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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对我国地质钻探技术装备情况调研的结果，涉及地勘单位地质钻探装备的配备情况以及地质钻探
装备的制造、销售、应用情况和施工单位对新技术、新装备的需求。 在分析调研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地质
技术装备的研发与引进以及加强行业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地质钻探；钻探装备；调研；行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Ｐ６３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７４２８（２００９）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６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Proposal on Present Situation of Geological Drilling Equipment in China／GAO Fu-li１ ，
LIU Yue-jin１， ZHANG Wei２ （１．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２， Ｃｈｉｎａ； ２．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７，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ｏ-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ｄｅｐｌｏ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ｎ ｎｅｗ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Key words：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ｎｅ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1　项目概述
1．1　目的

近年来，在国务院枟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枠
的精神推动下，地质勘查形势大好，工作量增长迅
速，地质技术装备需求旺盛、购置踊跃。 为了了解和
掌握目前我国地勘单位地质技术装备配备情况以及

地质技术装备的制造、销售和应用情况，了解施工单
位对新技术和新装备的需求，找出我国地质技术装
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地质技术装备的
研发与引进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中国地质调查局
科技外事部组织开展了全国地质技术装备调研工

作，调研项目由中国地质装备总公司及中国矿业联
合会地质与矿山装备分会负责实施。
1．2　项目实施过程

调研采用函调和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调研表主要包括了被调研单位的基础信息、基础数
据、主要经济财务指标、基本生产能力数据、国产及
进口设备的拥有情况及使用评价、未来三年对新设
备的购置意向及资金投入计划等内容；对制造企业
还包括了生产手段、加工能力、厂房及加工设备的先

进程度、成新水平、在产设备生产销售情况及市场占
有情况等。
本次调研以地质技术装备使用单位即地质勘查

施工单位为主，地质技术装备生产制造、物资流通等
单位为补充，通过函调和实地走访共收集到全国大
陆地区除西藏、海南以外 ２９ 个省市自治区的 １６５ 个
单位的资料信息。 共计收回调研表 １５０ 份，涵盖了
地质、煤炭、冶金、有色、化工、黄金、核工业、工程地
质等 ９个行业，其中施工单位 １２７个、设备制造企业
２２个、物资流通企业 ７ 个、省局和总局 ８ 个。 实地
走访调研以矿产资源大省如内蒙古、山西、山东、陕
西等为主要调研对象，先后共调研了 １０ 个省市 ２９
个单位，其中包括了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省直属
厂、物资公司和地质队、勘察院等单位。
本文仅刊出调研报告中有关钻探技术装备部分

内容。 除注明外，数据截止到 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 ３１日。

2　调研所获得的基础信息汇总
2．1　被调研单位总体状态
2．1．1　质量管理在行业中得到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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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行业秩序是行业发展的基础，经过了改
革开放初期的市场化竞争，依法合规、诚实守信，按
照质量管理体系规范企业运营的理念得到了行业的

提倡和推行，在 １５０ 份回函中，有 ４４％的单位通过
了 ＩＳＯ、ＡＰＩ或煤安等各种管理、质量或安全认证。
2．1．2　国有经济成分单一，资产状况良好

除极少数几个单位外，其余均为 １００％的国有。
从资产状况看，１２０ 个被统计单位中，负债率＜４０％
的单位有 ４６家，占 ３８畅３％，负债率在 ５０％ ～７０％的
单位有 ４９ 个，占 ４０畅８％，负债率 ＞７０％的单位占
２２畅５％。 总的资产负债率偏低，资信状况良好。
2．1．3　技术力量比预想的要好

本次调研侧重了技术人员进入地勘单位的渠

道、薪酬待遇以及技术水平等方面的调查。 由于地
勘单位对技术人员的重视、有计划地增加相关技术
力量的配备，而且地质勘查单位大部分属于事业性
质，在岗待遇较地方平均水平高、退休后的预期收入
也有保障，所以，近几年来行业技术力量有很大加
强。 据统计，大专以上学历技术人员占总职工数的
２３％左右，尤其是中级以上技术工人占总职工数的
３０％左右，比预想的情况要好，这为先进的地质技术
装备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2．1．4　职工薪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据对调研表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７ 年地勘行业在岗
人均薪酬为 ３畅４６ 万元，高于 ２００７ 年全国在岗职工
平均收入（２４９３２ 元）。 离岗职工薪酬为人均 ０畅９６
万元，离退休人员企业补贴为人均 １畅３８万元。 地勘
行业的发展使得职工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为队伍的
稳定提供了物质基础。
2．1．5　地质勘查工作仍是各单位主营业务内容

在填写了该项内容的调研表中，有近 ９４％的单
位其主营业务为地质勘查业务，改变了前些年地勘
事业不景气时各单位自谋生路、多种经营的状态。
在主营业务里，主要有矿产勘查施工，水、工、环勘查
施工、矿业开发、贸易等板块，既体现了主业的繁荣，
又体现了灵活的经营方略。
2．1．6　生产能力大幅提高

钻探工作量方面：地勘施工单位的生产能力大
大提高，山东省某地质大队 ２００７年钻探工作量达到
３０万米，调查显示，年钻探工作量超过万米的单位
比例为 ５５畅４％、超过十万米的比例为 １５％，而且
２００８年大部分单位预计钻探工作量都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
钻进深度能力方面：山东、河北、安徽等省的深

孔钻进取得良好成绩。 在山东的济宁铁矿勘查中，
现在正开钻的深度为 ２０００ ｍ左右的钻孔有 ２０ 个左
右，该局在今后的设备购置计划中主要支持千米以
深岩心钻机；在河北承德和辽宁本溪的铁矿勘查中，
先后以 ２０１０畅２６和 ２０４６畅０２ ｍ创造了国产设备绳索
取心钻进的钻深纪录。
2．2　２００７年我国地质勘查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2．2．1　资金投入

２００７年我国地质勘查资金投入持续增加，全年
共投入资金 １８２畅８０ 亿元，比 ２００６ 年增加约 ３７％。
其中固体矿产勘查投入资金 １６５畅３８ 亿元，与 ２００６
年同比增加 ３２％；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社会资金的
投入比重分别为 １４％、２７％、５９％，与 ２００６ 年相比
分别增长了 ７９％、２０％和 ３０％。 ２００７ 年地勘资金
投入情况见图 １。

图 １　２００７ 年地勘资金投入情况

2．2．2　钻探工作量
２００７年我国固体矿产勘查工作量创历史新高，

全年完成钻探工作量 １１６０ 万 ｍ，同比增长 ３４％，相
当于“十五”期间 ５ 年钻探工作量的总和。 完成钻
探工作量前十位的省份为：内蒙古 ２３１畅６ 万 ｍ，山西
８７畅４万 ｍ，山东 ８６畅１ 万 ｍ，新疆 ８２畅２ 万 ｍ，河南
６９畅９万 ｍ，安徽 ６５畅５ 万 ｍ，陕西 ５１畅７ 万 ｍ，河北
４９畅２万 ｍ，云南 ４８畅２万 ｍ，贵州 ４０畅７万 ｍ。
2．2．3　开动钻机台数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７ 年我国地质勘查施工中全
年开动立轴式岩心钻机超过 ５０００ 台，其中，以 ＸＹ－
４、ＸＹ－５、ＸＹ－６Ｂ等型号的钻机为主力机型。
2．3　我国地质技术装备制造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２００７年，地质技术装备制造行业中的多家企业
凭借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政府支持，改革改制工作取
得重大进展。 通过资产置换、机构重组、退城进园、
所有制转变及政策性破产等各种措施，使企业在资
产、负债、生产研发队伍、加工条件、工作环境、技术
投入等方面进入良性循环，从而加快了可持续发展
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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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取得可喜的成果。 多个厂
家的千米全液压岩心钻机的多个机型陆续进入市

场；大深度机械式岩心钻机、水井钻机及适用于深孔
钻探绳索取心钻杆研制成功；用于煤层气测井仪器、
工程物探声波仪及航弹探测仪的研制都取得了重大

进展。
由于矿产勘查市场火热的有效拉动，２００７ 年地

质技术装备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较快增长，据不完全
统计，２００７年地质勘查设备生产制造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近 ４０亿元。

3　我国地质技术装备状况分析
3．1　我国地质技术装备总体成新水平

我国地质技术装备在过去 ３ 年购置踊跃，成新
率较高。 在可统计的 １３０ 家施工单位中，６０％ ～
７０％的主要地勘装备是在近三年购置的；在可计算
的 ７１ 个施工单位中，国产设备平均成新率约为
６４％，进口设备成新率约为 ７０％。
3．2　国产地质技术装备仍是地勘施工的主力装备

（１）我国地质技术装备市场呈现品种多样、供
货商众多、需求旺盛的繁荣局面，国产地质技术装备
仍然是广大地勘施工单位的主力装备，千米以深国
产钻机拥有率约为 ９４％。

收回的 １５０份调查表中，拥有岩心钻探设备并
承担岩心钻探工作量单位有 ７３个，拥有 ３００ ｍ以深
（含 ３００ ｍ）岩心钻探设备 ７８６台套，其中：千米以深
（含 １０００ ｍ）钻机６９０台套，占 ８７畅８％；３００ ～１０００ ｍ
钻机 ９６ 台套，占 １２畅２％；立轴式钻机 ７３５ 台，占
９３畅５％；全液压钻机 ５１ 台，占 ６畅５％。 在 ５１ 台全液
压钻机中，国产钻机 １１ 台，占 ２１畅６％；进口钻机 ４０
台，占 ７８畅４％。
从以上数据不难得出，立轴式岩心钻机在我国

仍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２）目前地勘队伍典型机台设备配套现状见表１。

表 １　目前地勘队伍典型机台设备配套情况

设备
孔　深／ｍ

３００ ～５００ 浇６００ ～１０００ a１２００ ～２０００ V
钻机 ＸＹ －２、

ＸＹ －２Ｂ
ＸＹ －４、ＸＵ －１０００、

ＸＹ －４２ 3
ＸＹ －５、ＸＹ －６Ｂ、

ＨＸＹ －６Ｂ
泥浆泵 ＢＷ －１５０、

ＢＷ －１６０／１０ �
ＢＷ －２５０ ＢＷ －３２０、

ＢＷ －３００／１０ k
钻塔 ＳＧＸ －１３ 贩ＳＧＸ －１７、ＳＧ －１８ 苘ＳＧＺ －２３ #
动力配备 电动机、发电机组 ＋电动机、柴油机

（３）为满足地质勘查市场新的需求，深度更深、
自动化程度更高、能力更强的一系列新型号钻探设

备研制成功并投入市场。 比如 ＸＹ －６Ｂ、ＨＸＹ －８Ｂ
等机械传动岩心钻机，满足了大深度岩心钻探施工
要求；ＨＣＤ－５、ＸＤ－５、ＨＹＤＸ－８Ｂ 等全液压岩心钻
机，在中深孔岩心钻探施工中效率高、劳动强度低、
安装搬运简便，部分替代进口。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８
年国产全液压岩心钻机全球销售量超过了 １５０台。

（４）金刚石绳索取心钻探工艺在我国已经得到
普遍应用，除深孔钻探钻杆存在可靠性问题外，应用
效果良好；液动锤钻进或液动锤＋绳索取心钻进工
艺在一些省局开始应用，但还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
许多地勘单位有使用定向钻进工艺的迫切愿望，但
由于缺少相关技术人员和器具，成熟应用这项技术
的单位寥寥无几；一些单位正在探索应用空气反循
环等高效、节水钻探工艺。

（５）深孔立轴式岩心钻机以连云港黄海机械厂
有限公司、张家口中地装备探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探矿机械总厂的产品为主导；中深孔立轴式岩
心钻机以重庆探矿机械厂为主；全液压岩心钻机以
北京天合众邦有限公司、山东探矿机械厂的产品市
场份额突出；水井钻机是石家庄煤矿机械厂、张家口
中地装备探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郑州勘察机械厂
的产品为主；工程勘查施工钻机是重庆探矿机械厂、
衡阳中地装备探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北京探矿机
械厂的产品市场份额较大。
3．3　国外先进地质技术装备有着较高的市场认可
度

国外先进地质技术装备进入我国地质勘查市

场，在多专业领域为我国地质勘查提供了高、精、尖
技术装备，市场保有进口设备净值约占到国产设备
净值的 １／４。
收回的 １５０份调查表中，在引进国外岩心钻探

设备方面得到的数据不多，代表性不够，但是从实地
走访和平时掌握的信息看，在钻探施工中使用的国
外岩心钻探设备估计在 １００ 余台，个别单位拥有比
例较大，如四川华锋钻探公司拥有各种型号的进口
岩心钻探设备达 １８台套。

进口钻机大多数为全液压动力头式，少数为日
本产立轴式塔机一体式钻机。 在全液压动力头式钻
机中，以中深孔钻机为主。 品牌型号集中在宝长年
公司的 ＬＦ－７０、ＬＦ－９０ 型，阿特拉斯· 科普柯公司
的 ＣＳ１０００Ｐ６、ＣＳ－１４型。
这些设备以其优良的机械性能和工艺适应性在

推动钻探设备的进步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多数使用者反映该类钻机在使用中表现出在钻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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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钻进效率等方面较立轴式钻机具有优势。 存在
问题主要是购置价格昂贵，售后服务不及时且配件
价格高。
使用者普遍反映，与进口设备配套引进的钻杆、

钻具的使用效果明显优于国内产品，钻杆的使用寿
命同比国内产品高 ２ 倍以上，绳索取心钻具无论从
岩心采取率还是可靠性均优于国内产品，但 ３ 倍以
上的价格使得使用者难以接受。 有些单位在中深孔
钻探施工中采取使用国产钻杆＋进口钻具的方式，
以求保证施工质量，降低耗材成本。
3．4　国内外钻探设备比较
3．4．1　国外钻探技术装备的先进性

（１）研制了不同应用领域的装备，如地质调查
与化探取样、地质矿产钻探、工程地质勘察、砂矿勘
探、物探震源孔钻探、坑道钻探、水文水井钻探（含
地热）、边远难进入地区钻探、水域钻探（含海底天
然气水合物钻探取样）、大洋和大陆科学钻探用装
备等。

（２）革新了以往传统的设计，如采用全液压动
力头传动；采用计算机技术和机电液一体化设计；多
功能设计，实现一机多用；采取模块设计与多种装载
型式，便于运输和直升机吊装。
3．4．2　我国岩心钻探设备与国外产品的差距

总体水平来讲，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岩心
钻机的制造和应用上的差距还较大，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１）传统的立轴式钻机目前在发达国家已很少
制造和应用，国际上已普遍采用全液压动力头式钻
机。 而我国目前主要仍采用立轴式岩心钻机，特别
作为主力设备使用的是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研制的
ＸＹ系列钻机，不能很好地满足绳索取心钻进工艺
和斜孔钻进的要求，通用性和标准化程度较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研制的带自动倒杆功能的 ＣＤ －２、ＣＤ
－３型钻机，仍属于立轴式钻机，而且研发成果未得
到有效转化。

（２）至今我国尚没有专门研制的轻型易拆、用
直升飞机搬迁和拆装的岩心钻探设备及轻质钻具，
也未运用直升飞机钻场搬迁技术于难进入地区。

（３）全液压动力头式岩心钻机研制和应用仍处
于起步阶段，适用于多工艺的多功能钻机还处于空
白，难以满足金刚石钻进、冲击回转钻进、定向钻进、
反循环连续取样（心）等多种钻进工艺发展的需要。

（４）目前，我国尚无自行研制的计算机控制，
机、电、液一体化操作，具有优越性能和高生产效率

的自动化钻机，也未在生产实践中应用。
（５）钻机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程度不高，

产品系列不完善，装载型式落后，缺乏国外拼装式
（模块）设计的先进钻机。

（６）钻机的控制系统、运行和工况的监测系统
落后，钻进参数监测仪表也不够完善。
3．5　设备购置意向

调研中发现，几乎所有的施工单位都有地勘设
备的购置需求，资金来源以地方财政专项支持和自
筹为主。
地质技术装备的购置意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１）中深孔岩心钻机仍然是钻探施工单位较为

集中的购买设备类别，有些省局明确表示，今后主要
支持 １０００ ｍ以深岩心钻机的购置，其中，１５００ ｍ左
右的钻机以推广全液压动力头式岩心钻机为主，
２０００ ｍ以深的岩心钻机是今后购置的主力机型。

（２）购置意向中呈现出对全液压岩心钻机的需
求有较高的愿望，填表单位计划购置全液压岩心钻
机的数量约占计划购置钻机总台数的 ２／３。

（３）随着我国攻深找盲资源战略的推进，深部
钻探工作量逐步加大，可以承担孔深超过 １５００ ｍ的
深孔取心钻进的钻具、钻杆以及长寿命钻头等是市
场上比较关注的热点产品。 现有的产品由于原材料
材质、加工精度、热处理工艺等方面的基础技术要求
与国外产品相比比较低，再加上各个环节的不稳定
因素，使得在深孔钻进时钻具、钻杆的质量令人担
忧，因此，研制综合机械性能更优、各种连接更加可
靠的系列产品的呼声很高。 又由于深孔钻进中钻头
的有效切削寿命直接影响到孔内事故、钻进效率、提
钻次数、工人劳动强度等综合效率，所以，长寿命钻
头或其他形式可靠的不提钻更换钻头是用户所希望

的。
（４）国外进口岩心钻机的需求依次为阿特拉斯

· 科普柯、长年公司和山特维克（原澳大利亚 ＵＤＲ）
全液压中深孔岩心钻机。

4　地质技术装备制造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由于本次调研是以地质技术装备使用单位为主

要调研对象，生产制造单位只是辅助调研，反馈的调
研表数量不大，但是从协会的日常管理和本次调研
所取得的一些数据资料基本上也能够反映出当前生

产经营的概况。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７ 年全国地质技
术装备生产制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近 ４０亿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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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１亿元的企业超过 １５家。
4．1　主营业务持续增长

２００７ 年地质技术装备生产制造行业的主营业
务收入较 ２００６ 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有 ４７％的单
位增幅超过两位数；２００８年预计增长幅度大于 ２００７
年增长幅度，增幅超过两位数的单位预计达到 ６２％。
4．2　科技支出逐年增加

２００７年超过 ９０％的单位科技支出都有大幅提
高，一方面显示了科技对生产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
也说明增加技术投入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将打下坚

实的基础，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趋势必将是逐年加
大。 这也符合国家倡导的“鼓励加大科技投入、增
加自主创新能力”的精神。
4．3　主营业务毛利率有所下降

有 ６０％～７０％的单位 ２００７ 年主营业务毛利率
较上一年度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原材料涨价以
及市场竞争激烈。 预计 ２００８年的情况基本相同，毛
利率的空间进一步下降。 所以，企业必须靠研发新
的产品增大利润空间，扩大产能，消化上游产业涨价
和市场竞争所带来的成本增加。
4．4　生产设施状况

生产设施主要包括生产用加工设备和厂房，调
研中发现，老国有企业与经过改制搬迁的企业之间
差别比较大，前者的机加工设备有的是 ２０世纪六七
十年代的产品，其厂房也破旧不堪。 但是，３０ 年的
改革开放已经使生产设施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变，
６１％的单位设备成新率、６４％的单位厂房成新率均
在 ５０％以上。
4．5　加工能力较大改善

数字化加工设备广泛应用，６０％的单位拥有各
种型号的数控机床或加工中心，有较强的超大型、超
小型轴类零件加工及超大型结构件加工能力；数控
下料、二氧化碳保护焊接等工艺也有较好的使用；仪
器制造商均有自主编程、自主加工的能力。
4．6　新产品研发力度加大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地质技术装备的研发力
度，成果显著，有 ８ ～１０ 个单位研制的适用于 Ｎ 系
列钻具的中深孔全液压钻机投入市场；有 ３ ～４个单
位正在研制 ２０００ ｍ左右的深孔全液压岩心钻机，并
将于 ２００９ 年年初面世；钻深超过 ３０００ ｍ 的资源钻
机已投入生产，完善了产品系列。 钻具、钻杆方面，
新型绳索取心钻具、螺杆马达、液动冲击器、适用于
水文水井钻探的 ＧＱ１２７／ＧＱ１０８ 型贯通式冲击器、
饱５９ ｍｍ小口径牙轮钻头等钻探工具等得到了应

用。 适用于深孔岩心钻探 Ｎ 系列、Ｈ系列的新型绳
索取心钻杆的研制取得了进展，其中深孔 Ｎ系列钻
杆已在 ２０００ ｍ深孔钻探中成功应用，整体连续调质
处理生产线生产的有着较高综合机械性能的 ＨＱ钻
杆取得了良好的试验数据。 液压驱动以及更加适用
于小口径岩心钻探的 ＢＷ１６０／１０ 型泥浆泵以其良好
的性能价格比得到了用户好评，被视为 ＢＷ１５０ 型泵
的更新换代产品。

5　综述及建议
在国务院枟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枠的推动

下，在国际矿产品高需求形势的带动下，我国地质勘
查事业迅猛发展，因此使得地质技术装备在近二三
年里需求旺盛、购置踊跃，呈现购、销两旺的局面；产
品系列化逐步完善，整体技术水平有较大提升；施工
单位地质技术装备的配备率、成新率大幅提高；进口
设备数量增加较快等。 但是，在繁荣的大环境下，也
存在着诸如施工规范、设备管理制度、行业标准等过
于陈旧或不完善，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在全国
各省局十分不平衡，我国地质技术装备整体水平偏
低等不足，以下提出钻探设备开发和几项综合建议，
为我们研究下一步工作方向提供一些参考。
5．1　钻探设备开发建议
5．1．1　近期开发建议

（１）加快全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系列产品及配
套设备的开发速度，满足不同市场环境的需求。 在
目前已经开发的机种机型的基础上，采用模块组合
设计，开发多种结构型式、不同装载方式、不同钻进
深度的机型，并逐渐形成完整的系列产品，满足日益
增长的需求，促进岩心钻探设备的更新换代。

（２）开发轻型易拆装和易搬迁的岩心钻机。 重
点开发中浅系列，采用小模块拼装型式，适用于西部
边远地区和中东部难进入地区的钻探工程需要。

（３）开发新型的轻便、高效取样钻机。 包括可
人力搬运的各种装载类型的取样钻机，为城市地质
调查填图和取样、环境地质调查、农业地质调查提供
性能先进的快速取样换代装备。

（４）传统立轴式岩心钻机系列的完善。 结合机
械传动岩心钻机的价格优势和全液压钻机工艺适应

性好的优势，在现有立轴式岩心钻机的基础上作改
型设计，采用新的传动和结构型式，重点解决机上方
便加接钻杆、斜孔施工、深孔钻进等问题，如不停钻
倒杆、交流变频驱动、参数控制显示仪表等。

（５）开发新型全液压坑道钻机。 通过消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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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先进技术，移植现有的成熟技术，开发钻深在
３００ ～１０００ ｍ范围内的产品系列，填补该类产品的
空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尤其是满足危机矿
山接替资源找矿的需要。

（６）开发全液压多功能锚固钻机。 在现有锚固
钻机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完善液压
系统，提高技术性能，增加履带自行品种，以及产品
的系列化等工作，满足水电、交通、灾害治理等领域
的需要。

（７）新型绳索取心钻杆钻具的研制。 建议与世
界最多采用的岩心钻探、水文水井钻探、油气钻探标
准等系列标准靠拢，如 ＤＣＤＭＡ、ＡＰＩ 等。 重点解决
高强度地质专用管材来源、螺纹加工及热处理等关
键问题。 以满足深部找矿的急需。
5．1．2　中长期开发建议

（１）计算机控制的机、电、液一体化智能钻机的
开发。 我国作为矿业大国，今后地质勘查任务繁重，
应当将研究开发自动化岩心钻机的任务提上日程。
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家系统，用电比例控制方式
改造液压系统，经过有机集成，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智能化钻进设备。

（２）开发全液压动力头车装水井钻机（井深 ６００
～１５００ ｍ）。 通过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填补国
内空白，为水文水井钻机的更新换代做准备。

（３）开发浅层（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ｍ）石油钻机。 在水
井钻机、地热钻机的基础上开发、完善深度系列，在
深度上与石油钻机相衔接，以较低的产品价位进入
浅层油气和煤层气开发领域，满足油气资源勘探和
地热井施工的需求。

（４）开发特种钻机，包括：科学钻探成套装备、
新型物探爆破孔钻机、煤层气钻机、地源热泵钻机、
海洋（河、湖）勘查取样钻机以及声波钻机等。
5．2　综合建议
5．2．1　建立地质技术装备工作的管理体系

建议建立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相关部
门与地质技术装备相关单位的互通渠道，实现信息
的双向交流，做到国家对全国地勘单位技术装备的
生产、使用、需求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能够及时掌握，
国家的产业政策能够顺利下达；力争做到地质技术
装备在国家机关要有人问、有人能回答，有部门管、
有数据能说话。 协会可以作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
希望政府部门重视这项工作，能够托办、支持协会承
担相关的职能。
5．2．2　重视地质技术装备在地质工作中的作用

建议将地质技术装备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列入国

土资源部或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中长期规划中，做到
地质技术装备的进步与国家地质工作的发展同步。
２００６年国务院枟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枠颁布后，
全国地质工作发展迅猛，但是地质技术装备无论从
能力上还是在技术水平的提高上却远远没有跟上地

质工作发展的步伐，实际上就反映了地质技术装备
的作用没有被重视，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单单靠政
府进口少数的设备很难在市场体制的大环境下发挥

其作用，更不能全面提高我国的地质技术装备的整
体水平。
5．2．3　认真研究这次调研中地勘单位提出的有关
意见和建议

这些建议既体现了广大基层工作者对地质工作

在管理体制建设、规范及标准的制定、新产品研制等
各方面的看法和要求，同时也说明了多年来没有一
个畅通的渠道来反映他们的诉求，因此，这次调研中
被访单位积极踊跃地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
5．2．4　将地质技术装备有关产品的行业标准的更
新、制定、颁布工作提上日程
由于我国地质技术装备的在用标准大多数都采

用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部颁标或国家标准，已经与
现在的技术进步、技术能力拉开了较远的距离，启动
这项工作，可使我国地质技术装备的生产、使用技术
水平得到大的提升，促进地质技术装备的技术发展
和技术进步，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
5．2．5　科研项目要紧密结合生产实际

对应用型的科研项目的设立应该与生产实际相

结合，产品应可靠、实用，能够对提高生产效率、增强
生产能力、优化生产成果起到作用。 部、局在科研项
目安排上也应该突破原有的思路，吸收一些有能力
的企业、局、队参与到项目中。
5．2．6　建立科研成果转化机制

科研成果转化是一个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由
于经济利益等原因，使得有些非常好的科研成果没
有形成规模产品，造成严重浪费。 建立科研成果转
化机制，消除上述弊端，发挥科研、生产的各个环节
的优势作用，共同为地质技术装备的技术进步做出
各自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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