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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地质钻探技术现状和到 ２０１０ 年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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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枙武汉枛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介绍了俄罗斯地质钻探技术的现状，主要包括 １９９０年以来的钻探设备、钻探工作量、孔深、岩石级别、钻进
方法；根据现状制订的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地质钻探技术的发展规划，包括钻探工作量、钻进速度、节约台时和经济效
益；保证实现规划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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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地质钻探技术发展现状和 ２０１０ 年发展
规划（下简称规划）是由俄罗斯自然资源部提出、经
过全国有关地质勘探单位代表参加的枟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地质钻探技术发展战略枠科技会议讨论通过制订
的。
制订规划的目的是确定到 ２０１０ 年俄罗斯在地

质研究、固体矿产勘探和地下水资源评价、储量增长
率方面制定政策的基本方向，以及俄罗斯自然资源
部和有关部门地质勘探单位应该完成的固体矿产勘

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研究的工作任务
和经济效益等。

1　地质钻探技术现状分析及其发展趋势
俄罗斯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革不

能不对地质工作带来影响。 中央财政对地质勘探工
作拨款的减少，导致了所有类型地质勘探工作实物
工作量的减少，其中包括岩心钻探工作量的减少。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前苏联的年平均钻探工作量为 ２５００
万 ｍ左右，１９９１ 年俄罗斯的钻探工作量为 １０９８ 万
ｍ，１９９９ 年俄罗斯的钻探工作量为 １６１ 万 ｍ，即比
１９９１年减少了 ８３％。 技术与组织水平大为下降。
利用先进技术完成的钻探工作量由 ６０％降到了
１０％～２０％，导致钻探台月效率由 １９８７ 年的 ５８９ ｍ
降到了 １９９９年的 ３４２ ｍ。 在很大程度上，这也与职

业教育系统解散、引起钻探人员不足因而技术水平
下降有关。
由于生产单位购买力的下降，钻探设备和钻具

的需求量大为减少，这就导致了有关生产工厂对这
些产品的生产处于危机状态。 例如，１９９０ 年昆古尔
工厂生产了 ５２５ 套钻探设备，１９９９ 年仅生产了 １８
套（２０００年生产了 ２９ 套）。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年（３ 年期
间）只增加了 ８ 台 ＣＫＢ －７１ 型钻机、２１ 台 ＣＫＴＯ －
６５钻机、９台 ＣＫＢ －４１ 钻机、８台 ＹＫＢ －５００Ｃ －４钻
机。 １ＢＡ －１５Ｈ和 ＹＰＢ －３Ａ３型设备的生产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５２５台降到了 １９９６ 年的 ５台。
可见，地质钻探工作者在新世纪使用的将是陈

旧的设备和工具。
但是，矿产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国家近年来采取的政策和
措施证明了这一点：

（１）制定并实现了矿产利用及其调整的国家政
策；

（２）保证了俄罗斯在大洋、北极、南极和大陆架
国家矿产资源的安全和地质的优先发展地位；

（３对国家在俄罗斯领域范围内的地质研究、生
产和实现矿物原料计划进行了投资；

（４）向国家、社会、公民和有关单位提供了有关
俄罗斯联邦及其大陆架、洋底、南极和北极的矿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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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现状、预测的信息产品。
全俄勘探技术研究所对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９ 年俄罗斯

自然资源部所属单位地质钻探技术经济指标统计资

料进行了分析，钻探工作量按深度分布情况见表 １，
按岩石可钻性分布情况见表 ２。 表中可以看出钻探
的典型地质技术条件的情况。

表 １　钻探工作量按深度分布表 ／％　

孔深／ｍ 年　度
１９９３ 揪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牋１９９７ 枛１９９８ 寣１９９９ 晻

０ ～２５ $３ ZZ畅９ ３ PP畅３ ３ FF畅５ ２ <<畅７ ３ 22畅９ ２ ((畅８ ３ 11畅９
２６ ～１００ L２０ ZZ畅５ １６ PP畅２ １５ FF畅６ １８ <<畅７ ２０ 22畅５ ２４ ((畅８ ２４ 11畅３
１０１ ～５００ `４０ ZZ畅６ ３７ PP畅９ ３７ FF畅０ ３３ <<畅４ ４８ 22畅３ ５３ ((畅１ ５１ 11畅１
５０１ ～１２００ t３１ ZZ畅０ ３３ PP畅９ ３５ FF畅１ ４２ <<畅３ ２３ 22畅６ １６ ((畅３ １８ 11畅３
１２０１ ～２０００ 垐３ ZZ畅４ １ PP畅７ １ FF畅９ １ <<畅９ １ 22畅７ ２ ((畅８ ２ 11畅２
２００１ ～３０００ 垐０ ZZ畅６ ７ PP畅０ ６ FF畅９ １ <<畅０ ２ 22畅０ ０ ((畅２ ０ 11畅２
平均孔深／ｍ ４６８ Z６１５ P６２３ F５２８ <４５４ 2３６４ (３６５ 1

表 ２　钻探工作量按岩石可钻性等级分布表 ／％　

岩石可钻性等级
年　度

１９９３ 珑１９９４ 葺１９９５ 佑１９９６ 缮１９９７ 靠１９９８ 档１９９９ *
Ⅰ ～Ⅳ ２５ 棗棗畅４ ２８ 崓崓畅０ ２０ 儍儍畅２ １８ yy畅６ ２１ oo畅９ ２０ ee畅５ ２０ ZZ畅４
Ⅴ ～Ⅷ ５６ 棗棗畅４ ５７ 崓崓畅９ ６４ 儍儍畅３ ６９ yy畅６ ６５ oo畅２ ６４ ee畅０ ６２ ZZ畅０
Ⅸ ～Ⅻ １８ 棗棗畅２ １４ 崓崓畅１ １５ 儍儍畅５ １１ yy畅８ １２ oo畅９ １５ ee畅５ １７ ZZ畅６
平均等级 ６ 棗棗畅１ ５ 崓崓畅９ ６ 儍儍畅２ ６ yy畅１ ６ oo畅０ ６ ee畅１ ６ ZZ畅２

考虑到未来期间预测的地质勘探工作的发展趋

势，可以认为，按孔深的钻探工作量分布将是：０ ～
１００ ｍ达到 ３０％ ～３５％；１０１ ～５００ ｍ 达到 ４０％ ～
５０％；５０１ ～１２００ ｍ达到 ２５％～３０％；１２００ ～２０００ ｍ
达到 ４％～５％；２００１ ～２５００ ｍ 达到 ０畅１％ ～０畅２％；
＞２５００ ｍ达到 ０畅２％。 按岩石可钻性的钻探工作量
分布将是：Ⅰ ～Ⅳ级达到 ２０％ ～２２％；Ⅴ ～Ⅷ级达
到 ６２％～６５％；Ⅸ～Ⅻ级达到 １３％～１８％。

表 ３ 给出了俄罗斯自然资源部 ８９ 个单位统计
的不同钻进方法的钻探工作量分布情况。 该表反映
了最近 １０年来钻探技术的变化情况，既反映了由于
经费短缺而引起的消极现象，也反映了钻探工作地
质方向变化的客观过程。

表 ３　钻探工作量按不同钻进方法的分布表 ／％　

钻进方法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８ 年 差值

金刚石钻进 ２６   畅４ １７ 趑趑畅３ －９ 趑趑畅３
　其中绳索取心钻进 １０   畅８ ３ 趑趑畅１ －７ 趑趑畅７
硬质合金钻进 ５０   畅１ ４３ 趑趑畅１ －７ 趑趑畅０
水力冲击钻进 ５   畅２ ０ 趑趑畅８ －４ 趑趑畅４
气动冲击钻进 ３   畅３ ３ 趑趑畅６ ＋０ 趑趑畅３
不取心钻进 １５   畅０ ３５ 趑趑畅４ ＋２０ 趑趑畅４

　　可以认为，随着到 ２０１０ 年钻探工作量的增加，
不同钻进方法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将与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０年间的结构相应，将反映出国内外先进钻探技
术和工艺的趋势，其中包括：

（１）改进绳索取心钻探的技术手段和工艺（研
制不提钻取心的钻头、薄壁绳索取心钻头、定向钻进
用绳索取心钻具等）；

（２）发展双管液动和气动输送岩心、岩屑钻进
技术；

（３）研制新的定向钻进技术手段（有效控制钻
进过程的系统，其中包括孔斜最小的直线段钻进系
统、新型无楔造斜器、磁带记录信息的无缆测斜
仪）；

（４）实现钻进过程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其中包
括动力头钻机升降工序自动化。
根据国外资料，联合钻探技术前景广阔。 例如，

在硬岩中钻进时，孔底气动冲击器和双管柱联合可
比单管气动冲击钻进的钻进速度提高 １ 倍，比金刚
石钻进的钻进速度提高 ２倍。 在底板是硬岩的沉积
层岩石中钻进时，双管柱和绳索取心钻具联合，至少
可使钻进速度增加 １ 倍。 把水力、空气输送岩屑以
及在钻进过程中快速分析岩屑配合起来使用，可以
大大扩大无岩心钻进的使用范围。
在同时节约材料、能源和人力资源的条件下，加

快岩石破碎过程、提高钻探工艺循环的连续性和钻
孔取样的信息性、快速性等的先进钻探技术的研究，
可以加速实现上述发展趋势。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以其作

为制定 ２０１０年地质钻探技术发展规划的依据：
（１）尽管社会经济改革过程对地质工作带来了

消极影响，但是俄罗斯矿产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
继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国家近年来采取的
措施可以预测出 ２０１０ 年矿产开采量和储量的增长
率以及为此需要完成的地质勘探工作量。

（２）固体矿产地质勘探工作的效果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其勘探技术和工艺，其中钻探工程作为一
种主要类型的工作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最近 １０
年来，地质钻探工作的技术经济指标和质量指标下
降严重，因此提高地质钻探工作的技术经济指标和
质量指标是最重要的任务。

（３）提高地质钻探工作的技术经济指标和质量
指标的任务，应该根据国内外先进技术发展趋势，同
时考虑钻探工作的生态安全、改善劳动保护和劳动
条件来完成。 同时要考虑生产单位和业主的经济条
件和利益。

（４）研制和安排钻探技术的生产时必须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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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技术不仅可以供给俄罗斯自然资源部的单
位进行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评价，而且也可提供给
进行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环境地质研究的不同形
式所有制的企业。 进口国外技术只是在国内没有相
应技术的条件下完成特殊任务时才是可行的。

（５）利用市场经济关系来发展地质勘探工作的
技术工艺基地，受到了用户支付能力低、钻探技术研
制和生产单位投资不足的制约，因此要求研究并出
台完善国家调控市场关系的系统和政策。

2　“规划”确定的钻探工作量、钻进速度、节约台时
和经济效益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年俄罗斯钻探工作量的增长率为
２％，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年俄罗斯钻探工作量的增长率为
９％，“规划”确定的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俄罗斯钻探工作

量的增长率为 ５％，见表 ４。 钻探工作量按不同钻进
方法的分布情况见表 ５。
不同方法钻进速度的预测，是根据 ２０１０年科技

进步综合计划材料（全俄勘探技术研究所）和 ２０１０
年钻探技术和工艺发展规划材料（地质技术中央设
计局）确定的（见表 ６）。 由于钻进速度提高而节约
的时间（台班数）见表 ７。 由于采用“规划”确定的
措施而得到的经济效益见表 ８。

表 ４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俄罗斯钻探工作量增长表

年度 钻探工作量／ｋｍ 年度 钻探工作量／ｋｍ
２００１ 缮１７７８  ２００６ n２２７０ 栽
２００２ 缮１８６７  ２００７ n２３８４ 栽
２００３ 缮１９６０  ２００８ n２５０２ 栽
２００４ 缮２０５９  ２００９ n２６２７ 栽
２００５ 缮２１６４  ２０１０ n２７５９ 栽

表 ５　钻探工作量按不同钻进方法的分布表 ／（％· ｋｍ －１ ）　

年度
钻　进　方　法

金刚石钻进 硬质合金钻进 不取心钻进 水力冲击钻进 气动冲击钻进 合计

２００２ ┅２１   畅０／２３９  畅１ ３９畅３／７３３ 耨畅７ ３２ 忖忖畅０／５９７ 佑畅４ ４ 哪哪畅０／７４ 崓畅７ ３ ΖΖ畅７／６９ o畅１ １００／１８６７ 忖
２００３ ┅２２   畅０／４３１  畅２ ３８畅５／７５４ 耨畅６ ３１ 忖忖畅５／６１７ 佑畅４ ４ 哪哪畅２／８２ 崓畅３ ３ ΖΖ畅８／７４ o畅５ １００／１９６０ 忖
２００４ ┅２３   畅０／４７４  畅０ ３８畅０／７８２ 耨畅４ ３０ 忖忖畅１／６１９ 佑畅３ ５ 鞍鞍畅０／１０３ 　畅０ ３ ΖΖ畅９／８０ o畅３ １００／２０５９ 忖
２００５ ┅２４   畅０／５１９  畅４ ３６畅６／７９２ 耨畅０ ２９ 忖忖畅６／６４０ 佑畅５ ５ ＃＃畅９ ／１２７ �畅７ ３ ΖΖ畅９／８４ o畅４ １００／２１６４ 忖
２００６ ┅２５   畅０／５６７  畅５ ３６畅０／８１７ 耨畅２ ２８ 忖忖畅５／６４７ 佑畅０ ６ 鞍鞍畅６／１４９ 　畅８ ３ ΖΖ畅９／８８ o畅５ １００／２２７０ 忖
２００７ ┅２６   畅０／６２０  畅０ ３５畅０／８３４ 耨畅０ ２８ 忖忖畅０／６６７ 佑畅２ ７ 鞍鞍畅０／１６６ 　畅８ ４ ΖΖ畅０／９５ o畅０ １００／２３８３ 忖
２００８ ┅２８   畅０／７００  畅６ ３４畅０／８５０ 耨畅７ ２７ 忖忖畅０／６７５ 佑畅５ ７ 鞍鞍畅０／１７５ 　畅１ ４ 拻拻畅０／１００ 儍畅１ １００／２５０２ 忖
２００９ ┅２９   畅０／７６１  畅８ ３３畅０／８６７ 耨畅０ ２７ 忖忖畅０／７０９ 佑畅３ ７ 鞍鞍畅０／１８３ 　畅９ ４ 拻拻畅０／１０５ 儍畅０ １００／２６２７ 忖
２０１０ ┅２９   畅８／８２２  畅２ ３２畅３／８９１ 耨畅２ ２６ 忖忖畅９／７４２ 佑畅２ ７ 鞍鞍畅０／１９３ 　畅０ ４ 拻拻畅０／１１０ 儍畅４ １００／２７５９ 忖

　　　　　表 ６　不同钻进方法的钻进速度表 ／（ｍ· 台月 －１ ）　

年度

钻　进　方　法

金刚石
钻进

硬质合
金钻进

不取心
钻进

气动冲
击钻进

水力冲
击钻进

取心
钻进

２００５ k６８０ 媼９６０ 佑１２１０ /１０４０ 牋５９０ &９０９ 亖
２００６ k７１０ 媼１０００ 佑１２８０ /１１００ 牋６１０ &９３８ 亖
２００７ k７４０ 媼１０５０ 佑１３４０ /１１４０ 牋６３０ &９８１ 亖
２００８ k７７０ 媼１１００ 佑１４００ /１２００ 牋６５０ &１０１７ 亖
２００９ k８００ 媼１１５０ 佑１４５０ /１２５０ 牋６７０ &１０５０ 亖
２０１０ k８２０ 媼１２００ 佑１５００ /１２９５ 牋７００ &１０８５ 亖

表 ７ 因钻进速度提高而节约的时间（台班）表

年度
钻探
工作
量／ｋｍ

钻进速度／（ｍ· 台月 －１ ）
未考虑
技术改造

考虑技
术改造

钻进用时间／台月

未考虑
技术改造

考虑技
术改造

节约
时间
／台月

２００５ B２１６４ M３８５ 揪９０９ 亖５６２０   畅８ ２３８０ cc畅６ ３２４０ 览
２００６ B２２７０ M３９３ 揪９３８ 亖５７７６   畅１ ２４２０ cc畅０ ３３５６ 览
２００７ B２３８３ M４０１ 揪９８１ 亖５９４２   畅６ ２４２９ cc畅１ ３５１４ 览
２００８ B２５０２ M４０９ 揪１０１７ 亖６１１７   畅４ ２４６０ cc畅２ ３６５７ 览
２００９ B２６２７ M４１７ 揪１０５０ 亖６２９９   畅８ ２５０１ cc畅９ ３７９８ 览
２０１０ B２７５９ M４２５ 揪１０８５ 亖６４９１   畅８ ２５４０ cc畅５ ３９５１ 览
合计 ２１５１６ 览

　表 ８　由于采用规划确定的措施而得到的经济效益

年度 节约时间／台月 台班成本／卢布 钻探节约资金／亿卢布

２００５ w３２４０ :５３７０ 适１７ [[畅７
２００６ w３３５６ :５９０７ 适２０ [[畅２
２００７ w３５１４ :６４９８ 适２３ [[畅３
２００８ w３６５７ :７１４７ 适２６ [[畅７
２００９ w３７９８ :７８６２ 适３０ [[畅４
２０１０ w３９５１ :８６４８ 适３４ [[畅９
合计 １５３ [[畅２

　　从表 ８可见，由于推广和采用“规划”提出的技
术和工艺，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间将节约 １５３畅２ 亿卢布。
用于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以及制造钻探技术投

入的资金不超过 ３０ 亿卢布，所以采用“规划”规定
的措施得到的经济效益为 １２０ 多亿卢布。

3　保证实现“规划”的措施
为了实现“规划”，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１）建立钻探技术设计、生产和用户协会，以便

加强和发展他们之间的联系，共同研究市场需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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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钻探工作技术工艺基地现状进行信息分析研
究，使钻探工作技术工艺基地符合用户需求，制定钻
探技术设计和生产联合投资计划，建立钻探技术售
后服务、修理系统。

（２）在全国地质系统范围内，建立俄罗斯自然
资源部及其它部门企业钻探工作技术工艺方面的科

学生产中心，把现有的全俄勘探技术研究所、“地质
技术”中央设计局和图拉科研生产企业合并，成立
国家级企业“俄罗斯地质技术科学生产中心”。

（３）建议国家级企业“俄罗斯地质技术科学生
产中心”在制定科学研究试验设计工作计划时，考
虑保证实现地质钻探技术工艺发展规划确定的有关

内容。
（４）为了改进科学研究试验设计工作计划的科

学论证、竞争和成果评价工作，建议成立俄罗斯自然
资源部专家协调委员会和保证实施钻探工作新技

术、工艺的地区委员会。
（５）为了鼓励钻探技术用户掌握先进技术和新

的技术手段，建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起草并批准法
律文件，说明矿产企业办理许可证及检查使用许可
证情况时，以及在审查设计时对地质钻探技术和工
艺方面的要求。

（６）为了加速钻探技术企业高效设备的技术改
造，建议完善基于许可证制度的法律基础。

（７）完善用国家教育标准和职业培训教育标准
来培养技术工人和提高工程技术人员技术水平的体

系，完善现有教育中心和新建教育中心的物资保障，

生产企业和教育单位在安排生产实习和定向培养专

门人才方面建立新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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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中国（上海）国际地质技术装备展览会暨论坛”筹备工作进展
本刊讯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联

合主办的“２００６中国（上海）国际地质技术装备展览会暨论
坛”（以下简称“地质展暨论坛”）近期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于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６日召开了上海筹
备工作会议，布署了“地质展暨论坛”的下阶段工作，明确了
市科协相关职能部门与下属事业单位的分工，提出“奋战一
百天，做好展会各项筹备工作”的指示，确保此次展会和论坛
在上海的成功举办。

２００６年 ９月 １３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召集其部分直属单
位在北京召开了参展筹备会议。 各单位均上报了展出设备
的具体情况，并基本确定了各自参展的面积。 会议还讨论确
定了组团参展的形式，确定了整体展团布置的风格。

２００６年 ９月 １３日，中国地质装备总公司正式回复“地质
展暨论坛”秘书处，将尽快组织好下属单位及相关企业组团
参展，参展组织工作将在 ９月底全部落实。

上海市地质学会和上海市地球物理学会以“城市地质”

为主题组团参加此次地质展，招展工作己经基本完成。
“２００６中国（上海）国际地质科技论坛”的报告题目和报

告人已基本确定。 论坛宣传小折页已印制完成，通过各种渠
道向国内外相关单位和个人发出近万份。 论坛的注册方案
也已制定，专业听众的组织工作已全面启动。

近期，“地质展暨论坛”秘书处已正式发函向全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地矿部门及全国地质类高校发
出了参展参会邀请。 各单位反响热烈，表示将积极参与展会
与论坛活动。

展会的各相关配套活动已经基本落实。 专业考察线路
和时间基本确定。

下阶段，“地质展暨论坛”秘书处将配合中国地质调查局
完成展会前沿展区的策划与设计工作，做好各参展单位的配
套服务工作。 同时，也将进一步做好展会和论坛活动的专业
观（听）众与专业考察的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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