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１ 年探矿工程十大新闻

本刊编辑部

　　一、首次全国地勘钻探职业技能大赛成功举办
第一届全国地勘钻探职业

技能大赛决赛经过湖南、云南两
个赛区十多天激烈角逐终于划

上圆满句号。 大赛以“提高钻
探技能，促进找矿突破”为主
题，全面展示了地勘职工队伍精
湛的技艺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
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为钻探工作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 它是我们地勘钻探领域的一件大事、盛事！ 更
是地勘钻探行业迄今为止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
技能大赛。
本次大赛设置了固体矿产钻探工、工程地质工程施工钻

探工、水文水井钻探工 ３ 个竞赛工种。 来自 ３１ 个省（区、
市）、５个中央地勘行业部门的 ４００ 名选手参加了决赛，评出
了 １５名金牌、２４名银牌、３６ 名铜牌获得者，同时，１０ 个单位
获“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１０个赛区获“优秀组织奖”，
两所院校获“特殊贡献奖”。

　　二、我国陆域冻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取得突破性进展
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

所组织实施的“祁连山地区天然气水
合物开采试验研究”课题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日至 １０ 月 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至 １８ 日在祁连山木里地区进行了
２次开采试验。 开采试验是在全孔钻
探取心发现水合物层位的基础上，单
独利用降压及降压并分别配合电磁加

热、太阳能加热和水蒸气加热综合方法进行试采。 试采共进
行了 １０１ ｈ，采气量超过 ９５ ｍ３ 。 试采过程中，不仅在所发现
的水合物层采出了所期望的甲烷气体，而且对所研制的开采
装置及开采工艺方法进行了验证，并取得一些重要的试采数
据。 这是我国继 ２００８年首次在祁连山永久冻土带发现天然
气水合物之后的又一次突破性进展。 为我国未来陆域及海
洋水合物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参考。

　　三、我国首台万米大陆科学钻探钻机竣工验收
２０１１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由吉林

大学负责研制的我国首台万米

大陆科学钻探钻机在四川宏华

集团竣工验收，该钻机由国家深
部探测与实验研究专项资助。
钻机塔高 ６０ ｍ，大钩载荷达
７０００ ｋＮ，配有 ３２００ ｋＷ的大功率绞车和高转速大扭矩液压

顶驱系统，名义钻深能力达 １ 万 ｍ。 针对大陆科学钻探的特
殊性，钻机采用了国内领先的交流变频数控技术（ＤＢＳ 技
术），并配有自动排管、自动拧管、自动猫道和高精度自动送
钻系统等一系列新技术。 钻机还可实现交流变频转盘驱动
与液压顶部驱动之间快速切换，钻机的科学钻探深度能力在
亚洲排在第一位。

该钻探装备的竣工出厂，为我国“入地”计划的实施提供
了新的技术平台，标志着国家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
取得里程碑式的进展。

　　四、首个以深孔钻探关键技术为研究对象的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基地———“马坑铁矿—福建龙岩野外基地”获批建设

２０１１ 年 １１月１６日，“马坑铁矿—福建龙岩野外基地”喜
获国土资源部批准命名和建设的第一批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基地（国土资发［２０１１］１８３ 号）。 该基地是全国首个经国土
资源部批准命名和建设的、以深孔钻探关键技术为研究对象
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基地，由龙岩市国土资源局、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福建省地质
矿产勘查开发局联合申报。

“马坑铁矿—福建龙岩野外基地”将以全国 ４７个整装勘
查区之一“福建马坑外围—大田汤家铁矿整装勘查”为依托，
结合矿区实际开展深孔钻探关键技术研究，解决钻遇技术难
题，产出深孔钻探技术组合优化的集成式创新性成果，建设
具有科研、教学、培训和科普功能的深孔钻探技术应用示范
与科研基地，培养人才、展示成果、服务社会、实现科普，支撑
钻探事业的发展和钻探技术的提升。

　　五、我国自主研制成功深水随钻取样器，可钻取 ３０００ ｍ
水深海底样品

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成功

研制出深水随钻取样器，即将在
动力定位钻探船上用于 ３０００ ｍ
水深的海底取样。 这是我国首
次研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深

海取样钻具。 “深水随钻取样器
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为国家重大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
气开发”的子课题。 深水随钻取样器针对海洋环境以及深水
工程勘察船体作业的特殊性专门研制，包括压入活塞式取样
器、超前伸缩式取样器、射流式揽簧取心器，能够满足在 ３０００
ｍ水深、蒲福７级风、有效波高３ ｍ和海流为２畅５节的条件下
实施取样作业的要求。

为节约采样时间，项目组利用绳索取心技术和钻具模块
化设计，实现了在地层发生变化时不提钻杆即可更换相应内
筒取样器；为减轻船体晃动和升沉作用对取样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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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压入活塞式取样器，快速压入软土层，采样仅需 １ ～２ ｓ；
针对软硬交互地层，采用超前伸缩式取样器实现软土层的压
入和硬地层的回转取心；对于破碎硬地层，则采用射流式揽
簧取心器，提高岩心（样）的回收率。

　　六、钻探技术交流和培训活动频繁，促进技术及产业发
展

钻探界最具影响力的“第十
六届全国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
程）技术学术交流年会”于 １０ 月
９ ～１２ 日在广西南宁市成功举
办。 会议由中国地质学会探矿
工程专业委员主办、中国冶金地
质总局承办、勘探技术研究所等数十家单位协办。 代表来自
全国 ２４个省市、１３２多个单位共计 ３００多人。 会议交流内容
充分体现了探矿工程技术在地质找矿、资源勘探、科学钻探、
重大资源环境保护方面的广泛应用前景，充分体现出探矿工
程技术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紧密关系。
在行业权威展会———“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地质技

术装备展览会暨论坛”、“２０１１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钻探
新技术新装备成为亮丽的风景，充分证明了钻探是基础，是
解决一系列重大资源环境问题的基础支撑，对推动地勘行业
发展、促进找矿突破作用重大。

２０１１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科外部加强钻探技术培训交
流，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探矿工艺研究所及
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等单位的积极支持协助下，顺利完成了
多期钻探新技术新方法培训交流，其中包括“定向钻探技术
培训交流会”、“深孔和复杂地层钻探技术培训研讨班”、“水
文水井及多工艺空气钻探技术培训交流会”、“全国岩心钻探
技术交流研讨会”等。 数百名钻探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了培
训，提高了野外一线技术人员对新技术、新设备的掌握和使
用水平，促进了钻探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七、国土资源系统抗旱找水打井行动取得显著效果
２０１０ 年冬至 ２０１１ 年春，我国华

北、黄淮等地出现严重旱情。 为贯彻
落实国务院领导重要指示精神，支援
抗旱工作，国土资源部迅速启动山东、
河南、河北、山西四省抗旱找水打井行
动，２ 月 １５ 日率先在山东启动抗旱找
水打井行动，选派山东、河南、河北、山
西、四川、贵州、黑龙江、湖北八省和部
有关直属单位的精干地勘力量近万

人，充分发挥部门专业优势，做到应急供水和长远供水相结
合、抗旱保苗与解决人畜饮用相结合、深井和浅井相结合、打
井与水文地质工作相结合，携带先进的物探设备和钻井装备
上千台套，实施钻井 ２２００多眼，解决了 ２２０ 多万人的饮水和
５０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受到了旱区干部群众的高度评价。

经过 ２个多月的鏖战，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四省抗旱
找水打井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 ４ 月 ２８ 日，在北京召开了
“国土资源系统北方四省抗旱找水打井工作总结表彰会”。

　　八、山东地矿局小口径岩心钻探终孔深度 ２７３８畅８２ ｍ，再
创新纪录

由山东省地矿局第三地质

大队施工的山东黄金集团莱州

三山岛—西岭金矿勘查 Ｋ１１２ －
１孔，于 ２０１１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顺利
完工，终孔孔深为 ２７３８畅８２ ｍ，终
孔口径 ７５ ｍｍ，再次刷新小口径
绳索取心钻探国内孔深记录，是目前终孔的国内小口径岩心
钻探第一深孔。

该孔是山东黄金集团岩金勘探科学钻孔之一，设计孔深
２７００ ～３０００ ｍ。 所钻岩性主要为混合岩化斜长角闪岩、混合
岩化斜长角闪岩夹混合岩化黑云变粒岩及混合岩化角闪黑

云片岩薄层。 地层坚硬、破碎，施工难度较大。 该孔采用了
Ｓ９５和 Ｓ７５金刚石绳索取心钻探工艺，各项质量指标完全达
到地质设计要求。

　　九、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 ＷＦＳＤ －２ 孔在 １８６０
ｍ孔深成功固井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 １６ 日，由中国地质科
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组织实施的汶川

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 ＷＦＳＤ －２ 孔
在孔深 １８６０ ｍ处顺利下入 ６０１ ｍ 技术
尾管，并按设计要求成功实现了深井小
间隙（５ ｍｍ）固井，为下一步施工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四开孔段取心钻进（１３５０ ｍ）以来，

遇到了地层复杂、胶结性差、孔壁坍塌
掉块等一系列困难，井深 １６８０ ～１７１０ ｍ处的泥岩膨胀缩径，
某些孔段存在着漏失。 此外，钻进环空间隙大小不一，回转
扭矩大，钻机能力受限，钻进效率和取心效果不佳。 针对存
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采取了相关技术措施。

为实现深井小间隙下套管、固井，防止套管中途遇阻、地
层注浆漏失和替浆压力过大，保证固井质量，现场钻探技术
人员进行了精心设计，制定了各种预防措施与应急预案，如
控制套管下放速度、降低水泥浆密度、采用各种添加剂来调
节水泥浆的可灌注性等，最后成功固井。

　　十、“双喷嘴复合阀式液动潜孔锤”发明专利获第十三届
中国专利优秀奖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的发明专利“双喷嘴复合阀式液动潜
孔锤”作为国土资源部唯一代表，荣
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共同颁发的第十三届中国专利优秀

奖。 采用该专利开发的液动锤性能稳
定并可大幅度提高钻进效率、延长钻
探取心回次长度、减少辅助工作时间
和材料消耗，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转化成的产品已有近
千套应用于生产现场，钻进工作量达百万米以上，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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