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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地矿局：全过程数字化勘查 让精准探知地下矿藏不再难
2022-01-10

“我们在全国率先开展固体矿产数字勘查，实现了矿产勘查从普查到详查、勘查全过程数字化。”日前，在贵州省地矿局举办的“数字勘查”媒

体见面会上，该局首席科学家周琦言语之间透着自豪，“过去野外地质矿产勘查工作数据采集较为落后，都是人工野外作业并采用手工整理

和记录，现在要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它的数字化转型，我们第一步做的就是数字勘查。”

  为破解长期以来地质勘查数字化转型难题，贵州在国内率先开展数字勘查，推进地质工作与大数据融合发展，实现了地质勘查全过程数

字化。

  “亚洲第一”带来的数字化命题

  我国是锰矿石和锰系材料的消费大国，每年有70%的锰矿需要从国外进口，锰资源十分紧缺。过去，贵州找矿，沿用的是苏联科学家在

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沉积型锰矿找矿理论。

  从2005年起，贵州省地矿局以周琦为首的103地质队找矿团队立足贵州锰矿成矿条件，在大量野外考察、勘查的基础上提出“古天然气

渗漏沉积成锰”成矿理论。

  依据这一新理论，贵州在铜仁探明普觉、高地、道坨和桃子坪4个世界级超大型锰矿床和中国第一个特大型富锰矿床，实现我国锰矿地

质找矿有史以来的最大突破。

  贵州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锰资源基地，锰矿石资源储量跃居亚洲第一，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国家锰矿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

  不过，在传统的矿产勘查中，地质填图、钻孔编录、计算制图等无一不是靠纸质记录。繁琐、低效，成为制约地质勘查工作发展的瓶

颈。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的大数据发展如火如荼。是否可以利用大数据的红利，让地质勘查搭上数字化的快车道

呢？这成了摆在贵州省地矿局党委书记、局长付贵林面前的一道新命题。

  为此，从2016年起，在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的支持下，贵州省地矿局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吴冲龙教授团队合作，开始了数字勘查的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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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颠覆传统矿产勘查模式

  “数字勘查”第一步是勘查的全过程数字化和信息化。

  这就意味着，原先以纸质的方式来留存的各种地质数据和资料，都要按标准录入数据库，为后续的图件编绘、综合研究和储量估算提供

数据支撑。

  面对新的数据采集方式，一开始，很多人不习惯。贵州省地矿局通过集中培训、野外现场演示等方式，让一线技术人员熟练掌握数字勘

查技术。

  周琦到矿区现场指导，他鼓励大家大胆尝试。“野外数据采集就像修房子，首先要打好地基。数据录入完整，地基牢固才能在上面建成

高楼大厦。”

  “今后不用带笔和纸到现场了。”在矿区现场，年轻的技术骨干沈红钱用平板电脑给大家演示，“平板电脑里，数据编录不重复，只要填

写一张表格，其他表格中相同的内容便自动更新……”

  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化之后，数据计算、绘图、建模都不用人工了。沈红钱的演示，让大家深受震撼：数据经电脑自动计算分毫不差。

更让大家称奇的是，原本需要手工一个月才能完成的图纸，在平板电脑里，一个上午就完成了，而且很精确。

  原来，吴冲龙教授带领的团队研发的固体矿产勘查信息系统，其编图子系统可完成对勘查区地形地质图、钻孔综合柱状图、勘查线剖面

图、矿体投影图、资源量估算图等各类图件和表格的自动化编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此，身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矿信息系统研究所所长的吴冲龙解释说，通俗地说，数字勘查就是实现勘查全过程“无纸化”操作。

“我们把地质工作的海量数据转化为计算机能够重组管理、统计和定量分析的内容，使之数据化、信息化……”

  矿产勘查过程实现无纸化

  数字勘查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运用各种探矿手段、综合分析勘查数据来查明工业矿床。其中，在勘查数据基础上进行成矿预测是数字

勘查的关键和难点之一。

  一开始，不管用什么手段，“三维模型”始终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果不攻克这个技术难题，成矿预测就无从谈起。

  “数字勘查的三维建模之后，我们可以准确计算出这个矿床的资源量，它有没有断层和被破坏，它距离地表有多深，周围有哪些介质，

包括不同矿石类型的空间及品位分布，都能看出来。它就像人去做一次CT或者核磁共振一样。”周琦说。

  为攻克技术难题，年过七旬的吴冲龙带着技术骨干深入贵州的勘查现场，查找问题症结。经多次试验操作，一个漂亮的三维模型终于出

现在电脑上。

  由此，贵州省地矿局开始将矿产数字勘查技术运用到全省重点矿产资源大精查之中，开始初见成果。今年7月，松桃高地超大型锰矿床

提交富锰矿石资源量7535.15万吨，锰平均品位为25.64%，是我国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个超大型富锰矿床。

  这仅仅是数字勘查的“牛刀小试”。

  如今，经过两年多的摸索，贵州省地矿局与吴冲龙教授团队合作研发出一套固体矿产数字化勘查体系，成功实现了矿产勘查过程中无纸

化的流程。

  接下来，贵州省地矿局将紧紧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战略，充分利用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等的机器学习方法进行数据挖掘，构建“全体数据

+三维结构+挖掘模式”的成矿预测新模式，形成在全流程中顺畅流转的勘查大数据链，为成矿预测和圈定找矿靶区提供智能化决策依据，助

推贵州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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