍小家顾大家”气魄。

自从他担任项目经理， 他的家

人也在为他默默地付出。 身体状态

不太好的父母都年近

70

岁仍然为

他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 贤惠的妻

子勇敢地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 ，

最小的女儿才三岁就非常聪明懂

事。 而他却因为在野外施工，无法顾

及家人， 与亲人的联系也只能通过

电话，可有时野外的信号极弱，与家

人视频也成了“奢侈 ”，他几乎错过

了女儿成长的每个重要节点。

提及这些，王锋的眼圈红了，这

个生长在齐鲁大地的硬汉也有他的

铁血柔情，“正因为我爱我的家人 ，

所以我更爱我的单位， 更爱我从事

的地质工作。 ” 他忍住对家人的牵

挂，咽下对亲人的亏欠，长年坚守在

地质一线， 将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

他最崇敬的地质事业。

秋意微凉， 王锋入疆

130

多天

了，其中他带领新疆项目组在大漠戈

壁施工现场奋战了整整

73

天。 从春

花怒放到秋收满仓，历经了夏日灼阳

的酷烈，大漠风沙的洗礼，终于迎来

了新疆项目的首战告捷。 他带领团队

累计完成物理点

16463

个，获取了精

准的地质资料，高质高效地完成了伊

犁一矿地震勘探项目，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

煤田勘探事业高质量发展倾注了自

己的力量！ （赵欣 文

/

图）

资讯

春末夏初的新疆伊犁，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照进窗台，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

测队项目经理王锋就带着新疆项目技术人员进入了施工区域进行踏勘。 这是他担任

项目经理以来第一次带队入疆施工， 从他执着坚定的目光和铿锵有力的步伐， 透出

了他全力以赴完成勘探任务的信心和决心。

为地方矿山环境治理和海洋强省建设赋能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一队四项地方技术标准获批准发布

近日，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一

队编制的《露天矿山生态修复绿化

技术规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验

收规范》《海滩稳定性调查监测评

价技术规范》《投礁型海洋牧场生

态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技术规范》

四项地方技术标准获批发布实施，

为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海滩稳定性

调查监测、海洋牧场调查评价等项

目的开展提供了基本遵循，规范实

用性强，可广泛推广，助力地方矿

山环境治理和海洋强省建设。

近年来，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一队积极加强科技攻关，不断提升

科研水平，围绕“生态保护修复、海

洋地质”等重点任务，充分发挥专

业技术优势， 全力服务地方发展。

生态保护修复方面，实施了省级

地勘基金项目黄河流域（菏泽

－

泰安段） 生态地质调查评价；开

展了日照废弃矿山生态修复设

计 、监理、施工和土地复垦方案

编制等项目

200

余项；承担日照

市沭河流域历史遗留废弃矿山

生态修复重点工程，为践行“两

山”理论 ，打造生态文明发展新

范式提供了技术服务。 海洋地质

领域 ， 开展了沙滩冲淤演化研

究，促进沙滩资源保护 ；承担了

养殖海域本底调查，服务海洋牧

场建设； 实施了海岛综合调查，

助推旅游地质资源开发，拓展滨

海蓝碳调查研究，助力双碳战略

实施 。 在岸滩变迁监测体系建

设、 海洋牧场生态地质环境适宜性

评价体系构建、 海岛综合调查技术

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

“科技立局、创新兴局、人才强

局” 是省煤田地质局实施推进的三

大战略，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一队按

照省局“

113388

”发展战略和思路，

依托院士工作站创新平台， 瞄准工

程项目科研化目标， 总结提炼项目

成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 为海岸带生态环境

保护、旅游地质资源开发利用、现代

化滨海城市建设， 为新时代全省煤

田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赵欣 陈辉 郝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