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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岛北部海域金矿海上钻探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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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东莱州三山岛北部海域金矿钻探工程项目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至 ２０１５ 年底结束。 施工陆地与海上钻孔 １３８
个，总工作量 １５万余米，合同额 ２．４亿元。 此项目属于施工周期长、工作量大、投资额高、施工机台多、施工管理难
度大的超大型钻探工程项目。 因其涉及海上钻探，施工环境、交通运输、实施手段都较陆地钻探有很大的不同。 结
合该项目海上钻探实际的施工管理情况，从设定组织机构入手，重点对工程的安全、进度、质量、成本等管理方面进
行研究、分析，细分各岗位职责，严抓重点工序与关键环节，提出了一套适合海上钻探施工的安全、科学、高效的管
理方法，可为类似海上钻探项目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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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地理环境

三山岛北部海域金矿钻探工程项目勘探区位于

莱州市北约 ２６ ｋｍ，与新建的莱州港为邻，行政区划
隶属于山东省莱州市三山岛工业园区（三山岛街道
办事处）。 地处渤海海湾，位于三山岛北部海域及
小部分海岸区域（参见图 １）。 区内近岸及海底地形
低平，海拔标高－５．８０ ～＋２．００ ｍ，属滨海平原沉积
地貌。
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南风，次为东北风，一般 ４ 月

份风速最大，历年 ４ 月份平均风速为 ４．５ ｍ／ｓ，台风
季节一般在７—１０月份，历年最大风速曾达３４ ｍ／ｓ。
海区自 ９月至翌年 ４ 月盛行北和西北风，常有西南
大风出现。 ４—７ 月盛行南和东南风，这是夏季季
风。

勘探区的风浪大致与风相似，浪向季节变化明
显。 １０月至翌年 ３ 月，整个海区盛行偏北向浪，其
中 １２月至翌年 ２月以北和西北向浪为主。 ６—８ 月
为夏季偏南向浪盛行期，以南向浪为主。 其它月份
为过渡期，南向浪和北向浪出现频率无明显差别。
冬季整个海区平均风力最大。 风浪频率变化于
５５％～７３％，年平均 ６５％；常浪向出现于 Ｓ 和 ＳＳＷ
向，次常浪向为 ＮＮＥ 和 ＮＷ向；强浪向出现于 ＳＷ、
ＷＳＷ和 ＮＥ向，次强浪向为 ＥＳＥ向。
根据屺姆岛海洋观测站近 ２０ 年的观测资料统

计计算：风浪的主浪向有两个：一个是南主浪向，Ｓ—
ＳＷ 风浪频率占全年的 １９％， Ｓ 向最高，为 ９％，
ＳＳＷ、ＳＷ 向次之，各占 ５％；另一个主浪向偏北，
ＮＮＥ、ＮＥ 向共占全年的 ２４％，ＮＥ 向最高，为 １４％，
ＮＮＥ向为 １０％。 Ｅ—ＳＥ各向最小，均不足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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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项目施工区域地理位置图

涌浪的主浪向只有一个，在偏北方向。 ＮＮＥ 向
频率最高，为 ６％，ＮＷ、Ｎ向频率较低，均为 ３％；Ｅ—
ＳＳＥ各向来出现涌浪。

多年的平均波高、各月 H１／１０ 的平均值，秋冬
季较大（０．６ ～１．１ ｍ），１１月—１月最大，平均为 １．１
ｍ；夏季较小，６—７ 月为全年最低的月份，其值均为
０．２ ｍ。 多年的各向平均波高的平均值偏北向较大，
为 １．４ ｍ；Ｅ—Ｓ各向较小，为 ０ ～０．２ ｍ。 多年最大
波高的最大值为 ７．２ ｍ，出现于 １ 月；２ 月次之，为
６．６ ｍ；６月最小，为 ３．０ ｍ。 多年各向最大波高的最
大值，ＮＥ向最大，为７．２ ｍ。 ５．３ ｍ以上的最大值分
布于 ＮＷ—ＮＥ 范围内；最小的极值在 ＥＳＥ 方位，其
值不到 ０．１ ｍ。
1．2 项目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年，为探明三山岛金矿延伸情况，在海域
布设了 ３个钻孔。 但由于经费问题仅实施了 ２个钻
孔，且见矿情况不甚理想。 ２０１２ 年后，随着探矿权
的转变，黄金行情的走高，三山岛北部海域金矿勘探
前景与外部环境良好，业主加大了对勘探的投入，根

据设计布设了３８个钻孔，要求工期为２０１２年１月１
日—２０１３年 １ 月 ３１ 日，并提交详查报告。 但随着
工程的实施，勘探效果越来越理想，地质设计进行了
更改，钻孔由 ３８ 个增加为 ９１ 个。 ２０１３ 年，业主将
三山岛北部海域金矿详查项目总承包于我单位，此
时地质设计与施工可以完美协调，共设计 １９ 个钻
孔，且多为海上深孔。 ２０１４ 年因探矿权变更与黄金
价格走低等原因，项目工作停止。 ２０１５ 年又重新启
动，开始勘查工作参见表 １。

表 １ 三山岛北部海域金矿勘查项目近几年的钻探工作量

合同签订
时间

计划工作

工作
量／ｍ

钻孔／个
海上 陆地

实际工作

工作
量／ｍ

钻孔／个
海上 陆地

备注

２０１１ －０５ 怂３６００ 帋３ 0０ �２７６２ DD．０６ ２ d０ 1
２０１１ －１２ 怂２７５０ 帋０ 0３ �２８０３ DD．１６ ０ d３ 1
２０１２ －０２ 怂５００００ 帋２１ 0１７ �９１２８６ DD．８４ ３７ d５４ 1施工总承包

２０１３ －０１ 怂２３９８４ 帋１７ 0２ �２５１２８ DD．２４ １７ d２ 1
２０１５ －０１ 怂２９０１４ 帋４ 0１９ �２８３８４ DD．８９ ４ d１９ 1工程总承包

总计 １０９３４８ 悙４５ ＋４１ �
８６ 拻１５０３６５ ＨＨ．１９

６０  ７８ ,
１３８ 鬃

海上工作量／ｍ ７５０５４ K７２１８５   ．３２

６８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７年 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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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管理工作概况
2．1 项目前期管理情况

项目前期工作量较少，设计工作量仅为 ３ 个钻
孔，且工期较为宽裕。 项目采用单机直线式管理，由
机长作为施工负责人，其他部门或人员则根据施工
需要予以配合（参见图 ２）。

图 ２ 项目前期的管理组织机构图

在项目前期实施的过程中，机长担负的职责较
多，既是施工的组织者，又是项目的管理者，且对其
他辅助人员没有直接调动的权力，需要通过部门经
理根据需要从单位派遣。 班长、钻工、炊事员等仅作
为被管理者，无主观能动性。

分析项目前期管理情况得出：（１）管理效率低
下，项目指令传达较慢，配合工作迟缓；（２）管理责
任明确，但机长的工作压力大，任务繁重，人性化欠
缺；（３）项目现场管理成本低，人员少。
总之，该管理模式仅适用于工期长、工作量小的

生产项目。
2．2 管理工作调整的必要性

２０１２年初期，业主签订了３８个钻孔的施工合

同。 但随着钻孔的实施，又增加了 ５３ 个钻孔，钻探
工作量猛然翻倍，但工期不变。 且很多钻孔施工深
度不明确，需根据见矿情况确定。
施工规模扩大：工程量的激增，单孔施工的无计

划性，在工期不变的条件下，导致投入设备与人员增
加。 施工机台由最初的 １０个，达到高峰期的 ５２ 个，
施工人数达到 １０００ 余人。
工程复杂性增强：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ｍ 之间的钻孔个

数占设计钻孔总数比例较大（见表 ２）。 深孔相对浅
孔施工周期较长、时间不确定性大，事故处理复杂，
投入的管理与占用的资源也相对较多。

表 ２ 三山岛北部海域金矿勘查项目钻孔设计情况

合同签
订时间

不同孔深钻孔个数

①
０ ～５００ ｍ
海上 陆地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ｍ
海上 陆地

②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ｍ
海上 陆地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ｍ
海上 陆地

比例
①／②

２０１１ －０５ ２  
２０１１ －１２ １  ２ 鲻１／２ 览
２０１２ －０２ ４ n１４ O７ '１６  ２２  １４ 鲻４ 种１０ 屯４１／５０ 梃
２０１３ －０１ １ n４ '１  ４  １ 鲻８ 种６／１３ 栽
２０１５ －０１ ３ O３  ２  ９ 鲻２ 种４ 屯６／１７ 栽
合计 ５ n１７ O１１ ;２１  ３０  ２６ 鲻１４ 觋１４ 屯５４／８２ 梃

工程特殊性增加：海上钻孔的布置相对计划增
加了近 １倍（见表 ３），且主要集中于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ｍ
的孔深段。 海上钻孔实施环境的特殊性，造成实施
手段（借助海上平台作为场地）、运输条件（船载运
输）相较于陆地钻孔差别很大。 以往的钻探施工管
理已不能完全指导项目的顺利实施。

表 ３ ２０１２ 年三山岛北部海域金矿勘查项目海上钻孔设置情况

阶段

不 同 孔 深 钻 孔 个 数

０ ～５００ ｍ
个数 陆海总数 比例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ｍ
个数 陆海总数 比例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ｍ
个数 陆海总数 比例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ｍ
个数 陆海总数 比例

总个数 陆海总数 比例

计划 ０  ０ n０ 　５ ǐ９  ５／９ c６ [１３ ⅱ６／１３  １０ 趑１６ <１０／１６ 览２１ ＃３８  ２１／３８ 换
实际 ４  １８ n４／１８ 葺７ ǐ２３  ７／２３ w２２ [３６ ⅱ２２／３６ &４ 趑１４ <４／１４ �３７ ＃９１  ３７／９１ 换

3 创新施工组织管理
3．1 明确项目组织管理核心

安全、科学、高效、持续改进。
3．2 确定以钻探生产为核心的管理组织结构

3．2．1 构建项目管理组织机构（参见图 ３）
我院高度重视此次项目工作，为了保证该项目

的顺利实施，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并聘请国内钻探
专家、地质专家指导项目开展；同时成立了项目部，
项目部按照工程涉及的专业不同划分小组，项目 图 ３ 三山岛北部海域金矿勘查项目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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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指挥由院领导兼任。 项目总指挥总揽全局，负责
重大项目决策。 确定以钻探生产为核心，其他各小
组配合钻探工作实施。 钻探组则根据施工程序与关
键点进行详细分工，但统一服从钻探组负责人安排。
3．2．2 明确岗位职责

三山岛北部海域金矿勘查项目主体工程是钻

探，钻探投入人力、物力占据了项目的 ９０％以上。
且生产环境复杂、实施过程安全隐患与不确定因素
较多。 为保障施工安全与施工质量，按照合同工期
完成项目，钻探项目组结构架设要求完整，配备人员
相对齐全。 项目部配备项目经理 １ 人，负责总体钻
探项目生产及现场协调，确保钻探进度、质量。 钻探
技术负责 １人，组织技术人员完成钻探项目的总体
方案以及单孔设计，解决施工中的技术问题。 行政
主任 １名，主要负责后勤协调与外部关系的处理。
其他人员按照项目确定的总体方案以及职能分工，
履行自身职责，共同完成生产任务（见表 ４）。

表 ４ 钻探项目人员职责细分表

序号 部门／岗位 人数 职  责

一 行政处 ５ 儍钻探工程的“司令部”，决策与管理
１ 项目经理 １ 钻探项目生产的安全、协调及进度、质量、成

本等

２ 行政主任 １ 主要负责后勤协调、物资保障，协助处理外部
关系

３  核算员 １ 儍财务核算、成本分析
４  材料员 ２ 儍物资采购与储备

二 技术组 ２ 儍钻探工程的“参谋部”，技术攻关与辅助
１  技术负责 １ 儍协助项目经理解决技术问题，主抓技术工作
２ 技术员 １ 主要负责封孔、事故处理、冲洗液的调整、新

技术的使用等

三 后勤保障组 ９ 儍钻探工程的“后勤处”，车船运输与海上救援
１ 安全员 ２ 钻探项目施工安全，重点工作为海上天气提

醒与平台周期性检查

２  船长、船员 ３ 儍平台拖运、物资、人员运输
３  司机 ２ 儍车辆驾驶

４  电工 １ 儍低压电作业

５  机修工 １ 儍机械、设备维修以及简单焊接加工
四 平台安装组 ３ 儍钻探工程的“装备部”，钻探场地的架设
１  定位员 １ 儍负责钻探平台的定位

２  安装指挥 １ 儍总领平台安装工作

３  吊车司机 １ 儍吊运平台箱体、管桩、钻探设备等
注：平台安装由钻探生产组人员辅助进行
五 钻探生产组 １８ 儍钻探工程的“作战部”，钻探施工生产
１ 机长 １ 负责单孔钻探生产的组织安排以及进度、质

量、安全
２  班长 ３ 儍钻机操作、负责本班的安全、质量与生产组织
３  钻工 １２ 儍协助机班长，按照岗位职责实施工作
４  炊事员 ２ 儍负责机台人员伙房

注：钻探生产组人员按照单孔施工配置，其他小组则是服务于整
个项目

钻探生产组食宿安排在靠近施工海域的陆地上

（租房或搭建临时用房）。 项目配备 ２ 艘符合海事
部门要求的交通船专门接送海上作业人员。 在施工
时，一艘交通船抛锚停放在最远平台附近，以备施工
期间有紧急情况时使用。 遇到特殊情况（如大风大
浪天气时）海上人员必须全部撤到岸上。
工作制度：钻探生产组实行三班十二小时轮班

制度，停钻时只白天上班８ ｈ。 除钻探生产组外其他
人员统一住在项目部，以方便生产的安排与调度。
当机台出现事故或电工作业、维修时，根据作业

时间长短决定技术员、电工、机修工是否跟随机台以
方便作业。
3．3 强化安全管理，严抓安全关键点
3．3．1 制定安全管理目标

（１）杜绝责任性因公死亡、交通死亡和重伤事
故。

（２）不发生责任性中毒事故和新的职业病患者。
（３）责任性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总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０元，轻伤事故不超过 ３人次。
3．3．2 坚持六大安全管理原则

（１）岗位安全职责明确化。
（２）安全防护提前化。
（３）安全奖惩严格化。
（４）安全检查程序化。
（５）事故追查可循化。
（６）安全监督有责化。

3．3．3 辨识安全管控重点，加强人员控制
在项目实施之初，通过调查问询与专业分析，从

五大施工因素“人、机、物、法、环”着手，着眼施工各
个环节，明确平台、交通工具、钻探生产、安全防护、
特殊作业、食品等 ６个方面为项目的安全管控重点。
并通过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与监督责任的确定，
加强对关键点的控制（参见图 ４和表 ５）。

图 ４ 项目安全关键点辨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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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安全关键点的控制

安全
关键点

环节／
类别

控 制
控制人 控制方式

监 督
监督人 监督方式

平台
制作 平台组 质检 安装指挥 岸边拼装质检报告

安装 安装指挥 安装说明 安全员 平台专业检查

交通工具
船只 船长 维修 安全员 维修保养记录

车辆 司机 定期保养 行政主任 保养记录

钻探生产
搬运 搬运人员／吊车司机
生产 钻探人员

严格执行操作
规程

安全员／机长 现场监督

班长／机长／安全员／项目经理 日常检查／经常性检查／全面检查／抽查

安全防护
使用 钻探人员

安装 机班长

按照相关规定
使用、安装

班长／机长／安全员／项目经理
机台生产组／安全员、项目经理等

日常检查／经常性检查／全面检查／抽查

特殊作业
焊接 机修工

电工 电工

严格执行操作
规定

现场人员 现场监督

食品
质量

制作
炊事员 按照相关规定 项目所有人员 查看

3．3．4 落实项目安全管理要求

（１）建立健全两级安全领导小组：项目部安全领
导小组以项目经理为组长，安全负责为副组长，各小
组负责人为二级主管；施工现场以机班长为组长，记
录员为副组长。

（２）制定安全管理工作方案，加强安全检查与隐
患整改的落实与记录。

（３）按照相关规定配备安全指示牌与警示标志。
（４）设备的安全检查与日常维护按照院资产科

相关规定与要求执行。
（５）明火作业符合相关规定，防火器材保证配备

齐全、有效。
（６）严格执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加强岗位操作

规程与劳动纪律的培训与教育。
（７）现场应急演练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单孔施工

至少进行一次。
（８）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定项目经理为第一

负责人，安全负责为第二负责人。
（９）严格执行岗前培训与新工人的三级安全教

育，特殊工种作业必须持证上岗。
（１０）劳保用品质量合格、发放及时，防护用品按

照规定配备齐全、保证有效。
3．4 树立工程质量意识，健全质量管理体制
3．4．1 确定项目质量目标

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保证钻孔
质量符合合同与地质设计要求。 主要质量指标：（１）
取心质量合格；（２）钻孔轨迹质量合格；（３）封孔质
量合格；（４）记录准确、完整；（５）原始资料准确、齐
全。
确保钻孔合格率 １００％，优秀率 ９０％以上。

3．4．2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

为确保成果质量符合有关规范、规程要求，树立
金牌工程，院对项目组提出“严格质量标准，提高质
检档次”的要求，并对项目实行全过程的质量监理。
建立以院长、总工程师领导下的全面技术质量管理
体系。 实行院队抽查、地质监督、项目组专查、机长
检查、作业班组自查互查的五级技术质量管理体系
（参见图 ５）。

图 ５ 质量管理体系结构图

3．4．3 完善质量管理制度

项目的各项工作质量必须符合三山岛合同与地

质设计中的有关规定，建立以项目负责人和机长为
核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项目负责人为本项目质量第
一责任人，技术负责为项目质量第二责任人，机长为
单孔质量第一责任人。 项目质量管理对影响钻探质
量的诸因素进行有效的控制，确保钻探质量。
3．4．3．1 建立完善的钻探质量管理制度

项目部要严格执行国家枟钻探质量和技术管理
办法枠，明确质量技术管理的目标、标准、职责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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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过程管理的方法。 同时，严格执行枟机台交接班
制度枠、枟机台生产岗位责任制枠等制度，使钻探质量
和技术管理制度化、标准化、科学化。
3．4．3．2 建立高效灵敏的信息系统、及时通报质量
信息

在设计、准备、施工各个阶段都能做到严格执行
地质指令，工程方面严密配合地质工程要求。
3．4．3．3 建立严格的质检制度

质量监督检查是在施工中长期坚持的一种行之

有效的管理方法，本项目要继续发动群众参加质量
管理，强化“自检、互检、专检、送检”制度（参见图
６）。 检查要做到有记录、有签名，对质量不符合要求
的项目要坚决纠正，保证所取得的各种原始资料和
成果质量可靠，准确可信。

图 ６ 检查层次结构图

（１）自检为基础。 自检工作在机台班组中进行。
检查主要内容为：本班组钻探质量情况，所采取的质
量技术措施及效果，建议下一班应注意的一些质量
问题，检查结果要在班报表中填写清楚。 机长应每
班检查一次，检查内容主要包括设备安装、器具配
备、泥浆循环系统、泥浆性能、钻进参数、质量钻具、
岩矿心采取、原始报表和钻孔档案等。

（２）互检为监督。 互检工作在机台交接班进行。
检查内容同自检内容。

（３）专检为整改。 以半个月为时间单位，由项目
经理组织，技术负责，钻探工程师负责检查。 主要检
查内容为：检查施工机台钻孔质量，质量制度执行情
况，质量技术措施可行性，开展全面质量管理情况评
估等，并征求地质部门对质量技术措施的改进意见。
必要时下发枟钻探质量处罚通知书枠或枟钻探质量整
改通知书枠限期整改。

（４）送检为完善。 钻孔完工后，由项目经理组织
地质组、院总工办相关专家及技术负责、机长召开单

孔质量验收会，对钻孔质量做出全面评价，总结该钻
孔在质量方面采取的技术措施及效果等。
机台、项目部的检查记录和会议记录要按规定

及时填写。
3．4．3．4 质量奖惩制度

实行市场化管理，提高项目施工的质量。 建立
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 机台实行全成本
核算、单孔结算、年底全面考核兑现的管理办法，使
每个人的责、权、利明确，质量与效益、经济利益挂
钩。
3．5 严抓项目进度管理，按时完成施工任务
3．5．1 项目进度目标

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根据合同工期要求
与地质设计要求，按时完工。

（１）钻孔全部按时完工。
（２）原始资料及时提交。

3．5．2 建立进度控制体系与落实相关责任人（见
图 ７）

图 ７ 项目进度控制体系与相关责任人

3．5．3 进度管理控制方法

项目进度管理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调整改变的过

程。 项目根据以往的施工经验，在充分调研与论证
的基础上编制项目进度计划，并以单孔工程为研究
对象，以施工程序（平台安装、钻探设备安装、一开、
二开、三开、封孔等）为进度里程碑，确定进度计划
值。
在实际生产中，通过施工日志收集实际数值。

通过与计划的对比，结合实际实施情况分析偏差原
因。 集思广益共同分析管理、技术、操作上的得失，
将优秀有利措施进行推广，将弊端进行整改。 之后
提出补救措施或重新确定进度计划。 参见图 ８。
3．5．4 实施进度管理的举措

（１）确定晨会（７：３０）与夜间总结会议（１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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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施工进度动态管理控制基本步骤

制度，组织技术负责、材料员、行政主任、安装指挥、
机长等参与会议。 晨会主要目的是明确每天进度目
标，跟踪实施进度。 夜间总结会要求相关进度负责
人汇报进度情况、分析得失以及下一步调整与补救
措施。

（２）加强机械、设备等大型材料申领工作的计划
性，合理储备易损、消耗大的零件或材料，避免生产
材料短缺造成窝工现象。

（３）严格把控管材、设备等入场质量验收，合理
控制关键生产资料的更换。

（４）积极完善施工组织设计、单孔施工方案及事
故处理预案，发挥技术指导作用。

（５）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加强设备、车船等协调
调配工作，保证各项工作衔接有序。

（６）推广钻探新工艺、新技术，提高钻探工程的
生产效率。

（７）签订施工进度责任状，积极开展施工竞赛活
动，实施按劳分配制度，将进度与经济效益挂钩。 严
格落实“超前奖、拖延罚”的责任承诺。
3．6 重视项目成本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3．6．1 项目成本管理理念

控制成本、锁定利润、节约归己、超支自负。
3．6．2 成本管理要求

（１）及时追踪成本核算；
（２）时时监控成本控制；
（３）严格落实成本考核。

3．6．3 成本管理的实施程序

项目成本管理应该在保证工期和质量满足要求

的前提下，采用相应的管理措施，将成本控制在计划
范围内，并应进一步寻求最大程度的成本节约。

该项目成本管理从两个层次进行，一方面是项
目成本管理，从业主问询开始至项目结束终止，历经
成本预测、成本计划、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

析、成本考核等 ６ 个环节（参见图 ９），并在每个环节
将重点工作详细解析，落实项目管理成员成本职责。
另一方面是以单孔工程为基本元进行成本管理，根
据以往施工经验，预测施工成本，制定成本计划，实
施成本控制，最终进行成本核算、分析及落实钻探生
产组即施工人员的成本考核。

图 ９ 成本管理的六大环节

3．6．3．1 成本预测

总项目成本管理：从接受业主委托开始，到提交
报价结束。 主要工作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项目信
息，除主体工程信息（施工难度、外部关系）外，包括
业主的经济实力、对项目的重视程序、竞争对手情
况。 在综合考虑各方面信息后，结合企业定额，提出
两种施工方案（总承包与施工分包），并阐述利弊，报
价等待。
单孔成本管理：根据施工经验选择施工方案，确

定设备仪器的选型，计算材料使用情况，参照类似项
目估算实施该单孔的成本。
3．6．3．2 成本计划

总项目成本管理（图 １０）：签订合同之后，重点
采用 ＡＢＣ分析法确定主要成本因素，预算项目实施
各种费用的明细，提出针对性的控制措施，规划各管
理人员成本管控范围，确定职责以及执行流程与奖
惩标准。
单孔成本管理：以机长为核心，班长为辅助，设

计机台提效降耗的实施方案，明确机台各实施人员
的职责，阐明经济分配与奖惩措施。
3．6．3．3 成本控制

项目成本管理与单孔成本管理均采用 ＰＤＣＡ 管
理模式，参照成本计划，对比各费用预算明细，查找
出入，分析原因，进行成本控制或计划值的修改，落
实动态化管理。
3．6．3．4 成本核算

项目成本管理：以项目为核算对象，项目结束后，
按照成本费用分类进行核算，重点是将项目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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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项目成本管理中的费用分类

与机台生产费用严格区分，审核无误后予以公示，问
询。
单孔成本管理：以单孔为核算对象。 在单孔结

束后，项目部会同施工机台机长进行单孔成本的核
算，分类统计，并计算单米价格。
3．6．3．5 成本分析

项目成本管理与单孔成本管理此阶段工作都是

对比计划，审查出入，分析主要成本因素，查找差异
原因。 但项目成本管理除分析技术原因（如施工方
案）外，还要注重管理方面原因的分析，总结管理工
作的得失，形成项目成本管理总结报告。

而单孔成本管理主要分析单孔施工方案，评价
设备选型是否合理，工艺方法是否高效，物资、材料
是否有利于提速增效。

成本分析会议要求核算员、材料员、技术人员、
后勤组织人员等出席，从各方面、各层次总结分析，
形成总结性资料，作为管理性资料存档。
3．6．3．6 成本考核

根据分析总结，对照成本计划，落实成本各负责
人奖惩结果。
3．6．4 项目成本管理措施

（１）对车船等运输工具以及设备、机械优化配
置、合理使用、动态管理，加强施工调度。

（２）完善材料的定额消耗的制定，加强施工的定
额管理。

（３）严格材料购买的审批程序，选择高性价比的
材料供应商，加强物资入场的质量与数量检查。

（４）及时核算成本，加强阶段性成本跟踪，通过
每月召开成本总结会，严格控制成本的支出与使用
用途。

（５）进一步优化技术方案，提高工程实施的技术
含量，提高生产效率，大力推广低耗高效的生产技
术、方法。

（６）加强项目外部关系的协调与工序安排，加强
工作衔接程度。

（７）在节约成本的同时，提高质量意识与进度意
识，合理协调三者关系。

（８）积极开展劳动竞赛，及时兑现奖惩，提高施
工人员的劳动积极性。

4 结语
（１）科学、规范、程序的管理，不仅能给钻探施工

带来经济上的效益，还可以提升钻探工程的形象与
行业层次。

（２）管理工作需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是一
个持续改进、不断完善的工作过程。

（３）钻探施工的管理工作不仅需要引入专业的
管理人才，还需要加强管理知识的培训与教育，树立
良好的管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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