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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高级工程师张战立，

2005

年

从河北工程学院毕业， 来到山东省煤

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工作。

20

年来他

一直坚守在野外一线， 完成了由纸上

谈兵的学子到野外一线挑大梁的项目

负责的蜕变， 成就了把青春奉献地质

的梦想。

苦干实干， 初生牛犊不怕虎

参加工作之初， 张战立被分配到

了电法队工作， 他主动要求去野外参

加勘探项目施工。 在施工现场， 他积

极地向同事请教， 虚心学习； 晚上利

用休息时间努力钻研专业知识， 将电

法勘探理论和技术规范熟记于心， 在

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电法勘探技能，

快速胜任了电法勘探工作。

他的身材并不魁梧， 但一到工地

却全身充满了能量。

2006

年

3

月， 张

战立去了条件最艰苦的新疆项目， 在

戈壁滩干了

8

个月的测量工作。 提起那

次经历， 他至今记忆尤新： “我们测

量人员把测量基站架在最高的山上，

仪器、 午饭和水都是背上去的。

11

月

的气温低到零下十几度， 北风呼啸， 到

中午吃饭时水都冻成冰、 馒头冻得帮帮

硬。 就这样我和同事们都咬牙坚持着，

直到项目结束”。

他始终坚持“学为所用， 用中求

学” 的工作态度， 从项目的踏勘、 设计

到现场施工， 从数据处理、 资料解释到

成果报告的编制等一系列的工作， 坚持

在多个项目中磨练自己。 经过了一段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积累， 他具备了独立

承担电法勘探任务的能力， 成为电法勘

探的技术负责并获得了优良的评价。

攻坚克难， 开创项目新领域

张战立从事勘探工作的

20

年里 ，

每年至少参与

5-6

个电法项目的设计、

施工及报告的编制工作， 组织参与了内

蒙古母杜柴登煤矿、 潞安集团古城煤矿

和五阳煤矿等施工面积均超过

10km2

的大型电法综合勘探项目。

2008

年，

他组织施工了物测队首个井下超前探项

目， 将物探业务由地面扩展到井下；

2009

年， 他又组织施工了物测队首个

井下综合勘探项目， 进一步拓宽了业务

范围；

2024

年， 他在新疆组织施工了

物测队首个地空电磁法项目， 再次创

新了业务技能。

他参与项目的施工方法包含常规

直流电法、

TEM

、

CSAMT

、

AMT

和

MT

等多种方法， 涉及煤田电法勘探、

井下物探以及铁路 、 公路隧道选址 、

采空区 （溶洞） 的治理、 金属矿地质

调查圈定靶区 、 污染物勘查及环境保

护等诸多领域 ， 施工项目遍及山东、

山西 、 陕西 、 河南 、 云南 、 青海 、 内

蒙 、 新疆等省份 ， 成为了电法勘探的

行家里手。

奉献地质， 不负韶华不言悔

张战立担任项目负责多年， 始终

保持着开拓创新的热情， 承接新项目，

研究新技术，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编

制的多项报告获得了省地球物理协会

和省局科研创新奖 ； 在专业期刊上发

表多篇论文； 取得发明专利

3

项、 实用

新型专利

2

项； 连续两年被单位评为

“五小” 创新能手。

张战立作为电法勘探的项目负责，

不仅承担各种重要项目， 还继承了物

测队“以老带新”、 “传帮带” 优良传

承 ， 对新人进行技术指导 。 在单位开

始组建“应急救援队伍 ” 之初， 张战

立就主动请缨 ， 积极参与各种应急演

练 ， 提升自己的应急物探技术能力，

成为应急救援队的指挥员， 指导队员

进行应急救援演练和应急救援竞赛 。

2023

年， 他以“技术指导” 身份参加

“山东省‘技能兴鲁’ 职业技能大赛

-

全省地勘系统应急物 探 职 业 技 能 竞

赛 ” ， 获 得 团 体 一 等 奖 的 好 成 绩 ；

2024

年 ， 他以“指挥员 ” 身份参加

“全省矿山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紧急拉练

暨技能竞赛”， 取得团体一等奖和指挥

员第一名的好成绩。

面对这些年所取得的成果 ， 张战

立谦虚地说 ： “我是幸运的， 每一项

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单位领导给予我

们的帮助和鼓励 ， 离不开整个团队的

日夜苦战和默默奉献， 对此我充满感

激 。 从事地质工作虽苦， 但我从不言

悔。” （赵欣）

选择地质无怨无悔

———记“山东省矿山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紧急拉练暨技能竞赛” 指挥员第一名张战立

“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一直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现如今，比起“上天”“下海”，人类的“入地”之旅却由于地壳岩

石阻隔而困难重重。 探寻地球深部的奥秘，成为地球物理工作者们孜孜不倦的追求。

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地球物理信息技术中心团队现有成员

18

人，其中博士

5

人，硕士

7

人，高级职称

9

人，

长期致力于深地探测领域创新研究工作，持续打造“透视地球 物探先锋”品牌，利用先进的地球物理技术为地球进行深度

“

CT

扫描”，让地球深部越来越“透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透视地球 探寻深部宝藏

———记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地球物理信息技术中心团队

攻深找盲

寻找地下资源宝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在关系

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

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

2024

年

5

月，自然资源部副部长许大纯 、山东省

副省长邓云锋调研禹城市李屯富铁矿

勘查现场时表示，“找到富矿、 大矿，这

就是‘国之大者’，就是为保障国家能源

资源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

2013

年，长期“深耕 ”煤田勘查的

地球物理信息技术团队主动请缨，在山

东省黄河北煤田区开展潘店低缓航磁

异常查证，打破了以往“找煤的不找铁、

找铁的不管煤”的行业壁垒 ，率先发现

了齐河

－

禹城富铁矿，开创了我国在深

覆盖区寻找富铁矿的先河。

十年磨一剑，团队在深覆盖区富铁

矿成矿规律与找矿技术领域取得了里

程碑式的突破。 通过潜心钻研，团队成

功构建了深部岩体与碳酸盐岩接触交

代形成的含矿热液迁移至石炭系

-

二

叠系含煤岩系成矿的“禹城式 ”富铁矿

成矿模式，开辟了我国富铁矿找矿新空

间；创新性建立了深覆盖区富铁矿“空

-

地

-

井”立体勘查技术体系 ，突破了

传统铁矿找矿单一依赖重磁方法的局

限，将铁矿探测深度提升至

2000

米；凭

借这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团队在

禹城市已探获李屯、叠道

2

处大中型富

铁矿床，这不仅是对我国矿产资源储备

的重大贡献，也使齐河

－

禹城地区成为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全国首

个亿吨级富铁矿资源基地。

团队聚焦煤田地质勘查主责主业，

发挥地球物理信息优势，逐步从本省拓

展至河南、山西、贵州等地，深入到内蒙

古、新疆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拓宽

了勘查范围的新赛道。 西部地区拥有着

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 不仅储量丰富、

煤层厚度大、埋藏深度浅且开采条件优

越， 但同时也面临着煤层层数繁多、分

层困难等严峻挑战。

基于此， 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

震

－

井联合反演物性参数的地质体定量

描述方法， 实现了对目标地质体物性参

数的高精度反演， 自主开发了复杂地质

体多元异构三维建模与可视化系统，快

速处理和分析海量的地质数据， 实现了

地质、 物探多数据类型高效融合和交互

操作， 更准确地刻画了地下地质结构的

特征，提升了勘查效率和准确性，有力保

障了煤炭资源勘查和矿井安全生产。

精细探测

助力地下空间利用

对地球深部的利用和使用，不仅仅

包括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也包括地下

空间的利用。

在享有“泉城”美誉的济南，如何让

地铁与泉水共生，成为地铁建设过程中

的首要难题。 团队联合中南大学、山东

大学开展了趵突泉泉域边界及水力联

系研究和济南中心城区地铁建设与泉

水敏感地带广域电磁波探测研究等课

题，突破了“城市强电磁干扰”这一世界

级难题， 首次构建了济南主城区

70

平

方公里范围内的三维地电模型，获取了

地下

1000

米的地质

－

地球物理信息，

查明了地层 、构造 、岩浆岩的空间展布

特征，查明了四大泉群与东郊 、西郊地

下水的水力联系，查明了主径流通道位

置，回答了“在哪里建地铁可以不影响

泉脉”“如何实现泉水保护与地铁建设

协同发展 ”等问题 ，研究成果被彭苏萍

院士评价认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针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面临

的地质保障难题，团队突破了城市地下

空间开发地质信息综合感知探测关键

技术，在济南 、泰安等成功地应用于岩

溶和地质灾害探测；构建了“两宽一高”

高密度三维地震精细探测技术，解决了

盐腔立体形态精准雕刻难题，有力推动

了中电建

2×300MW

等盐穴压缩空气

储能电站项目在泰安落地实施； 此外，

在莱芜区鄂庄煤矿，团队还开展高精度

地

－

井联合地震勘探，系统查明了地下

600

米深度范围内的地层分布、 地质构

造、 采空区以及其他不良地质情况，为

山东大学和山东能源集团联合共建的

深地探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设计、

建设和建立三维地质信息平台提供了

翔实可靠的地质资料。

平台赋能

激发创新活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团队

深知创新的重要性，致力于搭建科研创

新平台， 积极引育高层次创新人才，不

断激发地质科技工作者的内生动力。

团队创建了全国首家煤田地球物

理重点实验室，成功获批山东省应急管

理厅重点实验室，并建设了城市地下空

间探测济南市工程研究中心，该中心在

2022

年度济南市工程研究中心运行评

价获得全市第一。 新成立的朱裕振创新

工作室在

2024

年全员创新竞赛“创新

工作室” 赛道中荣获省级决赛第一名。

此外，团队还发起成立了全国首个省级

地球物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举办了

2024

年泰山科技论坛、“战略性矿产资

源安全保障”国家级高级研修班和全省

青年地球物理科技大会，提升了山东煤

田地质品牌影响力，有效促进了学科发

展和技术交流， 对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

团队实行“导师带徒 ”制度，组织

“名师讲坛”系列活动，不断提高团队成

员科研能力、 创新思维和学术水平。 团

队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高层次科技创新

团队、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创新团队以及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科技创新团队。 引进

博士

3

人， 培养在职博士

2

人， 涌现出

国务院、 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3

人，

自然资源部青年科技人才

1

人、 后备青

年科技人才

2

人， 以及省先进工作者、

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省级“发现榜样”人

选、 省自然资源科技领军人才、 省青年

拔尖人才、 省杰出工程师、 省青年地质

科技奖、“山东省

100

名地学人物”等一

批优秀人才， 获全省应急物探职业技能

竞赛个人一等奖。

团队围绕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和

地下空间探测领域， 先后承担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子课题

/

专题

5

项、 中央地勘

基金

3

项、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

1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

4

项、省地勘项目

8

项、 局科研专项

9

项及横向科研项目

40

余项。 发表论文

70

余篇，出版专著

2

部，制定地方（团体）标准

5

项，授权发

明专利

11

项。 科研成果荣获山东省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

技术一等奖等省部级科技奖励

10

余

项， 连续

5

年入选山东省十大优秀地质

成果，入选全国绿色勘查示范项目。

“国之所需，我之所向。 ”地球物理信

息技术中心团队始终牢记殷殷嘱托，大力

弘扬“三光荣”“四特别”地质行业精神，将

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努力地拼搏续写

地质报国的新篇章，在广袤大地上继续描

绘一幅幅砥砺前行、 勇往直前的时代画

卷。 （刘雪 李怡然）

11

地质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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