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０８ 年探矿 （岩土钻掘 ）工程十大新闻

　　一、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项目启动
２００８年 １１ 月 ６ 日，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

一号孔（ＷＦＳＤ－１）正式开钻，吹响了中国地学界向
地震研究和预报领域进军的号角。 一号孔位于都江
堰市虹口乡，设计孔深 ２００ ｍ，开孔顶角 １０°，终孔直
径 ７６ ｍｍ，由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〇三地
质队承担钻探施工任务。
由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震局共同组织

实施的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项目是当今世界回

应大地震最快的一项科学钻探工程，也是我国第一
次通过科学钻探研究地震断裂和地震机理的重要工

程。 该项目将在北川—映秀和安县—灌县两个断裂
带上实施 ４ 口钻孔，包括 ２ 口 １２００ ｍ 钻孔和 ２ 口
３０００ ｍ钻孔。 将在 ３０００ ｍ 钻孔内安放科学仪器，
建立深孔长期地震观测站。

汶川地震科学钻探工程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工
程中心设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心领导为：主任王学
龙、副主任兼首席科学家许志琴、副主任胡时友、总
工程师张伟、总地质师李海兵。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 ２９日～１２ 月 １日，汶川地震科学
钻探工程中心组织有关钻探专家在成都召开了“汶
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技术研讨会”，对汶川地震
断裂带科学钻探项目的钻探技术方案、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ｍ深孔岩心钻探和科学钻探技术方案以及地壳探测
工程中 １２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ｍ 超深科学钻孔的钻探技术
思路进行了研讨。

二、ＳＹＺＸ７５绳索取心液动锤钻深达 １６４８ ｍ，创
小口径绳索取心液动锤钻进的最深记录

２００８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研制
的 ＳＹＺＸ７５ 绳索取心液动锤在兖州颜店铁矿 ｚｋ００１
孔中应用，从 １１２１ ｍ开始钻进至 １６４８ ｍ，创国内小
口径绳索取心液动锤钻进的最深记录。

该孔由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大

队施工，钻遇地层以白云岩、云斑灰岩为主，岩石破
碎，裂隙溶洞发育，属严重漏失地层。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ｍ
为绿泥绢云千枚岩。 岩心轴夹角大，局部见有石英
脉，属易造斜地层，多段岩石破碎。 采用常规绳索取
心钻进，存在时效低、回次短、钻头寿命低、孔斜强度
大等问题，采用 ＳＹＺＸ７５ 绳索取心液动锤后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时效提高 ３０％，回次进尺增加 １８％，
钻头寿命增长 １５％～８０％，孔斜强度由 ６畅０３°／百米
降到 １畅７５°／百米，成本降低 １０％ ～３０％，台月效率
提高 ４０％。

三、我国陆地天然气水合物钻探技术研究项目
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承担的“陆
地永久冻土天然气水合物钻探技术研究”项目取得
重大阶段性成果。 课题组经过认真准备，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月 １６日在青海省木里海拔 ４２００ ｍ 的高原冻土
区开钻，１１月 ５ 日 １６ 时在细砂岩孔隙和裂隙中首
次发现了含天然气水合物岩心段（１３３畅５ ～１３５畅５ ｍ
间，厚约 ２ ｍ）；１１ 月 ７ 日凌晨在泥质粉砂岩裂隙中
发现了第二个含天然气水合物岩心段（１４２畅９ ～
１４７畅７ ｍ间，厚约 ４畅８ ｍ）；１１月 １０ 日在含泥粉砂岩
裂隙中发现了第三个含天然气水合物岩心段

（１６５畅３ ～１６５畅５ ｍ间，厚约 ０畅２ ｍ）。 这是世界上首
次在海拔 ４２００ ｍ高原冻土区发现了水合物并取出
了水合物样品。 标志着我国冻土区水合物地质调查
及水合物钻探取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四、山东省地矿局超深孔钻探技术实现新突破
山东省地矿局通过加大设备和技术投入，加强

深部找矿钻探技术研究，开展创生产纪录活动，有力
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钻探技术的提高，深孔钻探
技术实现了新的突破。 ２００８ 年，采用 Ｓ７５ 金刚石绳
索取心钻进工艺，４ 次打破 １９０５畅９２ ｍ（２００７ 年）全
国最大孔深纪录，最大孔深已达到 ２０４６畅０２ ｍ。
五、ＰＶＣ－Ｕ塑料管成功应用于浅层地热能与

地下水资源开发，示范工程创国内外大口径全塑料
管井深度记录

由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队承担的“ＰＶＣ －Ｕ 塑料管在浅层地热能及
地下水开发工程中应用与研究”项目，完成了 ２ 眼
示范井，创国内外大口径全塑料管井深度记录，提出
的“压力平衡法”成井工艺解决了 ＰＶＣ －Ｕ 塑料管
下入困难和挤毁爆裂等技术难题。

２００８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该项目在北京通过了由国
土资源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组织的专家鉴定。 鉴定
委员会认为，该项成果符合国家节能减排、可持续发

１　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展政策，在水文水井、浅层地热能开发等领域具有重
大的推广应用价值，前景广阔，为钻探技术的延伸和
井管更新换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成果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

六、“２００８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暨中国矿业博览
会”在京隆重举行，岩土钻掘技术与装备占据展览
会半壁江山

２００８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主办、中国矿业联合会承办的“２００８ 中国国际
矿业大会暨中国矿业博览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隆重开幕。 大会主题是“迎接新挑战，推动矿业持
续繁荣”。 在两天半的时间时，举办了多种形式的
论坛、展览和专题活动。
中国矿业博览会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

界四大矿业盛会之一，是亚洲最大的矿产勘探、开发
交易平台，为国内外矿业企业相互合作提供了良好
的机会与渠道。 本届展览会参展厂商 ４００ 多家，规
模空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设备展区的岩土钻掘设
备，参展的钻掘设备生产厂商争先展示自己的最新
产品，从大型钻探设备到钻探器具，不但品种众多，
而且技术领先、性能优良。 展览会上，无论是展区面
积还是参展实物数量，岩土钻掘技术与装备占据了
半壁江山，充分体现了岩土钻掘工程技术在地质找
矿中的重要作用及地位。
七、世界最大竖井钻机首钻大显身手
由中信重工研制的世界最大、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大型 ＡＤ１３０／１０００竖井钻机日前圆满完成
了淮北矿务局直径 ７畅１ ｍ、深 ３０１ ｍ 通风井的钻凿
任务。 目前该钻机已调住淮南准备钻凿直径 １２ ｍ、
深 ５００ ｍ的淮南煤矿副井。
中信重工承担的 ＡＤ１３０／１０００ 竖井钻机项目属

国家科技部科研开发项目。 该钻机不仅在钻架、滑
架等 ５个方面实现了重大技术创新和突破，还利用
了全液压动力头驱动以及全断面分级扩孔、减压钻
进、压气提升反循环洗井等全新技术，对大漏水、易
塌方的不稳定地层有良好的适应性。

八、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和西安探
矿机械厂分别迎来建所 ３０年和建厂 ５０年华诞

２００８年 ８月 ８日，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
究所迎来了建所 ３０周年的纪念日。 ３０ 年来， 探矿
工艺研究所承担的各类地调项目、科研项目、横向项
目共计 １５０余项，获得专利 １６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２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项 ４５ 项，其中获得国家级
奖励 ２项，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６ 项，二等奖 １０

项，三等奖 １７ 项，其它奖励 １０ 项；该所科技人员在
各类正式刊物上共发表科技论文、科技译文 ３８０ 余
篇；参与编写的著作和标准 １４部。

２００８年 ９ 月 １２ 日，西安探矿机械厂举行隆重
大会庆祝建厂 ５０ 周年。 ５０ 年来，西安探矿机械厂
以服务于地质找矿工作为宗旨，经过一代又一代西
探人的艰苦创业和辛勤努力，在探矿机械设备的研
制、生产、开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以高
压注浆设备和桩基施工设备为主导的特色系列产

品，被广泛应用于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等施工
领域，为地质勘探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九、第五届亚洲太平洋地区“地质资源与地质

工程”国际会议在长春召开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 ２１ ～２４ 日，第五届亚洲太平洋地

区“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国际会议在吉林大学圆
满召开。 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总数达 １２２ 人，其中
国内代表 １０２ 人，俄罗斯、捷克、也门等国代表 ２０
人。
本届大会是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界的一次盛

会。 出席会议的代表有该领域一批有影响的专家教
授，也有一批有成就的青年学者，还有一批敢于创新
的博士生。 与会代表的发言、来稿反映了当今本地
区该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通过本次会议，不但促进了各国专家学者的学

术交流与合作，也为今后多方沟通搭建了一个良好
的平台，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同时也进一步推动
了吉林大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科的发展。
十、中国柴达木盆地资源环境科学钻探工程开

始实施

２００８年 ４ 月 ２７ 日，中国柴达木盆地资源环境
科学钻探工程开工仪式在青海省格尔木市达布逊湖

区隆重举行。 中国柴达木盆地资源环境科学钻探工
程是一项国家地质调查项目，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资
助，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实施，探井命名
为“盐参一号”，选址在格尔木市达布逊盐湖区，设
计井深 １２００ ｍ，全孔取心，是科学钻探第一阶段工
程。 该项目的钻孔施工由中国建材工业地勘中心宁
夏总队承担。
中国柴达木盆地资源环境科学钻探工程是青藏

高原以资源和环境为科学目标的历史第一钻，具有
深远的科学意义和重大的现实影响，引起了世界科
学界的关注。 这一工程的实施，将为柴达木盆地资
源的综合开发以及柴达木盆地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

真实可靠的基础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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