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打造““一专多能一专多能””的国内一流应急救援铁军的国内一流应急救援铁军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勘探队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勘探队（（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东特勘队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东特勘队））高质量发展纪实高质量发展纪实

风雨兼程，披星戴月。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勘探队建队五
十余载，几代地质人不畏艰难险阻，肩负使命担当，战严寒斗酷暑，
踏遍山川河流，发掘能源宝藏，并取得了骄人业绩：累计探明煤炭
储量近210亿吨，获批“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东特勘队”。

展望未来，在山东省煤田地质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责
任也有信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服务国
土、服务生态、服务抢险”的崇高理念，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拓宽地
质服务领域，狠抓抢险救援队伍建设，努力提升各项管理和服务水
平，坚定不移贯彻局党委“113388”发展战略和思路，履行公益服务
职能，践行“地质找矿、地质服务、抢险救援”三大使命，深入实施

“走出去”战略，实现“富民强队”目标，努力把第二勘探队打造成一
支“装备技术领先、产业布局合理、管理水平先进、社会效益显著”
的全国一流地勘队伍。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勘探队党委书记、队长 王效勤

本报通讯员 罗庆银 宋宗超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勘探队（以下简称“山东省
煤田地质局二队”）作为原煤炭工业部第一批授予的“全
国煤炭工业地质勘查功勋单位”，自1970年建队以来，
踔厉奋发、砥砺前行，走过五十余载地质报国的历程。

——累计完成钻探工程量426万余米，共获得煤炭
资源储量210多亿吨，16件大型地质报告获全国煤田地
质优质报告一等奖。

——在山东菏泽某勘探地区岩盐勘探新发现岩盐
储量200多亿吨。

——先后在山东、河南、山西、江苏、河北、吉林等省
份参与各类矿山事故应急抢险救援19次，救援指导2
次，挽回综采设备及矿山资源近百亿元。

近年来，在山东省煤田地质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
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地质技术优势，积极服务山东省重
大发展战略，强化山东省煤田地质局“113388”发展战
略和思路，突出公益服务职能定位，践行“地质找矿、地
质服务、抢险救援”三大使命，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的另一个身份是山东省矿
山钻探应急救援中心，2017年成为山东省唯一的省级
矿山钻探应急救援队伍，2023年9月被应急管理部、财
政部确定为“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东特勘队”，是山东省
第1支、全国第2支矿山钻探应急救援国家队。该队被
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模范职工小家”，被山东省总
工会授予“富民兴鲁”劳动奖状，荣获山东省委组织部授
予的“全省干事创业好团队”、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委授
予的“2016—2017年度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山
东省人社厅等三部门授予的“山东省自然资源系统先进
集体”等荣誉称号，先后受到山东省委、省政府和青海省
政府，以及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烟台市政府、济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表彰表扬，并获得应急管理部的嘉
奖表彰。

抢险救援

危急时刻显担当

2021年1月10日13时13分许，山东省栖霞市西
城镇正在建设的笏山金矿发生爆炸事故，22名工人被
困井下。1月12日凌晨2时30分，接到抢险救援指令
后，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依靠平时快速演练的经验，
近100人在1小时内从多个区域赶赴装备基地集结，11
台车辆、40余名救援人员整装出发，紧急驰援，跋涉700
多公里于当天上午9点30分赶到事故现场，成为第一支
到达现场的专业化矿山钻探应急救援队伍。

当时的笏山正值隆冬季节，气温零下十六摄氏度，
寒风凛冽，刺骨入髓。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负责1号
救生孔施工工作，为井下“六中段”打通“生命通道”，尽
快与被困人员建立联系，并输送氧气、给养等物资。经
过连续五天不分昼夜的奋战，1月18日凌晨5时3分，
1号钻孔与六中段巷道贯通，创造了钻探救援施工奇
迹。

1号钻孔是现场设计深度最深的定向钻孔，直接打
到本次工人被困的两个中段之一的六中段，也是唯一打
到六中段的钻孔，为六中段生命探测、监测风井掘进系
统水情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也为应急抽排六中段水
提供了唯一通道。

由于受现场条件限制，救援队伍无法在被困工人所
在位置的正上方打钻，只能通过打定向斜孔的方式才能
贯通井下巷道，对钻探、定位、造斜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但这些难不倒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的技术人员和
职工，他们大都有多次救援施工经验，凭借过硬的技术
和多次成功救援的丰富经验，攻克了笏山金矿救援岩石
坚硬、漏水、施工空间狭窄、止水下套管、定向难等难
题。经过4天半的努力，钻进628.82米，于1月18日凌
晨5时3分，由该队施工的生命通道1号钻孔精准定向
贯通到六中段巷道，顺利完成该孔施工。

1号孔没有一滴水流入泵房，远好于专家组预估的
已经淹井的设想，受到了专家组和指挥部的高度认可，
被现场救援指挥部誉为“创近年来地面打钻救援深度、
难度之最”。

在矿山救援中，大口径定向快速钻探技术是世界性
难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仅有3例利用大口
径地面钻孔成功营救井下被困人员的案例。2022年3
月，由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负责实施的大口径救援实
验井取得了重大成果。该实验井是国内首次按照矿山

钻探抢险救援模式，采用一次性成孔工艺完成的第一口
井径711毫米的大口径救援实验井，深度402米，效率
提高2至3倍。该实验井的顺利完成，基本破解了矿山
救援大口径救生通道快速成井的世界性难题，解决了复
杂地层救援钻进能力弱、效率低、适应性不足的难题，满
足了黄金救援时间内人员搜救需求，提升了救援通道施
工能力和效率，为矿山事故应急救援提供了有效科技支
撑。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还参加了包括平邑矿难救
援在内的共19次救援行动，他们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托，
以高昂的斗志、扎实的作风、顽强的意志，为应急救援工
作贡献出了全部力量。

如今，该队已经建成完善的抢险救援标准化体系，
独创并牢固树立“专常兼备、平战一体”管理理念，首创
救援装备模块化、集成化改造模式，可全方位满足注浆、
井下探测、生命补给、矿工升井的应急救援需要，抢险救
援综合实力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地质找矿

不断取得新突破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进一步巩固地勘主业，足迹
遍布全国21省（自治区、直辖市），勘查矿种主要以煤、
煤层气为主，累计完成钻探工程量426万余米，提交各
类地质报告及资料210余件，共获得煤炭储量210多
亿吨，探获的主体能源量足质优，16件大型地质报告
获得全国煤田地质优质报告一等奖，相继荣获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新发现资源奖、中国煤
炭地质总局第三届新发现煤炭资源奖等省部级以上荣
誉20余次。

近年来，围绕服务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山东
省煤田地质局二队不断突出事业单位公益服务职能定
位，加大地质找矿力度，取得了丰硕成果。该队为济宁
辖区的兖州、任城、梁山、金乡、汶上、嘉祥六大煤田累
计提交煤炭资源量116.83亿吨，其中独立提交75.4亿
吨，参与提交22.65亿吨，调查预测18.78亿吨，为济宁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煤田地质力量。在菏泽市定陶某勘
探区新发现1处煤炭资源矿产地，面积61.51平方公
里，完成钻探工程量41468.99米，资源量6.38亿吨；实
施的山东菏泽某勘探区岩盐矿普查项目，共发现含盐
地层36层，累计含盐厚度327米，资源储量200多亿
吨，其中最厚单层岩盐达51米，受到省级自然资源部
门和当地政府的高度评价。这一成果的取得，标志着
单县矿区岩盐资源储量获得新的突破，为下一步菏泽
市发展食品级、工业级盐化工，打造高端盐化工产业基
地奠定了资源基础，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资源
保障。

地热能和浅层地温能是非常规能源，同时也是可再
生的绿色新能源。开发浅层地温能，积极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加快地热能、浅层地温等
非常规能源勘查步伐，先后完成了江苏省如东县小洋口
地热井项目、明发金湖金色水岸温泉工程和涟水县陈师
镇温泉钻井项目，实施的山东省十六市下辖县（市）及城
镇化建设重点区域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专题研究通过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验收，为开拓非常规能源勘查市场奠
定了坚实基础。

科技创新

引领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党委始终重视科技创新，持
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深入实施科技创新战略。

近年来，该队先后完成了“GSP广谱护壁剂的试验”
“煤层气钻井完井工艺研究”“钻孔救援技术在矿山事故
应急救援中的应用研究”“矿山突、透水事故应急救援中
快速钻探工艺技术研究”等十余项钻探工程类科研项
目，累计投入近千万元，研究水平达国内领先，在行业内
独树一帜，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明显。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该队利用“巨厚松散层安全
快速钻进技术研究”成果成功攻克了鲁西南地区巨厚松
散层钻探技术难题；利用定向钻井研究成果，完成了山
西晋城等地区煤层气水平分支井、定向井项目施工；“一
井眼多分支水平井沿煤层钻进采集气体工艺方法”获国
家发明专利；开展的《长距离煤层气对接井钻井设备仪
器的配套试验研究》《矿山突、透水事故应急救援中快速
钻探工艺技术研究》先后成功申报省局科研立项，实施

的省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钻孔救援技术在矿山事
故应急救援中的应用研究》通过评审验收。

在技术规范方面，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承担了
2021年度省级财政地质勘查委托项目“矿山应急救援
大口径定向快速钻探技术研究”项目，开展了大口径钻
孔救援模拟实验，针对矿山救援通道快速成井的钻探
技术瓶颈，完成了国内外矿山钻探垂直救援案例集成
库，起草送审了《矿山地面钻探救援技术规范》，优化了
快速钻进工艺与车载钻具组合，开展了集束式空气潜
孔锤钻进、空气反循环牙轮钻进等技术应用和装备模
块化配置改造研究，探索解决了复杂地层救援钻进能
力弱、效率低、适应性不足等难题的技术方案，大幅提
升钻效、中靶率、应急响应等关键指标，提升了大口径
救援通道施工能力和效率，有效提升了矿山事故钻探
救援的能力。

该队依托中国矿业大学，共建采煤塌陷地和采空区
治理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与吉林大学深度合作，开展
矿山应急救援钻探工艺攻关；促进产学研结合、加速科
技成果转化、共建技术创新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

样板工程频现

近年来，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积极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开
展了采煤塌陷地和采空区治理、地质灾害防治、土壤污
染防治、地质调查、场地调查、生态环境调查与恢复治
理、测绘工程等多项工作。2017年，该队参与编制了
《济宁市采煤塌陷地治理规划》，主持制定的郭厂村废弃
矿山治理样板方案被济宁自然资源部门推广学习。并
与山东省地质环境监测站合作编制《山东省采煤塌陷地
勘查与设计技术规范》，累计完成采煤塌陷地治理3万
余亩；同年首次提出《煤矿浅层采煤塌陷地现状调查评
估报告大纲》，被山东省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誉为“省内最先、内容科学”；2018年，建成山东省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济宁土壤制备中心，参与全省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制备工作，制备完成土壤样品5025件；2020年，
承担南四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勘界、生态修复和济宁、聊
城、潍坊三市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调查工作。积
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参加了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地质灾害风险普查专题，是济宁市地质灾害防
治技术支撑单位。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参加了历史
遗留矿山核查工作。服务乡村振兴，近年来在积极参与
了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勘探了7
处优质水源地，今年参加了济宁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该队以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为突破口，实施
生态修复和设施保护工程，以实际行动守护南四湖滨水

“蓝心”，为北方地区开展河湖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可借
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济宁经验”；2022年完成了济宁、
章丘采空区治理9500亩，将采空区转化为建设用地，创
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该队还强化“济宁、菏泽”根据地意识，为政府部门
开展生态环境治理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撑，配合开展绿色
矿山督导督察、资料核查等无偿地质服务50项，编写济
宁市高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
得到地方自然资源部门的好评。

特别是今年初以来，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持续深
化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主动服务济宁、菏泽市政府重
点工作，探索建立与地方政府的常态化汇报机制，积极
向市长、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汇报重点工作进
展，积极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在服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
绿色低碳先行区建设、乡村振兴等方面加力提速，主动
加强与省、市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合
作交流，深入开展南四湖生态修复、采煤塌陷地和采空
区治理，为济宁鲁西、许厂、运河煤矿近2000亩采煤塌
陷地开展治理设计、评估、施工，建立采煤塌陷地项目数
据库，实现采煤塌陷地治理施工领域的首次突破。截至
目前，该队共实施矿山环境治理、绿色矿山建设、土壤污
染调查等地质服务项目80余项，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
广度、深度正在不断扩大。

风劲好扬帆风劲好扬帆，，奋进正当时奋进正当时。。新时代新时代，，山东省煤田地山东省煤田地
质局二队再次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号角质局二队再次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号角，，聚焦国家重大聚焦国家重大
战略和山东省委战略和山东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省政府重点工作，，坚定不移贯彻坚定不移贯彻

““113388113388””发展战略和思路发展战略和思路，，扎实践行扎实践行““地质找矿地质找矿、、地质地质
服务服务、、抢险救援抢险救援””三大使命三大使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
实践中大显身手实践中大显身手，，凝心聚力再建新功凝心聚力再建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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