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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岩心钻探技术及其在资源勘探中的应用

张金昌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摘　要：简要回顾了地质岩心钻探技术的发展历程，介绍了进入 ２１ 世纪地质岩心钻探设备与技术的发展现状；举
例说明了地质岩心钻探技术在资源勘探开发中的应用，并对地质岩心钻探技术在科学钻探和环境保护中的应用情
况进行了概括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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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矿产资源勘探技术方法中，钻探技术仍
然是唯一能从地下取出实物岩矿样品的勘查技术方

法。 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钻探技术的
研究。 本文就钻探技术的发展历程、目前水平以及
钻探技术在资源勘探中的应用进行简要回顾。

1　国内外钻探技术的发展概况
１８世纪中叶出现人力驱动的岩心钻机和天然

金刚石钻头。 １９ 世纪末的钻机都是蒸汽动力驱动
的转速不高的人力给进钻机。 到 ２０ 世纪初出现了
螺旋给进钻机。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液压技术开始
用于钻机的给进系统，具有多种调速范围的变速箱
也开始应用于岩心钻机。 从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起，
随着静液压传动技术的发展和液压元件质量的提

高，出现了全液压驱动和控制的动力头式钻机，从而
开辟了岩心钻探的新天地。

通过 １００多年的发展，岩心钻机由早期的机械
传动手把给进钻机到机械传动液压给进立轴钻机发

展到今天的全液压动力头钻机以及自动化、智能化
地质岩心钻机。 同时，孔底动力钻具（潜孔锤、螺杆
钻、涡轮钻、孔底电钻等）也从发明到发展，至今已

具有一定水平。 从 １８６２ 年天然金刚石用于制造金
刚石钻头岩心钻探方法问世；１８９９ 年发明了铁砂
（钢粒）钻进；１９１６ 年硬质合金开始用于钻探；１９５４
年世界第一颗人造金刚石制造成功并用于制造金刚

石钻头。 人类经历了天然金刚石表镶钻头钻探时
代，铁砂、钢粒和硬质合金钻探时代，人造金刚石孕
镶钻头钻探时代至今到了人造复合超硬材料钻探时

代。
我国从 １９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就已开始在国内

进行矿产勘查，１９４９ 年前国内钻探所用钻机全部由
国外引进，钻机主要来自德、英、日、美等国家。 １９５０
年我国开动地质岩心钻机 １３９ 台，组建 ９ 个石油钻
井队，就是当时全国拥有的钻探机械。 其中包括
１９４７ ～１９４８ 年引进的 １０ 套具有当时先进水平的美
国长年公司的液压与螺旋给进的金刚石钻探装备。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初，新中国从苏联大量引进当
时并不先进的手把给进式钻机，并开始仿制。 ６０ 年
代开始自行设计钻机。 之后，不断引进当时世界上
性能先进的钻机（主要作样机），并自行设计开发各
种用途和类型的钻探装备，逐步形成 ＸＹ、ＹＬ、ＣＳ、
ＭＫ、ＴＫ和 ＨＸＹ 等系列地质岩心钻机。 特别是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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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始全面推广金刚石钻进技术，促进了我国地
质岩心钻机的研制与制造业的发展。 到 ８０ 年代就
基本满足国内地质矿产调查的需要，并有部分向外
出口。 ９０年代后，对全液压动力头式钻机进行了有
益探索，但因国内液压技术相对落后，研制的样机未
能推广使用。 进入 ２１ 世纪，随着液压技术的发展，
我国开始研制新一代 ＹＤＸ系列全液压动力头式钻
机并不断推广，钻进能力 １０００ ｍ的 ＹＤＸ －３型钻机
已推广应用近百台套。

国外地质矿产勘查普遍采用全液压高转速动力

头式钻机。 国外钻探机械装备的发展不论是何种用
途的钻机，发展趋势可归纳如下：

（１）除部分用途以外，多数钻探机械将具备一
机多能，为用户多向服务提供方便；

（２）愈来愈多地采用拼装式设计（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便于变形设计派生产品，便于采用集装箱
和空吊运输；

（３）更多地采用动力头式钻机。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新设备研制上

还是在新工艺方法的应用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 目前，国外有能力研发深孔高速动力头地质岩
心钻机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瑞典、美国、澳大利亚
等。 其中阿特拉斯公司（ＣＳ 系列）及长年公司（ＬＦ
系列）的地质岩心钻机钻进能力从 ６００ ～２０００ ｍ 均
形成了系列（图 １、２、３）。 计算机控制只需单人操作
的自动化钻机达到实用化程度。

图 １　ＬＦ７０ 型钻机

2　我国钻探技术的发展现状
2．1　地质岩心钻机

目前，国内固体矿产岩心钻机主要是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发展起来的 ＸＹ系列液压立轴式钻机（图 ４、
５ ），钻探深度一般在１５００ｍ以内，少数机型钻深能

图 ２　ＣＳ１４ 型钻机

图 ３　ＣＳ１０ 型钻机

图 ４　ＸＹ －４ 型钻机

力接近 ２０００ ｍ，配套工艺方法以普通回转提钻取心
为主，钻机的钻进参数仪表配置落后。 泥浆固控系
统仍停留在传统的泥浆池加循环槽使岩粉自然沉淀

的落后状况，不能满足孔底动力钻具对冲洗液固相
含量的要求。 “九五”期间研制成功液压立轴式双
卡盘不停车倒杆和交流变频双卡盘地质岩心钻机。

“十五”期间，我所研制成功了 ＹＤＸ －３ 型全液
压动力头式地质岩心钻机（用饱７１ ｍｍ 绳索取心钻
杆钻深能力为 １０００ ｍ，图 ６），钻机适用于金刚石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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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ＸＹ －６Ｂ 型钻机

图 ６　ＹＤＸ －３ 型钻机

索取心、冲击回转、定向钻进、反循环连续取心（样）
等多种高效钻探工艺方法。 进入“十一五”，ＹＤＸ系
列新一代地质岩心钻机研发全面展开，ＹＤＸ －２ 型
钻机（钻深能力 ６００ ｍ）样机目前正在进行生产试
验。 ＹＤＸ －１型钻机（钻深能力 ３００ ｍ）和 ＹＤＸ －４
型钻机（钻深能力 １５００ ｍ）已列为地质调查项目，正
在研制过程中。 作为“十一五”“８６３”计划重点项目
“２０００ ｍ地质岩心钻探关键技术与装备”的核心内
容，ＹＤＸ －５型钻机（钻深能力 ２０００ ｍ）的研制工作
正在按计划进行。 目前研制成功的其它型号的全液
压动力头地质岩心钻机主要有：连云港黄海机械厂
的 ＨＹＤＸ －４、ＨＹＤＸ －５、ＨＹＤＸ －６ 型，钻深能力分
别为 ８００、１２００ 和 １６００ ｍ；山东省地质探矿机械厂
的 ＸＤ －３、ＸＤ －５ 型，钻深能力分别为 ８００ 和 １２００
ｍ；以及其它一些厂家研制的不同型号的全液压动
力头钻机。

2．2　地质岩心钻探工艺技术现状及新进展
我国的金刚石绳索取心钻探技术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推广应用，目前使用深度多在 １０００ ｍ
以内，只有个别钻孔达到了 ２０００ ｍ，利用绳索取心
钻探技术完成的岩心钻探工作量仍不足全部固体矿

产岩心钻探工作量的 ３０％。 国产绳索取心钻具存
在材质不佳、加工质量差、易折断和脱扣等问题。
我国的液动潜孔锤钻具研制具有一定基础。

ＹＺＸ１２７型液动潜孔锤在２００５ 年完工的中国大陆科
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施工中创下了总进尺 ４０３８畅８８
ｍ、平均小时效率 １畅１３ ｍ、平均回次长度 ６畅３１ ｍ 的
好成绩。 在普通钻探生产和小直径钻孔条件下应用
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我国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金刚石钻头的研

制，虽经几十年的发展，工艺技术在改变和进步，但
钻头的制造和使用水平提高幅度不大，金刚石钻头
平均寿命为 ３０ ～３５ ｍ，时效徘徊在 １ ～１畅２ ｍ／ｈ 的
水平。 对地层适应性较差，不能充分发挥绳索取心
钻探技术的优越性。
随着地质工作的整体复苏，岩心钻探工作量在

逐年增多。 以绳索取心、液动冲击回转、定向钻进等
先进钻探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小口径金刚石地质岩心

钻探技术又重新显示出活力。 ２０ 世纪末至 ２１ 世纪
初，地质岩心钻探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 具体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2．2．1　组合钻探技术研究

该技术实现了一套器具满足不同地质环境及不

同取样目的需要，为地质调查快速取样、干旱缺水复
杂地层石油地震物探施工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手段。
特别是在我国新一轮油气勘探中，该技术方法不仅
解决复杂地层油气地震物探爆破孔难以成孔的技术

难题，而且使施工效率提高 ５ ～８倍。 为加速我国新
一轮油气勘探及发现一批新的油气矿藏异常发挥了

重大作用，引起了石油物探界关注。 该技术方法直
接产值超过 １０亿元人民币。
2．2．2　西部地区复杂地层中深孔岩心钻探工艺研
究

该成果为加速我国西部复杂地层及中东部深部

地质矿产资源的勘探评价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技术手

段。 该项成果开发的深孔绳索取心钻杆、钻具及施
工技术创造了国产器具在固体矿产资源调查钻孔取

样深度超过 １９００ ｍ孔深记录。
2．2．3　资源评价定向钻探施工技术

该技术可以实现一个主孔内完成多个分支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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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矿体的目的，从而节省大量的钻探工作量，对未
来特殊施工环境钻探取样施工提供了经济适用的技

术手段。 该技术已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2．2．4　地质填图及化探快速取样钻探设备及施工
技术

该技术为我国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化探及海洋
地质调查快速取样提供了一种高效的装备及技术手

段。 在我国地质大调查地质填图、化探取样、海洋地
质及环境地质调查施工中取得非常好的应用效果，
具有较好应用前景。
2．2．5　液动潜孔锤结构有较大改进，性能有很大提
高，“三合一”钻具初步研制成功

“十五”期间研制成功的 ＹＺＸ１２７ 液动潜孔锤，
采用了全新结构，大幅度提高了液动锤的能量利用
率和稳定性，其技术成果获得 ２ 项国家发明专利。
在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施工中创造了单

井连续使用液动锤进尺 ３４８５畅６９ ｍ 和使用井深
５１１８畅２ ｍ两项世界纪录。 自主研制的液动潜孔锤＋
螺杆马达＋绳索取心“三合一”钻具在科钻一井主孔
５０００多米孔深成功钻进一个回次并取出 ３畅５ ｍ 长
的完整岩心，证明该套钻具的研究获得初步成功。
2．2．6　对 ＶＤＳ垂钻系统及保真取样钻具进行了有
益探索

多用途微机自动定向钻进系统与工艺的研究以

自动控制纠偏为主线，探索利用成熟的传感器、液压
和机械等技术组成机、电、液一体化的闭环控制垂钻
系统，基本解决了由于空间狭小和工作环境恶劣引
发的各项技术难题，探索出一套可用于闭环控制系
统的主要硬件设计的工作思路。 为今后开展高技术
自动垂直钻井或自动定向钻进系统研究积累了经

验，并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开发试制出了可
获得原始状态水合物样品的取心钻具结构和钻具样

机及其他辅助装置，并进行了室内测试，取得了较理
想的效果，为进一步开发实用可靠的水合物保真取
样钻具奠定了基础。
2．2．7　定向钻探技术及对接井钻井技术有新发展

设计了适应于定向钻进的组合钻具，改进了中
低转速螺杆钻具，使之可适应牙轮钻头、金刚石钻头
及复合片钻头；编制了定向钻进与水平钻进设计与
控制软件；改变了原水溶性矿产的采矿方式，大大提
高了采矿效率和矿产资源利用率。 完成了 ２ 对近
３０００ ｍ深井对接井，开创了我国对接井技术的新纪
元，实现采卤对接井的重大技术突破。

3　钻探技术在资源勘探中的应用
钻探技术在我国资源勘探中曾做出过重要贡献

而且还将发挥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已发
现的 １７１个矿种和已探明储量的 １５０ 余个矿种的勘
探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动用了钻探技术。 钻探技术
为保证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和能源供应

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０３ ～１９４９ 年，全国钻探工作量总和仅约 １７

万 ｍ，而且几乎全部是由外国公司利用自带的钻探
设备完成的。 解放后，完成的钻探工作量逐年上升。
仅以地质系统为例，１９４９ ～２００２ 年累计完成钻探工
作量 １０６００万 ｍ。 “十五”以后，随着国家对地质工
作的重视，钻探工作量又进入了一个强劲的增长期。
据不完全统计，仅 ２００７年一年完成的钻探工作量就
达到 ８００多万 ｍ。

我国的矿产资源经过数百年的探寻和开发，地
表及浅部矿产资源多已被发现和利用。 因此，国土
资源部关于促进深部找矿工作的指导意见所明确的

深部找矿工作战略目标是“开展主要成矿区带地下
５００ ～２０００ ｍ的深部资源潜力评价，重要固体工业
矿体勘查深度推进到 １５００ ｍ”。 现以全国危机矿山
找矿成果和河北省地勘局第四地质大队承德地区

Ｍ２４异常验证矿区 ＺＫ２４０２ 钻孔为例说明钻探技术
在深部矿产资源勘探中的应用。
3．1　全国危机矿山找矿成果

国土资源部于 ２００４ 年选择了 ９ 家矿山开展危
机矿山找矿试点。 在大冶铁矿深部找到 ７６０ 余万 ｔ
铁矿，该矿区共钻孔 ２２个，总进尺 １３９８０ ｍ，１０ 个孔
见矿，其中在尖林山矿段 ＺＫ１５ －７ 孔 ７９２畅５５ ～
８１９畅２ ｍ孔段见到 ３２６畅６５ ｍ厚的铁矿体，铁的品位
为 ２２畅７３％ ～５１畅５％，铁矿资源量达 ７６７ 万 ｔ。 同
时，通过取心钻探在 １５００ ｍ深处找到了与上部同一
成因的铁矿，更新了成矿理论。 其余 ８ 个危机矿山
找矿项目也都取得了进展。 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八
道壕煤矿施工的 ９ 个钻孔有 ４ 个孔见到可采煤层，
展示了该地区良好的找矿前景。 国有大型企业云南
老厂锡矿现保有储量仅可维持 ４ 年，目前初步估算
已获铜金属储量８４０００ ｔ，锡金属储量１０３３ ｔ。 此外，
辽宁红透山铜锌矿、云南省大姚之苴铜矿、云南省鹤
庆锰矿、湖南省瑶岗仙钨矿、四川省金河磷矿等 ６ 家
危机矿山均不同程度地在找矿上获得了新进展。 在
启动了第一批 ９ 个危机矿山试点项目后，２００６ 年又
启动了 ４０个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项目。
截止 ２００８ 年底，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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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实施 ５年来，在 ２１６ 个矿山开展了深部找矿，共施
工钻探 １５８万 ｍ，坑探 ２６ 万 ｍ，累计探明新增资源
储量：煤 ４６亿 ｔ、铁 ７亿 ｔ、锰 ７３９万 ｔ、铜 １９６万 ｔ、铅
锌 ４８５万 ｔ、钨 ４０万 ｔ、金 ４２６ ｔ、银 ５６９６ ｔ、磷矿 ７３４１
万 ｔ，其中新增资源量达到大型以上的有 ３４个，中型
以上的有 ６２ 个，可延长矿山服务年限 ５ ～３０ 年，稳
定职工就业 ６０余万人。 上述成果的取得，钻探技术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同时危机矿山找矿专
项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钻探技术的进步，
金刚石绳索取心钻探技术钻进深度过去多在 １０００
ｍ以内，提升到 ２０００ ｍ以深。 ５ 年中完成的 １５８ 万
ｍ危机矿山找矿钻探工作量中，深度超过 １０００ ｍ的
钻孔 １７３个，占总钻探工作量的 １４畅４６％，１５００ ｍ以
上的钻孔 １３个，其中在山东莱州市三山岛金矿施工
的 ２０６０畅５ ｍ的钻孔创造了我国固体矿产勘探金刚
石绳索取心钻孔最深记录。
3．2　承德地区 Ｍ２４异常验证矿区 ＺＫ２４０２孔

承德某矿区位于黑山基性杂岩体西北部边缘，
杂岩体由斜长岩和苏长岩组成。 主矿层分布在 ８００
～１９００ ｍ之间，矿区为 Ｍ２４地磁组合异常。 河北省
地勘局第四地质大队在该矿区已完成的 Ｍ２４ 异常
验证矿区 ＺＫ２４０２ 钻孔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５ 日开钻，
２００７年 ７月 １８日终孔，终孔孔深 １９０５畅９２ ｍ。 采用
ＸＹ －６Ｂ型立轴式液压钻机，ＢＷ－３２０型泥浆泵，２３
ｍ加重直管钻塔，１５０ ｋＷ发电机组，国产普通材质
的饱８９ ｍｍ和饱７１ ｍｍ绳索取心钻杆。

ＺＫ２４０２孔的经济技术指标为时效 ２畅５９ ｍ／ｈ、
台效 ６０１ ｍ、回次长度 ２畅５３ ｍ、全孔取心率 ９８％、直
孔、终孔处孔斜 １３°、金刚石钻头平均使用寿命 ９０
ｍ、提钻间隔平均为 ５０ ～６０ ｍ。

遇到的技术问题有 ＸＹ －６Ｂ 型钻机的提升力，
立轴扭矩基本满足 ２０００ ｍ以内深孔的使用要求，但
卡盘的夹紧力和立轴（回转器）固定支架部位强度
均显不足。 钻机缺少必要的钻进参数检测仪表，导
致 ２０００ ｍ深孔钻进过程中，技术参数只能凭现场操
作经验调节控制。 该矿区的勘探实践证明，目前急
需钻深能力 ２０００ ｍ以上的钻探设备和器具。

ＺＫ２４０２钻孔取心钻探证明主矿层比原来预计
的要厚，预测铁矿石远景资源量 ３ 亿 ｔ。

4　钻探技术在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和地质灾害监测
预警及治理中的应用

２００５年 ３ 月 ８ 日，连续钻进 １３５３ 天终孔深度
５１５８ ｍ的中国大陆科学钻探主孔工程竣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月 １７日“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新型钻井技
术体系的研究与应用”科技成果通过了国土资源部
的鉴定。 该项目创造性地将“组合式钻探技术”、
“灵活的双孔方案”和“超前孔小直径取心钻进方
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科学
钻井技术体系。 该新型钻井技术体系主要由井底动
力驱动的冲击回转取心钻探技术、硬岩大直径长井
段扩孔钻进技术、强致斜地层井斜控制技术、性能优
良的 ＬＢＭ －ＳＤ 泥浆体系、小间隙固井及活动套管
应用技术、孔内事故预防处理技术、钻探数据采集处
理技术等组成。 高效碎岩钻进技术、液动潜孔锤冲
击回转钻进技术、取心技术和泥浆技术，为中国大陆
科学钻探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作用。 取得
了突破性成效，创造了国内领先、世界先进水平，为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项目的完成做出了重要贡

献。 同时，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的成功
实施及其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对我国地质岩心钻探技

术水平的提高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环境科学钻探技术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家重大公

益性项目———柴达木盆地资源环境科学钻探、罗布
泊环境科学钻探、云南鹤庆环境钻探和松辽盆地科
学钻探工程，所取出的样品完整、采取率高、不扰动。
鹤庆环境钻探岩心采取率 ９７％，罗布泊环境钻探岩
心采取率达 ９０％以上，充分显示了取心新技术在环
境钻探中不可替代的护心、取心功能，是目前从事环
境钻探工作的主要技术。 对所取出的样品分析研究
后，正确推理出地球上某一时期地球环境的发展演
变规律，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目前，
四川灾区地震科学钻探工程正在组织实施。

“崩滑体监测新技术与系列仪器开发”、“地质
灾害监测数据自动化、网络化采集系统研究”、“地
质灾害监测预报的关键技术发展工程方法研究”、
“崩滑体监测应用示范”、“高陡边坡地质安全监测
预警技术示范”以及“典型时空突发性地灾时空预
警（含水量测试仪）”等技术和仪器设备研究成果，
提高了我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技术水平。 研制的
“滑坡光纤推力监测系统”和“ＱＸＹ －５ 型钻孔倾斜
仪”等仪器实现了自动化监测，并已在三峡库区多
个县市及其他地区的滑坡深部位移监测中得到大量

应用，“含水量测试仪”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好
的推广应用，为确保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指
导城市建设规划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研究探索替代金属锚索的新型非金属锚

索，解决金属锚索质量大、运输困难，以及耐腐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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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通过研究新型高强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抗滑桩，
提高抗滑桩的承载能力；研究成功的“滑坡勘查技
术潜孔锤取心钻进技术”在滑坡勘查取心钻进中大
幅度提高了钻进速度，确保了滑坡滑带取样质量。
“江河堤坝防渗加固快速高压旋喷技术研究开发”
成果成功用于 １９９８ 年洪水过后病险水库的防渗加
固，提高了施工效率。

5　结论
（１）钻探技术仍然是唯一能从地下取出实物岩

矿样品的勘查技术方法。 随着现代钻探技术的发
展，岩心钻机已发展到全液压动力头钻机以及自动
化、智能化地质岩心钻机。 孔底动力钻具（潜孔锤、
螺杆钻、涡轮钻、孔底电钻等）也从发明到发展，至
今已具有一定水平。 钻探技术发展到人造金刚石及
人造复合超硬材料钻探时代。

（２）国内固体矿产勘探岩心钻机主要是液压立
轴式钻机，钻探深度一般在 １５００ ｍ 以内，配套工艺
方法以普通回转提钻取心为主。 新一代全液压动力
头式钻机研制工作已全面启动并取得初步成功。 绳
索取心钻进、液动冲击回转钻进、定向钻进、多工艺

组合钻进以及复杂地层中深孔岩心钻探技术研究取

得新进展。
（３）钻探技术在我国资源勘探、国家重大科学

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及治理中做出过重要贡献
而且还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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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一号孔完成现场验收移交

　　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 ２００９ －０８ －０６ 消息　经过汶川地
震科学钻探工程中心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四川省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四〇三地质队职工的共同努力，汶川地震断裂带科
学钻探项目一号孔以 １２０１．１５ ｍ顺利终孔。

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２９日下午 １６时，汶川地震科学钻探工程中
心副主任胡时友、总工程师张伟、首席科学家助理彭华等参
加了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一号孔钻探工程现场验收及

钻孔移交仪式。 汶川地震科学钻探工程中心钻井工程部副
主任樊腊生介绍了ＷＦＳＤ －１孔钻探施工及钻探技术指标完
成情况，ＷＦＳＤ －１ 孔取心总进尺 １３６８．２９ ｍ，取心回次数

１０４２，岩心采取率９４．３％，岩心原状性好，平均机械钻速１．０７
ｍ／ｈ，平均回次长度 １．３１ ｍ，终孔顶角 １３．５°，终孔方位角
１６８°。 现场验收人员一致同意：ＷＦＳＤ －１孔钻探工程施工完
成了合同要求、符合枟岩心钻探规程枠六大质量指标要求，达
到了地学和工程目的，ＷＦＳＤ－１孔为优质孔。

ＷＦＳＤ －１孔钻探工程现场验收结束后，中国地质科学
院探矿工艺研究所将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一号孔移交

给汶川地震科学钻探工程中心地学实验研究部，作为科学实
验和长期监测站。

大洋 ＤＹ１１５ －２１航次科学考察展开调查
　　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 ２００９ －０８ －０５ 消息　当地时间
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３１日凌晨，执行大洋 ２１ 航次科考任务的“大洋
一号”船顺利抵达西太平洋，正式展开调查作业。

７月 １８日，“大洋一号”船从广州启航后，为抗击台风
“莫拉菲”，在锚地作短暂停留，随后按照预定航线经过近 １０
天的航行，完成航渡环境调查作业，顺利抵达西太平洋富钴
结壳资源调查区。

按计划，第一航段任务是在西太平洋特定海域进行富钴
结壳资源的加密调查，通过深海浅钻、海底摄像和声学深拖

等设备进一步了解目标海山区富钴结壳资源的分布规律和

成矿规模，并兼顾与富钴结壳资源相关的生物和环境特征调
查。

据了解，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派出 ９ 位科技人员参加第
１、２航段的工作。 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邓希光担任了航段
首席科学家助理，宋成兵担任船临时党委副书记兼甲板作业
组组长，此外，还有 ４位技术人员分别担任甲板作业组、专业
组组长，成为大洋 ２１航次的一支重要技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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