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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井矿盐矿山开发、设计、
施工队伍，盐业钻井大队一直引领行业技术革
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1992 年研发压
裂连通井盐井开采工艺，荣获国家科学大会协
作奖、省重大科技成果奖；2004年研发定向水平
对接井矿山开采新工艺，改变传统单井采卤工
艺，大幅提高矿山生产能力；2010年引进精准对
接水平井开采技术；2017年研发分支水平井钻
井技术对老岩盐矿山挖潜改造；如今，正在攻关
岩盐矿山灾害治理及恢复技术。

盐业钻井大队的技术革新，实实在在为行
业做出了贡献，受到一个个甲方的点赞好评。

据行业老专家介绍，近年来，随着岩盐矿山
水溶开采进程的逐渐深入，一些问题逐渐在一
些老矿区突显出来，比如矿山回采率低、单井产
量下降、溶腔大面积连通或盐层顶板窜漏、井间
短路循环、盐井卤水浓度骤降等，严重制约矿山
产能保持与提升。

对此，盐业钻井大队担当行业先锋，以攻坚
克难为己任，将技术革新指向岩盐矿山老井挖
潜。通过优化布井方案，优化井身结构，优化固
井工艺，优化水平段钻井设计，将绕障技术、分
支对接井技术、控压钻进技术等有效结合，克服
盐层顶板窜通、垮塌等问题，实施了井矿盐第一
例大位移绕障水平分支对接井，实现一井两靶
甚至多靶，增加控盐面积，节约土地资源，缩短
建设周期，提高矿山出卤产量、浓度和回采率。

“盐业钻井大队解决了普遍存在的难题，降
低开采成本，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地质灾害，岩
盐老矿区实施挖潜新工艺，确实为行业做出杰
出的贡献！”四川威西某岩盐矿区的负责人告诉

记者，多年以前，该矿区实施挖潜项目之前，由
于矿山开发到中后期，盐井故障频发，卤水浓度
逐渐下降，产能接替困难。2017至 2019年，盐业
钻井大队先后在老矿区内利用老井场布置 4口
挖潜井，采用大位移绕障，实施水平井，对接老
溶腔，开采盐井与盐井之间的剩余矿量。目前每
口挖潜井可实现年产20多万吨，4口挖潜井产能
已超过整个矿山产能的一半，矿山回采率达
40%，远超国家所规定的23%。

目前，岩盐老矿区老井挖潜工艺已经申请
了一项发明专利，并将岩盐分支井工艺进行拓
展，应用于天然碱分层开采，形成了一套双靶点
多通道的薄互天然碱层的钻采工艺。

再接再厉，盐业钻井大队在矿山灾害治理
中也取得喜人成效。据了解，目前国内一些老井
矿盐基地，由于历史原因，因地下盐矿资源大量
开采，留下了众多废弃盐卤井和大小不同的地
下溶腔，有些已经发生了环境污染或地质灾害，
并造成了损失。有些矿区尚还有一些地段存在
隐患、先兆或初步表现，若不加治理，势必造成
更加严重的后果，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
影响。

近年，盐业钻井大队将盐矿山地质灾害治
理列为重点业务方向，承担了比如四川自贡废
弃盐卤井治理工程；湖北应城盐矿山地面沉降
治理等，完善从矿山勘查、设计、施工、老井修治
及挖潜到矿山灾害治理及复垦全过程服务。

除了盐矿山灾害的治理，盐业钻井大队还
做好了对煤矿水淹灾害治理的工作。2016年，大
队承接了河北某煤矿水淹灾害治理项目的定向
施工任务，这是全国第一例羽状分支井应用于

煤层水淹灾害治理项目，起初共设计23个分支，
至 2018 年完井时，共增加至 42 个分支，最长水
平段超过 1500米，总累积进尺超过 30000米。该
井的成功，是盐业钻井大队定向钻井技术的一
次崭新尝试，并在该领域确立了优势。未来大队
还会将这种优势进行发扬和创新，致力于大位
移水平井提速增效，作为技术中心研发的重点
之一。

从技术革新到行业灾害治理，最终要实现
的是行业绿色发展。

一直以来，作为盐业钻井大队的主力部门
——自贡市井矿盐矿山开发设计院在矿山设计
中，始终坚持“绿色矿山”的要求，融入“低碳、高
效、环保、节能”的理念，采用新工艺、新技术的
设计思想，为矿山业主建设“绿色矿山”提供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

在新矿山设计活动中，该设计院多采用平
台井、丛式井的形式，达到节约土地资源的目
的。在老旧矿山挖潜设计中，采用大位移定向井
的设计思路，利用原有井场开发未采区域资源，
减少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另外通过分支井的设
计思路，实现对岩盐资源的高效开采。

在矿山生产工艺上，该设计院采用“CSYT”
的设计思路（矿山采出的卤水通过管道输入至
盐化厂进行化工生产，盐化厂化工生产产生的
废水通过管道返回矿山注井采卤），使矿山在今
后的生产运行过程中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更值得一提的是，该设计院通过新工艺与
新能源结合实现了矿山节能的目标，如利用矿
区自然地势高差将势能转换为电能，利用卤水
余温二次换热采暖等。

记者了解到，在新疆某地，该院承接的盐矿
山设计项目，矿区地形落差有 400多米，若利用
卤水余压发电工艺，经估算将实现年发电量约
1000万 kw·h，相当于年节约标准煤 4000吨，年
减排 10000 吨二氧化碳、300 吨二氧化硫和 150
吨氮氧化物。卤水余温一般在50～80℃，用来采
暖比燃煤锅炉节省约50%的燃料，比空气换热的
空调系统效率高40%左右。

如今的盐业钻井大队，已然实现了矿山设
计项目覆盖国内80%以上的区域，井矿盐钻井业
务覆盖国内井矿盐产区70%以上区域，定向技术
服务基本实现行业垄断，带压分支水平井老矿
区挖潜行业垄断的高质量发展成绩。

尽管如此，大队仍然不忘初心，将继续开展
技术研发支撑大队中长期发展；对大队工程项目
进行监控并实施技术支持；牵头行业重大课题研
究，开展专题攻关，推进行业进步和产业发展。

未来3-5年里，盐业钻井队将实现技术中心
重点研究领域从井矿盐矿山开发设计、钻井施
工、地质灾害治理扩大到岩盐老矿区老井修治
及矿区挖潜、岩盐老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深层高
温地热井钻探及开采、煤层底板堵水治水灾害
防治、新型复合环保技术、浅层低压天然气开发
利用、金属非金属矿山离子原位交换开采、盐卤
锂资源开发利用、天然气组分分离提高附加值
技术和钾盐开采、相应特殊专用设备装备研制
等，积极开展行业标准修制，巩固大队全国井矿
盐矿山开发设计施工“第一品牌”的行业地位，
以更创新的思路、更务实的作风、更扎实的举
措，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实现大队高质量
稳步发展。

风起时 老“盐井”迎来新探索
——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改革创新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纪实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李洋陈家明

2019 年，中国经济把“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四川省则
强调要把制造强省作为战略性工程来抓。
中央、省委关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部署，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谋划推动工
业工作的指南。

在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川
南经济大市——自贡市正从自身特色的传
统工业行业开始，不断深化改革、求实创
新。其中盐业的革新与发展迎来了新的生
机。

在今年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上，对于盐业发展，我省强调“突出井矿盐
优势，做大做强川盐品牌”，这激励着盐业
钻井行业者的发展决心。

位于自贡市的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
（以下简称“盐业钻井大队”），建于 1963
年，是我国唯一一家井矿盐钻探专业地质
勘查单位，也是集井矿盐矿山勘查、设计与
施工（含钻井、定向、固井、电测）为一体的
综合队伍。步入新时代，面对工业发展的机
遇和挑战，盐业钻井大队在岩盐老矿区实
施挖潜新工艺，在矿山灾害治理中取得新
成绩，为建设“绿色矿山”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不仅实现了产业结构积极调整，生
产经营有序开展，更着力实施技术创新，在
革新中寻求发展，在探索中不断壮大，为四
川盐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出积极的力量。

近年来，盐业钻井大队推进各项改革，从内
部转型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先后完成
了事业单位行政职能、省属单位情况统计工作，
完成目标责任制和经营业绩评价工作，规范了
公务用车管理等。”盐业钻井大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改革的推进，大队内部管理进一步得以
强化。

“人事、财务、企业管理等方面，更科学和规
范，激励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该负责人表
示，大队正在探索分配制度改革，建立起了适宜
单位发展的薪资管理体系，所做的基础工作得

到了省财政厅的通报表扬，继续推行目标管理
责任制，建立起全员参与、层级负责的评价体
系，将目标与责任、目标与效益相结合，确保经
营目标顺利完成。

“去年，在设备大修技改投入资金 23万元，
新置到位设备 79台套。”该负责人说，在设备技
术管理方面，大队抓好了钻井装备的大修（技
改）、新置设备技术论证及维护、保养等工作，提
高了钻井装备的完好率，为钻井新工艺的顺利
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安全环保管理方面，盐业钻井大队去年

累计提取安全生产费用 238.87 万元，投入安全
生产费用 173.89万元。实现了安全目标，各单位
安全目标考核合格，无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用实际行动诠释事业单位的责任和担当，
一直以来，盐业钻井大队还坚持履行社会责
任，助力脱贫攻坚。分别选派干部赴甘孜州开
展援藏工作、到开江县任驻村干部、到富顺县
深入贫困村担任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过去一
年，走访慰问 92 人次贫困户，帮助困难群众解
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发展扶贫产
业项目，帮助 21 名贫困群众实现产业帮扶，协

助 1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务工，累计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办实事 60 余件、帮扶费用达 23.07
万元。

纵深推进改革取得实效，去年盐业钻井大
队实现对外经营收入 11943 万元，超额完成计
划目标；工程合格率达 100%、井斜、固井综合合
格率达 100%、顾客满意度达 94.16%，多项质量
指标超计划完成；安全环境指标中，实现了“五
无、两低”的安全目标，无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继续保持了“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和“市级文明
单位”称号。

建立企业技术中心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
重要内容，是搞好企业的关键环节，是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有效途径。

步入新时代，盐业钻井大队通过建立创新
技术中心，有效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竞争力和知
名度。目前，大队技术中心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开展了技术研发和创新，牵头行业重大课题研
究，开展专项课题攻关，推进行业进步和产业发
展，申报国家、省（部）、市科技创新项目和科技
奖项的重要平台，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
夯实品牌效应，推进大队高质量发展。

去年，盐业钻井大队创建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搭建创新平台，这既是对大队近年来技术创
新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几代钻井人艰苦奋
斗、求实创新的极大鼓励，为大队高质量发展搭
建了技术输入、输出以及成果转化平台。

同时，作为国家项目之一，去年4月，大队成
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对87版《井矿盐钻井技术
规范》进行修订编制，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现已
将送审稿上报自然资源部，审查通过后将获批
正式出版，发挥其行业规范的指导作用。目前，
该工作组正在对另一项行业标准《井矿盐水溶
开采技术规范》进行编制，预计今年12月将完成
上报送审。行业标准的制定，对树立行业典范，

巩固“川盐钻井”作为“全国唯一”和“行业第一”
的品牌地位、增强行业内的号召力和辐射到行
业外的影响力均有重要意义。

曾经是埋头苦干，藏在深巷的美酒无人知
晓，如今，盐业钻井大队转变观念，鼓励和支持
技术创新、新技术引进，引导新技术、新方法的
应用，加强与省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科技部
门、协会的沟通衔接，开始积极重视知识产权与
专利保护。

2018年，大队申报省国土资源科技奖 2项，
申报省科协科技奖2项，申报中国地质学会科技
进展奖 2 项，申报省、市 QC 成果 6 项（获奖 6

项），申报自贡市科协学术活动3项（获奖3项），
申报自贡市合理化建议和技术创新项目6项（获
奖6项)；积极申报专利发明，全年组织申报专利
9项，已正式受理9项，已授权4项。

据介绍，今年盐业钻井大队要继续营造重
视技术、重视创新的良好氛围，把技术创新的引
擎发动起来，为大队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一是引进充实技术创新人才；二是加强技术创
新的基础工作；三是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四是
加快《标准》编制进度；五是在老井挖潜、地灾督
导等方面加大力度，这既是发力的重点，也是产
业发展的潜力空间所在。

引领技术革命 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创新内生动力 全面提升科技发展

纵深推进改革 生产经营稳中有进

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办公大楼

分支井水平投影图

水平对接井三维图

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机修车间自主设计制
造的井架“起立”成功

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钻井工程分公司职
工参加省上组织的职业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