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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探矿工程新技术推广模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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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矿工程在经历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辉煌和 １０多年的沉寂之后，目前正面临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期。 为保证
地质大调查和资源勘查钻探工程顺利完成，逐步恢复和提高钻探生产水平，有必要探讨新形势下探矿工程新技术
的推广应用模式，组建探矿工程新技术推广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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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讨新形势下探矿工程新技术推广模式的必要性
1．1　钻探技术水平是地质调查工作质量的重要保障

进入 ２１世纪，以高新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
步日新月异，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
创新性应用的趋势愈来愈明显，科技进步日益成为
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新技术研发和应用同样
导致了地质勘查和资源评价工作的重大变化，以高
新技术为先导正成为 ２１ 世纪地质勘查技术发展的
关键。
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先

导，是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期和超前期工
作。 地质钻探则在地质工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具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通过岩心钻探施工，可以
获取地下岩矿心，从而确定矿体的类型、品位、地下
赋存形态、空间位置等，最终计算出矿产储量，做出
开采技术经济价值分析。 钻孔还是物探测井、水文
观测试验等其他勘查方法的唯一工作通道。 投入岩
心钻探工程的人力、物力、财力亦是最多的。 探明一
处可供矿山建设的矿产地（储量），钻探工程投入占
地质勘探项目总投入的 ６０％ ～８５％。 在水文地质
与工程地质勘察工作中，钻探工程是为探查地下水
的埋藏、运动规律、水质、水量等水文地质条件及岩
土工程力学性质而普遍采用的一种最重要的技术方

法。
1．2　令人担忧的钻探新技术推广现状
1．2．1　岩心钻探生产技术水平低

自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家计划内
探矿工程工作量锐减，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探矿工
程管理、科研推广机构相继解散，钻探生产技术管理

体系几乎荡然无存。 原来的探矿工程队伍大多数转
战到了建筑、交通、水利水电等基础施工市场，地质
岩心钻探设备和器具被迫挪作他用或变卖，大多数
的钻探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被迫分流（退休、改行、
下海等）。 今日，随着新的地质找矿高潮的到来，钻
探工作量大幅度回升，在工程市场上拼搏了多年的
部分探矿工程主力部队又转回到了固体矿产钻探施

工中，但此时钻探装备已经陈旧落后，地质岩心钻探
的从业人员多数缺乏岩心钻探的施工经验，目前很
多钻探生产单位的钻工和技术人员连普通金刚石钻

进和绳索取心钻进技术这些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期
已近乎常规的钻探技术都没有用过，多数缺乏深孔
钻探经验。 如广西地勘局近年在桂北 ２个大型铅锌
矿的外围布置了 ２ 个 ７５０ ｍ 左右的深孔，不少没有
经过深孔锻炼的钻工，在孔深超过 ３００ ｍ后，连下钻
的勇气都没有，根本没法靠他们去施工深孔，只好请
退休或退养的老机班长来完成。 因此，目前我国整
体上地质调查岩心钻探生产效率低下，多数地质钻
探机台生产技术水平倒退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水
平，与世界先进矿业国家的差距巨大。 虽然可以花
巨资购买先进的钻探设备和器具，但技术和人才的
流失才是钻探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的症结，解决这个
问题的途径就是要加大钻探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的

力度。
1．2．2　钻探新技术推广渠道不畅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地质
矿产部和其他相关的工业部门都有专门的探矿工程

管理机构，一项新技术（产品）从研究设计、加工制
造到推广应用都有统筹安排，专项资金直接拔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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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单位，做到了上下“一盘棋”，在某种程度上讲，
这种管理模式对新技术的推广还是非常有利的。 当
时，大量新的钻探技术相继研发成功并广泛推广应
用，包括小口径金刚石钻探、绳索取心钻进、冲击回
转钻进、定向钻进、反循环连续取心和空气钻进等先
进的钻探技术方法，有的探矿队绳索取心技术普及
率几乎达到 １００％，当时的技术合作、技术交流和技
术培训活动频繁，探矿工程一片繁荣景象。 随着市
场经济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原有的探矿工程
管理体制被打破，探矿队伍属地化，从上到下没有了
专门的管理机构，加之地质钻探任务逐年下滑，科
研、制造和生产单位都缺乏了新技术推广应用的能
力和兴趣，大家都在为生存而各自为战。 科研单位
研究的成果鉴定后就束之高阁了，生产单位为了生
产进度和一时的低成本，也不愿冒风险采用先进的
钻探技术。 目前的状况是科研与生产之间缺乏有效
的沟通和联接渠道，一方面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的问
题长期无法解决，另一方面，新成果得不到及时的转
化和形成生产力，大大挫伤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影
响了整体的研发能力。
1．3　目前的钻探技术推广现状无法满足新形势的
要求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矿产资源危机局面，
国家对此十分重视。 ２００４ 年，国务院发布了枟全国
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规划纲要枠。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日，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
部署加强地质工作，强调加大矿产资源勘查力度，加
速危机矿山接替资源的勘查，提高资源的供给能力
和保障程度。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枟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
工作的决定枠（以下简称枟决定枠）出炉，预示着新的
地质找矿高潮已经到来。 枟决定枠提出了地质工作
的新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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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现在地质装备利用的效率，矿产资
源勘查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的自主研究开发能

力”。 枟决定枠为新时期地质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历史问题”和新形势的双重困扰下，探矿工
程已不能满足国家地质工作的要求，成为严重制约
着地质调查和资源评价工作正常开展的主要因素之

一。
为保证地质大调查和资源勘查钻探工程顺利完

成，提高资源评价钻探生产水平，有必要探索探矿工
程新技术、新方法推广应用的新机制，逐步建立适用
于当前地质调查和资源勘查工作新形势下的探矿工

程技术推广模式。 枟决定枠中提出“在相关地质专项
中合理安排重大科技问题研究和技术推广的经

费”，这为我们探讨和推行新形势下探矿工程技术
的推广模式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和依据。

2　组建探矿工程新技术推广示范中心的建议
近年来，在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下，国内工业部

门如冶金、核工业等所属的地质调查、勘探队伍尝试
建立了“精兵加现代化装备”的正规探矿工程队伍。
如核工业地质局在铀矿地质钻探主要工作区的北方

保留了 ３个专业地质大队，集中强兵悍将，加大资金
投入，同时借助部分属地化队伍，在“十五”期间共
完成钻探工作量 ７６２３７６ ｍ，平均台月效率 １４００ ｍ
左右，优质孔率保持在 ９１％以上，在钻探装备水平、
科研成果、钻探工程管理以及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都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但国土资源部系统所承担的国
家地质工作特别是地质调查工作的钻探工程与这些

工业部门有所不同。 国内工业部门所属地质勘探队
伍主要从事矿区详查、外围补勘工作，同时少量承担
地质大调查项目。 而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单位地质
调查工作区大量分布于西部干旱缺水，尤其是青藏
高原等难进入地区；野外地质钻探任务分散，施工战
线长；地质、地层情况不明，施工技术设计依据不足；
工程质量要求高，施钻难度前所未遇；由于劳动保护
和环境生态意识的加强，地质钻探施工直接成本和
总成本逐年增长；地质调查钻探工程定额标准不合
理，资金投入过少，在难进入地区和偏远地区探矿工
程施工预算中无进出场和辅助费用。 面对上述问
题，同时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地质调查探矿工程
管理、科研推广机构解散，钻探生产技术管理体系不
复存在的特定条件下，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国内相
关工业部门的做法。 目前，宜先行在主要省份或大
区组建探矿工程新技术推广示范中心，并逐步打造
为应用先进钻探技术、承担复杂地层钻探的施工专
业队伍。
在主要省份或大区建立以承担国家地质工作探

矿工程任务为主的新技术推广示范中心符合当前国

情特点，是满足探矿工程地域性、流动性、专业性等
特性要求的。 这一举措体现了进一步健全完善地质
队伍“野战军”体制，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
地质工作新机制的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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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组建探矿工程新技术推广示范中心的条件
２００２年 ８ 月，时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

质调查局局长的寿嘉华同志在考察、调研西藏地质
调查工作时深刻地意识到探矿工程在地质调查工作

中的重要作用。 提出应当发挥地调局所属勘探所在
探矿工程方面的优势和作用，引进国外先进的地质
勘探装备，开展钻探技术示范，解决西藏以及西南地
区钻探施工已经严重制约国家地质调查和资源评价

工作的不利局面。
国土资源大调查地质调查项目实施近 ８年的事

实更加清楚地表明，地质调查队伍“野战军”不能像
２０世纪初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一样没有探矿工程。
只有建立一支相对稳定、技术先进、装备精良、组织
精干、机动灵活、反应快速的高素质专业化探矿工程
施工队伍才能有效促进探矿工程技术的发展，完善
地质勘查技术体系，适应国家地质调查工作的客观
需要。 这支队伍建立应首先从组建探矿工程技术推
广示范机构开始。

建立一支相对稳定、技术先进、装备精良的高素
质专业化探矿工程新技术推广示范机构，将会有助
于解决当前在青藏高原等地区突出存在的钻探生产

技术问题，有效地促进探矿工程技术的发展。 建立
探矿工程新技术推广示范中心还有利于与周边国家

开展地质勘探合作，实施国土资源部提出的“走出
去”战略。
建议首先在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勘查钻探工程

较多，工作前景好的地区试点，建立探矿工程新技术
推广示范中心。 第一批可以先行在西部省区建立 １
～２个施工中心。
2．2　中心的基本职能

（１）承担（或内部招标承包）少量中国地质调查
局国家地质工作探矿工程施工任务，特别是在青藏
高原等难进入地区和偏远地区的探矿工程施工。

（２）承担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合作地学项目中
的探矿工程施工，承担天然气水合物勘探等高难度
的特殊工程施工。

（３）承担复杂地层、深孔钻探施工技术示范以
及探矿工程科研项目、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新材
料的生产试验工作。

（４）协助上级管理部门、科研单位进行探矿工
程生产定额、技术规范、操作规程、产品标准的制定。

（５）承担地质调查和资源评价先进适用钻探技

术的推广示范工作。
2．3　成功的事例

２００１年 ８月，在江苏省东海县境内开始实施的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实践突出显现了建立探矿工

程技术支撑体系和设立探矿工程技术示范机构的必

要性。 大陆科学钻探工程位于苏鲁超高压变质带，
地质条件复杂，钻探技术难度大，国内石油钻探部
门、地质岩心钻探部门的技术储备都不能确保独立
地承担这一高技术难度项目，在国家批准的预算范
围内国外的钻探施工企业亦不可能承担施工，在一
定的时期内这项工程不具备商业运作条件。 基于
此，中国地质调查局有关部门组织研究所、大学等机
构开展了大量的探矿工程先行研究工作，整合集成
了石油钻井、地质岩心钻探两大技术分支，在国际上
首次将液动锤用于螺杆马达驱动金刚石取心钻进，
并实现了钻孔参数自动检测，保障了大陆科学钻探
工程的顺利完成。

3　结语
作为国家地质调查工作和资源勘查技术支撑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矿工程在经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的辉煌和 １０多年的沉寂之后，目前正面临一个新
的快速发展期。 为保证地质大调查和资源勘查钻探
工程顺利完成，逐步提高钻探生产水平，更好的满足
地质调查的要求，探讨新的探矿工程新技术推广模
式势在必行。 笔者提出了尽快依托相关探矿工程研
发机构，在全国重点大区组建探矿工程新技术示范
中心的建议，旨在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引起相关
管理部门、科研院所以及装备制造、钻探施工单位对
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共同探讨，尽快摸索出一个适
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形势的探矿工程新技术推广模

式，保证我国的探矿工程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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