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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

承担的中央财政项目

野外验收获评优秀

近日， 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承

担的中央财政地质调查项目“山东聊城许营地区

航磁异常查证” 顺利通过野外验收， 并获评优

秀。 这一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推广了研究院构建

的深覆盖区富铁矿“空

-

地

-

井”立体勘查技术

体系，拓展了富铁矿找矿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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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党委委员张起钻，

矿产地质室主任付超，研究院党委书记、理事长

李小彦，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党委副

书记、 院长黄兴龙， 党委专职副书记鲁楠出

席活动。

专家组听取了项目汇报， 详细查阅了原始

资料，认为项目完成了设计工作量，数据来源真

实可靠， 资料齐全， 一致同意通过野外验收，质

量评级为优秀。

该项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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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调查委托项

目， 目的是通过收集分析以往地质、 物化探、钻

探资料，开展

1:1

万航空磁法测量和广域电磁测

量， 为该区富铁矿深部勘查工作提供基础资料。

验收会上，李小彦介绍了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的基

本情况，围绕局党委“

113388

”发展战略和思路，

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在地质找矿、 生态保护修复、

防灾减灾及应急救援等领域开展的工作、取得的

突出成果。 双方围绕战略性矿产勘查、生态地质

调查、海洋地质调查、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的工

作进行了交流探讨， 希望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扩大合作领域，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作

出贡献。 （张文艳

）

中煤水文局一队

双平台入选彰显创新实力

驱动区域科技新发展

近日，河北省科学技术厅、邯郸市科学技术

局相继公布了

2024

年度拟新建省级技术创新中

心和市级研发平台名单。 中煤水文局一队“河北

省中深层地热资源高效换热技术创新中心”成功

入选省技术创新中心，“邯郸市地热资源高效换

热技术创新中心”“邯郸市智能制浆装备技术创

新中心”入选邯郸市研发平台。

据悉， 技术创新平台是省科技创新平台的

重要组成部分，研发平台建设是提升区域科技创

新水平的重要载体。中煤水文局一队技术创新及

研发平台通过对中深层地热技术及高精度智能

控制系统技术的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中深

层地热及智能制浆研发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创新

能力，实施技术扩散与服务，推动关键技术的市

场化、产业化，提高省、市地区地热资源的开发

潜力，驱动制浆行业可持续前行的新动力。

此次入选，不仅是省、市科技主管单位对中

煤水文局一队在中深层地热资源高效换热技术

领域创新能力及研究成果的认可，更彰显了中煤

水文局一队在地热资源利用和智能制浆装备技

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与创新能力。中煤水文局一队

将以此次创新平台为契机， 深入整合科研资源，

全面强化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迅

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使科技成果以更快速度、

更高效率地融入生产实践，为水文局的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王红燕 段超凡）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三队

通过两项煤炭地质勘查

能力甲级认定

近日，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三队申请的煤炭

地质勘查综合能力甲级、煤炭重磁电法勘查专业

能力甲级通过中国煤炭建设协会专家评价认定。

截至当前，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三队煤炭地

质钻探专业能力、煤炭地质勘查综合能力和煤炭

重磁电法勘查专业能力

3

项获该协会甲级资质

认定，煤炭地震勘查专业能力和煤炭测绘专业能

力两项获该协会乙级资质认定。

以上资质证书的获得， 标志着山东省煤田

地质局三队在煤炭地质勘查领域具备了全方位、

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能力，也为该队进一步拓展业

务范围，更好地发挥基础性公益性职能、更好地

满足地质找矿和地质服务等需求奠定了坚实基

础。

（王英 王雯）

地质报国七十载 聚焦主业创辉煌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二水文地质队

70

年发展纪实

这支被国家煤炭工业部誉为

“功勋单位”的地质队，

70

年来不

忘使命 ，聚焦主责主业 ，强科技

创品牌 ， 从成立之初的水文地

质、 煤田地质为主的传统产业，

拓展到煤矿防治水、覆岩离层注

浆减沉 、煤矸石综合利用 、地热

资源开发利用等生态环境治理领

域，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二水文

地质队 （以下简称水文局二队）

走出了一条“地质立本、科技赋

能”的创新发展之路。

应运而生

走南闯北建功勋

1954

年，为了响应国家开发

能源的号召，中南煤田地质勘探

局

130

队 （水文局二队前身）应

运而生；

1964

年转战豫西，参加豫西

煤田地质勘探大会战；

1965

年无条件服从安排，支

援宁夏煤炭建设；

1975

参加邯邢煤炭治水会

战，实现了当年搬迁，当年开钻，

当年完成任务的目标；

1980

年担负准格尔矿区的

全部水源勘探和水源井深井施工

任务；

2004

年第一台煤田地质钻

机在山西长治开钻；

2006

年中标东庞矿陷落柱

治理工程，拉开地质灾害治理的

序幕；

2016

年承揽邢东矿

-980

水

平奥灰探查区域治理项目，成功

开拓煤矿防治水领域；

2019

年施工的云南迪庆香

格里拉地热井工程，为苦盼地热

甘泉的藏区人民解决了十余年来

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

2020

年施工的山西李村煤

矿、屯兰煤矿控制地面沉降项目

减沉效果显著；

2021

年以来施工的雄安新

区容东片区安居工程配套供热

（冷）中深层地热工程，为加快培

育雄安新区地热能新质生产力贡

献央企力量；

……

七十载蓬勃发展， 七十载光

辉历程。 纵观水文局二队的发展

史，可以看出这支地质队在服从

国家建设需求中勇于担当、奋发

进取，用实际行动把地质报国书

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赓续前行

传统主业树品牌

挥师北上准格尔———

20

世

纪八

90

年代， 由于国家经济建设

的需要，能源开发重点转移到我国

西部省份的能源基地，当时制约煤

炭开发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水源问

题。 水文局二队职工积极响应“全

力以赴保重点”的动员令，义无反

顾地踏进当时荒无人烟的内蒙古

准格尔 ，创建了“敢于拼搏 、勇于

实践、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龙

王沟精神”， 历时十余年建成了陈

家沟门、唐公塔、南坪沟三个水源

地， 为矿区直接提供每日

75000

立方米水量，使矿区开发提前了

5

年， 对建设和发展内蒙古的工业、

农牧业以及进一步开发我国西部

的煤炭资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色钻探频创记录———多年

来， 水文局二队在救援孔、 救灾

孔、煤矿瓦斯抽采孔、矸石回填投

料孔等特大口径钻井施工中不断

改写钻孔口径、深度、套管重量记

录。 在邢东矿

-980

水平奥灰探查

区域治理项目中创下了一个主孔

42

个羽状定向分支和最长水平分

支孔达

1673

米、全过程无孔内事

故无机械事故的钻探记录；在淮北

矿业（集团）孙疃煤矿南翼瓦斯管

道井中采用“同径套管对接 ”技

术，实现“干孔零误差透巷”，创造

了在“大口径”钻探领域最小位移

偏差的记录；在邢东矿矸石投料孔

下入

535

吨的钻井套管， 创造华

北地区当时最重下送套管记录。

蓄力发展

科技引领新赛道

深 耕 煤 矿 防 治 水 领 域———

2016

年，水文局二队进军煤矿防

治水市场 ， 承揽的邢东矿

-980

水平奥灰探查区域治理项目，攻

克了多分支羽状水平定向钻探

“井眼轨迹方位摆动大 、 爬坡角

度大 、水平段摩擦阻力大 、 钻具

拖压大 ”四大技术难题 ，实现了

对煤矿防治水工作由“单纯诊

断 ”到“诊治结合 ”的转型 ，该项

目也是水文局承揽的第一个区

域煤矿防治水项目，为水文局成

功转型夯实基础。 随后该队又相

继承揽了邢台矿西井首采区地

面区域治理一期防治水工程 、新

安煤矿区域探查治理工程 、龙王

沟煤矿

61

盘区区域探测与注浆

治理工程等煤矿防治水项目，形

成了“方案设计—钻探施工—注

浆治理—成果提炼—技术创新”

完整的煤矿防治水技术体系，解

放可开采煤炭资源超亿吨。

由水文局二队参与编制的《煤

层底板面上探查治理工程质量验

收规范》 团体标准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填补了国内煤层

底板面上探查治理工程方面无相

关规范的空白，为煤层底板面上探

查治理工程的质量验收提供依据。

开拓覆岩离层注浆领域———

2020

年， 水文局二队主动适应新

常态，调整产业布局，向地面防沉

减沉领域延伸。承揽的山西李村煤

矿、屯兰煤矿离层注浆控制地面沉

降项目采用“覆岩关键层

－

离层充

填区

－

充填压实区” 柱式承载结

构，减沉效果显著，标志着水文局

二队实现了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

发展。

依托邢东矿

11218

工作面、东

庞矿

2700

工作面等一批离层注浆

工程，研发出“井下充填柱体

+

覆

岩层状充填体” 双减沉技术、“井

上下固液联合充填绿色采煤工艺”

“矸石研磨与离层注浆综合工艺”

等多项科研成果，并将科研成果及

时、有效转化，既解决了煤矿当前

采面的沉降问题，又控制了邻空采

面地表的二次沉降，为煤矿安全绿

色开采开辟了新途径。由水文局二

队起草的《覆岩离层注浆减沉工程

质量验收规范》团体标准立项通过

了专家组审查，获中国地质学会批

准，该规范有利于解决项目中因施

工单位技术经验水平不一、施工质

量参差不齐而导致的减沉效果差

异较大的问题。

牢记“国之大者”

助力培育地热能新质生产力

雪 山 脚 下 创 奇 迹———

2020

年，水文局二队接到施工云南迪庆

香格里拉地热井项目的任务，立即

组织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奔赴施

工现场。

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地热井施

工现场地层复杂，该队成功克服井

内超大涌水和地层倾角影响，成功

钻取该地区历史上第一口具备开

采 价 值 的 地 热 井 ， 完 成 井 深

2836.50

米、每日出水量

737

立方

米、水温

61℃

的地热井，水温水量

均填补了全域空白。依托该项目总

结出“极复杂地质条件下地热成井

技术”， 为今后复杂地质条件下地

热深井施工提供参考。

助力“千年大计”———由水文

局二队施工的雄安新区容东片区

安居工程配套供热（冷）中深层地

热一期、二期工程，以“八字型”定

向钻进采灌结合技术成功解决地

面狭小区域井底采灌平衡的难题，

采取“先探后扩和顶部破碎段下入

胶套

+

膨胀橡胶

+

缠丝包网套管

组合器” 的方法， 保证了成井质

量，高标准展现了地质人开发利用

地热资源的“雄安速度”和地热井

施工卓越的“雄安质量”， 实现供

热面积约

100

万

～120

万平方米，

9000

户居民可享受到清洁能源的

“绿色”供暖。

水文局二队依托雄安新区容

东片区安居工程配套供热（冷）中

深层地热工程总结出开放式“取热

不取水”工艺，深入开展地热分支

孔新工艺研究及

BIM

三维立体建

模技术研究，推动形成雄安新区地

热能新质生产力，为打造新时代绿

色发展典范城市贡献央企的力量。

2024

年

7

月雄安地热项目获评中

国雄安集团“三实三优”精致管理

优秀项目称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水文局二

队将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强

科技攻关，在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

全中发挥更大作用，奋力谱写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张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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