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莘 莘 六 十 载 ， 殷 殷 探 矿 情
———访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刘广志

６０年前，一位风华正茂的北平青年，怀着献身祖国找矿事业的崇高理想，“重走张骞路，直奔玉
门关”，来到了玉门油矿，开始了他后来为之奋斗一生的探矿工程事业，他就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
士、新中国地质部门探矿工程奠基人刘广志先生。 “时光易逝，似水流年”，今年是刘广志院士从事
探矿工程工作 ６０ 周年。 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年近 ８５ 岁高龄的刘院士，现将采访的内容摘要刊
登，以示纪念和庆祝。

记者：今年是您从事探矿工程工作 ６０ 周年，首
先向您表示祝贺和敬意！ ６０ 年前，您大学毕业后就
直接去了玉门油矿工作，那里的气侯和生活环境对
于您这样一个在北平出生和长大的人来说肯定的难

以适应的，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刘广志：由地质专家孙健初骑骆驼三上玉门，在

戈壁滩上为国家找到和开创的玉门油矿是当时全国

最大的能源基地。 抗战时期，玉门油矿曾为我国空
军、美国飞虎航空队、Ｂ －２９ 式超级空中堡垒加油，
我非常渴望能到那里去工作。 １９４７ 年我大学毕业，
尽管父母都希望我回北平工作，但我还是联络了 ７
位同学一起奔赴了玉门油矿。 记得当时矿长会见我
们的第一句话就是：“玉门油矿的设备都是从美国
进口的，是最先进的，唯独缺少像你们这样有专业知
识的年轻人”。 祖国建设的需要，就是我们最大的
理想。
记者：请谈谈您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或难

忘的事。
刘广志：我先学的是钻井，钻井是个群体性很强

的工作，一班五个人，各有专责，谁也离不开谁；另外
的一个特点是人在地面，活儿却在几百米、上千米的
井底，看不见，摸不着，一切都凭地上的感觉，要想深

图 １　年轻时的刘广志在野外施工现场

入，必须向工人
学习。 经过半
年多的“摸爬滚
打”，逐渐能顶
一个岗位了，于
是我就要求夜
班操纵钻机，有
什么问题随时

向工人师傅们
请教。 此外，还

经常向他们请教预防各种事故的措施，特别是防止
和及时处理油井恶性井喷事故的种种要点和程序。
我随身总带个小本，随时随地把别人聊的知识和经
验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记得有一次 Ａ －２３ 井在
提取钻杆过程中突然发生强烈井喷，喷出的油柱高
达 ４０ 来米，声如牛吼。 我按捺着自己的恐惧，首先
关闭了驱动 ４ 台泥浆泵和 １ 台钻机的大型柴油机
（共 ４００多马力），然后和一名工人奋力关闭了防喷
器。 当时刹那间地面上喷出来的原油已经有一米多
厚，此时井场鸦雀无声，大家都被吓傻了！ 不久矿长
和总工程师来到现场，问：“是谁关的柴油机？”，工
人们说是小刘，又问是谁关的防喷器，大家又喊着
说：“是小刘”，他们感叹地说：“小刘做得对呀，否则
一场大火连人带设备都烧个精光，该是多大的损失
呀！”。 这时我真是从心眼里感谢那些教导过我的
工程师和老工人们。
记者：建国初期，您参与了新中国地质部门探矿

工程技术工作的筹建工作，当时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刘广志：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华北人民政府企业

部（即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的前身）通知我到新
中国的地质委员会报到。 接见我的是长征老干部何
长工同志，他递给我一张任命书，叫我负责筹建新中
国地质部门的探矿工程技术工作。 我接了委任书，
回来一想，一没工人，二没设备，偌大个摊子，怎么
搞？ 急得我一个通宵没合眼。 我再次拜见何老，他
听了我的意见后说：“没工人到唐山、焦作找，没机
器先修日本人留下的破‘家伙’，国家计委已经下令
把詹天佑老先生办的、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张家口机
械厂拨给你们制造全套钻探设备，那个厂子有一万
多工人，还不够吗？ 有啥事你找李轩司长请示解决
就行啦”。 我这才心里有了底，开始时还有钱尚忠、
庞大镛二位工程师配合协助。
首先，我们分别去唐山、焦作顺利找来了宋、张

两个家族中曾经给日本人、英国人当过钻工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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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１９４９年 ７ 月，在北京门头沟煤田开始了新中
国第一个实验钻孔，工人们发挥了当家作主的积极
性，９ 月中旬就高质量地完成了 ５００ ｍ 的取心钻探
任务，全体光荣地参加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大典。

从 １９５０年起，地质勘探事业蓬勃开展起来，探
矿工程面临的四大任务是：一是培训第一代具有高
中学历的戏称“黄埔一期”的学员，毕业后立即分配
到当时的 ８个大型勘探队；二是适时地进口了大量
苏联援助的钻探设备，同时张家口探矿机械厂小批
量自造的钻机也出来了，从而使我国实现了有史以
来多工种综合找矿工作的梦想；三是我们几个工程
师一年至少有 ６ ～８ 个月分布于全国大型矿区的勘
探队去协助工人和新学员处理实际问题；四是提高
钻探工程质量也是当时一大难题，当务之急是要积
极想办法改善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记者：鉴于当时我国探矿工程落后局面，为提高
我国钻探技术水平和钻探工程质量，您在人造金刚
石小口径钻探配套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方面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

刘广志：这一切都是探矿界的战友们，在党的领
导下，在地质钻探领域做出的一项巨大科技成果。

地质部在 ５０ 年代末期提出了发展小口径钻探
的改革方案，６０年代初在湖北、安徽、四川、新疆、湖
北等地进行了 ７５ ｍｍ口径为主的钢粒、硬质合金钻
进试验。 １９６０ 年勘探所与冶金部 ６０１ 厂合作开始
研制金刚石钻头制造工艺，１９６３ 年试制出我国第一
批天然表镶金刚石钻头，并在锡矿山等地作了初步
试验。 １９６６年地质部从日本进口了一批天然表镶
金刚石钻头，在河南舞阳第九地质队开动了解放后
中国第一台金刚石钻机（以金刚石钻头为主，设备、
管材、工具等不配套）。 用中国钻头和日本钻头进
行了对比试验，表明我国金刚石钻头的设计、加工达
到了一定水平。

为解决我国天然金刚石资源缺乏，１９７０ 年舞阳
会议及时地提出了发展人造金刚石钻头，后来形成
了“立足于国内，立足于人造”的方针，之后陆续组
建了 ３个人造金刚石厂或车间———６０２ 厂、南阳 ６０１
厂、无锡钻探工具厂。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３年，在６个局１０个队开动４ ～２３ 台
比较配套的金刚石钻机。 １９７４ 年已有 １４ 个局 ２２
个队开动 ５９台金刚石钻机，到 １９８４年已有 ２６ 个局
开动 ６４１台金刚石钻机，年度完成进尺 １３４．４ 万 ｍ。
１９７２年开始试制合成金刚石压机，建立了硬质合金
车间，试制了顶锤。

１９７１ 年在郑州探矿厂建成了我国第一个金刚
石钻头车间，之后地质系统陆续建成 ３０多个钻头车
间，并生产出人造金刚石单晶、聚晶、复合片和研制

成功冷压法、热压法、低温电镀法、无压浸渍法金刚
石钻头制造工艺。

１９７４年，许昌会议提出并实施“二年打基础，三
年大发展，十年基本实现小口径化”的发展目标，并
圆满实现。
为解决设备不适应金刚石钻探需要的问题，

１９７４年提出了“改、造并举，逐步更新”的方针，在改
造原有钻机的同时研制高转速钻机、变量泥浆泵等，
并形成系列。
我国仅用 ２０多年时间走完了国外 １２０ 多年的

历程，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截止 １９９０ 年，完成金
刚石钻探工作量 １５０５万 ｍ，完工钻孔 ６．２８ 万个，人
造金刚石钻头用量占 ９７．５％，仅 １９８１ ～１９９０ 年就
为国家节约投资 １０．８亿元；不仅带动了钻探行业的
技术发展，还带动了我国人造金刚石制造业的迅猛
发展，产量居世界首位，成为我国出口创汇新的经济
增长点。

“金刚石地质岩心钻探配套技术的推广应用”
项目 １９８５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成果由地质、
冶金、核工业、有色共享）。
为巩固这项高新技术成果，我特约了几位探工

专家一起编写了枟金刚石钻探手册枠，并由耿俊峰同
志译成英文版出版，行销国内外，获部级一等奖。 还
制定了枟金刚石钻探操作规程枠。
目前，我国人造金刚石产量已达 ５０ 亿克拉，而

且质高价低，产品行销国内外。
记者：为促使我国地质学研究向地球深部发展

的世界总趋势，您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开始倡议
开展中国大陆科学钻探。 井深 ５１５８ ｍ 的中国大陆
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已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胜利完
工，您一定感到非常欣慰吧？
刘广志：是的，在中国实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

确实是我 ２０ 多年来的愿望。 １９７９ 年，在北戴河召
开的“文革”后的首次探矿工程学术会议上，我作了
题为“超深井钻探与深部地质学”的报告（当时我国
还没有科学钻探这个专业名词），回顾了过去 ５９ 年
来全球航天领域的考察活动十分频繁，但是在研究
地球深部的结构与活动方面却十分缺乏。 前苏联最
深的一口超深井达 １２２６２ ｍ（位于摩尔曼斯克），发
现了人们未曾想到的有关地球深部的一系列科技新
问题，于是一股钻探深部地球之风席卷全球。 摆在
我们中国地质界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在会上大胆地提出了“我们也要钻第一口中国的
超深钻孔，研究深部地质学”的倡仪。 这个倡议得
到的广大钻探工作者的响应。 会后，大家立即动手
全方位地搜集国内外的第一手新资料，不久就编出
了枟超深井钻探与深部地质学枠一书，在多位钻探专
家的大力支持下，又将另八册编辑成枟科学钻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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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枠（装订为三卷）出版。 这对我国初期宣传和推动
科学钻探工程起了关键作用。

很多看到这批新资料的著名地质学专家们都表
示支持和赞同，有的地质专家还特意发表文章表示
支持这个十分具有远见和富有创意性的大型地球科
学研究项目。 此后就进入了立项、论证、上报、有关
多个主管部门的审查、选址等准备工作。 ２００１ 年，
“科钻一井”正式开工，用了 １３９５ 天，达到了 ５１５８ ｍ
的终孔深度，取出岩心 ４２９０畅９１ ｍ，岩心采取率达到
了 ８５畅７％，取心钻进平均机械钻速 １畅０１ ｍ／ｈ，取得
了完整的地质资料。

“科钻一井”钻探采用了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各种金刚石钻头，用“螺杆马达＋液动锤 ＋金
刚石取心”三合一钻具，实现了地面转盘和井下钻
具双重驱动，从而达到金刚石钻头所需要的高转速，
这种特殊结构的钻具，属世界首创，地质效果很好。
还专门研究了科学钻探深孔专用的“四低一优”（即
低粘度、低固相、低失水、低切力、优良润滑性）钻孔
冲洗液，保证了在超深井钻进过程中具有充分的润
滑、防井壁塌陷、携带岩粉等功能。 通过“科钻一
井”的施工，为我国锻炼培养了一批不畏艰难、技术
过硬的年青有为的钻探工程技术人才。

记者：探矿工程技术在国家建设的众多领域发
挥着越来越广泛和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您一贯倡导
和致力的工作。

刘广志：我认为，探矿工程是一门应用领域宽广
的工程科学，应该考虑怎样能为国家建设更多地出
力。 例如探矿工程专家们创造发明的“钻孔灌注
桩”、“浅埋暗挖施工法”、“导向钻进非开挖铺设管
道法”等，正在城市建筑、地铁建设和市政、通讯、电

图 ２　刘广志院士近照

力、燃气等
管道的铺设工
程中得到广泛
应用，施工方便
了， 效 率 提 高
了，更重要的是
市容整洁了。
西气东输本来
与探矿工程的
关系不大，但是
沿途地质情况复杂，我同沿途的探矿工程队伍商议，
发动大家普查大小地质隐患，不查不知道，一查发现
隐患 ３００多处，有的直径 ０畅８ ｍ的管道要跨过 １０ 多
米宽的采煤老坑道，不治理好坑道，输气管道能安装
好吗？ 诸类问题比比皆是，通过采用钻孔注浆等探
矿工程技术方法进行治理，使得这条数千公里的管
道顺利铺到了大上海。 探矿工程技术再次开辟了新
领域。
我们还正在考虑参加南极科考钻探，开发多种

新能源，特别是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煤层气、海
底固体矿产沉积层以及治理地质灾害等领域。
探矿工程应为国家建设开辟全新的途径。
记者：您对自己这 ６０年的经历是如何评价的？
刘广志：我的一生充满了艰辛、苦难、愉快。 钻

探这一行是一个群体性很强的工种，缺了哪一个角
色都不行，所以，我一直是用“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工
作的，工作中的成绩，都是大家用辛勤汗水铸造出来
了，我只是做了一些“寻觅前景，总结经验”的工作
罢了。

２００７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京召开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由国土资源部主办，世界银行集团、中国矿
业联合会、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等共同协办的
“２００７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大会主题是：“落实科
学发展，推进绿色矿业”。 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向大会发来贺信。 国
土资源部部长、２００７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组委会主席徐绍史宣读了曾
培炎的贺信并致开幕辞。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
李元在开幕式上致辞。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主持开幕式。

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贺信中强调，中国政府将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大力发展绿色矿业，进一步深化矿业国际合作，为推动矿业
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 曾培炎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是国际矿业
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他希望各位代表围绕大会主题，针对绿色
矿业政策、资源高效利用、矿山环境与矿业安全以及国际矿产品市场
等问题，广泛探讨，深化合作，为推动矿业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

徐绍史在开幕辞中表示，中国要致力于“落实科学发展，推进绿
色矿业”，这正是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矿产资源领域的具体体
现。 他强调，发展绿色矿业，必须持续加强矿产勘查，必须转变矿业
发展方式，必须严格保护矿山环境，必须依法严格监管，必须加强国
际合作。 中国愿与全球矿业界同仁共同致力于推动全球矿业持续、

健康发展。
李元在致辞中提出中国矿业联合会将积极推动科技兴矿、科学

管理与技术进步，号召矿业企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参与矿山环
境保护工作，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传播和谐矿业文化。

世界银行代表、国际金融公司矿业投资局局长布尔默，澳大利亚
驻华使馆公使傅关汉，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助理副部长卢卡斯分别向
大会致辞，充分肯定了中国矿业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来自 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矿业主管部门官员，企业、金融
机构代表，中国有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相关机构代表，共 ２０００
多人出席开幕式，中外 ５０ 多家新闻媒体对大会进行报道。

这是国土资源部自 １９９９ 年举办中国矿业国际研讨会以来，第 ９
次召开国际矿业大会。 目前，中国矿业国际大会已经成为全球四大
矿业会议之一，受到了国内外矿业界的高度关注。

开幕式后，徐绍史、李元、贠小苏、汪民、王寿祥同志一行参观了
国际矿业展览。 李元主持“中外矿业发展趋势”大会论坛。 汪民在论
坛上作主题报告。

从 １１ 月 １３ 日到 １５ 日，来自全球的参会代表就全球矿业领域的
不同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会议同时举办了隆重的展览。

３　２００７年第 １２期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Administrator
线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