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今年已 ８４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刘广志院士仍然心系祖国现代化建设和探矿工程事业的发展，
近日他向国土资源部领导及相关部门提交了一份工作建议，经征得刘广志院士的同意，本刊摘要刊登，以飨
广大探矿工程界同仁及本刊读者。

关于开展国土资源领域钻探工程三项重要工作的建议

刘广志
（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１２）

　　中图分类号：Ｐ６３４　　文献标识码：Ｃ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７４２８（２００７）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２

　　２００７年是我大学毕业后从事石油、地质、水文
工程钻探 ６０周年。 １９９５ 年经地矿部推荐和中国工
程院审批，我成为一名院士，这大大激发了我的工作
热情和延长了我为祖国工作的“寿命”。 虽然我已
８４岁，但身体还好，至今我心里依然有事关人民生
活和国家声誉的三件重要钻探工程大事没有完成，
心里惴惴不安，特会同我国探矿工程界老前辈，起草
这份报告，深望与探工界同仁们一道共同完成。

1　将我国发明的“钻探工程”向联合国申请“世界
自然文化遗产”

钻探工程是我国在公元前 ２５４ 年（即距今 ２２６１
年前）由李冰在四川都江堰一带为解决人民吃盐和
天然气燃料问题而发明创造的。
1．1　立项依据

（１）四川至今保留了一系列完整的纪念设施，
如都江堰（二王庙）保留着纪念李冰和他的弟子李
二郎的祭奠活动，纪念馆中有彩塑的李冰父子及历
代“堰功”像，供人瞻仰。

（２）四川自贡市有完整的中国盐业历史博物
馆，长期全面地展出我国历代的钻探工具、打捞工具
以及各个时代的技术进步。 笔者曾先后陪同美、德、
日等国著名钻探专家前往参观，他们都感到十分赞
叹和惊讶。

（３）我国钻成的世界第一口超深井（建于 １８３５
年，清道光 １５年，命名为“燊海井”）至今保存完好，
供人参观，而且依然产卤出气。

（４）著名中外科学家对我国发明钻探工程的论
述：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枟中国科学技术史枠

（１９８６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中作了全面介绍；
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生前深有感触地说：“像钻

自流井这样重大的发明都能与四大发明交相辉映，
作为中国第五大发明载入史册”。

（５）国外有些工程学院的钻探书籍，如美国著
名矿业大学的、由 Ｕｒｅｎ主编的枟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枠（石油钻采工程）一书第一章中有较详
细的阐述，承认钻探工程技术来自中国。

（６）申请联合国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文献丰富
齐全。

①刘广志主编的枟中国钻探科学技术史枠，１９９８
年 １２月已由地质出版社出版，曾获得部级一等奖；

②耿俊峰翻译的枟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ｒｉｌ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枠于２００２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行国
内外，曾被欧盟设在瑞士的钻探工程学校选作为教
本，并寄来感谢信；

③杨祥光主编的枟盐都奇观枠于 １９８７ 年由自贡
创作协会出版；

④宋良曦、钟长永著的枟川盐史论枠１９９０ 年由四
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周国荣编著的枟中国钻探发展简史枠于 １９８２
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５年再版；

⑥刘德林等人编著的枟中国古代井盐钻探工具
研究枠由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1．2　项目的具体安排

经初步与有关单位协商，项目承担单位为中国
地质大学科学钻探国家专业实验室和四川自贡盐业

历史博物馆，科技顾问为李世忠教授和刘广志院士，
争取国土资源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或中国地质调查

局立项，预期 ３ 年完成。

2　利用我国成熟的治理技术和经验，尽快启动海河
流域大面积地面沉降治理工程

海河流域东起唐山，涵盖北京、天津、河北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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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局部，甚至内蒙古局部，区内共有 ２６个城市，总
面积达 ６０００ ｋｍ２ ，由于长期过量抽采地下水，浅层
抽水达 ２２３畅２亿 ｍ３ ，超过可采量的 １８４畅１ 亿 ｍ３ ，引
起了大面积的地面沉降，涉及面积达 ２．４４ 万 ｋｍ２ 。
１９８５年沉降速率 ＞１ ｍ／年的达 ７００ ｋｍ２，沧州地区
已超过 ２畅５ ｍ／年，预计 ２０１０ 年将达 ３畅６ ｍ／年（见
２００６年 １ 月 １９ 日枟科技日报枠）。 有的地区已经出
现地裂缝。 根据经验，如不及时治理，大量建筑将出
现裂缝，甚至坍塌，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
损失。
海河流域大面积的地面沉降，已引起党中央的

高度重视。 国土资源部有治理上海地面沉降的理
论、技术和经验，理应立即出面承担这一治理任务。

初步设想方案为：由国土资源部国际合作与科
技司会同有关部门共同负责立项工作；由国土资源
部环境监测院牵头，全流域分段由天津、河北、山东
地矿局及有关单位承担；约请上海、北京有处理地面
沉降经验的钻探工程师担任专业教师，举办短期培
训班对钻探工程师和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包括基岩
标、分层标的建立，钻回灌井等新技术等）；由李世
忠教授、刘广志院士在重点问题上做短时间辅导。

3　地热钻探与利用要走出误区，节约并正确使用地
热资源

3．1　走出地热钻探和利用的误区
我国地热资源十分丰富，分布地区十分广泛，但

其钻探与开发技术存在十分严重的误区，应予立即
纠正，否则损失巨大。 概括有以下几点。
3．1．1　地热既是一种热源，更是一种宝贵的矿产资
源

地热水中一般含有多种稀有贵重金属元素，如：
铯、锶、钍等等绪多元素，其价值远比热水贵重得多。
我们只顾民用，忽视贵重金属的提炼，是极大的浪费
和损失。
3．1．2　既要开采利用，也要定期回灌，保护热储层

地热资源是地球为人类提供的一种可谓免费资

源，但无论其是哪种成因，终会枯竭，因此钻凿开发
井，必须要定期回灌净水。 只顾开采而不回灌净水

的应该视作一种“破环热储层的行为”，国家应该立
法制止这种行为。
3．1．3　提高地热的利用率

地热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我们应该学习先进工
业国家的宝贵经验，高温的应该用来发电（美国在
温度适宜的情况下，还二次循环发电），温度不宜发
电时还可做他用，总之热量一点也不能浪费。
3．1．4　梯级利用地热

要按不同温度安排不同梯度使用，可参考表 １
实行梯级地热利用。

表 １　按不同地热水温度民间梯级利用范围表

温度／℃ 用　　途 发电

１８０ 高浓度溶液蒸发，氨吸收冷冻，纸浆、牛
皮浆 蒸

１７０ 寣用硫化氢法提取重水，硅藻土干燥
１６０ 寣干燥，木材
１５０ 寣拜耳法制铝

１４０ 寣高速干燥农产品，制食品罐头

常规发电

１３０ 寣制糖蒸发，用蒸发与结晶法制盐
１２０ 寣蒸馏淡水，多效应蒸发，盐溶液浓缩
１１０ 寣轻质水泥板干燥与养护

１００
　

干燥有机材料、海藻、饲草、蔬菜等，洗
涤与干燥羊毛

９０ 寣干燥储放物品、加速解冻，道路融雪
二次扩容发电

８０ 寣空间采暖，暖房采暖
７０ 寣冷冻（低温较冷）
６０ 寣动物饲养，连合式温室，温床加热
５０ 寣蘑菇栽培，矿泉浴
４０ 寣土壤加温

３０ 游泳池，生物降解，冬季寒冷气候全年
采矿用暖水，解冻、发酵

２０ 寣养鱼、鱼加工

3．2　建议
3．2．1　国家应尽快立法保护地热资源

地热资源应属国家所有，国家应尽快立法禁止
疯狂开采和单纯做洗浴、游泳、娱乐等单项利用行
为，以保护有限的和宝贵的地热资源。
3．2．2　尽快立项研究诸多地热利用技术问题

为了有效和充分地利用地热资源，建议国土资
源部立专门项目，研究诸如：利用地热能提取贵金
属，地热的循环利用、梯级利用，发电等技术问题。

　　由王达、张伟、张晓西等著，刘广志院士、李世忠教授作序，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重
大科学工程项目———枟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钻探工程技术枠一书已出版发行。
请参看本刊书目编号 ０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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