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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2023 年工

程地质服务-抽放水试验及富钾潜力评估采

购需求 

采购需求一览表 

包

号 
包名称 

预算金

额（万

元） 

主要工作量简介 

1 

抽放水

试验及

富钾潜

力评估 

80 

工作任务内容： 

1．2023 年在柴达木盆地西部实施 1 口钻井试水试验，主要包括修井、射

孔和返排； 

2. 确定两套含水层（组）水文地质参数，主要包括：温度（T）、压力（P）、

表皮系数（S）、渗透系数（K）、影响半径（R）等； 

3．测定抽水日产量，累计产量、小时产量，绘制小时产量曲线及计算最

大可能日产量，评价各含水层（组）的富水性； 

4. 揭示各含水层（组）间的水力联系； 

5.确定水质品位，进行水样分析。 

施工周期 4个月，计划起止日期：2023年 8月—12月。 

投标必须以包为单位，对所投包号中的所有内容进行投标，不允许拆包投标,

也不允许将几个包合并报一个价格投标，评标、授标以包为单位。各包具体技术

要求详见《技术分册》。 

 

详细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2023年工程地质服务-抽放水试验及富钾潜力评估 

所属项目：柴达木盆地西部黄石地区油钾兼探资源调查评价  

二、工作区范围 

工作区位于东坪构造区，东坪斜坡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西部阿尔金山前，

为柴达木盆地西部坳陷区一里坪凹陷亚区的一个三级构造，行政区划隶属青海省

海西州。其东为牛鼻子梁构造，南接碱山构造，西邻尖顶山油田，北为红山旱一

号构造。地表以砂泥质硬盐碱壳为主，整体地势较为平坦，地面海拔在 2750m

左右。 

工区内有便道通过，交通条件较为便利。该区地势平坦，距离南面的一里沟



2 

56.9km，通讯条件良好。通讯工具：移动及卫星电话。 

该地区属大陆干旱性气候，气候干燥寒冷，少雨多风（年平均风力三级，风

季主要在二至五月和九至十月），冬季漫长，夏季短促，日温差变化大，年平均

气温 2.6℃，一月份气温一般在-23℃左右，最低气温可达-30℃，十月至次年五

月份为冰冻期，七月份气温平均 10℃，最高气温 30℃，年降雨量 16.9mm。 

工区时有 2-3级地震，风季中有沙尘暴出现，对工程施工均无重大影响。 

 

图 1工作区位置图 

三、工作区地质背景和地质工作程度 

（一）工作区地质背景 

1. 构造特征 

受喜马拉雅多期构造运动的影响，柴达木盆地形成了数条 NW-SE向大型逆冲

断裂带，主要有昆北断裂、阿拉尔断裂，英北断裂、尖北断裂等，它们控制了柴

达木盆地西部发育区的构造格架。从地貌形态和地下构造样式来看，柴西地区的

构造变形具有明显的分带特征，从南至北依次分为柴西南构造带、英雄岭构造带

和柴西北构造带。 

柴西北缘走向趋势为北西西—北西—北西西向，呈现反“S”系的右行雁行

状构造。其形成机制是：盆地在右行西域系的基础上，由于巨型阿尔金断裂的左

行扭动，使盆地基底变歪，成为向北东凸出的弧形，随着阿尔金构造带的抬升，

它的西北端部分露出地面，形成阿尔金山前与柴西北缘之间的阿哈堤弧、阿拉巴

斯套弧、金鸿山弧、临海套弧、呼通诺尔弧和多罗尔什弧等；弧形构造的东南部

仍潜伏在盆地腹部，且为西北高、东南低的鼻状凸起，为柴达木盆地褶皱构造的

形成奠定了基础。即盆 地褶皱构造继承在基底弧形构造之上，并与之组合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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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反“S”系。 

东坪斜坡是发育于燕山晚期形成的继承性古隆起上的一个由新、老第三系地

层构成的断鼻圈闭，于喜山早期（E3 末）开始形成，定型于喜山晚期（N2
3-Q），

其构造主体被断层分割，顶部曾遭受剥蚀，上部为第四系地层所覆盖。尖顶山背

斜构造主要由尖南、尖北逆冲断层所控制且构造长轴方向与断层延伸方向基本一

致，尖顶山背斜圈闭面积由浅至深由大变小。 

2. 地层特征 

柴达木盆地新生界极为发育，主要表现为它的分布范围广，厚度大，层位全，

自下而上发育有新生界古近系地层路乐河组、下干柴沟组、上干柴沟组，新近系

下油砂山组、上油砂山组、狮子沟组及第四系七个泉组、达布逊盐桥组共 8套地

层，最大沉积厚度可达 15000m以上。 

柴西北缘地区发育巨厚的新生界地层，由上而下依次为第四系冲积洪积物、

沙漠沉积物和七个泉组；新近系狮子沟组、上油砂山组、下油砂山组、上干柴沟

组；古近系下干柴沟组、路乐河组；白垩系犬牙沟组；上侏罗统红水沟组和采石

岭组；中侏罗统大煤沟组四至七段；下侏罗统大煤沟组一至三段和小煤沟组。 

上更新统—全新统（Q3+4）：主要分布于昆仑山前坳陷带、阿尔金山前洪积

带和向斜凹地及河谷沟壑地带，主要为风积的新月形、波状、砂袭状沙丘；冲积、

洪积的砂砾层及亚沙土。中、下更新统（Q1+2）七个泉组：主要分布于向斜凹陷

及部分背斜构造带，厚度 910～2800m。岩性以暗色泥岩为主，夹粉砂岩、泥质

砂岩。研究区东部，碎屑粒度变细，以棕灰色、灰色砂质泥岩及石膏质砂岩和绿

色泥岩夹岩盐石膏层及少量泥灰岩、鲕状砂岩。 

狮子沟组（N2
3）：除第四系覆盖区外，多数研究区内背斜构造均有出露，剥

蚀严重，地面厚度 370～2000m。该组建组剖面在狮子沟构造狮子沟，岩性为黄

灰色砂质泥岩夹灰色、黄灰色砂岩、砾岩和砾状砂岩，夹少量泥岩与泥质粉砂岩。

与下伏地层油砂山组整合接触。上油砂山组（N2
2）：该组建组剖面在油砂山构造

油砂沟，研究区内大多数背斜构造上均有出露，地面厚度 350～1800m。主要岩

性为灰色、灰黄色砂质、钙质泥岩夹灰白色、黄白色砂岩条带，泥灰岩、石膏等。

在研究区内平面上岩性变化大，北部主要以泥质岩夹粉砂岩条带，向东南逐渐变

为碳酸盐岩。与下伏地层下油砂山组呈整合接触。下油砂山组（N2
1）：该组建组

剖面在油砂山构造油砂沟，出露范围大至于上油砂山组相同，地面出露厚度

320～1500m。主要岩性以浅灰色、棕褐色、灰黄色砂质、钙质泥岩为主，上部夹

灰色灰岩，含钙质结核，少量鲕粒砂岩。下部夹薄层灰色、灰白色泥灰岩、灰黑

色、褐灰色灰岩及少量泥质粉砂岩条带，局部偶见砂砾岩。与下伏地层上干柴沟

组呈整合接触。上干柴沟组（N1
1）：该组建组剖面在干柴沟构造西岔沟，本组地

层的分布遍布整个研究区，只是向东略有偏移，是柴西北缘地区分布最广的地层

之一，厚度一般 500～850m。此段岩性相对较细，以深灰色、浅灰、浅褐色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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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砂质泥岩为主，局部可见砂砾岩。与下伏地层下干柴沟组呈整合接触。 

下干柴沟组上段（E3
2）：该组建组剖面在干柴沟构造西岔沟，本段地层遍布

整个 

研究区，岩性以棕黄色、棕红色、灰色泥岩、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为主，

夹棕灰色粉 砂岩、细砂岩和少量的砾岩、砾状砂岩，砂质单层厚度大。下干柴

沟组下段（E3
1）：该组建组剖面在干柴沟构造西岔沟，本段地层遍布整个研究区，

岩性主要以灰色砾岩、砾状砂岩与棕红色泥岩、砂质泥岩互层为主，夹少量棕红

色含砾细砂岩、灰白色泥质粉砂岩。路乐河组（E1+2）：该组地层西起阿拉尔—

红柳泉—咸水泉，东至东柴山—黄石一带都有分布，总的分布趋势西厚东薄。岩

性主要为棕褐、棕灰色砾状砂岩、砾岩及砂 质泥岩、泥质粉砂岩、泥岩互层。

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3.沉积特征 

柴西北缘分属于新生界昆仑山前沉积体系。古近系-新近系，在昆仑山前发

育众多水系，由于这些水系的注入，在山前形成一系列扇三角洲、冲积扇沉积。

在东柴山地区，昆仑山-东柴山水系流入，形成冲积扇-扇三角洲-滨湖相沉积体

系；在沙滩边、弯梁以南地区，巴音格勒河流入；乌图美仁地区，那陵格勒河流

入；格尔木地区，格尔木河流入；诺木洪地区，诺木洪河流入。这些水系形成多

个分支河流注入盆地，在山前一带形成了冲积扇-河流泛滥平原-滨湖相沉积体系。

在沙滩边一带，自下干柴沟组至下油砂山组沉积时期一直处于湖泊边缘地区，接

受了滨湖沙滩和含石膏的半封闭浅滩（或蒸发湖湾）的沉积，总体经历了一个由

开阔性湖滩向半封闭湖湾的演替过程。 

（二）工作程度 

1、勘探程度 

柴达木盆地钾盐、油气勘探最早开始于 20世纪 50年代的地面地质调查，先

后发现并落实了碱山、红三旱三号和四号、碱石山等 12 个地面构造，各构造内

部被一系列小断层切割形成背斜、断背斜、断块等圈闭形态。 

2、区域物化探方面 

截至 2021 年底，中石油、中石化、地方企事业等在柴达木盆地完成地球物

理勘探累计工作量如下：完成盆地内三维地震 11478km2；完成二维地震 117357km，

三维地震覆盖率为 9.5%，二维测网低于 2×2km 的面积占勘探总面积的 43%，地

震勘探程度较低。非地震勘探工作：柴达木中石油矿权区开展了 1km×1km 的重

磁勘探，大地电磁剖面 22 条 3491km；英雄岭地区完成三维 MT 面积 2362km2,山

前带及复杂构造区完成 CEMP 剖面 11372km；开展了 2 个年度时频电磁勘探，完

成剖面 305km。钻井工作：共钻各类探井 2708 口，主要为青藏会战所钻浅井，

总进尺 479.8×104m，平均井深 1772m，大于 5000m的井 62口。盆地腹部及深层

钻井较少，钻井勘探程度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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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成任务及提交成果或服务的时间 

（一）工作目标 

试水试验的目的是了解含水层（组）的渗透性能、产水量的大小、水质情况、

地下水埋藏运动特征及含水层（组）间的水力联系，为进行卤水开采潜力提供基

础性资料。 
（二）工作任务 

1．2023年在柴达木盆地西部实施 1口钻井试水试验； 

2. 确定含水层（组）水文地质参数，主要包括：温度（T）、压力（P）、表

皮系数（S）、渗透系数（K）、影响半径（R）等； 

3．测定抽水日产量，累计产量、小时产量，绘制小时产量曲线及计算最大可能日产量，

评价各含水层（组）的富水性； 

4.揭示各含水层（组）间的水力联系； 

5.确定水质品位，进行水样分析。 

（三）主要工作量 

1.施工前准备：执行《SYT 5587.5-2018 常规修井作业规程 第 5 部分：井

下作业井筒准备》中资料准备、设备准备、工具、管柱准备、井控器材准备、修

井液准备、井筒准备； 

2.射孔：综合开采深度、分层评价、油钾兼探的原则，优选物性条件、显示

条件好的层段进行射孔； 

3.求产：进行排液，统计日产水和累产水，同时做水样半分析； 

4.返排：连续返排，当压力降至小于裂缝闭合压力 5.0MPa 后可进一步提高

返排速度。未有气体显示，或无法返排，则尝试采用排液方式，降低井筒液面，

降低井内液柱压力，形成井底负压，促使地层流体排出。 

（四）提交成果 

1.要求提交的原始资料：试水试验综合成果 

包括：抽水成果、水质化验成果。 

2.要求提交的成果报告：试水试验成果总结，一式 6 份。 

3.资料提交时间 

（1）现场提交初步成果时间：施工完成后提交抽水试验综合成果总结。 

（2）提交报告时间：施工后 30 日内完成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并提交各项

原始资料及成果报告，时间不能迟于 2023年 12月 30日。 

五、技术要求 

（一）试水试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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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质、水文地质孔中揭露的含水层正式抽水试验，每个含水层均进行两次

降深，技术要求为： 

1.抽卤前首先置换修井液，为保证钻孔涌水量能真实反映地层的出水能力，

尤其是承压卤水矿层的出水能力，以消除钻进过程中产生的岩粉、泥皮等对孔内

进水的影响，直到水清砂净为止。 

2.洗孔结束后应观测静止水位，水位呈单向变化时，每一个小时观测一次，

连续三次读数不变或连续四小时内水位变化每小时不大于 2cm，或水位升降与自

然水位变化一致时，即可停止观测。当水位静止困难，累计观测时间大于 72 小

时方可停止观测。 

3.正式抽水试验前应作一次最大的水位降深，初步了解水位降低值（S）与

涌水量（Q）的关系，以便是正式抽水时合理选择水位的降深。 

4.抽水时应尽设备能力做最大降深，每一抽水段进行两次抽水。当地下水丰

富时，最大水位降深 S1 一般为 30～60m，当水量贫乏时，最大水位降深（S1）

为大于 60m。小降深 S2 可根据大降深 S1 的值具体确定，但两次降深值需满足 Q

＝F(S)和 q＝F(S)关系曲线的要求。 

（二）抽水试验稳定标准及要求 

1.抽卤时的水位、流量历时曲线不能有逐渐增大和减小的趋势； 

2.各点抽卤的水位、流量的稳定时间不少于 8小时。另对要求大降深的抽水

试验稳定时间可延续 24～72h。稳定的标准是： 

水位稳定标准：当水位降深大于 5m 时，水位变化幅度不超过水位降深平均

值的 1％；当水位降深小于 5m时，水位变化幅度不应超过 3～5cm； 

流量稳定标准：当单位涌水量 q≥0.01 L/s·m时，流量变化幅度不大于 3％，

当单位涌水量 q≤0.01 L/s ·m时，流量波动值不超过正常流量的 5％。 

3.抽卤过程中应认真观测水位降深及流量，抽卤观测时间间隔按照非稳定流

抽卤进行观测，分别为 1、1、1、1、2、2、2、5、5、5、5、10、10、10、20、

20、20 分钟，以后每隔 30分钟观测一次，直至抽卤结束。 

恢复水位的观测时间间隔为：一般按 1、3、5、10、15、30min 或 1h 的时

间间隔进行观测，为了较好的观测恢复水位，应在水泵与泵管连接处安装单向阀。 

4.每隔 2 小时观测一次水温、气温，与动水位、流量观测相应，气温精度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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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抽卤开始后每 4小时采取一次卤水样；试验结束前，在出水管口采取水质

分析样，体积不少于 1000mL。 

6.抽卤试验稳定标准： 

a 水位和出水量历时曲线不能有逐渐增大和减小的趋势； 

b 在稳定时间段内，抽水孔水位波动值不超过水位降低值的 1%，一般水位

波动值不超过 3－5cm，压风机抽卤时，水位波动值不超过 10－20cm。 

7.抽水试验结束后，应检查孔内沉淀情况，沉淀物不超过 5‰，进行恢复水

位的观测，观测时间开始一般按 1、1、1、1、2、2、2、5、5、5、5、10、10、

10、20、20、20 分钟。以后每隔 30 分钟或 1h 的时间间隔进行观测，直至水位

稳定。 

8. 每回次提钻后、下钻前各测量一次水位，未测间隔不允许超过两个回次；

观测含水层的初见水位和静止水位，采用泥浆或卤水钻进无法确定初见水位的，

要观察其增加或消耗的孔深位置；详细记录坍塌、掉块、溶洞、涌水、涌砂、逸

气、水色变化等现象及其发生的深度。 

9.冲洗介质应根据地层岩性施工条件选择泡沫、饱和卤水和泥浆等。并应符

合下列要求：保证孔壁的稳定；减少对含水层渗透性和水质的影响。 

（三）施工技术要求 

1、洗井要求 

①替泥浆、冲砂、探人工井底、试压：执行 SY/T5587.5-2018《常规修井作

业规程.第 5 部分：井下作业井筒准备》下管柱至人工井底，加压 30.0kN 实探人

工井底，若有砂面则冲砂至人工井底，用 3‰活性水替出井内全部泥浆，达到进

出口液性一致，杂质含量小于 2‰为止。 

②下通井-刮削一体化工具至人工井底，加压 10.0-20.0kN，探人工井底，探

2 次，使探得人工井底深度误差不大于 0.50m。对拟射孔井段上下 50.00m 反复

刮削3-5次，用密度1.00g/cm3的清水反洗井至进出口液性一致，排量≥450L/min，

机械杂质含量小于 2‰为止。 

③下管基本要求：下管前应校正孔深，确定下管深度，按下管先后次序将井

管逐根丈量、排列、编号、试扣，确保下管深度准确无误；对井管逐根检查，不

符合质量要求者不得下入孔内。 

2、管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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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油管柱采用Φ73mm×5.51mm，油管性能见下表： 

序号 
外径 

(mm) 

壁厚 

(mm) 
钢级 

长度 

(m) 

下深 

(m) 

单位长 

度重量 

(N/m) 

抗拉 

(kN) 

空气中悬

重计算

(kN) 

剩余拉力

(kN) 

抗拉安 

全系数 

1 73 5.51 P110 1427.91 1427.91 94.77 887 135.30 751.70 6.55 

①管柱在空气中安全系数 6.55，剩余抗拉 751.7kN。 

②管内纯油，管外压井液密度 1.00g/cm3时，油管最小抗挤安全系数 3.98，

允许最低关井油压为 0。 

②通过单轴力学及抗挤强度校核，管柱性能满足该井试油作业要求。 

3.封堵： 

①水泥封堵：。 

(1)施工执行 SY/T5587.14-2013《常规修井作业规程第 14 部分：注塞、钻

塞》及 SY/T5587.5-2018《常规修井作业规程第 5部分：井下作业井筒准备》标

准。 

(2)施工前检查提升系统和井控设备，确保处于良好状态。动力设备由专人

操作，确保运转正常，施工时必须有 1台备用水泥车或泵车，发现设备故障立即

采取起钻或反洗井等相应措施。 

(3)所有使用注塞管线固定牢靠，对注塞管线试压 25.00MPa，稳压 10min，

压降小于 0.70MPa，不刺不漏为合格，施工过程泵压≤10.00MPa，人员远离承压

部位 10.00m 以外的安全区域。 

(4)井场内备足密度为 1.00g/cm3 清水 10.00m3、密度为 1.83g/cm3 的压井

液 40.00m3，检验合格的密度计 1套、压力表 1块。 

(5)确保入井管柱本体和丝扣完好，必须用Φ59mm×（800-1200）mm 管规逐

根通Φ73mm 外加厚油管、用Φ47mm×（800-1200）mm管规逐根通Φ60.3mm外加

厚油管，在地面逐根通过，并上紧。 

(6)注塞管柱数据准确，累计长度丈量误差不超过 0.20m/km；注水泥浆量及

顶替计量应由 2人同时进行，计量器具校验准确，确保计量准确无误。 

(7)注塞前确保井筒平稳无外溢无漏失，用密度为 1.83g/cm3 压井液循环洗

井 1.5周以上，确保井筒内液性一致，井口平稳。 

(8)施工由现场负责人统一指挥，严密组织，分工明确。注塞前各岗位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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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检查，再次确认注塞设备、设施完好，开安全、技术、井控交底会，严格按

设计施工。 

(9)调配水泥浆使用的清水应清洁干净，机械杂质应不大于 0.2‰，必要时

水泥浆添加缓凝剂，严禁使用盐水配水泥浆。 

(10)油井水泥应无结块变质或过期等情况，配制的水泥浆均匀无杂物，密度

值符合本设计要求。 

(11)岗位员工密切操作配合，防止安全和工程质量事件（故）发生，严防井

内落物。 

(12)施工过程中若提升系统出现故障，则洗出井内全部水泥浆；若泵车出现

故障，立即使用备用泵车或起出井内全部注塞管柱。 

(13)作业过程中废液不得乱排乱放，及时回收至指定地点。 

(14)严格控制施工时间，从配水泥浆开始到反洗井结束的时间应小于水泥浆

稠化时间的 70%，反洗井（排量≥400L/min，反洗出井内多余水泥浆），总施工

时间严格控制在 180min以内。 

②桥塞封堵：若需暂闭，采用桥塞封堵，封堵后，用在密度 1.00g/cm3的清

水充分循环洗井，对桥塞进行全井筒试压 15.00MPa，稳压 10min，压降小于

0.70MPa为合格。试压合格后在桥塞上部填砂 5.00m。桥塞上注水泥塞，候凝 48

小时后，并按照压差检验标准对封堵层进行压差检验。 

（四）样品采集 

本次施工的地层均为承压、自流卤水层段，且埋深大，无法进行分段止水取

样，因此设计在进行抽（放）水试验过程中每 4小时采取 1个水化学样。 

样品采集分多项分析和全分析样品。全分析样品采集应在两个落程抽（放）

水结束前采取，分别采 1个全分析样。 

多项分析样样品的体积 3000ml，全分析样品的体积 3000ml。 

样品编号方法：水化学样的编号方法为：工程编号＋样品代号＋顺序号，多项分

析样的代号为 SD，全分析样的代号为 Q。 

六、质量、环保、安全及保密等要求 

项目的各项工作质量必须符合《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管理暂行办

法》（中地调发〔2016〕158 号）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质量管理办

法（试行）》（中地调发〔2018〕5号）中的有关规定，相应的行业技术规程、规



10 

范以及国家技术标准等。同时满足项目任务书、设计书和合同有关规定的要求。 

（1）项目管理方面： 

认真贯彻执行行业或中国地质调查局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严格按照质量管理

体系程序文件的要求对项目实施开展过程进行全过程控制。按照质量管理体系标

准要求在项目任务下达、工作设计、组织实施、质量控制、成果验收等开展过程

中执行，认真做好记录并保存记录，扎实做好项目过程中的各质量环节的工作，

确保成果完成质量。 

（2）质量控制方面： 

①项目组对项目成果质量负责，组织原始资料进行 100%的自检和互检，并

填制相应的质量检查卡片，发包方不定期组织项目质量抽查，对检查发现的质量

问题项目组要及时纠正。 

②严格执行野外工作质量多层次检查和验收制度，确保第一手资料准确、完

整、可靠。 

③根据工作需要合理配备不同专业、职称和年龄结构的技术人员，组成强有

力的技术团队。 

④项目接受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包方的管理、监督与业务培训； 

⑤野外资料验收和成果验收达到优良以上。 

（3）环保管理方面： 

①井场平整，无杂物、油污、积水，施工过程中及完井后生活垃圾、工业垃

圾及时回收至指定地点处理。 

②生产过程中应加强对有毒有害气体的监测和预防。 

③油、水不落地，生活废水铺防渗膜。地面连接管汇不允许有刺漏。 

④积极响应绿色施工要求，严格遵守国家及工作区环境保护相关要求。 

（4）安全生产管理方面：要高度重视，贯彻“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方

针，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

严禁违章作业，确保人员安全。具体要求如下： 

①项目负责人为该项目第一安全责任人，并与发包方签订安全责任书，项目

内部制定组内安全责任制；组织项目组成员认真学习发包方管理体系中有关安全

的规定及自我保护知识，了解和掌握研究区地形地貌、气候特点及不同类型地质

灾害发生规律，严格遵守安全守则，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项目设置兼职安全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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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②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消除事故隐患于未然；制定安全应急预案。 

③项目组成员要强化安全意识，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熟悉各种原位测试

仪器的安全操作规程；项目组配备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保障劳动者人身安全。 

④各种设备、仪器、车辆等要经常进行安全检查，对不合格的要及时进行修

理或更换，消除不安全隐患。 

（5）保密管理方面： 

①加强资料安全保密工作，指定专门的资料保管员，制订严密的资料使用制

度和范围，保证资料安全。 

②加强现场施工人员的保密知识的学习，禁止传发施工现场相关文档、文字、

图片等相关信息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