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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第一口万米深地科探井开钻

2023 年 5 月 30 日，我国第一口万米科探井——深地塔科

1 井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开钻。这标志着我国向地球深部探测

技术系列取得新的重大突破，钻探能力开启“万米时代”，将

为我国未来的科学研究和油气资源开发提供重要的基础和

支持。

深地塔科 1 井地处

塔里木盆地中心的塔克

拉玛干沙漠腹地，是中国

石油在塔里木油田实施

的重大“深地工程”，设计

井深 11100 m，钻井完井

周期 457 天。部署钻探深地塔科 1 井的目的是开展万米级特

深层地质、工程科学探索研究，以技术突破挑战深地钻井极

限，深入探索地球内部结构和演化规律，进一步为地球科学

研究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深地塔科 1 井采用我国自主研

制的全球首台 12000 m 特深井自动化钻机，载重提升能力达

到最大 9000 kN。

塔里木油田集合精锐力量，聚焦万米级特深井钻探关键

高温、高压等技术瓶颈，重点开展钻完井工具、测、试、录及固

井等全井筒技术难题论证，首创形成 175 MPa 超高压井口、

测试、测量工具的升级配套，首次加工制造国内 Ø168 mm 钻

杆、创新研发 220 ℃超高温工作液体系、七开井眼井身结构

等适应塔里木盆地地质特点的钻完井系列技术。

“深地塔科 1 井开钻”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的

2023 年度国内十大科技新闻。截止 2023 年年底，钻井深度

已突破 9000 m。

2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式命名并首航成功  
2023 年 12 月 18 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

船正式命名为“梦想”号，在广州南沙下水启动首次试航，22
日出海，26 日返回，试航取得圆满成功。我国深海探测能力

建设和装备现代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中国地质调查局聚焦自主设计建造国际领先大洋钻探

船的目标，坚持自主创新与集成创新，与 150 余家参研参建

单位密切协同，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开工建造，2022 年 12 月

18 日实现船舶主船体贯通，2023 年 12 月 18 日正式命名“梦

想”号并试航，预计 2024 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为天然气水

合物勘查开采产业化提供重要装备保障，进一步提高我国能

源自主保障能力，有力支撑我国实施大洋钻探国际大科学计

划，提升“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能力。

“梦想”号由中国船

舶集团承担设计建造任

务，总吨约 33000 t，总长

179.8 m、型宽 32.8 m，续

航力 15000 海里，自持力

120 天，稳性和结构强度

按 16级台风海况安全要求设计，具备全球海域无限航区作业

能力和海域 11000 m 的钻探能力。具有全球最先进的钻探系

统，其中深水无隔水管泥浆循环系统（RMR）由我国自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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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目前已实现 400 m 级 RMR 研发从“0”到“1”的突破。建有

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以及全球

规模最大、最先进的科考船综合信息化系统。

“梦想”号入选《光明日报》二〇二三科技创新实现新突

破之“国之重器再添大国底气”篇。

3　第二十二届全国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学术交流年会

召开，推动地质钻探工作现代化

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

会等单位承办的第二十二届全国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学术交流年会于 2023 年 10 月在山东威海召开，会议主题为

“推动地质钻探工作现代化，支撑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

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高德利院士，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校长孙友宏院士，大国工匠、安徽理工大学朱恒银教

授等出席会议。

高德利院士在大会

致辞时表示，我们要深刻

认识开展新一轮找矿突

破战略行动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强化科技引领，

创新找矿理论和勘查技

术。促进地质钻探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实现地质勘查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的重要抓手。

本届大会聚焦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对钻探技术装备的

需求，紧紧围绕绿色勘查钻探新技术新方法、深部岩心钻探

技术与装备、非常规油气钻探技术与装备、科学超深井钻探

技术与装备、环境钻探新技术新装备、自动化智能化钻探技

术与装备、大型钻探工程管理与安全生产等主题，设置了主

会场 7 场特邀报告、38 场学术报告，青年分会场 23 场学术报

告。会前以《钻探工程》增刊出版的学术交流年会论文集共

收录高质量论文 93 篇，大会上评选出优秀论文 20 篇。

会后，200 余名代表参观考察了“莱州招贤—大官庄地区

金矿普查钻探工程”现场。来自全国 31 个省份、218 家单位

的 50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4　我国井底动力硬岩取心钻具海试成功

2023 年 8 月 1 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研

发的井底动力硬岩取心钻具在汕尾海域成功完成海试，标志

着采用中空式螺杆作为井底动力钻具取心方案原理可行，同

时也代表我国在大洋钻探硬岩取心关键器具攻关方面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

勘探技术研究所海洋钻探技术攻关团队依托地质调查

项目，对大洋钻探井底动力硬岩取心钻具进行原理性攻关，

历经 3 年，进行了 4 轮持续性优化改进，先后攻克了一体式中

空柔性万向节技术、多头小偏移量短节距中空转子和窄型串

轴承技术、不提钻切换全断面钻进和取心钻进模式等关键性

技 术 ，研 制 出 Ø197 
mm 规格的中空螺杆

马达取心器具，回次

取心长度 7.3 m，取心

直径 55 mm。本次海

试采用自主研发的中

空螺杆作为井底动力

取心钻具，搭载广州

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十号钻探船，采用全断面和取心钻

进相结合的施工工艺，在汕尾海域钻至洋底 80 余米，其中花

岗岩岩层中钻进 10.1 m，取心 8.69 m，取心率达 86.04%，海

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井底动力钻具钻进效率高、稳定性强和

岩心质量好等特点，各项技术参数均达到预期设计指标。

本次井底动力硬岩取心钻具海试成功，是世界首例中空

螺杆硬岩取心的成功案例，一举解决了“中空螺杆+绳索取

心”这一原创性技术世界难题，为大洋科学钻探以及超深孔

硬岩取心提供了一套全新理念的工艺器具方案。

5　中宣部授予万步炎同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时代楷模”是由中宣部集中组织宣传的全国重大先进

典型。2023 年 5 月 22 日，中宣部授予万步炎同志“时代楷模”

荣誉称号。万步炎是我国“海牛”项目首席科学家，湖南科技

大学海洋实验室主任。

万步炎 1985 年毕业于中南矿

冶学院探矿工程专业，1999 年带

领团队启动海底钻机关键技术自

主研究，2003 年造出了属于中国

人自己的深海浅地层岩心取样钻

机，在海底下钻 0.7 m，打下第一个

“中国孔”；2005 年，团队成功研制

世界首台“一次下水多次取心”的

富钴结壳专用钻机，大大提高了采

样效率；2010 年，团队研发的深海

深孔岩心取样钻机，又把海底钻探深度推进到 20 m；2015
年，“海牛号”在 3000 m 海水下下钻了 60 m，跨越了国际公认

的 50 m 难关，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该项技术的

国家；2021 年，“海牛Ⅱ号”海底大孔深保压取心钻机系统在

海底成功下钻 231 m，刷新世界纪录。

关键技术完全自主研发、150 余项国家专利、16 项国际

发明专利，“海牛Ⅱ号”的成功意味着我国海底矿产资源探采

装备技术已基本满足了海洋资源的勘探需求。万步炎带着

“海牛家族”，用了 30 多年时间，实现了我国海底钻机装备与

配套地质钻探技术的突破、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

6　全球首台！15000 m 顶驱在我国成功下线

2023 年 9 月 26 日，中国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北京石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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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DQ150BSD 顶驱装置在经过多轮整

机功能调试后成功下线。这是全球首台 15000 m 钻机配套

顶驱，填补了油气钻井装备领域又一项重要空白，为我国超

深层油气勘探开发再添国之利器。

15000 m 顶 驱 承 载 能 力 达 到

11250 kN，整机功率 2200 kW，本体

重达 50 t，均达 12000 m 顶驱 2 倍以

上。该顶驱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首次采用了双提环对称设

计，整机布局为全新结构，从设计源

头解决了顶驱偏重平衡问题；首次采

用了双负荷通道设计，保障承载安

全，提升了抗冲击性能；采用了双电

机冗余设计，有效避免长周期作业过程中顶驱电机失效导致

的停机概率；顶驱减速箱齿轮传动和润滑系统也采用了全新

设计。同时该顶驱在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都有显

著提升，并集成了扭摆减阻系统、软扭矩控制系统等先进技

术。多项创新技术的运用以及超大型号的突破，让该顶驱设

计研发工作量呈指数级上升。为了保障各主承载件性能可

靠，技术团队先后进行 30 多次设计修订，最终形成最佳方

案。为获得最佳性能，采用了大量高性能铸造材料，经反复

摸索获得理想力学性能。为了确保顶驱各项自动化功能能

够正确执行，设置百余个传感器，对温度、压力、行程等实时

监测。整机装配完成后，先后进行了近 1 个月的整机功能调

试，最终确保了各项技术指标参数均能完美实现设计要求。

7　国家标准《钻探工程术语》获批发布，2024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牵头编制的国家标

准《钻探工程术语》2023 年 9 月 7 日获批发布，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钻探工程术语》在编制过程

中，全面收集 30 年来钻探工程工

作发展进程中的相关词条，在汇

总、整合、分类、规范的基础上，经

广泛征求行业意见，历经近 10 年

编制而成。标准涉及基本术语、

岩石钻进特性、钻进方法、钻头、

钻具、钻探设备、钻进工艺、定向

钻进、钻孔冲洗、护壁与堵漏、孔

内事故、水工环地质钻探、钻探工

程管理、中国古代钻探等 14 个方面的术语内容，适用于地质

钻探工程和自然资源勘查其他领域有关的科研、教学、管理。

该标准除陈纳新，进一步规范已有保留术语，对新增术

语进行科学定义并依据概念体系进行合理归类，确保定义的

准确性、适度性、简明性，保证标准的规范性、适用性和先进

性，为地质钻探技术规范化和相关学科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8　302 m！我国陆架海域第四系全取岩心深度创新纪录

2023 年 8 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

洋地质十号”船成功实施了科学航次，首次在南海北部陆架

完成了 302.07 m 进尺全取岩心科学钻探，刷新了我国陆架海

域第四系全取心的深度纪录。

此次科考利用了自主研发的液压活塞取心器和沉积物

绳索锤击取心器，创新了海洋深孔钻井工艺，在松散—半固

结砂层上实现了地质钻探技术方法新突破，实现了粘土质地

层钻孔取心率约 91%，砂质地层钻孔取心率约 79%，为科研

获取高质量样品提供了坚实保障，为我国自主开展深海钻探

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和经验储备。

本航次钻探工作海

域离珠江口约 175 km，钻

探水深 92 m，钻至海底以

下 302.07 m，获取了我国

陆架海域第四系最连续

的地学钻探岩心。获取

的地质样品将有助于研究陆架古珠江三角洲第四纪以来的碳

埋藏历史，分析全球气候变化与粤港澳大湾区海平面变化之

间的联系，探究古珠江三角洲地质演化规律，进一步为粤港澳

大湾区涉海工程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地质科学支撑。

9　607 m！煤矿井下碎软煤层气动定向钻进孔深再创新纪录

2023 年 7 月，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采用

自主研发的煤矿井下气动定向钻进技术与装备在山西阳泉

华阳二矿碎软煤层中钻成了深度 607 m 的水平定向钻孔，创

造了煤矿井下碎软煤层定向钻孔深度新纪录！

针对碎软煤层定向成孔困难、瓦斯抽采治理效率低、矿井

需抽掘采矛盾突出的问题，西安研究院首创了煤矿井下气动

定向钻进工艺和矿用气动螺杆钻具，发明了系列化气动定向

钻机，研制了随钻测温测斜装置、压风监控装置和钻渣分离装

置等辅助装备系统，形成了适用于碎软煤层的成套钻进技术

装备。2023年 7月，在华阳集团二矿开展工程示范，成功钻成

了深度 607 m 的碎软煤层顺层定向钻孔，单班最大进尺 76 m，

煤层钻遇率 100%，并取得了显著瓦斯抽采效果。

煤矿井下气动定向钻进技术与装备为西安研究院首创

成果，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成套技术装备入选了 2022 年

“科创中国”先导技术榜

单，获得了 2023 年中国煤

炭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碎软煤层 607 m 定向

钻孔的成功实施，既是气

体钻进技术的重要发展和

突破，也见证了煤矿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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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定向钻进技术与装备逐渐走向成熟完善。目前气动定

向钻进技术已成为煤矿井下瓦斯治理的重要技术手段，在安

徽、贵州、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区广泛推广应用，对革新碎软

煤层瓦斯治理模式，提升碎软煤层矿井瓦斯抽采治理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

10　36.74 m！白鹤滩“中国心”再创世界新纪录

2023 年 4 月，三峡集团采用中国地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研制的 GQ-60 型钻机在白鹤滩水电站大坝成功取出一根长

度为 36.74 m 的混凝土岩心，再创大坝岩心的世界新纪录。

这是继白鹤滩大坝 2019 年取出 25.7 m 长心，2022 年取出

34.86 m 长心之后，再次打破世界最长常态混凝土心样纪录。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金沙江下游干流河段上，是三峡集团

在金沙江下游投资建设的 4 座梯级电站中的第二个梯级。

是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综合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

白鹤滩水电站大坝坝高 289 m，浇筑混凝土达 803 万 m3，作为

整个水电工程的挡水建筑物，大坝混凝土浇筑质量是关乎

“无缝大坝”建设的重中之重。混凝土取心是检查大坝浇筑

质量的重要方式，心样长度是全面体现坝体混凝土精益管理

成果的关键指标。

GQ-60 型工程钻机

采用龙门形结构，动力头

上下滑动形式，强度大、

刚性好，体积轻巧新颖，

便于灵活操作和搬迁，适

用于房屋、高层建筑、堤

坝、港口码头、桥梁工程的基础灌注桩孔施工及大口径水井

孔钻进。该钻机负责本次白鹤滩水电站左岸 11 号坝段的取

心工作，从坝顶高程 833.5 m 取至高程 796.75 m，长 36.74 m，

直径 245 mm，穿越 13 个浇筑单元，12 层水平施工缝面，73 个

浇筑坯层，25 层冷却水管，心样整体表面光滑，结构密实，骨

料分布均匀，胶结清晰完整。

2023年度《钻探工程》期刊高影响力学术论文
本刊讯  基于论文被引用和网络下载数量，编辑部对本刊 2021—2023 年刊登的论文进行统计打分，评选出了“2023 年度

《钻探工程》期刊高影响力学术论文”（优秀论文），名单如下：

《钻探工程》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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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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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研究与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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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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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效率的技术措施

金刚石钻进岩石破碎过程及其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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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1 钻井中的应用

煤矿井下复杂岩层跟管定向钻进技

术研究

深部地质钻探钻进过程流式大数据

分析与动态预处理——以辽宁丹东

3000 m 科学钻探工程为例

狮子洋主航道特大水垂比大位移科

学钻孔施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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