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０６ 年探矿工程 （岩土钻掘工程 ）十大新闻

　　一、枟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枠发布
２００６年 １月 ２０日，枟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枠

发布。 枟决定枠阐述了加强地质工作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和
基本原则，明确了地质工作的 ６ 项主要任务：突出能源矿产
勘查，加强非能源重要矿产勘查，做好矿山地质工作，提高基
础地质调查程度，强化地质灾害和地质环境调查监测，推进
地质资料开发利用。 其中前 ５ 项主要任务都需要探矿工程
（地质工程）直接参与。 要求：“积极开展⋯⋯勘查开发关键
技术的自主创新”；“加快对地观测、深部探测和分析测试等
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实施地壳探测工程，提高地球认
知、资源勘查和灾害预警水平。 提升地质装备水平，提高现
有地质装备利用的效率，增强矿产资源勘查核心技术和关键
装备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

枟决定枠的发布，给地质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使探
矿工程技术的发展迎来了良好的机遇。

二、国际大陆科学钻探中国委员会成立
２００６年 ３ 月 １８ 日，国际大陆科学钻探中国委员会

（ＩＣＤＰ－ＣＨＩＮＡ）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 中国
地质调查局局长、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孟宪来任该委员会主
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许志琴院士、中国科学院地
球环境研究所安芷生院士和国土资源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司长黄宗理等任副主任。 刘东生、孙枢、刘光鼎、李庭栋、刘
广志等院士被聘为该委员会顾问组专家。

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委员会在 １９９３ 年成立，中国为三大
发起国之一。 目前大陆科学钻探已在全球形成宏伟的整合
计划，并与国际大洋科学钻探联手。 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委员
会已有 ２０多个成员国，大部分都成立了相应的本国委员会。

国际大陆科学钻探中国委员会的宗旨是：团结和组织相
关部门的地学科技人员，促进大陆科学钻探事业的发展和地
球科学理论的创新，促进科学钻探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需
求，促进大陆科学钻探科技人才的成长，推动中国的入地计
划实施。

三、中国白垩纪大陆科学钻探松科 １井开钻
继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青海湖环境科学钻探工程之

后，我国大陆上实施的第三个重大科学钻探工程———“中国
白垩纪大陆科学钻探松科 １ 井（松辽盆地科学钻探 １ 号
井）”，于 ２００６年 ８月 １８ 日 １１：１８ 在大庆正式开钻。 松科 １
井分南北两孔，北孔设计孔深 １８２０ ｍ，终孔直径 ６ ｉｎ（饱１５２畅４
ｍｍ）；南井设计孔深 １９１５ ｍ，终孔直径 ８霸斑 ｉｎ（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计划）“白垩纪地球表层
系统重大地质事件与温室气候变化”项目的重要组成。 松科
１井南孔于 １１月 ４日 １０：３０ 完钻，实际孔深 １９３５ ｍ，取心钻
进 ９４５ ｍ（９７０ ～１９１５ ｍ），采用了常规、定向、保形、密闭等多
种取心工艺，岩心采取率达 ９９畅７３％，创造了世界科学钻探史
上连续取心岩心采取率之最。

四、“２００６中国（上海）国际地质技术装备展览会暨论

坛”隆重召开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

“２００６中国（上海）国际地质技术装备展览会暨论坛”，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 ２１ ～２３日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隆重召开。

这次展览会是贯彻国务院枟关于加强地质工作决定枠精
神、加强我国地质工作能力建设的一次重要活动。

这次展览会是国内地质领域近年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
的一次展览会。 在为期 ３天的展览会中，来自中国、美国、德
国、英国、法国、日本等 １０ 余个国家的 １００ 余家地质技术装
备知名厂商，集中展示了国际国内先进的地质仪器和设备；
为我国地勘单位了解世界地质仪器和设备的发展现状和趋

势提供了一个机会；为国内外厂商和用户的互相交流、沟通
搭建了一个平台。

同时举办的国际地质技术论坛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上海
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共同主
办，论坛以主旨报告、中国探矿工程科技发展分论坛、城市地
质与海洋地质分论坛、地学仪器发展分论坛、国外专家技术
报告等组成，其中中国探矿工程科技发展分论坛内容丰富。

五、４名探矿工程专业科技人员获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届
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

为鼓励我国青年地质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经有关单位推
荐、专家评审委员会评选，中国地质学会第 ３７届理事会第 ２３
次常务理事会决定授予 ５０位同志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届青年
地质科技奖，其中金锤奖 １０名，银锤奖 ４０名。 可喜的是有 ４
名探矿工程专业的青年科技人员获得了银锤奖称号，他们
是：陕西省煤田地质局 １８６ 队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杨文
清；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勘察与基础工程系副主
任、教授马保松；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副教授张延军；中国
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新技术二室主任助理、高级工程
师谢文卫。

六、地质钻探技术的研发取得新进展
ＹＤＸ－３型 １０００ ｍ全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研制成功，其

技术性能指标达到同类钻机的国际先进水平，成果得到迅速
的转化应用。 该钻机将以其优良的性能、高可靠性和高效率
占领市场，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新一代岩心钻机系列的研制正在进行。
浅层取样钻探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目前正开展该技术在化探和异常查证中的应用示范。
节水钻探技术的试验获得成功，使该技术向实用化再进

一步。
七、“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硬岩深井取心钻探新技术

的研究与应用”荣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硬岩深井取心钻探新技术的研

究与应用”是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中心根据科钻一井取心
钻进施工的技术难题，所创建的螺杆马达－液动锤－金刚石
取心钻探技术系统，与其它钻进方法相比具有机械钻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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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次进尺长、取心效果好、钻进功耗低、钻柱磨损小以及钻柱
对井壁扰动小等优点。 该项技术在科钻一井中取心钻进
４０４２畅７３ ｍ，占科钻一井全部取心钻进的 ８０畅７％，岩心采取率
８５畅５％，平均机械钻速 １畅１３ ｍ／ｈ，平均回次长度 ６畅３４ ｍ。 液
动锤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创造了使用井深 ５１１８畅２ ｍ 和单井
进尺 ４０５７畅３９ ｍ的世界纪录。 研究成果于 ２００５ 年通过国土
资源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组织的部级鉴定，评价为“项目研
究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螺杆马达－液动锤－金刚石取心
钻探技术系统属世界首创，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硬岩深井取心钻探新技术在科钻一井中经受住了苏鲁

超高压变质带坚硬岩石和复杂地层的严酷考验，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得到了国际钻井技术界的高度评价，极
大地推动了我国钻探技术向安全、高效、低耗方向发展，对钻
探行业的技术进步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八、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

第八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日下午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了开
幕式。 国土资源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副司长崔岩，中国地质
调查局副局长张洪涛、新技术处处长张伟等应邀参加了开幕
式并参观了展会。

本届高交会由商务部、科技部、信产部、国家发改委等共
同主办。 其中，国家发改委围绕“自主创新”主题，集中展示
了“十五”期间我国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等自主创新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
工程中心在王达主任的带领下组团参加了这一盛况空前的

展会，向社会各界集中展示了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获取的
系列科技创新成果。

九、“ＣＧＤＳ近钻头地质导向钻井系统”和“ＥＩＬＯＧ 测井
车装装备”研制成功并投入现场应用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３日，国家“十五”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项目、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十五”重大科技专项“ＣＧＤＳ －１
近钻头地质导向钻井系统”通过专家组评审。 专家组认为，
近钻头地质导向钻井系统的研制成功，是我国油气钻井技术
的重大突破，将为我国油气勘探开发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这套我国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近钻头地质导向钻井系

统，是国际钻井界公认的 ２１世纪钻井高新技术，由中国石油
勘探开发研究院钻井工艺研究所、西安石油仪器总厂钻井仪

器公司和北京石油机械厂共同承担完成。 它集钻井技术、测
井技术及油藏工程技术为一体，用近钻头地质、工程参数测
量和随钻控制手段来保证实际井眼穿过储层并取得最佳位

置，可根据随钻监测到的地层特性信息调整和控制井眼轨
道，使钻头闻着“油味”走，具有随钻识别油气层、导向功能强
的特点。

此前，这项技术只有国外 ３家公司拥有。 目前，这一项目
已申请 １０多项专利和专有技术，其中已取得 ５项发明专利。

“ＥＩＬＯＧ测井车装装备”也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性能世界领先的产品，它是将 １０ 余种测井仪器装载在一辆
大型桥车上，钻井结钻后，测井车一次到现场，全部测井方法
逐一进行，取得的数据快速可靠，一次成功。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２８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科技发展
部在北京召开了上述两项成果的产品发布会，会上由各自的
研究部门讲述了研制过程、经历的困难和采取的技术措施，
以及仪器的使用方法和功能，参观了实物。 刘广志院士应邀
出席了发布会。

十、“第十届中国非开挖技术研讨会暨展览会”在无锡召
开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１日，“第十届中国非开挖技术研讨会暨展览
会”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来自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印
度和马来西亚等国内外代表２５０多名、室内外展位近 ５０个，展
出了 ３０多家厂商的设备和产品。 １０００余人参观了展览。

会上中国非开挖技术协会首席顾问何宜章研究员作了

题为枟２００５年中国非开挖行业调查枠、协会副主席马福海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作了枟发展中的中国非开挖事业枠、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马保松教授作了枟地下工程的一个新领域———
非开挖工程学枠的报告。 朱文鉴博士发表了枟国内外非开挖
管线修复技术现状枠的报告。

会议论文集共收集了论文和译文近 ５０ 篇，内容涉及定
向钻进、微型隧道、管线修复和替换以及检测技术和管材等
非开挖领域。

展览会上展出了各类水平定向钻机、顶管机、导航仪、塑
料管熔焊机、钻具等。 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国产水平定向钻机
和顶管设备实物的展出，特别是大中型钻机实物的展出吸引
了大批参观者，如上海谷登公司的回拖力 ８００ ｋＮ 的钻机和
多家公司生产的回拖力 ４００ ｋＮ以上的钻机。 绍兴新光基础
有限公司生产的偏心挤压式泥水平衡顶管机也在展会上进

行了演示，这是历届会议上首次展示的顶管机实物。

（上接第 ４６页）
钻井液体系与聚丙烯酰胺钻井液体系的防塌性相似。

（４）Ｎａ －ＣＭＣ 和 ＰＨＰ 的加入有助于促进硅酸
盐的吸附，可提高成膜的致密性。

（５）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钻井液体系的防塌能
力较非水解聚丙烯酰胺钻井液体系的防塌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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