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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 井三维项目工区位于天山北麓，

天山雪水融化形成了两个巨大的冲积扇，

冲沟众多，全部填埋在大雪之下，表面看

起来一马平川，实际上有许多暗沟暗渠。

同时，工区内工农业发达，30 多个村庄、2
个工业园区、50 多家工厂，对炮点布设和

震源通行提出了最为严峻的挑战，考验着

273 队技术人员的判断力和技术功底。

针对复杂的环境，273 队采用“4+3”

的方案，通过“四次预设计+三次现场放

样”，解决了炮点布设的难题。

273 队邀请装备服务处技术人员用

无 人 机 对 整 个 工 区 拍 摄 了 高 清 航 拍 卫

片。航拍的高清卫片能精确地分辨出道

路、管线、水网、水库、厂区、村镇和农田的

边界，指导地震队开展预设计工作。273

队技术人员在航测卫片的基础上对工区

进行详细踏勘，大到国道省道、小到乡村

道路，只要是车辆能走的地方，全部跑一

遍航迹，绘制出工区整体道路图，并根据

道路图进行了第一轮炮点预设计。为了

尽可能地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同时也降

低地震队的青赔额度，施工人员又针对工

区障碍物进行了第二次现场踏勘，详细勾

勒障碍物边界，把厂矿、水库、桥梁、公益

林进行精确划分，特别是冬季施工中，有

部分被积雪覆盖的地区，仅通过航拍无法

识别，地球物理师带领施工人员到现场逐

点复核检查，重新调整炮点位置，进行了

第二轮、第三轮炮点预设计，最大限度地

还原工区实况，为野外生产提供精准依

据。

针对当地政府水利部门下发专门文

件，重新划定了一批高危水库，273 队将

高危水库的施工安全距离由 300 米调整

到 500 米。技术人员积极应对，进行了第

四次预设计，重新调整了水库周边的炮点

位置，测量组再针对这些调整的点位进行

了第三次放样。放样过程中，测量组对测

量成果逐点、逐区再进行踏勘，对踏勘区

的炮点进行反馈。技术人员结合这些反

馈，进行可控震源行驶轨迹设计。

地震队把震源行驶轨迹导入可视化

导航软件，每个震源只要带着导航软件，

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个沟怎么绕、哪条路

怎么走、哪块农田怎么进，保证把农田碾

压的损失降到最低。

从 8 月份第一次踏勘开始，预设计先

后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采用“4+3”的预

设计和现场放样，破解了炮点布设的难

题，充分做好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实

现了开工之日就是高效采集之时。

阜康凹陷，是准噶尔盆地东部非常有利的油气富集区。近几

年来，新疆物探处 273 队已先后在这一地区实施了多个三维勘探项

目，去冬今春，承担了双 1 井勘探项目的 273 队再次来到阜康。项目

工区地表复杂，工农业发达，冬季施工安全隐患多、炮点布设困难、

协调难度大，重重难题摆在了 273 队面前。

面对困难，273 队创新生产组织模式，强化“七分准备”工作，超

前介入，打出了一套促进项目提质增效的组合拳，破解了生产难

题，实现了项目安全优质高效运作。

三元多次方程巧解双1井

双 1 井三维工区地表条件非常复杂，

工农业发达，村镇、工厂密集，铁路、国道

穿越工区，给项目炮点布设、震源通行、排

列摆线、青苗赔偿等工作都带来了很大的

困难。

面对困难，如何让施工各个环节无缝

衔接，让生产高效，实现“开工之日即是高

效采集之时”？273 队领导班子从源头上

想办法，认真分析影响项目的关键点，把

施工效率、项目安全和工农协调列为了重

点环节。273 队大胆开展管理创新，首次

尝试把与这些重点环节密切相关的施工

组、HSE 组、青赔组三组合一，成立了一

个 QHSE 组，实行大班组管理，实现了 1+
1+1＞3 的效果，促进了项目提质提效。

在过往的施工中，施工组只负责从技

术角度考虑炮点的预设计点位，只考虑施

工如何高效，HSE 组只负责从安全的角

度考虑道路通行条件，协调组只负责工农

协调和青赔，大家各司其职，交集很少，很

少主动站在其他班组的角度思考问题。

在双 1 井项目施工中实行大班组管

理后，三个班组紧紧捆绑在一起，从炮点

预设计、震源路线预设计的环节开始，安

全工作和工农协调工作提前介入，在预设

计时充分考虑到安全行车和青苗赔偿工

作，考虑行车路线中有没有安全隐患，考

虑碾压的面积能不能再小一点，青赔的金

额能不能降得更低，实现了三个班组站在

同一个高度、多维度思考，形成了项目高

效运作的合力，从源头上实现了本质安全

和提质增效。

谈到大班组管理，原施工组组长吴涛

深有感触，他说：“以前各个班组相对是独

立的，大家只是遇到了问题才会碰到一

块。实行大班组管理之后，被动式的沟通

变成了主动的沟通。安全员发现了质量

上的问题会主动反映，施工员发现了安全

上的隐患也会思考并提出建议，共同商量

解决办法。”

在双 1 井项目，打破固有班组间“隔

离带”的思路还不仅仅局限于这三个班组

的合并。在制定震源行车路线的时候，

QHSE 组还吸纳了几名经验丰富的震源

手加入其中，除了考虑安全、质量、青赔的

因素外，还让震源手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考

虑路线设计的合理性，农田村庄里的巷

道、坡道、拐角路段到底能不能通行、适不

适合通行，震源操作手从设计之初就参与

进来，把所有能预想到的准备工作都做在

开工前，把“七分准备”做到了极致。

过去在农田施工，震源误车频繁，都

要成立专门的挖车小组 24 小时在工地待

命 ,随时“解救”被困震源。然而在双 1 井

项目施工中，由于实施大班组管理，准备

更加充分，没有发生一起震源误车的事

件，“1+1+1”实现了大于 3 的效果。

“1+1+1＞3”——大班组管理促提质增效

“4+3”=超前策划——多轮预设计做实七分准备

双 1 井区三维工区内包含滋泥泉子、

甘河子 2 个镇、1 个上户沟哈萨克民族乡

和 1 个兵团土墩子农场，分属于阜康市和

兵团农六师，区内村镇密布、人口众多、企

业聚集，给 273 队的工农协调工作带来了

很大困难。

273 队在这个地区连续多年施工，虽

然对周边环境比较熟悉，但是工农协调工

作一刻也没有放松。他们提前 2 个多月

到辖区村镇展开调研和协调工作，主动和

阜康市取得联系，由阜康市市长召开市级

协调会，再到镇政府召集各个中心村的村

长、书记召开协调会，最后走乡串户到每

一个小村、每一户农家去协调，讲解石油

勘探的重要意义，讲解赔偿政策和措施，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村民，不要挪动地

里的小旗子、不要挪动地里的各类设备，

先让施工车辆通行，后续再谈青苗赔偿

等。273 队在工区范围内先后召开了 20

多场现场协调会，用超前的工作和多轮次

耐心细致的讲解赢得了工农和谐。

新疆地区由于干旱缺水，农业全部采

用滴灌，需要在地表布设大量水利设施，

沟渠、管线、毛管像一张巨大的网覆盖着

农田，深入到每一株农作物的根部。在上

户沟乡幸福路村，村长对于滴灌毛管的赔

偿方案提出了异议。 273 队工农协调员

王建军在油田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村

委会，耐心细致地讲赔偿方案、讲政策法

规，承诺赔偿款到位期限。与此同时，273
队的技术人员也从预设计环节着手，重点

考虑青赔和农田保护工作，如何尽可能的

保护农田和灌溉设施，避开主管线，尽量

不进入农田内部，减少农民的经济损失。

在炮点设计上，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在长

条块状的地里，能偏移出去尽量偏移，实

在偏不出去的炮点尽量按照直线排列，减

少农田行驶里程。在震源路线的设计上，

限定好每块农田的进出口，两点一线，要

求所有的车辆必须从同一个口子进、同一

个口子出，不得随意碾压。

双 1 井区三维项目震源采用两台一

次施工。地震队要求两台震源不能并排

走，尽可能地减少碾压。只要在施工过程

中，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两台震源永

远是一前一后前进，车行同一道辙。

在施工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减少当地

农民的经济损失，施工组根据农田区种植

作物的实际情况，选择避开枸杞、中药材

等价格昂贵的经济作物种植区，不断优化

预设计方案，降低工农赔偿费用。

为了让震源这个庞然大物顺利地通

过农田内灌溉水渠、沟壑和农场主布设的

铁 丝 网 ，273 队 组 织 人 力 成 立 了 修 路 小

组，修路、填路、垫沙袋。施工中，他们修

补道路 51 处，与农场主协商打开供震源

通行的路口 30 余处。在该区域采集结束

后，修路小组又把水渠道路和铁丝网全部

恢复了原貌。

273 队在这个地区多年施工，积累了

丰富的施工经验，他们耐心的政策讲解、

细致的工农工作，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换

来了工农和谐，助力双 1 井三维勘探项目

顺畅、高效运作。

超前×细致=工农和谐——耐心细心换真心

技术人员研究采集资料。

技术人员在仪器车指挥生产。

工农员入村入户协调工农关系。

——新疆物探处273队双1井三维勘探纪实

■潘源 孙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