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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７０１８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松科二井”胜利完井,并
完成野外验收

２０１８年 ５ 月 ２６ 日,
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简称

“松科二井”)完井现场会

在黑龙江省大庆市安达

“松科二井”工程现场举

行.
自然 资 源 部 中 国 地

质调查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严光生发布“松科二井”成果.
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李昱岩致辞.工程首席科学

家王成善院士致辞.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运行支持部主

任 UlrichHarms宣读贺信.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主席成秋

明教授致辞.自然资源部科技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工程领

导小组副组长高平讲话.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工程领

导小组组长李金发宣布“松科二井”胜利完井.
围绕工程４大目标,中国地质调查局整合全局优势力

量,集结国内１６家高校院所和近百个企业,攻克了超高温钻

探和大口径取心等重大技术难题,获取了４１５万组２４TB的

深部实验数据,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
(１)创新了超深井大口径取心技术体系,攻克了超高温

钻井技术等地球深部探测重大技术难题,创造了深部钻探技

术４项世界纪录.

①创新了超深井大口径取心技术体系:在世界上首次研

发并成功应用 Ø３１１mm 大口径一次取心成井技术,中空井

底动力绳索取心、机械辅助无损出心技术,研发了系列大口

径长钻程取心钻具、系列国产涡轮钻具,在超６４００m 井深实

验成功绳索取心技术,大幅提高了深井硬岩取心钻进效率和

岩心取心率;
②创造了钻探取心技术４项世界纪录:创造了３１１mm

口径单回次取心长度３０m 纪录;创造了２１６mm 口径在井

深超４７００m 单回次取心长度４１m 纪录;创造了１５２mm 口

径在超深井段单回次取心长度３３m 纪录;创造了３１１mm
超大口径超千米连续取心(１６５０m)纪录.

③研发成功了超高温的水基钻井液体系,固井、随钻测

温等系列技术和全金属涡轮钻具,创造了国内最高温度(２４１
℃)条件下钻进新纪录,为解决万米深部钻探、干热岩勘探开

发等面临的超高温难题提供了技术储备.
(２)发现了松辽盆地深部具有良好的页岩气和地热能两

种清洁低碳能源勘探开发前景.
(３)发现了全球最完整最连续的白垩纪陆相地层记录、

气候变化主要控制因素和气候波动重大事件等３项重要证

据,精细刻画了白垩纪陆地古气候演变规律.
(４)创建了松辽盆地陆相地层“金柱子”标准剖面,建立

了松辽盆地演化新模式,提出了松辽盆地有机质多因素富集

新认识,丰富了白垩纪陆相生油理论.
目前,“松科二井”大

陆科学钻探工程已顺利

完成野外验收,通过对钻

井、测井、录井工程的 现

场验收,确认所获取的海

量深部测、录井数据符合

项目设计要求,资料质量



高,可以满足后续各项地学研究需求.“松科二井”作为大科

学工程,项目管理档案资料齐全、规范,为今后实施类似工程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在“松科二井”成功应用,成果

入选２０１８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近 日,教 育 部 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

科技进展”结果揭晓,吉

林大学孙友宏教授申报

的“‘地壳一号’深部大陆

科学钻探钻机关键技术

及应用”项目入选.
“地壳一号”万米钻机是为满足我国地球深部探测工程

的重大需求而启动的“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的第

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已故著名战略

科学家黄大年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的第五课题“深部大陆

科学钻探装备研制”(吉林大学孙友宏教授担任负责人)的重

要成果,是我国首台万米大陆科学钻探专用装备,于２０１８年

５月完成了中国地质调查局部署的松辽盆地科学钻探“松科

二井”工程的施工,创造了完钻井深７０１８m 的亚洲大陆科学

钻井新纪录,也是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成立２２年

来实施的最深钻井.
该项目的入选,充分体现了我国钻探工程技术的整体科

技实力及其在国家科技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悉,２０１８年度入选的１０个项目,申报单位来自１０所

双一流高校,包括８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北京大学、东南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中山大学)以及２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北京协和

医学院、西南交通大学).

三、高精度钻井对接技术助力全球最大规模天然碱

矿———土耳其卡赞碱矿提前投产,土耳其总统厄尔多安出

席投产仪式

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慧磁”高精度中靶技

术在世界最大的天然碱矿———卡赞碱矿的矿山建设中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前半年打通矿山所有采矿通道.投产仪

式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５日在土耳其卡赞举行,土耳其总统厄尔

多安、能源自然资源部部长阿贝纳特、安卡拉省省长多帕贾、
安卡拉市市长图拉等政要及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郁红阳等出

席了仪式,承接了其全部对接井工程的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

技术研究所专家成员受邀参加开幕式剪彩仪式.
勘探 技 术 研 究 所 凭

借“慧 磁”中 靶 技 术,于

２０１１年承接了土耳其卡

赞碱矿试采井项目.“慧
磁定向钻进高精度中靶

技术”是中国地质调查局

勘探技术研究所研发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调成果,使我国成为全球仅有的两家

具有该技术的国家,该技术具有钻头距离靶点越近测量精度

越高的优点,精度可达５０cm 的靶区内,能实现一次中靶.
２０１７年该项目提前合同工期半年完成了任务,依赖于“慧磁”
中靶技术在生产中的高稳定性和高精确性,使这最大的天然

碱矿形成了采矿通道,大大提高了矿产采收效率,此次项目

的所有任务全部实现一次对接成功,受到了业主的高度好

评;目前已与卡赞碱矿续签了卡赞二期工程合同.
土耳其总统厄尔多安在投产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演讲.

他讲到,土耳其卡赞碱矿总投资１５亿美元,正式投产后可接

纳就业人员２２００人,能供应世界纯碱市场需求的１/１０,欧洲

市场的一半;卡赞碱矿的投产使土耳其上升到世界天然碱制

碱业的领导地位.同时,他特别对参与卡赞碱矿建设的中国

金融机构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工程施工单位表示了感谢和祝

贺.
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定向钻探研究室副主

任兼聚力公司土耳其分公司经理胡汉月、勘探技术研究所土

耳其卡赞项目部项目经理刘海翔应邀作为嘉宾出席了投产

仪式.

四、深海钻探装备“海牛号”技术指标国际领先

湖南 科 技 大 学 万 步

炎教授团队自主研制的

“海牛号”深海海底深孔

钻机系统与取心技术,通
过了由中国海洋工程咨

询协会组织的科技成果

评价 会.专 家 组 一 致 认

为,其取心技术、实际最大作业水深、平均取心率、作业效率

等技术指标均居国际领先水平.
“海牛号”深海海底深孔钻机是目前国内首台也是唯一

一台完全自主研发的深海海底深孔取心钻机,钻机应用水深

可超３０００m、最大钻深能力达９０m.包含了４项发明:发明

了深海遥控自动深孔绳索取心钻进技术和国内首套海底深

孔钻进系统,海底作业效率、岩心取心率、母船适应性、重量

等多项关键技术和经济指标优于国外最新一代海底钻机;发
明了正反循环结合兼用的绳索取心专用钻具,国际首创出适

用于海底钻机的深海复杂地层全自动远程智能控制方法及

专家操作系统软件,实现了海底复杂地层智能化高取心率钻

探技术;发明了深海底沉积物抽吸型地质取心专用钻具,相
应取心工艺方法,实际钻孔深度可达８２５m,平均取心率

８７１５％,与国际上深海钻探船同类工程相比,勘探作业成本

降低９０％以上,效率提高６~８倍;发明并研制了国内首套水

深大于３０００m、重型海底钻机布放系统,与国外同类海底钻

机甲板操作系统相比,可适用于较小的作业母船,使用成本

大幅降低.
截至目前,该成果已连续４年成功应用于我国重大深海

海底地质资源项目与海底地质工程勘探任务中,在我国海域

开展了４次地质勘探取心作业,合计获取岩心样本１６０７８８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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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８６３”计划———４０００米地质岩心钻探成套技术装备

通过验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５０００米智能地质钻探技

术装备研发及应用示范”正式启动

４月１２日,按照«国
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８６３”计划)管 理 办 法»
的有关规定及“８６３”计划

资源环境技术领域的具

体部署,科技部 ２１ 世 纪

议程管理中心裴志永处

长及“深部矿产资源勘探

技术”项目负责人吕庆田研究员一行,在天津市东丽区对中

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承担的课题“４０００米地质岩心

钻探成套技术装备”进行了验收.
“４０００m 地质岩心钻探成套关键技术装备”取得了如下

突破:国内首次研制了深孔岩心钻机用垂直升降式井架,创
新一体化集成设计了４００kW 大功率钻具升降系统与１５kW
小功率送钻系统,创新一体化集成设计了顶驱转盘双回转系

统,国内首次研制成功了２００kW 交流变频电机直驱高转速

顶驱,国内首次研制成功了交流变频电驱动智能排绳取心绞

车;初步创立了适合我国技术特点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小直径特深孔绳索取心钻进合理口径系列和钻柱方案,研制

的特深孔绳索取心钻探用 DZ９５０钢级的精密冷拔无缝钢管,
产品性能达到或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研制成功了高效系列

深孔绳索取心液动潜孔锤,多次创造了绳索取心液动冲击回

转钻进世界纪录,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成为我国地质岩心

钻探技术的主要特色;研发的多种深孔事故处理工具,大幅

度提高了对各类复杂孔内事故的处理能力.
该套装备完成了天津东丽湖地热调查井一开、二开钻井

施工,Ø３１１２mm 口径的钻孔钻深达２２５８m.
项目成果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产品的空白,有效提高了

我国资源勘探的深度,与物探、化探等技术共同形成适合我

国固体矿产资源特点的深部勘探技术体系,提高了我国地质

钻探技术整体水平,为国家重大战略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有力

的技术保障.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７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

牵头,集合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地质装备集团,中国地质调查

局探矿工程研究所、探矿工艺研究所,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等国内地质钻探领域的９家机构,共同申报的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勘查开采”重点专项“５０００米智能地质

钻探技术装备研发及应用示范”项目获科技部立项批复,项
目负责人是张金昌教授级高工,项目总经费６８１４万元,项目

执行年限为２０１８年７月

至２０２１年６月.该项目

从构建大深度绳索取心

钻孔口径系列入手,拟开

展复杂地层钻进智能控

制、地质岩心钻机关键技

术研究与装备研制、大深

度高性能薄壁绳索取心

钻杆研制、小口径高效系列钻具研究、环保冲洗液体系与废

浆处理技术、钻探技术装备集成与示范等６个课题研究,突
破智能控制、高效钻进、轻量化与模块化等关键技术.

研发团队深化“产学研用”合作模式,充分发挥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龙头企业、典型用户的互补优势,形成协同创

新环境.拟建立的５０００m 特深孔地质岩心钻探技术体系,
将引领与加快我国大深度智能地质钻探技术装备研发的步

伐,推动我国地质钻探装备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发展,丰富中

国制造２０２５的发展需要,提升深部立体探测装备技术水平,
提高向地下空间进军的能力,为储备一批５０００m 以深资源

勘查前沿技术,进一步满足和推进深部探测工程计划、突破

地球科学理论提供技术支持,加快“透明地球”技术体系建

设,支撑扩展“深地”资源空间.

六、８４５０米,西北油田创亚洲深井纪录

８月６日,胜利石油工程塔里木分公司９９１０１井队施工

的亚洲最深井顺北蓬１井,五开使用 Ø１４９２mm 钻头顺利

钻进至８４５０m,一举刷新了２０１７年同期该区块顺北评２H
井创造的８４３３m 的亚洲最深井纪录,创亚洲垂深和斜深两

项最深纪录.
而此前不久,该井成功将四开直径１７７８mm 尾管下至

预定的８３５０m 深处,创该类型套管国内下深最深纪录.加

上该井前期二开、三开固井施工分别创直径３３９７mm 套管

和直径２４４５mm 套管国内下深最深、悬重最重纪录,该井

已连创国内固井５项纪录.
这些纪录的诞生,标

志着胜利石油工程超深

井施工配套技术的进一

步成熟.同时,顺北蓬 １
井的顺利施工,为胜利石

油工程在超深井优化钻

具组合、设备配套能力,以及钻井液配比、井下复杂情况预防

与控制等方面,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顺北蓬１井是西北油田部署在塔里木盆地顺托果勒低

隆北缘的一口重点探井,设计井深９０７５m.作为亚洲第一

深井,该井属超深、超高压、超高温“三超”井,风险呈指数级

增长.

七、中国东部第一口干热岩钻井获成功,我国干热岩地

热能开发利用取得重要突破

经过６６天的钻探,恒泰艾普(海南)清洁资源发展有限

公司成功在琼北地区深度４３８７m 处钻获超过１８５℃高温干

热岩(非稳态测温),这意味着我国东部第一口具有独立知识

产权的干热岩参数井圆满完钻,对我国干热岩地热能的开发

利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２０１８年５月５日,干热岩选区、勘探和开发学术研讨会

在海南召开.包括李廷栋、曹耀峰和多吉３位院士在内的近

２００名国内地热专家和企业代表出席了研讨会,聚焦干热岩

“海南探索”的新成果,交流了干热岩研究和开发的经验.
据该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李德威教授

介绍,干热岩的形成与地球构造热活动结相关,其动态热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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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自于地球内部,因此是一种取之不尽的可再生清洁能源.
从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 代 初 期 开

始,李德威教授在对青藏高原深

入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

了大陆动力学、地球系统动力学

假说和干热岩动态成因等一系列

理论,认为我国青藏高原、华北地

区、东部南部沿海大面积存在优

质干热岩.
近５年来,李德威教授科研

团队重点研究了南海、雷琼裂谷

及周边的干热岩热源及控热构造,通过采用原创的干热岩选

区原则和有效的勘探方法,初步查明在琼北干热岩一个目标

区———福山断陷５９０km２ 的范围内,４５００m 深处温度大于

１８０℃的可开发干热岩面积约９８km２.
李德威表示,通过琼北花东１R井的开发试验,希望能够

摸索出一套干热岩高效选区、勘探和开发的新思路和新方

法,逐步在福山断陷、琼北和南海诸岛大规模系统地开发优

质干热岩,助力海南建成“无烟”国际旅游岛,推动我国的干

热岩开发和国防建设.

八、我国首个绿色勘查团体标准«绿色勘查指南»发布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于９月２９日以“自然资办函[２０１８]
１２５９号”文发布了由中国矿业联合会编制发布的团体标准

«绿色勘查指南»(T/CMAS０００１－２０１８),这是我国第一个

绿色勘查团体标准,标志着我国的绿色勘查工作已开始进入

制度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近年来,为在勘查工作中更好

地贯彻落实生态文明的要求,在国

土资源部(现自然资源部)的推动

下,在“多彩模式”等示范的引领

下,绿色勘查工作已陆续启动,并
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的典型.部

分企业和地勘单位通过先行先试,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积累了重要的

经验.
为全面推进我国绿色勘查工

作,指导地勘单位及企业践行绿色理念,自然资源部地质勘

查司在总结提升绿色勘查模式的同时,全面启动和推进绿色

勘查的标准制定工作,委托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

心、中国矿业联合会等单位起草了«绿色勘查指南».
本指南主要适用于矿产勘查工作中的绿色勘查活动,共

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绿色勘查内容

及其编制、场地建设、现场管理、生产矿山和废弃矿山勘查、
水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噪音粉尘与废弃物管理、环境恢复治

理、智能化勘查和科技创新、和谐勘查、绿色勘查管理等１４
项内容.本指南坚持“绿色发展、创新驱动、和谐共赢、管理

规范”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勘查工作中开展实践绿色勘查的

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施工企业管理、勘查工作中的生态环

境保护和环境恢复治理、和谐勘查,以及绿色勘查的其他有

关规范内容.

九、“新一代３５００米永磁直驱顶驱地质钻机研制”项目

通过验收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１２月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

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承担的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

“新 一 代 ３５００ 米 永 磁 直 驱 顶 驱 地 质 钻 机 研 制 ”
(２０１５DFA７０３００)顺利通过专家组现场验收.

该钻机采用变频永磁电机直接驱动顶驱和绞车,具有无

级调速、恒压自动送钻、大于３０m 的长行程立根钻进和提下

钻开泵扫孔等特点,具备钻进参数实时监测、故障实时显示

和历史数据回放等功能,大幅提升设备自动化、信息化水平.
设备具有无齿轮传动、无摩擦刹车和悬停、高精度送钻等独

特优势,有效解决了现有钻机回转传动链结构复杂和维护保

养的问题,突破了传统钻机闸带、轮毂、盘刹、工作钳频繁使

用磨损和无法精确控制送钻速度等技术难题,实现了向新一

代地质钻机的跨越.
该钻机的研制成功,标

志着我国掌握了永磁直驱

顶驱钻机的核心技术,占据

了电动顶驱的技术制高点,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该钻

机可广泛用 于 地 热 (干 热

岩)、页岩气等陆域清洁能

源及深部资源勘探开发工

程,满足深孔复杂地层钻探对高效智能节能钻机的迫切需

求,为实施绿色勘查智慧钻探提供了装备基础,为全力支撑

能源和矿产战略资源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装备保障和技术

服务.

十、“钻探机具防护与延寿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获２０１８
年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由中国地质学会推荐,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

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和无锡钻探工

具厂有限公司等４单位共同申报的“钻探机具防护与延寿关

键技术及工程应用”荣获了２０１８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获奖成果针对钻探机具缺乏防护延寿理论及技术支撑

等难题,历经十年产、学、研用协同攻关,创新形成了长寿超

硬聚晶金刚石制造技术,实现了硬岩地层中钻头切削齿长钻

程钻(掘)进;率先研发了钻探机具防腐、耐磨、减摩硬质防护

涂层技术,实现了钻探管(机)具可靠、高效、长寿命服役;集
成创新了钻探机具关键部件磨损寿

命预测与评价技术,实现了服役条

件下钻探机具磨损寿命预测.项目

成果工业化应用于碎岩钻头、井下

动力钻具、钻杆柱、旋挖钻斗、固控

离心机等关键部件,切实有效地提

高了钻探装备的使用性能和服役寿

命,为钻探机具的高效长寿服役提

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和工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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