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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未来 ，科技铸就辉煌

———山东省地矿局探矿工程“十二五”回顾及“十三五”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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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回顾了山东省地矿局“十二五”期间探矿工程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在技术与成果管理、技术研究与应用等
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以及典型工程项目完成情况。 从探矿工程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以及加强新技术研发与推广
应用、强化内部管理等方面展望了“十三五”期间的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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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伴随国家实施找矿突破战略，
地质工作达到了新的高潮。 山东省地矿局紧紧抓住
这一历史机遇，深入推进资源山东建设和可持续发
展，大力实施科技兴局战略，极大地促进了地质找矿
工作的发展，深部找矿连续实现重大突破，探获多个
大型、特大型金矿，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在此期间，
探矿工程不仅为深部找矿不断取得突破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而且发挥技术优势，大力开拓探矿工程
市场领域，推进了技术进步，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1　“十二五”回顾
1．1　发展概况

“十二五”期间，山东省地矿局在“十一五”快速
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进一步加强
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研发和推广应用，有力地
推进了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完成机
械岩心钻探工作量 ７９２ 万 ｍ，各项指标不断取得新

突破，７项（次）创造全国纪录，至今保持着固体矿产
钻探孔深 ４００６畅１７ ｍ 的全国纪录，４ 年 ７ 次被评为
全国探矿工程年度十大新闻［１ －４］ ，创造了建局以来
探矿工程最辉煌的时期。
1．1．1　完成钻探工作量创历史最高水平

“十二五”期间，最高开动钻机近 ５００台，从业人
员近万人，共完成机械岩心钻探工作量 ７９２万 ｍ，比
“十一五”增长 ６１畅６３％，是建局以来前 ５０ 年完成总
和的１畅５倍，年均完成 １５８ 万 ｍ，２０１１ 年完成 １８３ 万
ｍ，创历史新高。 其中，固体矿产完成 ７１７ 万 ｍ，连续
４年突破百万米（表１），２０１２年最高，达到１６５万 ｍ。
1．1．2　钻孔深度取得历史性突破，并保持全国纪录

“十二五”期间，深孔钻探继续取得突破。 完成
大批深孔，超过 １５００ ｍ的共 ４３０个，其中，固体矿产
钻探 ３４４个，超过 ２０００ ｍ的就达 ７７个之多（表 ２）。
在“十一五”已 ６ 次创造固体矿产岩心钻探孔深全
国纪录的基础上，又２次创造新纪录［１ －２］ ，其中完成的



表 １ “十二五”期间完成机械岩心钻探工作量

年份
机械岩心钻探／万 ｍ

小计 固体矿产钻探 水文、地热钻探
２０１１ ┅１８３   畅４０ １６４ ZZ畅５０ １８ ''畅９０
２０１２ ┅１８１   畅２１ １６５ ZZ畅８８ １５ ''畅３３
２０１３ ┅１７７   畅０２ １５９ ZZ畅４ １７ ''畅６２
２０１４ ┅１４１   畅６９ １２９ ZZ畅７７ １１ ''畅９２
２０１５ ┅１０８   畅８２ ９７ ZZ畅４６ １１ ''畅３６
合计 ７９２   畅１４ ７１７ ZZ畅０１ ７５ ''畅１３

表 ２　“十二五”期间完成 ２０００ ｍ 以深固体矿产钻孔情况
序
号

孔号
终孔深
度／ｍ 矿区

序
号

孔号
终孔深
度／ｍ 矿区

１ 圹ＺＫ０１ ǐ２０００   畅００ 莱州市郑家 ４０ 憫ＪＣＳＤ－１ 照２１８５ ┅┅畅５６ 甘肃金川
２ 圹２５６／ＺＫ７６８ `２００１   畅００ 莱州沙岭　 ４１ 憫５２ＺＫＣ１ 档２１９０ ┅┅畅３８ 招远阜山
３ 圹ＺＫ４８ －１  ２００１   畅４１ 莱州曲家　 ４２ 憫４２ＺＫＣ１２ 刎２１９１ ┅┅畅６５ 招远玲珑
４ 圹３７６／ＺＫ７  ２００１   畅６９ 莱州前陈　 ４３ 憫７２ＺＫ１ 噰２１９５ ┅┅畅２７ 招远栾家河
５ 圹１８４／ＺＫ７５９ `２００５   畅００ 莱州沙岭　 ４４ 憫５１ＺＫ１ 噰２１９９ ┅┅畅９２ 招远阜山
６ 圹３２０／ＺＫ７４０ `２０１１   畅７５ 莱州沙岭　 ４５ 憫ＺＫ１２３０８ 屯２２０７ ┅┅畅３７ 河南舞钢
７ 圹ＺＫ８０４ 挝２０１２   畅６８ 莱州沙岭　 ４６ 憫ＺＫ０２ d２２２２ ┅┅畅１３ 山东台儿庄
８ 圹ＺＫ４１６ 挝２０２０   畅２３ 贵州桃子坪 ４７ 憫４７ＺＫ８ 噰２２２２ ┅┅畅５３ 招远岭南
９ 圹２２４／ＺＫ７５５ `２０２２   畅００ 莱州沙岭　 ４８ 憫３１５ＺＫ１ *２２３２ ┅┅畅０４ 莱州尹家
１０ 圹ＺＫ３１１２０  ２０２５   畅００ 河南舞钢　 ４９ 憫４３ＺＫ－６ 栽２２４６ ┅┅畅０５ 招远岭南
１１ 圹ＺＫ９６ －３  ２０２５   畅２８ 莱州西岭　 ５０ 憫ＺＫ１６０８ *２２４９ ┅┅畅８８ 贵州瓮安
１２ 圹２７２ＺＫ８１０ 7２０３０   畅２０ 莱州沙岭　 ５１ 憫５ＺＫＣ２ 拻２２６５ ┅┅畅１７ 招远玲珑
１３ 圹３７６／ＺＫ３  ２０３７   畅３１ 莱州前陈　 ５２ 憫３２０ＺＫ０１ 屯２２６７ ┅┅畅９９ 莱州招贤
１４ 圹ＺＫ３１ －９  ２０４０   畅００ 莱州曲家　 ５３ 憫３６７ＺＫ１８ 屯２２９０ ┅┅畅００ 招远市上庄
１５ 圹ＺＫ１０４ －１ >２０４０   畅３９ 莱州西岭　 ５４ 憫ＺＫ２１６ 噰２３１１ ┅┅畅３３ 贵州桃子坪
１６ 圹１０ＺＫ１０ －１ a２０４０   畅７４ 招远阜山　 ５５ 憫ＺＫ２９ －１ 栽２３１４ ┅┅畅８０ 莱州曲家
１７ 圹４７ＺＫ７ 挝２０４９   畅５０ 招远岭南　 ５６ 憫１０ＺＫＣ４ 档２３３７ ┅┅畅３６ 招远玲珑
１８ 圹ＺＫ－０１ �２０５０   畅００ 招远栾家河 ５７ 憫３９ＺＫ１ 噰２３４７ ┅┅畅９６ 招远阜山
１９ 圹５８ＺＫＣ２ �２０７９   畅５２ 招远阜山　 ５８ 憫５１ＺＫ２ 噰２３４８ ┅┅畅９６ 招远阜山
２０ 圹ＺＫ３７０２ 耨２０８０   畅３０ 新疆阿舍勒 ５９ 憫３９ＺＫ－２ 栽２３６７ ┅┅畅４８ 招远栾家河
２１ 圹４２ＺＫＣ１１  ２０９３   畅３６ 招远阜山　 ６０ 憫３５ＺＫ１ 噰２３８３ ┅┅畅２３ 招远阜山镇
２２ 圹ＺＫ１０４ －２ >２１０５   畅００ 莱州西岭　 ６１ 憫４５ＺＫ１ 噰２３８５ ┅┅畅６０ 招远阜山镇
２３ 圹ＺＫ３８ －３  ２１０５   畅６７ 新疆哈密　 ６２ 憫８４ＺＫ１ 噰２３９１ ┅┅畅５５ 招远栾家河
２４ 圹ＺＫ１４１８ 耨２１０７   畅１３ 贵州桃子坪 ６３ 憫５ＺＫＣ３ 拻２４０３ ┅┅畅３０ 招远玲珑
２５ 圹３５２／ＺＫ７６４ `２１１０   畅００ 莱州沙岭　 ６４ 憫５ＺＫ４ d２４７１ ┅┅畅５０ 招远玲珑
２６ 圹５５ＺＫ２ 挝２１１０   畅６８ 招远阜山　 ６５ 憫１９ＺＫ１ 噰２４８０ ┅┅畅２２ 招远岭南
２７ 圹５５ＺＫ１ 挝２１１２   畅３０ 招远李家庄 ６６ 憫４７ＺＫ４ 噰２４８１ ┅┅畅４２ 招远阜山镇
２８ 圹２６ＺＫＣ３ �２１１３   畅３６ 招远水旺　 ６７ 憫１５ＺＫ３ 噰２４８８ ┅┅畅３６ 招远岭南
２９ 圹ＺＫ２９ －１  ２１１４   畅４６ 招远姜家窑 ６８ 憫４１ＺＫ１ 噰２４９３ ┅┅畅６２ 招远阜山
３０ 圹３０４ＺＫ８０７ 7２１１７   畅７０ 莱州沙岭　 ６９ 憫４１ＺＫ－１ 栽２４９３ ┅┅畅６２ 招远招金矿
３１ 圹ＺＫ６４ －７  ２１２０   畅２７ 莱州西岭　 ７０ 憫１０８ＺＫ２ *２４９９ ┅┅畅８５ 招远栾家河
３２ 圹５８ＺＫＣ３ �２１２１   畅４５ 招远玲珑　 ７１ 憫５７４ＺＫ６ *２５３２ ┅┅畅６３ 招远夏甸
３３ 圹ＺＫ４８ －６  ２１２２   畅８８ 莱州西岭　 ７２ 憫１７ＺＫ１ 噰２５３７ ┅┅畅３７ 招远阜山镇
３４ 圹５１ＺＫ４ 挝２１２７   畅７９ 招远岭南　 ７３ 憫１７ＺＫ１ 噰２５３７ ┅┅畅３７ 招远罗山
３５ 圹ＺＫ８８ －８  ２１４０   畅０７ 莱州西岭　 ７４ 憫３９ＺＫ３ 噰２５６１ ┅┅畅１５ 招远栾家河
３６ 圹ＺＫ－５６ －５ h２１５８   畅１４ 莱州西岭　 ７５ 憫１５ＺＫ３ 噰２５６７ ┅┅畅７７ 招远岭南
３７ 圹２６ＺＫＣ５ �２１５８   畅４３ 招远阜山　 ７６ 憫ＺＫ１１２ －１ 鼢２７３８ ┅┅畅８２ 莱州科钻
３８ 圹ＺＫ２４ －０７ >２１６５   畅２０ 莱州金城　 ７７ 憫ＺＫ９６ －５ 栽４００６ ┅┅畅１７ 莱州科钻
３９ 圹１０ＺＫＣ３ �２１７１   畅６３ 招远阜山　

　注：所列钻孔终孔口径为 ７５ ｍｍ，且质量均为合格以上。

“中国岩金勘查第一深钻”至今保持着 ４００６畅１７ ｍ

的全国最深纪录。
1．1．3　科学钻探成绩突出

我局积极参与国家有关科学钻探项目的施工。
以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以下简称“山东地
矿三院”）为代表的局属地勘单位与中国地质调查
局、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青岛海
洋地质研究所、山东黄金集团等单位开展了广泛合
作，承担了多项科学钻探项目的施工任务，先后完成
了西藏罗布莎、甘肃金川、山东莱州“中国岩金勘查
第一深钻”、四川汶川科钻等 ７ 项钻探施工，目前正
在实施南黄海大陆架科学钻探、东南沿海深部地热
科学钻探干热岩钻探等。 西藏罗布莎科学钻探项
目，开创了高海拔地区深孔钻探的先河，２０１２ 年完
成的 ＬＳＤ－２孔终孔深度 １８５３畅７９ ｍ，创造了高原钻
探最深纪录［３］ 。 ２０１３年 ５月完成的“中国岩金勘查
第一深钻”创造并保持着 ４００６畅１７ ｍ 的固体矿产岩
心钻探孔深全国纪录。
1．1．4　海上地质岩心钻探取得突破性进展

为适应我国实施海洋战略的需要，开拓地质勘
查领域，我局高度重视海洋地质勘查工作。 山东地
矿三院、四院等单位率先开展了海上地质找矿钻探，
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上钻探平台

［５］ ，完成
了莱州三山岛北部海域金矿床详查和龙口煤电有限

公司北皂、梁家煤矿海上地质勘探等 ３个海上钻探施
工项目，首开海域金矿勘查先河，在岩金勘查领域具
有划时代意义，实现了地质岩心钻探由陆地到海上的
突破，填补了国内空白［４］ 。
1．1．5　队伍素质和实力进一步提升

注重队伍建设和素质的提升，局、院每年都举办
钻探技术培训班，结合生产开展技术攻关，坚持开展
文明机台建设和创生产纪录活动，队伍素质和精神
面貌有了很大的提升。 “十二五”期间涌现出局文
明机台 ２４２台，有 １０项局纪录 １７次被打破，创全国
生产纪录５项［１，３］ 。 在２０１１ 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地
勘钻探技能大赛中，我局 ９ 名选手有 ６ 人获奖。 共
获得全国状元 １ 个、金牌 ２ 枚、银牌 ２ 枚、铜牌 ２ 枚
的好成绩，展示了我局钻探职工的实力和风采。
1．2　技术成果和技术管理工作

为适应“找矿突破”和资源山东建设的需要，继
续开展深部找矿钻探技术研究［６］ ，积极研究并推广
应用先进适用的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完成科研
项目 ７项，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特别是在深部找矿钻

２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６年 ５月　



探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有力地促进了深孔钻探技
术的发展，深孔钻探技术居国内先进水平。
1．2．1　加强技术管理和成果管理

重视科技发展，大力推进技术进步。 制定了枟山
东省地矿局勘察施工业发展意见枠 （简称枟发展意
见枠，明确了发展目标和任务，从长远发展的要求，指
出了探矿工程科技工作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技术发展
的主攻方向和任务目标。 工作中按照枟发展意见枠和
“十一五”制定的枟关于加强探矿工程管理工作的暂
行规定枠认真贯彻落实，修订了枟探矿工程和勘察施工
技术、质量管理实施细则枠，制定了有关措施。
1．2．1．1　组织开展技术研究和攻关

主要结合科学钻探、海上钻探开展技术研究和
攻关。 先后开展“深孔岩心钻探钻进参数随钻检测
与采集系统的试验研究”、“深部矿产资源钻探强化
碎岩技术方法科学研究”、“黄河三角洲深层卤水钻
探成井关键技术研究”等 ７ 项技术研究项目。 获得
实用新型专利 １０ 项，获局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４ 项，
二等奖 ３项。
1．2．1．2　推广应用绳索取心液动锤钻进技术

为解决硬脆碎复杂地层钻进易堵钻、钻进效率
低、回次进尺短的技术难题，在“十一五”开展绳索
取心液动锤钻进技术应用研究取得成效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钻探效率，降低钻探成本。 ２０１２ 年在全
局范围内推广应用该项技术，采取补助政策，鼓励各
单位推广应用共引进 ６０ 余套。 先后在山东兰陵铁
矿区、四川平武银厂金矿区等 １０ 多个矿区应用，较
好地解决了堵钻问题，有效提高了回次进尺长度和
钻探效率。 山东兰陵铁矿等 ６ 个矿区的不完全统
计，回次进尺长度可提高 ６６％（见表 ３）。

表 ３　绳索取心液动锤钻进技术推广应用部分矿区回次进尺改善情况

普通绳索
取心钻进／ｍ

绳索取心液
动锤钻进／ｍ

液动锤比普通绳索
取心提高／％

山东兰陵矿区 ０ ��畅６３ １ 亮亮畅４０ １ <<畅２２
山东单县矿区 ０ ��畅７０ １ 亮亮畅００ ０ <<畅４３
河南舞钢矿区 １ ��畅００ １ 亮亮畅５０ ０ <<畅５０
山东莱州矿区 １ ��畅３０ ２ 亮亮畅００ ０ <<畅５４
四川平武矿区 ０ ��畅７０ １ 亮亮畅１０ ０ <<畅５７
山东无棣矿区 ０ ��畅６０ １ 亮亮畅２０ １ <<畅００
平均回次进尺 ０ ��畅８２ １ 亮亮畅３７ ０ <<畅６６

1．2．1．3　组织完成或参与完成 ３ 项省及国家行业
标准

为合理、快速、经济地开发利用地热绿色资源，

指导地热钻探工程施工，在局编枟地热钻探工程技
术规程枠（ＤＫ／Ｔ ００３—２００９）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国
内先进技术和经验，进行补充、修改、完善，经山东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制定了山东省地方标准枟地热
钻探规程枠（ＤＢ３７／Ｔ １９２１—２０１１），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颁布实施。 另外，作为主要编写单位之一，参与完
成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为主编单位编

制的行业标准枟气举反循环钻探规程枠；还参与完成
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为主

编单位编制的行业标准枟工程地质钻探规程枠，均已
完成送审稿。
1．2．1．4　实施重点矿区钻探技术报告编写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探矿工程技术管理，不断提高钻
探技术水平，按照局枟关于加强探矿工程管理的暂
行规定枠，要求典型、重点矿区在提交地质报告的同
时提交钻探工程施工技术报告。 “十二五”期间，山
东地矿三院、六院分别提交了枟山东省玲珑金矿田
东风矿床 １７１ 号脉金矿勘探钻探工程施工技术报
告枠［７］

和枟山东省莱州市纱岭矿区金矿详查钻探工
程施工技术报告枠，局组织有关专家分别对报告进
行审查验收，并经局科学技术委员会评审分获局科
学技术一等奖、三等奖。
1．2．2　完成的重点项目
1．2．2．1　成功完成“中国岩金勘查第一深钻”项目
（图 １）

图 １ ４００６畅１７ ｍ“中国岩金勘查第一深钻”施工现场

该项目是由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立项的深部

黄金探测研究科研项目，包括 １ 个 ４０００ ｍ 和 ２ 个
３０００ ｍ的特深孔，山东地矿三院完成了第一个 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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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钻孔和 ４０００ ｍ 钻孔［８］ 。 ４０００ ｍ 特深孔国内首
例，国外也仅有几例，被誉为“中国岩金勘查第一深
钻”，对我局乃至国内岩心钻探设备、机具以及深部
钻探技术、工艺等具有极大的挑战。 局、施工单位高
度重视，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大胆
探索，科学施工，不断优化施工方案，解决一个个施
工难题，改进了 ＨＸＹ －９Ｂ 型国产钻机，创新性研究
并应用了复合式绳索取心钻杆［９］ ，研制并应用了深
孔岩心钻探钻进参数检测系统

［１０］ ，试验应用了绳索
取心液动锤钻进技术等，自 ２０１０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月，历时 ２年 ７个月，成功完成了 ４００６畅１７ ｍ的施
工任务，创造了 ４ 项全国纪录［３］ 。 该项目的成功实
施，标志着我国固体矿产岩心钻探技术跨入世界先
进行列，具有里程碑意义。
1．2．2．2　完成西藏罗布莎科学钻探项目（图 ２）［１１］

图 ２ 西藏罗布莎科学钻探现场

该项目在 ４５００ ｍ高海拔地区施工，不仅存在高
原缺氧等恶劣环境条件的影响，而且在钻探深度盲
区进行，没有先例可循，加之受大地构造活动的影
响，地层条件十分复杂，存在多层长孔段破碎及漏失
地层，钻进过程中易发生坍塌、掉块、漏失等［１２］ 。 项
目组全体同志发扬不畏艰难、敢于挑战的精神，精心
准备，科学施工，通过优化钻进工艺，采用了加大环
状间隙、改进绳索取心钻具结构、水泥浆护壁、压力
平衡钻进等技术措施，较好地解决了钻进施工难
题

［１３］ ，完成了 ２ 个钻孔的施工，最深达 １８５３畅７９ ｍ，
创造了高原钻探最深纪录［３］ 。
1．2．2．3　完成三山岛北部海域黄金勘查钻探项目［４］

该项目是国内实施的首个海上特大型地质岩心

钻探项目，规模大，钻孔深，离岸远，入水较深（５ ～
１５ ｍ），山东地矿三院进一步改进了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海上钻探平台，解决了海上钻探关键技术，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大规模应用，最
多同时有 ３９ 个钻探平台屹立在海面（图 ３）。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月至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共完成１３０个钻孔，钻
探进尺 １３ 万余米，最深钻孔达 １９７３畅４６ ｍ，为探获
４７０ ｔ特大型金矿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图 ３ 三山岛北部海域黄金勘查海上钻探现场

1．2．2．4　南黄海大陆架科学钻探项目（图 ４）

图 ４ 南黄海大陆架科学钻探现场

该项目是中国地质调查局部署实施的 ２０１４ 年
国家海洋地质专题项目，设计孔深 ２０００ ｍ。 由于在
地质勘查方面已有所突破，孔深将根据地质设计要
求予以加深。 施工地点距离海岸线远达 ８３海里，水
深近 ３０ ｍ，山东地矿三院负责施工。 研制生产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陆架勘探平台，获 ３ 项专利。
项目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开钻，勘探平台经受住海风、大
浪等恶劣环境的考验。 由于受地层破碎、软硬互层、
地应力及海上大风、大雾等不利条件的影响，截止到
２０１５年底完成钻探进尺 １６４０ ｍ。
1．2．2．5　东南沿海深部地热科学钻探工程（图 ５）

图 ５ 东南沿海深部地热（干热岩）科学钻探现场

４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６年 ５月　



该项目是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中国地质
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承担资源勘查评价

的项目。 干热岩科钻工程由山东省鲁北地质工程勘
察院负责施工。 设计施工 １ 对井，井深 ４０００ ｍ，终
孔直径 １５２ ｍｍ。 项目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开钻，采用转
盘＋螺杆、转盘＋涡轮等复合钻探技术，优化钻进工
艺，较好地克服了岩石坚硬、大直径深孔取心等难
题，到 ２０１５年底完成钻探进尺 ３１２０ ｍ。

2　“十三五”展望
当前，随着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对矿产资源的需

求大幅下降，地质勘查业已进入深度调整的寒冬期，
探矿工程面临着大幅下滑的严峻形势。 为尽快适应
形势，需要搞好探矿工程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以保
持适度的规模发展。
2．1　推进探矿工程转型升级，拓宽地质工程服务领
域

适度压缩小口径钻探规模，精干小口径钻探队
伍，适当扩大大口径钻探规模，拓宽探矿工程服务领
域。 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助推转型升级，
为开拓“深、特、难”钻探领域和扩大地热、干热岩、
页岩气钻探领域提供技术支撑。
2．2　搞好先进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

围绕深部钻探、海上钻探、科学钻探等“深、特、
难”钻探领域，开展技术研究和攻关。 重点针对南
黄海大陆架科钻、东南沿海深部地热（干热岩）科
钻、南海岛礁科钻等开展技术研究和攻关，搞好海上
钻探平台及冲洗液和大口径干热岩钻探关键技术研

究，为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围
绕深部钻探复杂地层和大口径深孔多工艺空气钻进

开展技术研究和应用。
2．3　强化技术管理和成果管理

认真贯彻执行局枟勘察施工和探矿工程可持续
发展意见枠，继续推行科研项目及典型矿区技术设
计和技术报告制，促进探矿工程技术和成果质量的
提高。
2．4　继续开展文明机台、文明工地建设和创生产纪
录活动

扎实开展文明机台、文明工地建设和创生产纪
录活动，进一步调动一线职工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
工作热情，促进生产和技术发展，提升单位形象和项
目管理水平。

3　结语
回顾“十二五”，成绩显著，硕果累累，凝聚着全

局钻探人的智慧、心血和汗水，体现了他们不畏艰
难、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豪迈情怀。 展望“十三
五”，任重道远，相信在全局上下的共同努力和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一定能克服困难，实现新的突
破，为国家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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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编辑部．２０１２ 年探矿工程十大新闻［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

工程），２０１３，４０（１）：１ －２．
［４］ 编辑部．２０１５ 年探矿工程十大新闻［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

工程），２０１６，４３（１）：１ －２．
［５］ 陈师逊，杨芳．海上工程平台的设计与应用分析［ Ｊ］．探矿工程

（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４，４１（４）：４６ －５０．
［６］ 孙丙伦，张敏，陈师逊，等．深部找矿钻探技术综合研究与应用

［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２，３９（Ｚ２）：８９ －９４．
［７］ 张敏．山东地矿局恢复重点矿区钻探技术报告编写制度［ Ｊ］．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２，３９（３）：４６．
［８］ 陈师逊．中国岩金第一深钻施工情况介绍 ［ Ｊ］．地质装备，

２０１３，１４（６）：２１ －２５．
［９］ 陈师逊，杨芳．深部钻探复合钻杆的研究与应用［ Ｊ］．地质与勘

探，２０１４，５０（４）：７７２ －７７６．
［１０］ 胡郁乐，张晓西，张恒春，等．科学深钻岩心钻探钻进参数随

钻检测与监控系统的研究［ Ｊ］．工程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１１，８
（１）：１２１ －１２４．

［１１］ 陈师逊，张敏．西藏罗布莎科学钻探项目胜利竣工［ Ｊ］．探矿
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２，３９（１０）：７５．

［１２］ 翟育峰，王鲁朝，丁昌盛，等．西藏罗布莎科学钻孔冲洗液技
术［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４，４１（４）：１ －４．

［１３］ 陈师逊，翟育峰，王鲁朝，等．西藏罗布莎科学钻探施工对深
部钻探技术的启示［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２，３９
（１１）：１ －３，９．

５　第 ４３卷第 ５期　 孙丙伦等：创新驱动未来，科技铸就辉煌———山东省地矿局探矿工程“十二五”回顾及“十三五”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