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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昆明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中心实验室）

企业年报

按照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做好 2023 年职业教育质量年

度报告编制、发布和报送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土资源部昆

明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中心

实验室）与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开展深度校企合作，通过

“企业年报”重点展示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改革的特色做

法和成效，体现产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合作，反映企业重

要的办学主体作用。

1 企业概况

国土资源部昆明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云南省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局中心实验室）（简称中心），始建于 1954 年。

具有独立事业法人（证书号 12530000431205497F），为国土

资源部在云南省唯一的监督检测中心，拥有国土资源部颁发

的地质实验测试甲级（岩矿鉴定、岩矿测试、岩土试验和选

冶试验）证书编号：01201411100113，具有固体矿产勘查、

水工环地质调查等相关资质; 1991 年获国家级计量认证，国

家级实验室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 160016042862；取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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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局颁发的区域地球化学（多目标检测（52 项）），

证书编号[2017]30 号，国家实验室认证认可（国际互认 CNAS

认证），注册号为：L8250；通过国家质量管理体系（ISO 认

证），证书编号：01714Q11401R2M 等资格证书。

图 1 国土资源部昆明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组织架构

中心下属的云南省地矿环境检测中心为云南省环保厅

认可的社会环境检测机构，并获得云南省建设厅授权的室内

环境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云南省矿产资源勘查与综合利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土资源部三江成矿作用与矿产资源综合

利用重点实验室、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授权的云南省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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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以及云南省矿泉水水质年检检测

单位。

云南省地矿环境检测中心（简称环境中心）成立于 2006

年，通过了云南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是云南省生态环

境厅考核认定的社会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拥有监测乙级资

质；也是云南省住建厅考核认定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完成了多项重大的矿山环境调查、场地调查与评价、滇池流

域水质调查与监测、市政、民用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以及地下

水环境监测与评价项目。

云南省地矿环境检测中心是由国土资源部昆明矿产资

源监督检测中心（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中心实验室）

全额出资成立的独立企业法人机构，除独立经营外，享有国

土资源部昆明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中心实验室）所有资源的统一调配权。环检中心继承

了上级主管单位多年来在区域地球化探调查、土壤环境监测、

农用地调查监测和水质监测方面的技术积累。开展了大量的

针对矿山环境、耕地质量环境，水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调查

和监测工作。

2 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中心对校企合作联合办学工作高度重视，由中心科技创

新办公室牵头组织，整合中心各专业部门、科技创新平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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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力量，联合开展专业建设、课程的设置研究、教学与实

训、科研项目的联合实施与应用研究等开展工作，选派中心

资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教学和科技创新工作联合团队负责

具体工作，并且发挥单位优势，为工作的开展提供场地、仪

器设备等方面的支持保障，确保校企联合各项工作有效开展。

3 企业资源投入

3.1 有形资源

中心实验室现有办公和实验场所总面积约为 2.4 万多平

方米，其中业务行政办公用房 2000 多平方米，检测工作面积

22000 多平方米，可满足所设专业会议、教学授课、教学实

作、科研、科普等工作的需要，在中心的统一协调下，按照

学校安排学生情况，均提供用于联合办学使用。

图 2 中心实验室各类野外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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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教学的资源包括门类齐全的检测实验仪器。X－射线

荧光光谱仪、原子荧光光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气相色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高功率 X 荧光衍射仪、扫描电镜、大型显微镜、显微

光度计、差热分析仪、格子式球磨机、全温空气摇床、一米

和二米光栅光谱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高梯度磁选机、

全自动固结仪、三轴仪、压力试验机、电伺万能材料试验机、

全自动低本底多道γ能谱仪、万能材料试验机、各种精密天

平等各类仪器设备千余台（套）。涉及岩矿测试、岩土试验、

选冶试验、环境监测等各个专业，在中心统一组织安排、授

课教师的具体指导下，可将设备提供用于联合办学实作试验、

教学观摩、科研工作等的使用。

图 3 中心实验室相关检验检测室

中心配备了系统的后勤服务场所和设施，在联合期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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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具体工作的需要为联合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住宿、餐饮

等后勤保障。

图 4 中心实验室相关检验检测设备

3.2 无形资源

中心与学院就教学、联合科研项目等具体工作签订了科

技创新工作合作协议，并且根据今年教学工作安排、学生实

习安排和拟开展的联合科研项目等情况，针对性地组建了教

学、实习指导和科研工作团队，制定了相关的教学培训计划。

今年下半年，完成了《岩土室内测试》的教学实习，以自然

资源部三江重点实验室和以中心为依托的两个专家工作室

名义向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发布了开发课题资助指南和

《专家工作室 2022 年科研课题（项目）资助指南》有效助

推了科技创新工作的联合开展，目前已向云南省地矿局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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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科研项目两项。

3.3 人才资源

抽调岩矿测试、岩土工程、选冶试验、环境监测、地质

等五个专业高级以上职称有丰富实作经验的技术骨干 25 名

组成了教学和科研支持团队，为顺利开展教学、实习指导和

科技创新工作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并且结合中心自身科技

创新与业务技术开展的需要聘请实验测试、地质、生态环境

等行业内知名专家组建了专家团队，为联合办学和科研工作

提供咨询、指导、评审等支持。

4 企业参与教学改革

4.1 专业建设

中心参与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专业、工程地质勘查、环

境地质工程、水文与工程地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配合

学校完成《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专业教学标准制定调研报

告》，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提供了合理的建议。

4.2 课程建设

中心助力学校进行师资队伍培养，让教师更深入企业一

线，了解最新的技术方法，更好地服务教学工作。

2022 年 7 月 11 日——2022 年 9 月 11 日接收黄茜蕊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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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环境中心进行实践锻炼，深入企业进行实践锻炼，主要熟

悉了解企业在环境检测方面工作流程，了解与自己所教专业

相对应行业的生产、技术、工艺、仪器使用的现状和发展方

向，同时了解企业对学校毕业生的具体要求。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 日接收李瑾老师到中心学习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

射仪、气相色谱、高效液相色谱仪等仪器的操作。2022 年 10

月 31 日接收郭梦雪老师到中心学习气相色谱等仪器的操作。

2022 年 10 月 10 日 —— 2022 年 11 月 10 日接收丁凤凤、孟

石荣、向云刚、黄茜蕊老师到岩土测试实验室进行室内岩土

测试学习。

共同开发活页式教材《岩土室内检测》，目前该教材已

经提交申报材料。岩土室内测试课程是对接国家发布的专业

教学标准，面向土工试验员、岩土工程勘察编录员等工作岗

位，培养学生独立完成岩土室内测试的能力，为后续岩土工

程勘察与评价、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价、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设

计、地基基础等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配套教材《岩土室内

检测》将依据高职高专教学的特点，紧紧围绕高职高专以培

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在明确本教材的教育目标及知识、能

力、素质结构前提下编写的。教材结合岩土室内检测生产实

际，以生产项目为导向、任务为驱动，实现“教－学－做”

一体化。教材在遵循学生认知规律的基础上，注重教材的实

用性和任务实施的合理性，突出岩土检测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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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训基地建设

在中心挂牌“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资源环境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双方将在高技能人才培养、学生实习实训、双

师型师资队伍培养、现代学徒制教学、员工技术培训、实习

实训基地建设、科研课题研究和学生就业等方面开展广泛的

合作。整合优势资源，共同进行产品研发，开展科学研究、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获取并承担技术咨询服务项目。

中心尽可能优先满足学校学生在跟岗实习、顶岗实习、

现代学徒制学习等方面的需求，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安排我

校学生进行实习。同时指定专人指导学生实习的全过程。

4.4 学生培养

与学校签订“现代学徒制”合作协议，安排 2020 级水文

与工程地质、工程地质勘查、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环境地

质工程、环境评价与咨询服务、污染修复与生态工程技术、

环境工程技术、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专业学生开展现代学徒

制项目。2022 年度安排 9 人进行为期 6 个月的现代学徒制，

安排的企业课程包括综合地质填图实习、环境基础、环境地

质调查与评价、环境遥感、地基处理与基坑支护、环境学基

础、环境监测、在线监测、在线监测实训、环境监测（下）、

水污染处理技术、环境统计、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环境工程

原理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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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校签订了“职业学校学生顶岗实习协议”，2022 年，

接收我校顶岗实习学生 8 人，学生在单位完成为期。2022 年

10 月 10 日——2022 年 11 月 10 日，接收 21 级地质灾害与防

治技术班 1、2、3 班，21 级水文与工程地质 1、2 班，21 级

工程地质勘查 1、2 班，21 级环境地质工程 1 班共计 356 人

到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中心实验室岩土工程实验室

进行《岩土室内测试》课程学习，合计 7120 人日。

5 助推企业发展

校企合作联合办学工作为双方诸多领域工作的开展提

供了良好的支持，一是为中心输送了大量具有相关专业知识

的学生，解决了基础生产技术人员不足的困难；二是科研项

目和工作的联合开展，对于中心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科研

人员的培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三是为中心在职人员的学历

晋升提供了新的渠道，对中心专业技术队伍的建设和提升具

有很大的帮助。四是为中心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方向。

6 问题与展望

挑战 1：有效协调工作任务与人才培养问题。单位职工

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同时要承担课程的讲授工作，特别是单

位生产任务比较重的时候，眼前的工作与人才培养基础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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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冲突，这是今后工作中要重点协调解决的问题。

挑战 2：教材内容更新十分必要。教材相对滞后，现有

学校使用的教材跟生产不接轨，教材内容已经不适应现代生

产要求，如何把现实生产中成熟的、规律性的知识、技术、

工艺、规范等快速形成教材内容，十分有必要在工作中形成

新型活页式教材，及时提供教学和人才培养需要。

挑战 3：技术人员对系统教学方法运用不充分。单位职

工和技术人员对于生产技术及工艺等非常熟练，如何把自己

掌握的内容通过有效教学传授给学生，单位职工对于先进教

学方法不太熟悉，没有经过系统的教学训练，还需要在提高

教学有效性方面下功夫。

针对上述问题，企业将科学协调生产任务和教学之间的

矛盾，合理安排生产任务，利用生产任务相对宽松的时间与

学校协调教学时间安排。与学校一起共同编制与时俱进的教

材。依托学校对企业职工进行一定的培训，让企业职工掌握

教育教学规律，提升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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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报典型案例 1

校企合作实现《岩土室内测试》课程理实一体教学

《岩土室内测试》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基本知识和

基础理论讲授完成后，就需要大量的实习实验进行知识验证

与巩固。学校在这方面的实训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只能依托

国土资源部昆明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云南省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中心实验室）（简称企业）完成相关实践教学。

图 5 学生学习样本分析

一是企业条件完备充分。合作企业拥有国土资源部颁发

的地质实验测试甲级（岩矿鉴定、岩矿测试、岩土试验和选

冶试验）资质。承接了工民建、公路、铁路、地铁、轻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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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机场、灾害地质评价的岩石土壤力学实验、工程

水及地质结构成分分析测试及评价，工程骨料、建筑材料及

添加剂的成分测试、碱活性、矿物组成及微观结构综合评价。

合作企业设备齐全，任务饱满。

图 6 学生进行样本认识

二是科学安排适应生产与教学。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分

别到企业进行“2+3”课程学习，即 2 天在企业，3 天在学校，

交替进行，持续 4 周。每个班配备一位校内指导老师。在企

业课程学习中，学生以 10—12 人被分为 4 个小组，分别在

土的物理力学测试、岩石的物理力学测试、土壤化学成分检

测、工程材料成分检测 4 个车间进行轮岗实习，每个车间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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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2-3 名师傅，每半天轮换一个车间，校内指导老师负责学

生的安全、理论部分的教授、实习报告计算和核查，企业指

导老师负责安全教育、岗位培训、企业文化讲解、实验的具

体操作、演示，指导学生进行实验等。

三是及时总结归纳。通过相互配合共同教学，学生更好

地了解了生产一线的工作步骤、实验规程，注意事项等，获

取了一手、真实的数据，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教师通过带领学生到生产一线观摩学习操作，同样也得到了

专业技能的提升。在短短的学习过程中，指导教师及时总结

归纳学习内容，理论与实践相融通，学生听到、看到、操作

到、领会到，真正实现了理实一体学习。

图 7 学生学习样本称量

2022 年 10 月 10 日 —— 2022 年 11 月 10 日，学校安排

地灾专业群共计 356 学生，教师 4 人赴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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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局中心实验室岩土工程实验室进行《岩土室内测试》课

程学习，合计 7120 人日，“2+3”课程学习取得良好效果，

为校企合作开发理实一体课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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