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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嫦娥五号圆满完成中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教授参与“嫦娥”挖土攻关

北京时间 2020年 12月
17日 1时 59分，嫦娥五号

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

预定区域成功着陆，带回月

球样品 1731 g，标志着中国

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圆

满完成。

嫦娥五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完成了月球钻取采样

及封装。嫦娥五号探测器自动采样任务采用表钻结合、多点

采样的方式，设计了钻具钻取和机械臂表取两种“挖土”

模式。

早在 10年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肖龙教授团队、段隆

臣教授团队和李大佛教授团队接受任务为嫦娥系列任务研

制模拟月壤，绘制采样点地质地貌地图，研究使用何种钻探

方法取样，采用何种型号钻头。

月面采样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要了解月壤的性

质，研制出与实际月壤相似的模拟月壤。肖龙教授团队通过

研究“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采集的月壤样品性质获得相关

参数，选取玄武岩、火山灰等数十种与月壤性质相似的地球

岩石和矿物，制造出成分、颗粒形态等与实际月壤相似的原

料，制造月面土壤 100 t，研发出 60多种模拟月壤，筛选 10多
种被确认为试验用月球土壤。

月球上没有空气，没有水，要钻进月表 2 m深取样，采用

何种钻探方法？高速旋转下钻头该如何散热？段隆臣教授

团队和李大佛教授团队参加了部分钻探方案设计和钻探模

拟试验等工作。他们通过计算确定在月球上钻探 2 m深的

动力储备，通过低密度月壤模拟低重力效果，反复尝试选定

螺旋钻进方案，螺旋叶片带出月表的月壤，可以有效降低钻

头的温度，不需再冷却也能确保钻头正常工作。

2 我国第二次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创两项世界纪录

2020年 3月 26日，自然资源部召开我国海域天然气水

合物第二轮试采成果汇报视频会发布，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

质调查局组织实施的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二轮试采日

前取得成功并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在水深 1225 m的南海神

狐海域，试采创造了“产气总量 86.14万 m3，日均产气量 2.87
万m3”两项新的世界纪录，攻克了深海浅软地层水平井钻采

核心技术，实现了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重大跨

越，在产业化进程中，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

自然资源部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联合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加快推进南海神狐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采

先导试验区建设。中国地质

调查局联合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北京大学等国内外 70
余家单位近千名业务骨干，经

过 2年多的集中攻关，2019年
10月正式启动第二轮试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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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业。试采团队克服了无先例可循、恶劣海况等困难，尤

其是施工关键期正值新冠疫情防控最吃劲阶段，现场指挥部

全面精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保障正常生产作业，于 2020年
2月 17日试采点火成功，持续至 3月 18日完成预定目标任

务。此次试采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一是创造了“产气总量、日均产气量”两项世界纪录，实

现了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重大跨越。本轮试

采 1个月产气总量 86.14万 m3、日均产气量 2.87万 m3，是第

一轮 60天产气总量的 2.8倍。试采攻克了深海浅软地层水

平井钻采核心关键技术，实现产气规模大幅提升，为生产性

试采、商业开采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我国也成为全球首

个采用水平井钻采技术试采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的国家。

二是自主研发了一套实现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采产业

化的关键技术装备体系，大大提高了深海探测与开发能力。

形成了 6大类 32项关键技术，其中 6项领先优势明显。研发

了 12项核心装备，其中控制井口稳定的装置吸力锚打破了

国外垄断。

三是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环境保护和监测体系，进一步证

实了天然气水合物绿色开发的可行性。自主创新形成了环境

风险防控技术体系，构建了大气、水体、海底、井下“四位一体”

环境监测体系。试采过程中甲烷无泄漏，未发生地质灾害。

3 孙友宏、朱恒银、路保平、谢文卫、郭威等多位钻探专家荣

获（入选）国家级奖励和人才工程

（1）孙友宏教授荣获第十三届光

华工程科技奖。2020年 11月 8日，第

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在京揭晓。

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

获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新增设的光

华工程科技特别贡献奖颁给了为抗

疫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工程院医药

卫生学部全体院士。另有 39位专家

获光华工程科技奖，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钻探专家孙友宏教授获奖！

光华工程科技奖被誉为“中国工程界最高奖项”，由第九

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朱光亚和台湾实业

家尹衍樑、杜俊元、陈由豪 4位捐赠人捐资设立，经国家科技

奖励办公室批准，由中国工程院发起、光华工程科技奖励基

金会管理。

（2）朱恒银教授级高工、路保平教授级高工荣获全国创

新争先奖。2020年 5月 30日，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

奖励大会在京举行。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2018年
度“大国工匠”、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朱恒银教授级高工，

中国石化石油工程院院长、《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杂志

编委路保平教授级高工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朱恒银教授级高工扎根地质一线 40余年，率领团队攻

克了定向钻探技术难关，将

我国小口径岩心钻探地质找

矿深度从 1000 m 以浅推进

至 3000 m以深，正在向地下

5000 m进军，为国家创造了

以千亿元计的经济价值。

路保平教授级高工长期在石油工程科技攻关和成果转

化一线工作，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及省部级重大项目 50余
项，是优化钻井及复杂地层钻完井领域的专家。创新了钻井

地质环境因素描述理论，建立了基于钻井地质环境因素的优

化钻井技术方法；创新建立了以可压性为核心指标的工程甜

点评价新方法，组织打造了

以水平井钻井与分段压裂为

主要内容的页岩气工程完整

技术链；创新了冷海（亚北极

海域）与深水钻井关键技术

体系，推动了我国海洋钻井

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全国创新争先奖是国家于 2017年批准设立的又一重大

科技奖项，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一个科技人才大奖。

今年全国共有 10个团队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牌，另有

28人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258人获得第二届全国创

新争先奖状。该奖每 3年评选一次。

（3）谢 文 卫 教 授 级 高 工 入 选

2020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

获得“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

誉称号。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

术研究所谢文卫教授级高工主持

开发的 YZX系列液动潜孔锤钻具，

创世界液动锤应用规模之最。作

为核心专家，在平邑矿难现场指导

我国首次钻孔救援工程。作为天

然气水合物试采现场指挥部首轮试采工程组负责人和第二

轮试采实施的总工程师，为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

做出了重要贡献。

（4）郭威教授获中国青年科技奖。2020年 10月 18日，

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温州 2020世界青

年科学峰会开幕式现场举行，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郭威教

授获奖。郭威教授长期从事非常规油气钻采技术研究，在天

然气水合物和油页岩等难采

油气资源方面取得了一系列

成果。研发的陆域天然气水

合物冷钻热采关键技术，为

我国首次钻取陆域水合物和

成 功 试 开 采 提 供 了 技 术 支

撑。研发的油页岩地下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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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解新技术，成功从地下开采出高品质油页岩油，标志着我

国油页岩资源开发利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4 青藏高原首个 3000 m科学钻探项目——西藏甲玛 3000
m科学深钻竣工

2020年 10月 21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

心牵头组织、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承担，并由山

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组织施工的中国地质科学院“西藏

自治区甲玛铜多金属矿床

3000米科学深钻工程”竣工

仪式在西藏自治区墨竹工

卡县举行。该项目是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深地资

源勘查开采专项“青藏高原

重要矿产资源基地成矿系统深部探测技术与勘查增储示范”

的核心任务，2019年 6月 22日开工，施工团队克服了复杂的

地层条件、高寒缺氧与新冠疫情影响，于 2020年 10月 21日
竣工。终孔孔深 3003.33 m、终孔孔径 98 mm，创造了青藏高

原小口径固体矿产勘查领域最新的孔深记录。一举刷新了

由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保持了 8年的世界屋脊第一

深钻纪录。

西藏甲玛科学深钻的顺利实施，为国家深部资源勘查开

采与技术装备研发提供了支撑，实现了西藏高原斑岩型铜多

金属矿深部资源勘查增储示范效果，并揭示陆陆碰撞造山背

景下斑岩成矿系统的精细结构，为完善陆陆碰撞造山背景下

斑岩铜矿勘查模型及成矿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5 我国首次在西藏高原成功钻取百米湖芯

2020年 7月 21日 15时，中科院“丝路环境”先导专项和

第二次青藏科考湖泊团队，在西藏纳木错中心湖区水深 95
m的地方成功钻取长 100.63 m的湖芯，总取心率达到 98%。

这是我国首次在西藏高原高海拔深水大湖获取超过 100 m
长的湖芯，实现了在深水湖泊采样方面的突破。

此次钻取湖芯是我国

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完

全依靠自主设计的采样平

台、套管稳定系统和钻探系

统取得的，对我国湖泊钻探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专家

预计，获取的湖芯样本可以

分析过去 15万年以来青藏高原中部的气候环境变化历史。

在过去 15年观测研究的基础上，我国科学家联合德国、

英国和美国等 7个国家的 12位科学家共同申请的纳木错大

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项目于 2020年 6月获批，该项目计

划在纳木错钻取 5个点位共计 2250 m长的沉积物，用于研究

过去 100万年以来的气候环境状况。此次成功钻取 100 m以

上的湖芯，不但提高我国湖泊钻探及研究水平，也将对 ICDP
钻探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和技术保障。

6 8874.4 m！西北油田“顺北 53-2H井”创亚洲最深定向井

纪录

2020年 10月 24日，西北油田“顺北 53-2H井”顺利完

钻，完钻井深 8874.4 m，创亚洲最深定向井纪录，超世界第一

高峰珠穆朗玛峰。在此之前 3个月，“顺北 55X井”刚刚以井

深 8725 m创下了亚洲陆上最深定向井纪录。

“顺北 53-2H井”是塔克

拉玛干沙漠腹地顺北区块顺

托果勒低隆地带的一口四开

制评价水平井，原设计井深

8338 m，根据地质需要加深

钻进至 8874.4 m。这里为亚

洲陆上最深油气田之一，国

内外没有相关开发技术可以

借鉴。

完成亚洲陆上最深定向井纪录，克服了 3大难题：一是

地下地质条件复杂、可钻性极差；二是四开钻进井下漏失严

重；三是井底压力大、井控风险高。

7 青海共和盆地干热岩勘查与试采取得重要进展

为加快推进我国深部热能（干热岩）开发利用、干热岩勘

查开发，支撑服务国家清洁能源开发，中国地质调查局实施

了青海共和盆地干热岩勘查与试

采科技攻坚战。中国地质调查局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和中

国地质科学院牵头实施，中国地质

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北京探矿

工程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探矿

工艺研究所等多个单位参加。开

展青海共和盆地干热岩勘查与试

采工作，突破了干热岩勘查开发多

项关键技术，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取得了重要阶

段性成果。

创新探索高温硬岩高效钻完井技术方法，完成国内首眼

干热岩试采井钻探。创新应用非常规快速钻进技术，实施了

高温硬岩钻进，平均钻进时效高于普通机械钻速，创国内高

温硬岩最深、最长空气钻井施工纪录，有效探索了干热岩高

效钻进新途径。探索出一套精准的硬岩敏感地层钻进参数

组合与控制技术，创下我国同类钻井工程钻探用时最短记

录。研制了一种新型抗高温经济环保钻井液体系。创新了

高温复合完井工艺，为工程开发奠定了基础。自主研发温度

测量仪实现深井测温，首次采用多种先进测井技术，获得干

热岩开发关键参数，准确掌握了深部热储特征及属性。成功

5



2021年 1月钻探工程

开展了国内首例干热岩试验开发井试压裂，初步试验形成了

干热岩安全造储工艺。创新建成国内首个集实时采集、传

输、分析于一体的微震监测系统，探索构建了微震、电磁联合

裂缝监测体系。建设了国内首套水力压裂诱发地震实时监

测台网，构建了诱发地震响应控制机制。研发了高温硬岩钻

井、地应力测量、高温测井、微震监测等材料工具和仪器

设备。

8 庆祝李世忠先生从事探矿工程事业 70周年暨百岁寿辰

活动在北京举行

2020年 10月 23日，庆祝李世忠先生从事探矿工程事业

70周年暨百岁寿辰在北京举行。参加活动代表来自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调查局、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

有限公司、中煤地质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地矿局、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南大学、吉林大学、中

国矿业大学（徐州）和成都理工大学等有关单位。

李世忠先生作为我国探矿工程专业的创始人、学科奠基

人和学术带头人，一切从零开始，一手抓专业教材编制，一手

抓专业课程设置，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严爱有加，宽厚待人，

换来桃李芬芳满园春。作为第一个探矿工程系主任、第一批

探矿工程博士生导师，李先生壮志在胸、豪情满怀，不仅将探

矿工程学科建设把稳抓好，还领导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面向科

学钻探领域的“地质超深钻探技术国家专业实验室”，首先提

出应用交流变频的全新设计理念，创造性提出了以钻头切入

量控制钻进的新见解、新观念。他始终以创新为矢志不渝的

追求，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敬业、奉献已经成为他

的精神底色。莘莘学子们又将这种精神进行省思、珍视和赓

续，在探矿工程教育、科研、生产等各领域遍地开花，谱写出

一个时代的华章。

9 《大洋钻探—探索地球》——面向 2050大洋钻探科学框

架发布

2019年 2-8月，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各主要成员

国美、日、欧、中和澳新连续组织了 5次学术研讨会，研讨

2023年后的大洋钻探。在此基础上，国际上成立了美、日、

欧、中和澳新等各成员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组织编写

面向 2050大洋钻探科学框架。

2020年 10月底，经过国际编写组和工作组 1年多的努

力，面向 2050年大洋钻探科学框架《大洋钻探—探索地球》正

式向科学界发布。该框架展示了国际科学界对于未来科学

大洋钻探的雄心，规划了 21
世纪中叶大洋钻探的美好前

景。《大洋钻探—探索地球》

的总体目标是指导未来的海

底研究，揭示复杂地球系统

中的关键联系、过程、反馈和

临界点。在 50年大洋钻探

成就的基础上，利用钻探、测

井和观测技术的进步，以及

新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未来大洋钻探将深入理解地球系统

之间的关联，推进前沿学科的发展。与以往科学计划相比，

此次的科学框架更加注重学科交叉，囊括了地球科学领域众

多基础科学问题，提出了七大战略目标、五大旗舰计划和四

项赋能元素，更加关注与人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题目，如

宜居地球、全球气候变化、地震和海啸灾害等热点问题。

10 第四代“慧磁”首次对接连通作业成功

2020年 7月 30日深夜，内蒙古阿拉善盟传来喜讯：中国

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第四代“慧磁”钻井中靶导向系

统首次连通作业显神威，成功连通碱矿区一组对接井。

实施对接井所在矿区存在黄铁矿磁干扰，此前内蒙古博

源集团银根矿业有限公司钻井施工承包商采用多种仪器、历

经 2个多月均不见成效，勘探技术所技术人员赶往工地，仅

用了不到 2天时间就完成了

复测和实钻引导作业，于 30
日 21：30一次对接连通成功，

获得了业主的高度好评！

第四代“慧磁”钻井中靶

导向系统于 2019年 10月研

制成功。这次成功作业显示

出第四代“慧磁”较强的抗干

扰性，在磁干扰地区其有效

测距仍可达到 90 m，将逐步

取代第三代“慧磁”，应用于

油气、固体矿产水溶开采、煤

层气、非常规能源等领域，全

面 服 务 于 我 国 清 洁 能 源

行业。

由勘探技术所研制成功的“慧磁”高精度定向对接井技

术是在定向对接井技术基础上发展成的一种高效、节能，具

有高精度中靶特点的定向对接井技术，集成了定向钻进技

术、随钻测量技术及“慧磁”定向钻进高精度中靶技术等先进

技术，引导钻头准确进入靶区矿层，使位于地下数百米甚至

数千米的两井或多井在矿层内实现对接连通，从而为水溶性

矿产如盐、碱、芒硝等或气体矿产的开采提供一种高效、绿

色、节能、无开挖、无尾矿的先进的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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