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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钻探技术发展有关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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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了目前我国地质工作对钻探技术的需求以及地质钻探技术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地质钻探技
术的远期、中长期、近期发展目标，明确了近期研发工作的重点和计划，并强调了科技创新，新方法、新技术的推广
应用的重要性和加强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作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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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调查局是我国目前唯一组织公益性地

质钻探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的单位，自 １９９９ 年
成立以来，在组织地质钻探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应
用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并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对我
国地质钻探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面
对地质工作大发展的新形势和实现地质工作现代化

目标的要求，地质钻探技术如何发展，如何更好地起
到对地质工作的支撑作用，笔者对这些问题有些不
成熟的想法，在此发表，希望能抛砖引玉，与大家共
同探讨地质钻探技术的发展问题。

1　地质工作对钻探技术的需求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紧缺，资源问题成为制约国

家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引起了国家
政府和领导的高度重视。 在枟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
工作的决定枠提出的地质工作主要任务中，“突出能
源矿产勘查”和“加强非能源重要矿产勘查”是两项
首要任务。 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经费，除了正在实
施的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基金之外，又启动了危机
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基金和地质勘查基金。 此
外，地方、甚至个人也在找矿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热
情，并进行积极的投资。 近年来，随着地质工作的加

强，地质钻探工作量成倍增长，一些省区的年钻探工
作量达到了几十万米。 钻探工作项目资金来源有国
土资源大调查、矿产资源补偿费、中央财政补贴、省
资源补偿费、地方财政补贴、市场项目等。 钻探工作
量加大，使得对钻探设备和技术的需求同时加大。

2　地质钻探技术应用现状
与世界先进的钻探技术相比，目前我国地质勘

探工作中采用的钻探技术总体水平比较落后。
钻探施工主要采用立轴式岩心钻机，基本上是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左右的设计。 现代的全液压动力头
钻机依靠进口，我国自己研制的产品已经开始出现，
但还未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而且现在只有个别钻
深能力（１０００ ｍ）的钻机，还未形成系列。
钻探工艺方面，一些先进的钻进工艺方法还没

有得到推广应用。 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方法虽得到
了较多的应用，但还未能大面积普及。 液动锤钻进
（液动冲击回转钻进）方法的优点虽然为人们所认
识，但由于该方法在恶劣的泥浆条件下使用时钻具
可靠性和寿命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以及这些年钻探

现场管理水平的下降，使其在地质钻探中的应用较
以前更少。 一些具有较好前景的先进的钻进工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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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绳索取心液动锤钻进方法和不提钻换钻头方
法虽然都已研制成功，但实际应用很少。 空气反循
环取样钻进方法尽管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特点，但
由于没有得到地质人员的认可，至今未能得到推广。
除此之外，目前地质钻探施工中所用的钻孔护壁堵
漏技术、测斜技术等，基本上也是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左
右的水平。

由于采用的钻探技术水平不高，地质勘探中钻
探工作的效率和效果不太理想，表现在台月效率较
低、复杂地层钻进问题多、深孔钻进能力差、钻进成
本高。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钻探技术对地质工作
的技术支撑效果受到影响。

3　地质钻探技术发展目标
笔者认为，考虑地质钻探技术发展目标时应该

分阶段，应该分成近期、中长期和远期。 划分原则
是：至 ２０１０年为近期，至 ２０２０ 年为中长期，至 ２０５０
年为远期。
3．1　远期（至 ２０５０年）目标

实现地质钻探技术的现代化应该是钻探技术发

展的远期目标。
在枟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枠和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就贯彻枟决定枠所作的重要批示中，都
明确地提出了要“实现地质工作现代化”。 关于地
质工作现代化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说法。

笔者的理解是：地质工作现代化的标志应该是，
在地质工作中普遍采用具有现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地

质勘查技术。 钻探技术是地质勘查技术的种类之
一，地质钻探技术的现代化也应该符合此项标准。
然而，此项目标的实现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因
为只有国家的整体工业技术水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

平后，我国的地质钻探技术才有可能从总体上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地质钻探技术现代化与国家的现代
化应该是基本同步的。 邓小平同志在介绍中国实现
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时，明确提出到 ２０５０ 年中
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１９９９年 １０月 ２２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英国剑
桥大学发表演讲时向公众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到
下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
本实现现代化”。 由此看来，我国地质钻探技术现
代化实现的时间应该是 ２１世纪中叶。
3．2　中长期（至 ２０２０年）目标

地质钻探技术发展的中长期（至 ２０２０ 年）目标
应该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地质钻探技术水平

显著提高，自主研发的新型钻探设备和先进钻进工
艺方法得到较大面积的推广应用，钻探装备与施工
技术总体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3．3　近期（至 ２０１０ 年）目标

地质钻探技术发展的近期（至 ２０１０ 年）目标应
该是：初步完成 ２０００ ｍ深度以内的新一代地质岩心
钻探设备系列研制；改进完善一批先进的钻进工艺
方法，使之达到推广应用的水平；取得一批深孔钻
探、复杂地层钻探和高精度定向钻探技术研究成果；
研发成功现代的深水井和煤层气井钻探用全液压动

力头钻机；地质钻探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取得较显
著的成效。

4　地质钻探技术近期研发工作重点
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期组织开展的地质钻探技术

研发工作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近期目标的思路安排

的，重点研究内容如下：
（１）２０００ ｍ深度以内的新一代地质岩心钻探设

备系列；
（２）满足覆盖区化探和异常查证需求、适应复

杂地层条件的轻便、高效、多功能取样钻机及其配套
的钻进工艺方法和器具；

（３）１０００ ｍ全液压动力头水井和煤层气井钻机
及其配套的钻进工艺方法和器具；

（４）改进完善一批先进的钻进工艺方法，包括
冲击回转钻进方法、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进方法、不
提钻换钻头方法和深孔绳索取心方法；

（５）解决复杂地层钻进技术难题，包括复杂地
层钻孔护壁堵漏技术问题、复杂地层取心技术问题
等；

（６）高精度定向钻探技术，包括提高钻孔测量
精度和定向钻进施工中靶精度的技术以及取心定向

钻进技术；
（７）万米科学超深孔钻探技术方案预研究。
除了研究与开发工作以外，钻探新方法、新技术

推广应用也是中国地质调查局钻探技术管理工作的

重点之一，拟开展以下一些工作：
（１）新型岩心钻探机具应用培训；
（２）地质调查浅层取样钻技术应用培训；
（３）地质钻孔测量技术应用培训；
（４）新型地质钻探泥浆体系应用培训；
（５）节水钻进技术应用培训；
（６）空气反循环取心钻进技术培训和应用示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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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车载式浅层取样钻机应用示范。

5　几个值得强调的问题
5．1　加强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

造，其直接结果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水平，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 通过技
术创新可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在短期内获得显著
的技术经济效果，使一些常规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
得到解决。 这里举 ２个钻探技术领域技术创新取得
显著成效的实例。

第一个实例是科拉超深钻。 前苏联的工业技术
发达程度比不上西方国家，却钻成了世界上唯一一
口深度超万米的钻井———１２２６２ ｍ 深的科拉超深
井。 钻万米超深井的难度非常大。 这口井之所以能
钻进成功，是因为前苏联人在施工这口井时进行了
大量的钻探技术创新，其中 ３ 项对钻进施工的成败
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创新是：超前孔裸眼钻进方法；
铝合金钻杆；带减速器的涡轮马达井底驱动。
第二个实例是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

井。 该项目是在坚硬的结晶岩中施工 ５０００ ｍ 连续
取心钻孔。 这种施工在我国没有先例，在世界上也
属高难度钻井工程。 该井在施工时采取了一系列的
技术创新，涉及套管和钻进施工程序、取心钻进技
术、扩孔钻进技术和井斜控制技术，最终获得了高
效、优质的施工效果。 由于采用螺杆马达－液动锤
－金刚石取心钻进方法，使机械钻速提高 ５０％以
上，回次长度由 ３ ｍ 提高到 ８ ～９ ｍ，大大节省了施
工时间和成本。
5．2　加强新方法、新技术推广应用

新方法、新技术从研发出来，到在钻探施工中得
到普遍应用，通常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做大量的推广
应用工作。 推广应用工作包括宣传、现场演示、技术

培训和技术交流等。 这些环节工作效果的好坏，都
会直接影响到科技成果转化及其得到实际应用所需

的时间，影响地质钻探技术现代化的进程。 为获得
好的效果，该项工作应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因为
研发单位通常只是从本单位的利益和眼前的利益考

虑推广应用工作，而该项目工作的计划和组织实施，
需要一种全局性和长远的考虑。 这些年来，在钻探
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所有环节中，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是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加强此方面工作是当务之
急。
5．3　加强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的作用

地勘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后，我国现在已经没有
全国性的探矿工程专业技术管理部门。 尽管中国地
质调查局还在组织公益性的钻探技术研究开发和推

广应用，但由于其与大量的地质钻探技术研发单位
和应用单位之间没有行政关系，只能通过项目与一
些单位进行联系，并且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钻探技
术研发工作的重点仅限于与该局的职责和任务有关

的方面，并不涉及地质钻探技术的所有方面。 因此，
中国地质调查局也无法对全国的地质钻探技术的发

展做全面规划。 现在唯一能做这件事的机构应该是
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 探矿工程专业
委员会是一个行业性组织，在地质钻探行业具有号
召力。 该委员会应该利用其号召力，组织地质钻探
行业的专家考虑地质钻探技术的发展大计，包括制
定发展规划、制定标准和规范、开展技术交流和技术
培训等。 中国地质调查局应积极配合，协助探矿工
程专业委员会开展此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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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地质局钻探工程工作会议在桂林召开
　　本刊讯　中国核工业地质局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６ ～９日在广
西桂林召开了核工业钻探工程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铀
矿地质勘查钻探任务逐年增加，南北方钻探项目全面展开的
背景下召开的。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中国核工业地质局
领导、属地各局主管领导、１６ 个项目承担单位、８ 个工厂（公
司）、１个学校近 １００人，比计划名额增加 １倍。 会上 １６个项
目承担单位汇报了 ２００６年钻探生产完成情况，８个单位从钻
探工程运行机制、钻探质量管理、钻探装备、钻探技术、机台

管理、人才培养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经验介绍，８个工厂在大会
上介绍了他们的产品，会上还表彰了在钻探生产中表现突出
的 ７台钻机和机长，颁发了奖牌、证书和奖金。 中国核工业
地质局安全生产管理处姜德英处长受局领导委托，作了题为
枟南北两翼齐飞，再创钻探辉煌枠的报告，左珍仲副局长作了
会议总结。 会议要求，各单位在新的机遇、新的挑战面前，要
团结一致，真抓实干，群策群力，开拓创新，推动钻探工程事
业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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