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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探矿工程十大新闻
本刊编辑部

一、钻探百科工具书———枟地质钻探手册枠出版发行
该手册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组

织，我国探矿工程界知名专家、中国地
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王达
教授领衔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中国
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中国地
质大学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 （北
京）、吉林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
工艺研究所、中南大学、成都理工大
学、中国核工业地质局、中国冶金地质
总局、中国地质装备总公司、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研究院、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材地质工程公司等单位
的 ７０多位专家、历时 ３ 年多时间编著而成。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中
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一部涵盖全面、体系完善、便于查阅
的技术手册。 该手册的出版发行必将对我国地质钻探行业
的发展起到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二、“勘探技术与地质钻探学”被正式列为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地球科学部资助研究领域

由吉林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联合申请，经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批准，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勘探技术与地质钻探
学”被正式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球科学部资助研究领
域，从 ２０１５年起，将进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申请
代码为 Ｄ０２１９。 该研究领域的设立，为勘探技术与地质钻探
学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研究平台，将有利于我国
地质勘查技术的科技进步，有利于该领域优秀人才的培养，
有利于地球科学的发展，更有利于地质工程学科的发展，对

我国地质工程学科的发展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 “勘探技术
与地质钻探学”的研究领域主
要包括勘探技术和地质钻探

学两个方面。 勘探技术涵盖
钻探技术、坑探技术、勘探机

械和安全技术。 地质钻探学涵盖钻探基础理论、钻探方法、
钻井液、岩矿心采取、钻孔弯曲及定向钻进等。

三、松辽盆地资源与环境深部钻探工程（松科二井）开钻
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１３日，松辽盆地资源与环境深部钻探工程

（松科二井）开钻，该井设计深度 ６４００ ｍ。 该工程由中国地
质调查局组织实施，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牵头，
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吉林大学共同承担。

松辽盆地资源与环境科部钻探工程项目由国土资源地
质大调查财政专项及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 ＩＣＤＰ）资助。
通过该科学钻探工程，实现“二井四孔、万米连续取心”，填补

完整的、连续的白垩纪陆相沉积记录世界空白，为研究距今
６５００万年～１．４亿年间地球温室气候和环境变化奠定坚实
研究基础，建立起为基础地质服务的“金柱子”。

松科二井东孔是我国纳入 ＩＣＤＰ计划的第三例大陆科学
钻探工程，是我国超万米科学钻探工程的前奏。 该工程将通
过耐高温钻井液体系、超深孔
钻探技术及高性能配套机具研

发与使用，完成松科二井 ０ ～
２８６５ ｍ 井段的全面钻进和
２８６５ ～６４００ ｍ井段的连续取心
钻进，取心率将达到９５％以上。

四、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项目钻探施工任务胜利完
成

随着 ２０１４年 ２月 １１日汶川地震科学钻探项目 ＷＦＳＤ－
４孔完井，“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项目的钻探工程宣告
结束。 该项目是科技部支撑计划的一个专项，由中国地质调
查局汶川地震科学钻探工程中心组织实施，其钻探工程由中
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负责实施。 该项目共施工了 ５
口钻孔，第一口钻孔ＷＦＳＤ－１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４日开钻。 该

项目钻探施工总进尺１０３８７ ｍ，
其中取心钻进 ５８８３ ｍ，获取岩
心 ５３７８ ｍ，平均岩心采取率
９１畅４％。 针对龙门山断裂带极
端恶劣的施工环境和复杂的地

质条件，该项目的钻探技术人
员开展了大量的自主创新，研

发了螺杆马达／液动锤／长半合管取心钻进工艺、破碎地层取
心技术、强蠕变地层钻进技术、复杂地层小间隙固井工艺和
高转速深孔取心顶驱钻机等钻探技术和装备。 这些技术成
果，除了对汶川地震科学钻探项目地学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强
有力的支撑作用，还将在我国的地质岩心深钻和科学钻探施
工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五、我国煤矿井下定向钻进技术装备突破 １８８１ ｍ 孔深
世界纪录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承担的

“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中
硬煤层大功率定向钻进技术与装备
（２０１１ＺＸ０５０４１ －００１）”，经在山西省晋
煤集团寺河煤矿现场工业性试验，成
功钻成了主孔深度 １８８１ ｍ 的顺煤层
定向超长钻孔，刷新了此前澳大利亚
Ｖａｌｌｅｙ Ｌｏｎｇｗａｌ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公司开发的煤



矿井下定向钻进技术装备创下了 １７６１ ｍ 的世界纪录，标志
着我国煤矿井下定向钻进技术装备获得重大突破。

煤矿井下定向钻进技术可以实现钻孔轨迹的精确控制，
保证钻孔轨迹在预定层位中的有效延伸，增大钻孔有效抽采
距离，增加钻孔瓦斯抽采量进而提高瓦斯抽采率；可进行多
分支孔施工，施工的钻孔能均匀覆盖整个工作面，具有钻进
效率高、一孔多用、集中抽采等优点，可显著提高煤层瓦斯治
理效果。 此次创纪录的定向超长钻孔主孔深度为 １８８１ ｍ，总
进尺 ２６０１ ｍ，施工周期为 １２ 天，平均日进尺 ２１０ ｍ 以上，深
孔钻进时效达到了较高水平，实现了定向钻进技术由连续滑
动定向钻进到复合定向钻进的跨越。

六、第三届探矿工程学术论坛在武汉隆重召开
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
所联合主办，枟探矿工程（岩土
钻掘工程）枠编辑部和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工程学院承办，主
题为 “上天、入地、下海、登

极———探矿工程之梦”的第三届探矿工程学术论坛（ＥＥ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于 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８—１２日在江城武汉隆重召开。
来自各相关研究院所、大专院校、各省市地勘局，煤炭、冶金、
有色、武警黄金部队等相关单位的领导和嘉宾共 ２４０ 多人参
加了论坛。

论坛紧扣“上天、入地、下海、登极”的主题，从钻探技术
在这四个领域的技术进展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

探讨和交流。 论坛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航天、中科院、中石
油、中石化、中交航务系统以及俄罗斯的专家做了精彩的报
告，拓展了视野，开阔了眼界，对于我国钻探技术的进步有很
好的启示作用。

七、我国首次完成超深水海域钻探取样
由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研制的 ＴＫ系列取样器具在南海

北部陆坡 １７２０ ｍ超深水海域圆满完成了钻探取样工作，这
是我国首次在超深水海域钻探取样，成为我国超深水取样调
查第一钻。

此次钻探取样任务由海洋石油

７０８勘察船钻井队承担，所采用的钻井
及取样设备均为我国自主研制。 本次
超深水钻探取样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

具备海洋超深水钻探取样作业能力，
使我国跻身国际上少数几个可进行深

海资源勘探开发的国家之列。

八、中国在极地冰下岩心钻探上取得突破
吉林大学极地研究中心正在进行的极地深冰下基岩无

钻杆取心钻探设备研发取得突破，其自主研发的可移动式电
钻钻塔已设计完毕。

可移动电钻塔的钻探深度可达 １４００ ｍ，钻孔直径为 １３４
ｍｍ，整台钻塔重 １５ ｔ。 移动式电钻塔研发生产后，可自如地
在几个备选钻探地点间移动。 这样，科研人员无需在每个备

选地点上重新搭建钻机塔，节
省了大量时间和经历。
该项目针对极地深冰下基

岩、冰岩夹层复杂钻探技术难
题，通过多功能孔底驱动机械
钻具、钻探状态实时检测控制、
移动式工作舱等系统的研究，
研发能够钻进冰层 １０００ ｍ，冰

下基岩 ２ ｍ以上的无钻杆式基岩取心钻探装备。 该项目将
在南极内陆冰盖中首次获得东南极克拉通（大陆地壳上长期
稳定的构造单元）的基岩样品，填补国际上该领域的空白。

九、地质钻探膨胀波纹管堵漏护壁工艺首获成功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在四川

宣汉县 ＴＺＣ０３煤炭普查场 ＺＫ３ －１ 钻孔内，首次成功完成了
饱７７ ｍｍ口径膨胀波纹管堵漏护壁技术应用。

膨胀管护壁技术目前是石油钻井领域的前沿技术，可以
彻底解决钻孔内漏失、坍塌、溶洞、缩径等复杂地层钻进的难
题，在裸孔内护壁不损失钻孔直径的特点，可以大大简化井
身结构，解决因地层复杂套管层次不足时导致钻孔报废的问
题。 因地质钻探口径较小，受空间尺寸的限制，膨胀波纹管
所需的材质、器具结构及工艺要求非常苛刻。

经过多年

研究，数百次的
试验、探索，研
究的液控扩孔、
送入、切割和规
圆 ４ 种器具和
轴向管端锚固
技术初步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波纹管膨胀工艺及配套器

具，攻克了小口径膨胀护壁“瓶颈”，研发了具有全部自主知
识产权的整套地质钻探膨胀波纹管护壁器具及工艺。 据可
查阅资料可知，在如此小口径孔内成功进行膨胀波纹管护壁
在国际上尚未见报道。

十、中国南海大洋科学钻探时隔 １５年重新启动
由我国科学家建议、设计并主持的南海第二次大洋钻

探，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３４９ 航次（简称 ＩＯＤＰ３４９ 航次），于
２０１４年 １ 月 ２８ 日从我国香港启航。 这是新十年（２０１３—
２０２３）“国际大洋发现计划”的首航，也是我国时隔 １５年后第
二次在南海实施大洋钻探。

ＩＯＤＰ３４９航次共进行了 ５ 个站位的钻探取心和 ２ 个站
位的地球物理测井工作，钻探深度共 ４３００ ｍ，其中沉积岩取
心约 ２３００ ｍ、基底玄武岩取心约 ２００ ｍ，获得的一大批珍贵
地质样品使今后较全面、深入开展南海科学研究成为可能。
来自 １１个国家和地区的 ３２ 位
科学家在现场初步完成了大量

的地质、地球化学、地球物理、
微生物等多学科测量和分析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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