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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朱溪钨铜矿重大地质找矿成果交流 

                         ——江西省地质局九一二大队 

一、基本情况 

江西省地质局九一二大队成立于 1965年 1月，现有在职职工 479

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352 人；各类专业资质及资格 40 项，其

中甲级 13 项；省、部级劳模荣誉称号 1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 1 人；

设有院士工作站、中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保护江西创新研究院各 1

个；荣获全国模范地勘单位、全国地质资料管理先进单位、第六届全

国文明单位、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全国工人先锋号等称号，是一家

实力雄厚、技术全面、装备配套、成果显著的综合性新型地质勘查单

位。 

已发现和查明世界最大钨矿—朱溪钨矿和亚洲最大银矿—冷水

坑银矿等一大批矿产资源。近年来，大队积极实施地质矿产与生态文

明建设“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在生态修复领域走在全省前列。 

二、项目主要工作成果 

《江西省浮梁县朱溪外围钨铜矿普查》是中央与省地质勘查基金

联合勘查项目，由省财政与中央财政联合投资，省地质勘查基金管理

中心和中央地勘基金管理中心共同组织实施，省地质局九一二大队承

担具体工作。该项目于 2009 年立项，至 2019 年 12 月完成全区普查

工作，共完成钻探 53 个，总进尺 7.8 万米。项目总投资 1.67 亿元，

其中省财政投资 1.30 亿元，中央财政投资 0.37 亿元。 

截止 2020 年 6 月，项目累计查明钨资源量（WO3）363 万吨（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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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量 5 万吨以上为大型规模，相当于 72 个大型钨矿），WO3平均品

位 0.537%，共（伴）生铜金属量 35.69万吨、伴生银金属量 2037 吨，

实现了朱溪钨铜矿重大找矿突破，钨矿资源储量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超额完成全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钨矿第二阶段目标（全国钨矿目标为

200 万吨），进一步巩固了江西钨矿资源储量世界第一的地位，同时

也大大提高了我国钨矿资源保障程度，增强我国钨矿在世界的话语权，

对矿产资源储备、指导钨矿勘查及今后矿产资源开发均具有重要的意

义。 

项目成果荣膺部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地质学会十大地

质找矿成果奖、自然资源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优秀找矿成果奖、江西

省地矿局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同时项目组被评为全国“工人先锋号”、

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省级“青年文明号”、省共青团“青年雷

锋岗”等多项荣誉称号。 

三、主要科技创新 

（一）理论创新  

朱溪铜钨多金属矿床属与岩浆作用有关的矽卡岩型矿床，但又具

有其独特的成矿特点。通过对该区成矿地质背景、典型矿床、成矿模

式和找矿模型、成矿预测及示范验证等多方面综合研究，突破了前人

“热液脉型”和单一矽卡岩型矿床的认识，建立了有别于典型矽卡岩

型矿床的朱溪式矽卡岩型矿床成矿模式：北东东向推滑覆产生的层间

滑脱带形成的“Si/Ca”界面控制了厚大似层状矽卡岩型钨铜矿体，

产状变缓处是成矿有利地段；构造与岩体控制了蚀变花岗岩及钨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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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裂隙系统控制了细脉-网脉状云英脉型钨矿体与热液脉型铜铅锌

矿体。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矽卡岩型矿床围绕岩体接触带附近分布的成

矿模式，丰富了矽卡岩型矿床的内涵（创新点），总结了该类型矿床

找矿标志。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朱溪式矽卡岩型矿床综合找矿勘查新

模型，显著提升了钨矿床的勘查与研究水平。 

（二）技术方法创新 

1.深部勘查（地物化）技术组合与矿体定位技术 

在找矿勘查工作中，以成矿系列理论为指导，紧紧围绕“脉（上

部的岩脉、铜锌矿脉）”、“层（浅部似层状矿体）”、“面（石炭系黄龙

组与新元古界万年群构造结构面）”、“体（深部隐伏花岗岩体及其相

关矿体）”科学部署勘查工作，丰富了“以脉找体”的内涵。其次根

据成矿系列与蚀变花岗岩-矽卡岩成矿理论，推测脉状矽卡岩底部可

能存层状矽卡岩和隐伏中酸性成矿岩体。 

2.创新深部钻探工艺 

朱溪矿区已完工钻孔 51 个，其中：1000~1500m 钻孔 12 个，

1500~2000m钻孔 19个，2000m以上钻孔 10个，我队在施工中大胆创

新，改进工艺技术，总结了重配套钻探设备、增大钻头外径、提高钻

探效率、控制深孔孔斜、优选冲洗液等一系列钻探工艺经验，屡次创

造了江西省固体矿产勘查深部钻探第一的业绩（ZK1814 孔最深

2430.35m）。 

自 2010 年以来，我队长期在朱溪矿区进行深孔钻进实践和钻进

工艺摸索与总结，2019 年 3 月，获得了“一种高效率绳索取心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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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导向防斜组合钻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该专利的发明，极大地提

高了岩心钻进效率，降低了底部钻具的弯曲空间达到防斜目的，降低

了钻探成本，创造了江西省螺杆纠斜深部第一的成绩（孔深 1600m）。

创新的深部钻探工艺已在全省多个地勘队伍得到了推广应用。 

3.创新了地质找矿新机制 

（1）宏观调控机制：由政府主导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矿业权

设置，财政专项重点投入，找矿成果应用和战略储备。 

（2）基金联动机制：发挥中央与省级地勘基金资金投入、组织

协调优势和承担勘查单位技术优势，集中投入，实现快速突破。 

（3）专家决策机制：聘请院士、专家现场指导、技术把关为项

目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大大降低勘查风险。 

（4）产学研用机制：以科研指导勘查施工，以钻探验证科研成

果并推广运用；着力培养了一批优秀地质人才。 

（5）绿色勘查机制：以“抓大放小”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勘查

工程“复绿复田”，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和绿色勘查开发积累了经验。  

四、质量管理创新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在不懈地追求中完善，在不断地完善中完美。

朱溪项目部将大队的“用户至上，质量第一”质量理念，体现在作业

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体现在第一个环节的每一处细节。每一个环节和

细节之中尽精微，求精到。没有止境，没有最好。 

朱溪项目部按照创建江西地质典型工程目标要求，坚持“三零全

闭合”管理目标，以零事故、零缺陷、零违规、全闭合，确保地质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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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各项工程评定优良率不低于 95%，确保不因管理原因形成工作质量

缺陷及工程事故。项目生产、技术及质量会议安排工作闭合率 100%。

质量管理体系年度内审、外审过程中无不合格项。整改回复率 100%。 

在这样强烈的质量决定生存的使命感下，项目部明确将整体提高

全员质量意识为目标。把危机教育作为全员意识的重要内容，同时在

抓好全员质量意识的整体提升上，还在各作业小组营造比质量、上水

平、做贡献的竞争氛围，不断提高员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员工

对质量的认同感，真正引导员工树立以“改善质量为荣，损害质量为

耻”的荣辱观。各作业小组在工序质量和工作质量上不断完善标准、

树立标杆，自我超越，通过扎实的工作，不断缩小在质量管理上的差

距。 

通过加强质量管理工作，项目部在质量管理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

和成绩，项目部质量保障能力得到了提高，项目部各作业小组质量管

理体系建设得到了加强，总体保证了质量水平的稳定和提高，分项工

程质量抽检合格率保持在百分之百，单位工程质量水平不断地提升。

2020年 1 月 7～8 日，江西省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组织了有关专家

对项目进行了野外验收，专家组认为：项目组提供的地质资料齐全，

图件清晰、记录内容真实齐全，总体质量好，野外验收评为优秀级。 

朱溪项目部以影响单位发展的质量重点、难点、焦点问题为关注

点，充分运用群众性 QC 小组活动、质量信得过班组建设、技术革新

和攻关等方式方法，创新思维，创新方法，解决一批影响工作质量的

重大和疑难问题，并培养锻炼出一批具有较高素质、善于攻坚克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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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和技术人才，夯实单位发展的人才队伍基础。通过不懈努力，

朱溪项目部“用户至上、质量第一”的质量理念日益浓厚，质量意识

显著增强，机制功能得以强化，流程得到优化，取得明显成效。 

朱溪钨铜矿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战略意义

及学术意义，但同时，她也像一个广阔无垠的百宝箱，留有无尽的未

知等待着人们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