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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我国钻探工程技术标准和国际钻探工程技术标准的现状，指出了我国钻探技术标准中存在的主要
差距，提出了今后改进钻探技术标准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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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

性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就十分重视标
准化事业。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中央
技术管理局设置了标准规格处，专门负责工业生产
和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建立了企业标准和部门标
准。 １９５６年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设立了标准局，
进一步加强了标准化工作。 １９６３ 年召开了全国第
一次标准化工作会议，确定 ３２ 个研究院、所和设计
单位为国家标准化核心机构，使标准化工作得到进
一步的推进。 １９７８ 年国务院颁布枟工业二十三条枠
时，对标准化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不久国务院颁
布了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枠，并成立了
国家标准总局，又一次强化了标准化工作。 １９８８ 年
７月，在原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基础上组建了国
家技术监督局，同年 １２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枠，使标准化工作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正式纳入了
法制轨道。 这些历史沿革清楚地表明，我国的标准
化事业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我国的技术标
准体系、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统一协调管理，相关部委、地方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分工管理的标准管理体制；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有
关部委、地方标准化研究机构构成的标准研究系统；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形成的
标准化工作体制。 到 ２００３年底，我国已有全国专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工作组共 ２９０个。 有一大批专
家从事标准化工作，仅技术委员会就有 ２７０００ 多名
专家参与工作。 标准化“十一五”发展规划提出：
“到２００８年，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和工作组的
数量由目前的近 ７００ 个增加到 ２０００ 个；到 ２０１０ 年，
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和工作组的数量力争达
到 ２６００个”。

1　我国钻探工程技术标准现状
一个行业标准化的制定和应用程度是反映这个

行业成熟程度的标志，标准也是行业制定工作规范
的基础。
我国钻探工程技术标准与其他行业相比起步比

较晚，１９８０年以前主要技术工作规范多以行政性文
件的形式颁布、执行，例如我国１９８２年修订的枟岩心
钻探规程枠就是原地矿部颁发的地工［１９８２］５５８ 号
文。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初，我国经济建设进入新时期，
探矿工程标准化才获得较快的发展。 当时的国家地
质总局成立了标准化领导小组，在地质勘察技术研

４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　



究院设立了标准化研究室。 为适应金刚石岩心钻探
技术的推广普及，相继编制、颁布了一批重要技术标
准，如枟金刚石岩芯钻探用无缝钢管枠（ＹＢ／Ｔ ５０５２ －
１９９３，ＧＢ ３４２３ －８２）就是由地矿部主持制定的第一
项国家标准，和螺纹、量规、检测方法等 ５ 项部颁标
准形成了配套。 同时还制定了金刚石钻头、扩孔器、
各种专用钻机技术条件等一批急需的技术标准。
１９８７年全国地质矿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按专
业化分为区域地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环境地质，物探、化探、遥感，探矿工程及机械设备，
地质勘查仪器、仪表，实验室选矿设备，地质矿产代
码及信息处理，岩矿测试标准样品及测试方法，地质
测绘等 ９个专业技术领域。 目前，在这些领域内，已
编制发布国家标准 １８５ 项，行业标准 ３６８ 项。 探矿
工程分技委包括了冶金、有色、核工业、化工、建材、
地矿、煤炭等各工业部门的成员，标准化工作率先实
现了行业管理。 １９９８ 年成立国土资源部以后，全国
专业标准化委员会发生很大变化，地质矿产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撤销，成立了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ＴＣ９３，原来的探矿工程分技术委员会也与物
探、化探、遥感一同合并为勘查技术分技术委员会。

８０年代，探矿工程领域共编制完成国家、行业和
部门标准 ８０余项，根据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枠
的规定，在标准级别中取消部颁标准。 ９０年代初，按
照主管部门的要求，对 ８０余项标准进行了清理整顿，
部分不属于本部门归口和过时标准予以废止，继续执
行的部颁标准转化为行业标准。 迄今探矿工程专业
正式颁布国家标准有 ５项，行业标准有 ４２项。
通过近 ２０年，特别是 ９０年代以来的积极工作，

探矿工程标准体系的总体构架已形成。
从地质矿产标准体系表中列出的涵盖探矿工程

专业各门类技术标准总量达 １００ 余项，迄今编制完
成颁布实施的已超过半数，其中基础性、通用性的标
准比例较小。

属于基础性的标准有：
ＧＢ／Ｔ ９１５１ －８８枟钻探工程名词术语枠
属于规程规范已颁布实施的有：
ＤＺ／Ｔ ００１７ －９１枟工程地质钻探规程枠
ＤＺ／Ｔ ００５３ －９３枟液动冲击回转钻探技术规程枠
ＤＺ／Ｔ ００５４ －９３枟定向钻进技术规范枠
ＤＺ／Ｔ ０１４８ －９４枟水文地质钻探规程枠
ＤＺ／Ｔ ０１５５ －１９９５枟钻孔灌注桩施工规程枠
正在编制的还有：
枟岩心钻探操作规程枠

在探矿设备方面，机械类已完成的标准有：
ＤＺ／Ｔ ００５１ －１９９３枟地质岩心钻机系列枠
ＤＺ／Ｔ ００５０ －１９９３枟立轴式地质岩心钻机技术

条件枠
ＤＺ／Ｔ ００４９ －１９９３枟立轴式地质岩心钻机质量

分等规定枠
ＤＺ／Ｔ ００４７ －１９９３枟水文水井钻机技术条件枠
ＤＺ／Ｔ ００４８ －１９９３枟水文水井钻机试验方法枠
ＤＺ／Ｔ ００９０ －１９９４枟地质岩心钻探用泥浆泵系列枠
ＤＺ／Ｔ ００８８ －１９９３枟地质钻探用钻塔系列枠
ＤＺ／Ｔ ００８９ －１９９３枟地质钻探用钻塔技术条件枠
ＤＺ／Ｔ ００５２ －１９９３枟坑道钻机系列枠
ＤＺ／Ｔ ００６５ －１９９３枟坑道钻机技术条件枠
ＤＺ／Ｔ ０１０３ －１９９４枟取样钻机系列枠
ＤＺ／Ｔ ０１０４ －１９９４枟取样钻机技术条件枠
ＤＺ／Ｔ ０１０５ －１９９４枟取样钻钻具系列枠
ＤＺ／Ｔ ０１１９ －１９９４枟地质钻探用往复式泥浆泵

技术条件枠
ＤＺ／Ｔ ０１２０ －１９９４枟地质钻探用往复式泥浆泵

试验方法枠
工具钻具类已完成有：
ＧＢ ３４２３ －８２枟金刚石岩芯钻探用无缝钢管枠

（修订为 ＹＢ／Ｔ ５０５２ －１９９３，业已废止）
ＧＢ／Ｔ １６９５０ －１９９７ 枟金刚石岩心钻探钻具设

备枠（ｎｅｑ ＩＳＯ ３５５１：１９９２和 ８８６６：１９９１）
ＧＢ／Ｔ １６９５１ －１９９７枟金刚石绳索取心钻探钻具

设备枠（ｎｅｑ ＩＳＯ １００９８：１９９２）
ＤＺ １．１ ～１．３ －８４枟地质岩芯钻探管材螺纹枠
ＤＺ １０ －８２枟金刚石钻探单动双层岩心管结构

型式和基本参数枠
ＧＢ／Ｔ ９８０８ －１９８８枟水文水井钻探管材系列枠
枟水文水井钻探用钻柱特种接头枠
ＤＺ／Ｔ ０１０６ －１９９４枟水文水井钻探用套管、岩芯

管、取粉管螺纹枠
ＤＺ／Ｔ ０１０７ －１９９４枟水文水井钻探用钻杆枠
ＤＺ／Ｔ ０１０８ －１９９４枟水文水井钻探用钻杆接头枠
ＤＺ／Ｔ ０１０９ －１９９４枟水文水井钻探用钻铤枠
ＤＺ／Ｔ ０１６１．１ －１９９５枟钢制缠丝滤水管枠
ＤＺ／Ｔ ０１６１．２ －１９９５枟铸铁缠丝滤水管枠
ＤＺ／Ｔ ００５５ －１９９３枟水文水井钻探硬质合金钻头枠
ＤＺ／Ｔ ００５６ －１９９３枟水文水井钻探三牙轮钻头枠
ＤＺ／Ｔ ００５７ －１９９３枟水文水井钻探钻粒钻头枠
ＤＺ／Ｔ ００５８ －１９９３枟地质岩心钻探用钳枠
目前投入第二次修订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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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金刚石钻头和扩孔器枠 （原标准 ＤＺ ２．１ －８７
枟地质钻探金刚石钻头枠和 ＤＺ ２．２ －８７枟地质钻探金
刚石扩孔器枠已经作废）
以上仅列出钻探技术标准，没有列出坑探技术

标准。
还有一些其他地勘部门制定的本部门标准：
ＭＴ／Ｔ ５２１ －２００６枟煤矿坑道钻探用常规钻杆枠
ＭＴ／Ｔ ７８５ －１９９８枟金刚石复合片取心钻头枠
ＭＴ／Ｔ ７８６ －１９９８枟金刚石复合片不取心钻头枠
ＭＴ／Ｔ ７８７ －１９９８枟转盘钻机通用技术条件枠
ＭＴ／Ｔ ７８９ －１９９８枟煤田钻探金刚石取心钻头枠
ＭＴ／Ｔ ７９０ －２００６枟煤矿坑道勘探用钻机枠
ＭＴ／Ｔ ９８４ －２００６枟煤矿用金刚石复合片锚杆钻

头枠
ＳＹ／Ｔ ５０６４ －１９８５枟泥浆泵双金属缸套技术条件枠
ＹＳ／Ｔ ３１４ －１９９４枟钻石 １００Ａ－Ｄ型坑内钻机枠
ＹＳ／Ｔ ３１５ －１９９４枟钻石 １００Ａ－Ｆ型坑内钻机枠

2　国际钻探技术标准现状
国际上岩心钻探（矿山钻探、地质钻探）标准仅

涉及金刚石岩心钻探钻具（设备）标准。 目前国际
上没有统一的钻探技术标准，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
分别制定了自己的钻具系列标准，在世界上最有影
响的金刚石岩心钻探设备标准首推美国金刚石岩心

钻机制造商协会制定的 ＤＣＤＭＡ 标准，与其相近的
还有加拿大的 ＣＤＤＡ，英国、澳大利亚的 ＢＳ 等英制
标准；此外瑞典的 ＳＩＳ、日本的 ＪＩＳ 公制标准也有一
定的应用领域；经互会解体以前，以原苏联ГОСТ标
准为代表的第三类型标准在东欧占有一定市场。 这
些标准可以近似看作是各自的国家标准。 ＤＣＤＭＡ
制定的标准目前主要应用于普通金刚石钻探和一般

岩心钻探。
绳索取心钻探钻具（设备）的标准更是凤毛麟

角，连近似的国家标准或协会标准都没有，只有一些
企业标准。 美国长年（宝长年）公司的 Ｑ（ＣＱ）系列
钻具最具有国际影响，但也没有形成公开的标准；加
拿大波依尔兄弟公司采用了与 Ｑ 系列相似的英制
系列；日本利根、矿研两大公司则采用了类似于 Ｑ
系列的公制 ＢＱＴ、ＮＱＴ 和 ＫＢ －Ｑ、ＫＮ －Ｑ 系列；瑞
典克芮留斯公司则采用了原有的公制系列和类似于

英制 Ｑ系列的混合系列。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加，技术和商品经济的

不断发展，钻孔口径系列和钻具标准的国际化早为
钻探界所重视。 早在 １９６６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ＴＣ８２（矿业技术委员会）ＳＣ６（金刚石钻探设
备分技术委员会）〕就曾由英国和瑞典分别以 ＤＣＤ-
ＭＡ，ＳＩＳ为蓝本提出 ＩＳＯ 标准草案。 １９７５ 年，原苏
联又提出了以经互会标准为蓝本的第三系列。 经过
多年协调，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金刚石岩心钻
探设备标准系列采用多元并存的形式，分别形成 Ａ、
Ｂ、Ｃ三个系列，既互不通用，也不规定优选序次。 它
反映了国际上技术经济实力的影响，若干个集团互
不妥协，最后三足鼎力，实际上并未充分体现标准化
的简化、统一、协调、最优的基本宗旨。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原苏联担任 ＩＳＯ／ＴＣ８２／ＳＣ６ 主
席期间，在 Ａ、Ｂ、Ｃ系列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标
准草案称为“Ｕ”系列，它试图用一个统一的（Ｕｎｉ-
ｆｉｅｄ）系列，取代三者并行的现状，自然这更符合 ＩＳＯ
的原则，但历史上业已形成的事实注定了这一目标
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根据 １９９１ 年 ＩＳＯ／ＴＣ８２／ＳＣ６ 华沙会议的决议，

目前已获批准的钻探国际标准有：
ＩＳＯ ３５５１枟金刚石岩心钻探设备 Ａ系列枠
ＩＳＯ ３５５２枟金刚石岩心钻探设备 Ｂ系列枠
ＩＳＯ ８８６６枟金刚石岩心钻探设备 Ｃ系列枠
ＩＳＯ １００９８ 枟金刚石岩心钻探绳索取心设备

ＣＳＳＫ系列枠
需要修改完善，待审查的国际标准草案有：
ＩＳＯ／ＤＩＳ １００９７枟金刚石岩心钻探绳索取心设备

Ａ系列枠
ＩＳＯ／ＣＤ ５８９９枟Ｙ系列锥形螺纹钻杆枠
ＩＳＯ／ＣＤ ５９００枟空气洗井金刚石岩心钻探设备枠
我国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外先进标准组织建

立了对口联系，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早在 １９８３年国内就首次引进了 ＤＣＤＭＡ 标准并翻
译出版，完整地向国内探矿界介绍这一世界上影响
深远的钻具标准。 １９８５年地矿部就 ＤＣＤＭＡ标准组
团赴美考察，了解了 ＤＣＤＭＡ 的历史发展、组织章
程、标准实质等内容，促成了国内重点钻具制造厂家
成为 ＤＣＤＭＡ组织的成员。

９０年代初，国家标准化管理部门决定地矿部作
为 ＩＳＯ（国际标准化组织） ＴＣ８２（矿业委员会） ＳＣ６
（金刚石钻探设备）的对口单位，作为它的 Ｐ 成员
（积极成员），我国迅速与之建立联系，掌握了国际
上金刚石岩心钻探设备标准的最新动态，参与了国
际标准草案的研讨和审查，并及时吸收国际标准的
先进内容结合中国国情修订了国家标准。 ９０ 年代
初我国获得了正式出版的第一份金刚石钻探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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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 ＩＳＯ ３５５１枟金刚石岩心钻探设备 Ａ系列枠。
与 ＤＣＤＭＡ标准比较，ＩＳＯ ３５５１ 删除了那些不

属于金刚石岩心钻探的机具和不常用的规格，保留
了下列内容：Ｗ 设计的钻杆和接头，Ｗ和 Ｘ设计的
套管、接箍及相关附件，ＷＦ、ＷＧ、ＷＭ、ＷＴ等型式的
单、双管钻具。 标准只规定了一种 Ｗ 设计的钻杆，
即端部加厚车制内螺纹、用接头连接的钻杆，采用 ３
扣／ｉｎ，牙形半角为 ５°的圆柱梯形螺纹，钻杆体壁厚
为 ４畅７５ ～５畅７５ ｍｍ左右。 ＩＳＯ标淮取消了自接式钻
杆。 套管有 ２ 种设计，Ｘ 设计为薄壁套管，接箍连
接，Ｗ设计则是在平壁套管两端分别加工内、外螺
纹，直接连成套管柱。 Ｘ套管接箍的内径和 Ｗ套管
的内径是完全相同的。 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螺纹设
计不同，接箍采用较细的螺纹连接。 ２ 种设计均配
有套管鞋、套管钻头、套管扩孔器等。 ＩＳＯ成套的金
刚石取心钻具标准提供了 ４ 种型式。 ＷＦ设计为单
动双管式，钻头设计成底喷型，螺纹螺距较大，双管
系列共有 ５ 种规格（Ｈ ～Ｚ），适用于较大口径的钻
进；ＷＧ型钻具共有 ５ 种规格（Ｅ ～Ｈ），是常用的设
计类型，钻头呈内锥壁，可以直接安放卡簧，它有单
管钻具、联动和单动双管钻具 ３种类型，钻头和卡簧
是通用的；ＷＭ设计只有单动双管，在内管下端装卡
簧座，结构近似于我国当前双管的基本型式；ＷＴ 设
计则是薄壁规格，适用于较破碎的地层钻进，它有单
管、联动及单动双管等 ３种类型，但只规定了最常用
的 Ｂ、Ｎ、Ｈ ３种规格。 钻头及卡簧也是通用的，没有
卡簧座，钻头除壁较薄外与ＷＧ设计类似，薄壁的联
动双管还增加有小径的 Ｅ、Ｒ、Ａ ３ 种规格。 值得注
意的是不管哪一种设计，标准只规定连接尺寸，而双
管接头的结构型式均由设计者自行确定，它们的主
要规格相互可以通用。

最近与 ＩＳＯ／ＴＣ８２／ＳＣ６ 的联系已经中断，原因
尚不明确。

近年来，宝长年公司对金刚石钻探和绳索取心
钻探的钻具做了很多改进，如采用直流反极性熔化
极气体保护焊（ＭＩＧ）技术的普通钻杆接头，新型结
构的绳索取心钻具，高强度系列（ＨＰ）和薄壁系列
（ＬＷ）绳索取心钻杆，锯齿形（低应力）的螺纹设计
等等，这些技术改进对于提高钻具性能起到巨大作
用。 原来设计的 ＮＱ绳索取心钻杆的极限钻探深度
只有 １５００ ｍ，高强度系列的 ＮＲＱＨＰ 规格钻杆极限
钻探深度可到 ３０００ ｍ。
从全国来看，截止到 ２００３ 年底，在 ２０９０６ 项国

家标准中，已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有

９２５０项，其中采用 ＩＳＯ标准 ４５３９ 项，采用 ＩＥＣ 标准
１８８２项，采用 ＩＳＯ／ＩＥＣ 标准 ２８７ 项，采用 ＩＴＵ 标准
４８项，采用其他国家先进标准 ２４９４ 项，采标率为
４４畅２５％。 在总共 １６９１０ 项的 ＩＳＯ、ＩＥＣ标准中，我国
采用了６７０８项，但其中７８畅６５％采用的是１９９４年及
以前的 ＩＳＯ、ＩＥＣ标准。 也就是说，相当部分国际标
准实际上是已经落后、急待更新或已经淘汰的国际
标准。 国际标准对发达国家而言，只是一般水平，而
我国相当部分的技术标准还落后于国际标准。

ＩＳＯ、ＩＥＣ制定的国际标准中，由我国提交或主
持制定的不足 ２０ 项，仅占国际标准总数的 ０畅２％，
且基本上是一些非关键性的标准。 除了在中文编
码、ＶＣＤ和第三代移动通信领域有少量标准被纳入
国际标准外，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被动地执行国
外或国际标准，受制于人。 由于 ９９畅８％的国际标准
是以发达国家标准为基础制定的，或是发达国家主
持起草的，对发达国家适用，难以反映我国的技术要
求和经济利益。
我国技术标准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原因，在

于没有建立完善的国际和国外标准跟踪机制，不能
及时地把适用的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对采用
国际标准分析研究不够，过分强调采标率，造成技术
标准缺乏市场适应性；承担的 ＩＳＯ、ＩＥＣ秘书处（ＴＣ／
ＳＣ）数量少（ＩＳＯ ９ 个，ＩＥＣ ２ 个，仅占 ＩＳＯ、ＩＥＣ 秘书
处总数的 １％ ～２％），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能力低、
收效差；在制定国家标准问题上实行的是跟踪模仿、
拿来主义的政策，缺乏标准创新机制；没有建立科技
创新体系和标准研制体系有效协调的国际标准竞争

机制；与主要利益相关国家没有建立起战略伙伴关
系；没有建立培养、选拔国际型标准化人才的机制；
没有建立稳定的国际标准化活动经费筹集机制。 尤
其重要的是，我国企业缺乏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积
极性，远远没有成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主体，存在
主体错位问题。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参与国际
标准化活动动力不足，是制约我国实质参与国际标
准制定、标准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3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当前钻探行业缺乏技术标准及有标准难以执

行的问题十分突出，极大地阻碍了行业的技术进步。
首先，钻孔口径五花八门，不同时期颁布或执行

了不同的口径标准，一直沿用至今均有采用，近期又
有国外矿业公司直接引进了外国钻具，造成我国目
前钻孔的公称口径就十分混乱（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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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类标准规定的公称口径 ／ｍｍ　
规格代号 Ｒ Ｅ Ａ Ｂ Ｎ Ｈ Ｐ Ｓ

公
称
口
径

ＧＢ／Ｔ １６９５０ －１９９７  ２８  ３６ 档４６ O６０ <７６ 照９５ o１２０ 1１４６ 6
１９８２ 岩心钻探规程 ３６ 档４６ O５６　６６ 崓７６ 照９１ o
ＤＺ ２  ．１ －８７ 金刚石钻头 ２８  ３６ 档４６ O５９ <７５ 照９１ o
ＤＣＤＭＡ 钻头 ２９   畅４ ３７ 档档畅３ ４７ OO畅６ ５９ <<畅５ ７５ 照照畅３ ９８ oo畅８ １２２ 11畅３

　　由于公称口径的差别造成钻头、钻具、钻杆的规
格更加混乱，加上过去部门之间的技术壁垒，地质、
冶金、煤炭、核工业等部门各自又有自己的标准，致
使野外现场使用的钻探机具极不统一，无法互换，甚
至同样的钻头规格连接螺纹却不同，给地质队订货
和工厂生产带来极大困难。

经过多年的协调、磋商，终于在 １９９７ 年颁布了
为各部门共同接受的金刚石钻探钻具和绳索取心钻

具国家标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标准仅仅是一
个推荐的国标，没有被强制性地推广，一方面标准刚
刚颁布就遇到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各地勘单位属地
化，缺乏政府有力的推广；另一方面该标准和现行的
钻具有较大变化，一时难以被广大企业和用户所接
受；当然标准本身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小问题，影响
了标准的权威性。 客观地说，这个新标准的口径系
列是吸收了国外先进标准的优点，克服了不足之处，
并结合我国情况而制定的，是一个先进的技术标准。

（２）标准体系结构和标准内容不合理。
地矿部门制定了一些本应该由企业制定的产品

技术标准；不少标准内容过多地规定了产品的生产
过程、工艺流程，或产品的外型、尺寸、规格等技术要
求（主要是产品标准），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和技术创
新构成障碍，不利于技术进步。 部分产品标准中规
定了检验指标，但却没有检验方法标准，或者有了检
验方法标准，又缺乏产品标准中规定的检验指标，给
标准实施带来困难。

（３）我国钻探技术标准自主技术含量不高。
一方面大量标准中的技术数据和指标直接或间

接来源于国外标准或产品样本，缺乏科学技术研究
的支持，缺乏专有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缺乏实际制
造加工和生产应用的检验。 另一方面大量的先进制
造技术成果没有及时纳入标准，或者产品已应用了
先进制造技术成果，但对应的标准没有及时修订。

（４）标准制、修订周期过长，标准标龄过长，不
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从标准项目提出到标准发布，标准的平均制、修
订周期为 １０年，甚至更长。 几乎所有的钻探技术标
准标龄都在 １０ 年以上，１９９７ 年以后再没有发布过

探矿工程方面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4　对我国钻探工程技术标准工作的几点建议
为适应贸易全球化，伴随着贸易技术壁垒协定

的生效实施，ＷＴＯ要求将国际标准作为各国技术标
准的基础，同时国际标准化组织也鼓励各成员国积
极采用和实施 ＩＳＯ 标准，以推动全球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国对国际标准的需求日益增长，与国际标准
接轨，采用国外先进标准已成为我国目前标准化发
展的潮流。
然而对于钻探行业来说，目前没有真正的国际

标准可以直接采用，国外先进标准又种类繁多，使我
们处于两难境地。 但是国内目前的混乱状况必须解
决，钻探技术标准必须尽快制订或修订。 建议重点
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１）尽快修订地质岩心钻探行业标准体系；
（２）成立公益性的、中立性的标准化研究机构，

由政府对国家标准给予研究项目资助；
（３）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制定行业共同

遵守的行业标准，强化标准与市场关联度；
（４）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 ＴＣ８２／ＳＣ６）分技术

委员会恢复经常性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
订，继续探讨在中国举办该分技术委员会会议或工
作组会议的可行性并积极推进和落实。 强化国际标
准话语权；

（５）尽快成立地质矿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
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开）和岩心钻探分技
术委员会以加快地质矿产标准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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