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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０７年恰逢勘探所建所 ５０周年，回顾过去，勘探所自建所以来先后完成了科研成果近 ４００ 项，在众多方面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１３４项获部级以上奖励，其中获国家创造发明奖和新产品奖６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１项，
部、省科技成果一等奖 ７项、二等奖 ２１项，其他各类奖项 ９９项。 获国家专利 ２１项，为我国探矿（岩土钻掘）工程技
术处于世界前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展望未来，勘探所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必须紧紧围绕国务院枟关于加强地
质工作的决定枠和温家宝总理对加强地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大对钻掘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力
度，不断提高矿产勘查手段的现代化，为把勘探所建设成为技术领先、经济实力雄厚、服务优质的钻掘行业国内一
流的研究所，为国家公益性地质调查钻掘事业以及该学科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还介绍了勘探所“十一
五”后三年的主要任务及“十二五”地调科研和市场开发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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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地质部勘探技术研究所（以下简
称勘探所）成立于北京，６０ 年代中期至 ７０ 年代末，
勘探所几经波折与迁移，最后于 １９８２年 １月迁到廊
坊。 １９６０年 １月 ７日，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任
命书，任命任子翔同志勘探所所长，这份任命书充分
体现了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对地质工作的无比重视
和关爱。 ５０年来，勘探所一直致力于钻掘技术工艺
器具和设备的研究，在国内，勘探所率先进行对接连
通井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率先进行导向钻进非
开挖铺管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率先进行大口径钻头
与钻具的研究与开发、率先进行液动冲击回转钻探
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率先进行绳索取心钻探技术的
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等等。 建所以来，我所先后
完成科研成果近 ４００ 项，在众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有 １３４项获部级以上奖励，其中获国家创造发
明奖和新产品奖 ６ 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１ 项，
部、省科技成果一等奖 ７项、二等奖 ２１项，以及其他
各类奖项 ９９项，获国家专利 ２１ 项，为我国探矿（岩
土钻掘）工程技术处于世界前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
在新世纪新阶段，勘探所人将紧紧围绕中国地

质调查局的中心工作，在部、局的正确领导下，努力
做好勘查技术支撑，为进一步提高我国钻掘技术工

艺及设备的现代化水平再作新贡献。

1　近 10年来主要科研成果回顾
1．1　地调科研成果丰硕
1．1．1　深孔硬岩钻探技术 为国家重大工程项

目提供技术支撑

“十五”期间，我所先后有 ３４ 名技术人员参加
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
（ＣＣＳＤ）的总体设计、提供现场技术服务和科技管
理服务，攻克了深孔硬岩钻进难题，保证了钻孔垂直
度和取心率要求，综合钻探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先后完成 ＣＣＳＤ预研项目 １０余项，其中特别突出的
有如下几项：

（１）ＹＺＸ１２７型液动潜孔锤。 ２００１ 年起结合中
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针对提高其对石油钻井泥浆
的适应性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创造
了单井总进尺 ３４８５畅７１ ｍ、最大应用深度 ５１１８畅２ ｍ
的世界纪录，为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
的顺利完成做出了显著成绩。 该技术获 ２项国家发
明专利。

（２）螺杆钻 ＋液动锤＋绳索取心三合一钻具。
我所承担了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中心科研项目

具有创新和多技术集成的三合一钻具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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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钻具在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中的成功使用，使
我国的钻探技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该技术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

（３）ＫＺ型 ＣＣＳＤ专用扩孔钻头的研制。 由我所
自主研制的 ＫＺ型 ＣＣＳＤ专用扩孔钻头，在坚硬的岩
层中使用，平均寿命大于 ６０ ｈ。 在接近 ２０００ ｍ工作
量的 ＣＣＳＤ扩孔施工中，成为主要的钻头品种。

（４）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纠斜。
由我所完成了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
的纠斜任务，侧钻井深 ２７５０ ｍ，连续纠斜钻井约 ２３０
ｍ，这是我国首次完成的 ２０００ ｍ以深超硬变质岩侧
钻纠斜，取得了大直径深孔硬岩纠斜的初步经验，为
“科钻一井”完成 ５０００ ｍ的钻孔孔深提供了有力保
证。
1．1．2　水陆两用盐湖钻机 为地质大调查提供

技术支撑

我所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主持的重点地质

大调查项目“青藏高原盐湖综合资源调查”设计和
制造的水陆两用“盐湖探险一号”钻机，在西藏羌北
无人区的科学探险和地质调查中起到了重要的技术

支撑作用。
1．1．3　大口径无循环基础工程施工工艺及器具

在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青藏铁路基础工

程施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口径无循环基础工程施工工艺及器具研
究”项目成果在旋挖钻具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大口径旋挖钻斗、螺旋钻头、筒钻、扩底钻头、液
压抓斗等 ５个系列产品，解决了多种复杂施工的技
术难题，探索出一套钻进复杂地层的先进工艺方法。
该项成果在国家重点工程 青藏铁路基础工程施

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1．4　高精度定向贯通井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由科技部科研院所开发专项资金项目“高精度
定向贯通井技术及配套设备”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科
技成果转化基金项目“定向连通井技术”共同完成
的陕西榆林、湖北沙市 ２ 对近 ３０００ ｍ 深井对接井，
为国内对接最深、难度最大的工程，开创了我国对接
井技术的新纪元，实现采卤对接井的重大技术突破。
２００４年被中国地质科学院评为“十大科技进展”之
一，是唯一入选的技术方法成果。

本着地质工作要“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内外
“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精神，在充分调研和科学
论证的基础上，在部、局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勘
探所主动出击，大胆承接土耳其贝帕扎里采卤工程

３０ 对定向钻进水平对接井任务，钻进总进尺约为
３８０００ ｍ。 该项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工程，其工程
规模之大，在国内国外均属罕见。 工程自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底进场，历时 １９个月。 先后克服土方井场建设和
配合滞后以及异常的井漏和泥浆起泡等技术问题以

及矿区天然磁场出现异常表现。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项目组技术骨干充分发挥我所在该领域的技术
优势，上下齐心协力，终于成功地解决了技术难题，
实现了提前竣工的目标。
1．1．5　天然气水合物保压取样技术研究取得初步
成果

设计出了可获得原始状态水合物样品的取心钻

具结构并研制出了钻具样机及其他辅助装置，进行
了室内测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进一步开发实用
可靠的水合物保真取样钻具奠定了基础。
1．1．6　全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 为固体矿产资

源勘探提供现代化的钻探装备

为了加快地勘装备技术的发展，科技部和中国
地质调查局向我所下达了先进岩心钻机的研制与开

发项目。 本着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原则，我所成
功开发出“勘探者一号”岩心钻机。 该钻机从设计
理念上完全抛弃了国内老式钻机的模式，从工作原
理以及结构形式上与国际先进钻机完全接轨。 为我
国固体矿产资源勘探提供了现代化的钻探装备。
1．1．7　组合钻探工艺 为地质取样提供快速高

效的钻探技术

组合钻探工艺研究是一种将空气反循环连续取

样、水力反循环连续取心及金刚石绳索取心钻探的
优点有机结合起来的综合地质钻探新技术。 空气反
循环连续取样钻探技术利用双壁钻杆、以压缩空气
作为循环介质、以冲击回转为主要的碎岩方式钻进
施工，循环介质经双壁气水龙头、双壁钻杆内外管环
隙到达孔底，驱动孔底潜孔锤后并携带岩屑经双壁
钻杆内管中心到达地表，并以此岩屑作为地质样品。
具有钻进效率高、成本低、判层及时、适合干旱缺水
地区钻进等一系列优点。
1．1．8　非开挖铺设管线成套设备 为国家经济

建设提供技术先进的产品

２００１年，我所制订了枟勘探所非开挖设备及施
工发展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枠并组织实施。 在“十
五”期间，我所的非开挖铺管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我所已形成 ＧＢＳ －７、
ＧＢＳ－１０、ＧＢＳ －１５、ＧＢＳ －２０Ａ、ＧＢＳ －２０Ｌ、ＧＢＳ －
２８Ｌ、ＧＢＳ －３５、ＧＢＳ －１００ 型等系列非开挖铺管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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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技术先进的产品。
1．2　市场开发势头良好
1．2．1　加强与相关单位的业务合作

（１）在非开挖钻机制造及施工、海洋取样机具、
轻便岩心钻机、液动潜孔锤等方面与中国地质调查
局六大区所进行对口联系，建立相应的业务合作。

（２）以地质调查海洋取样机具等新产品的推出
为基础，推进与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广州海洋地质
调查局的合作事项，如钻探取样船及振动取样器等。

（３）加强与重点省区地勘局协作，如与贵州省
地勘局在高效液动潜孔锤及全液压岩心钻机事项；
与青海省地勘局在高效液动潜孔锤、轻便取样钻机
等事项；与浙江省地勘局在全套管钻机及膨润土项
目等。
1．2．2　加大对大型设备的投入力度

（１）全套管钻机与旋挖钻机配套使用，具有较
好的市场前景，为抓住机遇，所于 ２００７ 年已投产 ３
台套。

（２）ＧＢＳ－１００ 型非开挖钻机已研制成功，目前
正在积极寻找客户。
1．2．3　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为充分发挥我所在对接井技术的优势，在做好
土耳其钻井工程二期的后续服务工作同时，积极争
取土耳其对接井项目三期工程。
1．2．4　加强产品的宣传与营销工作

为把我所最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积极参加国内相关的展览会及在相关媒体上对我所

重大技术创新、重大工程进展等进行宣传报道。
1．2．5　市场开发及其它收入情况

经全所职工的不懈努力，截止到 ２００６年总收入
为 １２３５５ 万元，比 １９９９年 ２５６０ 万元增加了 ９７９５ 万
元，增长 ３８３％。 财政拨款（含基建投入）１９９４ 万
元，比 １９９９ 年 ３６１ 万元增加了 １６３３ 万元，增长
４５２％。 其他收入（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
收入）为 １０３６１ 万元，比 １９９９ 年 ２１９９ 万元增加了
８１６２万元，增长 ３７１％。

2　队伍建设成效显现
２００７年所专门制定了“十一五”人才队伍建设

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十一五”期间队伍建设主
要目标：一是设计合理的组织结构，逐步形成规范的
职能管理和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管理层次；二是摸
清当前队伍状况，根据发展需要加大引进人才力度，
人员总体规模控制在 ２４０ 人以内，使中专以上学历

人员达到在职职工的 ７０％左右，使队伍主体人员平
均年龄有所降低；三是实施“１０ －１０ －２０ 工程”，即
在“十一五”期间，培养 １０ 名熟悉行政管理、市场营
销、人力资源等方面较为精通的管理人才，培养 １０
名能够领导专业研究队伍、具有承担国家重大项目、
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的科研领军人才，培养 ２０ 名具
有强烈的市场开拓意识、善于实施成果转化和经营
开发并具有较强创新能力、专业基础扎实、在行业内
有一定影响的专业技术骨干；四是完善分配制度改
革，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建立有利于成果转化、
效益实现的分配激励机制；五是开展文明创建和职
工之家建设，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改善干部作风，加
强管理，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增强队伍凝聚力，营
造拴心留人的环境。

3　“十一五”后三年主要任务
3．1　地调科研目标

（１）研究适用于 ５００ ～２０００ ｍ 孔深的系列新型
地质岩心钻探设备及先进钻探工艺方法、施工工艺
和器具，以解决深部钻探技术难题，使钻探工程装备
技术更好地满足深部矿产资源勘探的需求，不断提
高地质岩心钻探装备集约化和现代化水平，实现高
效、低成本钻探施工。

（２）在吸收国内外水井钻机优点的基础上，研
制出针对国内水井、工程抢险施工特点的国产化全
液压多功能车装深水井钻机。 钻机的钻进深度能力
为 １０００ ｍ，性能总体上接近或达到国外同类钻机的
水平。

（３）研制钻进深度 １５０ ｍ、适合难进入地区应用
的车载全液压多功能地质取样钻机，优化配置轻便
泥浆泵、泡沫泵、空压机等附属设备。 完成 ＱＫ －５０
型车载化地质调查取样钻机小批量试制（２ ～３ 台）
和推广工作。 研制用于松散岩层取心钻进的钻具，
提高松散岩层的岩心采取率。

（４）陆地永久冻土天然气水合物取样钻探技术
研究。

（５）研究煤层气调查评价用定向钻探技术。
（６）全液压坑道地质取样钻探技术（钻机及水

平定向取心技术）研究。
3．2　市场开发任务

到 ２０１０年，市场开发收入在“十五”末的基础
上翻一番，达到 ２ 亿元的规模，当量利润率达到
１５％以上。 大口径钻头与钻具研制、非开挖铺管成
套设备研制、定向对接连通井施工、非开挖铺设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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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以及高新钻具加工研制五大优势产业进一步发

展壮大，综合实力保持或进入行业前三名。

4　“十二五”地调科研和市场开发的设想
4．1　地调科研工作

“十二五”期间，我所拟在如下方面进行研究，
以便为地质大调查提供现代化的钻掘装备和高新钻

掘技术，为地质大调查提供技术支撑。
4．1．1　地质岩心钻探技术

经过建国以来数代钻探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
国的地质岩心钻探技术从无到有并形成相当规模，
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资源保障。 但由于受整体
工业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的钻探技术在自主
创新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飞
速发展，国家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地质勘探工
作的难度也随着勘探深度的增加、地质条件的复杂
化而越来越大，发展先进的地质岩心钻探技术已经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使命。 而随
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特别是工业技术水平的不断
提高，全面发展我国的地质岩心钻探技术的条件已
经成熟，大量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不同层次的技
术人员使得我们具备了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需求、
形势、责任已经成为全面提升我国地质岩心钻探技
术水平的强大动力。

研究重点：
（１）完善新型全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系列，其

钻深能力为 ３００、６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ｍ；
（２）新型泥浆泵系列；
（３）智能化钻参仪；
（４）先进、可靠、适用的多工艺取心钻进方法；
（５）高强度钻探管材；
（６）钻探工艺的优化。

4．1．2　水井、地热及煤层气钻探技术
我国是一个严重贫水国家，且水资源的分布极

不平衡，南北差异极大，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对地下水
的依赖程度已经越来越高，能否经济、快速、准确探
明地下水资源并合理开采利用，已经成为制约许多
地区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瓶颈”。 而根据可持续
发展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清洁能源的利用已经受到
高度重视，其中地热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利用，已经成
为许多地区优选的重点能源项目。 发展先进的水井
和地热钻探技术，有利于我国地下水资源的合理利
用，并为当地经济建设提供关键保障。

研究重点：

（１）新一代先进水井钻机系列的研制；
（２）气举反循环钻探技术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３）高温地热钻井技术；
（４）成井工艺优化；
（５）适合不同钻进工艺的钻具、钻头的研制；
（６）各种类型井管、滤水管的研制；
（７）煤层气调查评价及开发技术。

4．1．3　空气反循环钻探技术
我国广阔的西北诸省、自治区，干旱缺水状况极

为突出，而在西部开发战略中，地下矿产资源的勘探
与开发利用是一项重要内容。 众所周知，进行矿产
资源的勘探是离不开钻探的，而从事钻探工作，通常
又离不开钻井液，这与西部的自然环境状况恰好形
成一对矛盾。 有效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措施就是全
面发展并推广应用空气钻探技术、特别是空气反循
环钻探技术。
研究重点：
（１）双壁钻杆系列；
（２）孔底机具；
（３）样品收集与处理装置；
（４）空气反循环顶驱式全液压钻机；
（５）配套空压机；
（６）泡沫剂灌注装置与应用；
（７）空气反循环钻探工艺；
（８）空气反循环地质工作规范。

4．1．4　定向钻探技术
定向钻探技术是提高地质矿产勘探精度、节约

钻探工作量、降低勘探工作费用的具备高新技术特
点的先进钻进技术，其在石油钻井行业中的应用已
极为普遍，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技术指标，但在地勘
行业中的应用却因为钻孔口径偏小、地质条件复杂
等多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推广应用。 研发能够
在地质勘探钻进中推广应用的先进适用的定向钻探

技术，是提高我国地勘钻探技术整体水平的重要环
节。
研究重点：
（１）井眼轨迹控制理论与技术；
（２）随钻测量仪器及其使用技术；
（３）自动垂钻系统；
（４）经济实用的高精度孔内定位仪；
（５）自动控制定向钻探技术；
（６）定向取心钻进技术；
（７）高精度中靶系统。

4．1．5　天然气水合物钻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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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水合物将成为 ２１世纪的一种主要能源，
是能源的一个新领域。 按保守估计，全世界的天然
气水合物形式存在的碳的总量是地球上已知化石燃

料（包括煤）中碳含量的 ２ 倍，谁掌握天然气水合物
的开采技术，谁就可以执 ２１ 世纪世界能源之牛耳。
但目前对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探及评价方法尚未突

破，还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 天然气水合物研
究涉及多方面的科学问题，如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
机理及时空分布、天然气水合物的分解条件及环境
效应、天然气水合物的未来资源潜力及替代性等，因
此勘探开发利用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是一项系统的科

学研究和技术发展工程，同时，对于制定国家未来能
源战略也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重点：
（１）保压取心技术研究；
（２）“实时”取样技术研究；
（３）取心施工辅助器具研制；
（４）岩心保护与存储；
（５）泥浆及对泥浆的低温处理技术；
（６）钻进过程安全控制；
（７）完井工艺流程。

4．1．6　１００００ ｍ超深孔钻探技术
科学钻探是通过钻孔获取岩心、岩屑、岩层中的

流体（气体和液体），以及进行地球物理测井和在钻
孔中安放仪器进行长期观测，来获取地下的各种信
息。 根据钻孔的深度，将深度大于 ８０００ ｍ钻孔称为
超深孔。 钻进超深孔是一项投资巨大的科学工程，
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地学水平。 最早进行大陆
科学钻探的国家是前苏联，其 ＳＧ －３ 钻孔的钻探时
间最长（１９７０ ～１９８９ 年），进尺 １２２６２ ｍ，为目前世
界上最深的钻孔。 深部钻探是一项难度极大、风险
极高的隐蔽工程，在“上天、入地、下海、登极”这四
大科学领域中，人类制造的航天器早已遨游在太空，
并实现了载人航天，人类的足迹也早就留在了月球，
各种先进的空间科学探测活动一刻也未曾停止过，
所取得的成就几乎尽人皆知。 而人类对海洋科学的
探索，则更为深入，对南北极的科学考察与研究也越
来越深入。 惟有对地球的研究，尽管人类从来也没
有停止过探索地球奥秘的步伐，但由于科学技术手
段的限制和坚硬地壳岩石的阻隔，迄今为止，人类对
地球内部仍然所知甚少，各种研究还仅仅局限在地
球表面，而要深入研究地球的奥秘，开展科学钻探、
特别是科学深钻和超深钻是无法逾越的关键一步。

研究重点：

（１）超深孔钻进方案的技术经济学研究；
（２）超深孔钻进方法研究；
（３）超深孔钻探设备；
（４）高强度钻探管材、铝合金高强度钻杆；
（５）钻柱结构与钻进力学；
（６）孔底动力机；
（７）适应高温高压条件下工作的液动潜孔锤系

列；
（８）超深孔钻进项目管理模式。

4．2　市场开发工作
4．2．1　加大科研成果的转化力度

对现有科研成果进行市场分析，具有市场潜力
的科研成果要加大成果转化力度，争取早日形成产
品。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采取自行生产，个别
部件可采取外协方式进行。
4．2．2　做大做强已有产业

结合结构调整，通过资源整合，打造一支具有竞
争优势的市场开发团队，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年市场收入力
争在“十一五”末基础上，年增 １５％～２０％。

5　当前工作设想
结合我所 ２００７ 年度主要任务目标，进一步动员

全体干部职工振奋精神、坚定信心、追求卓越、赶超
一流，进一步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解放思想，竞争进
取，立足更高的起点，坚持更高标准，实现更快的发
展，再创地调科研和市场开发新成绩。 当前重点抓
好以下几项工作。
5．1　咬定 ２００７年任务目标不放松

经济目标：市场开发收入增长达到 １５％；地调
科研项目规模增长 １５％；

质量目标：项目完成率 １００％，项目优良率
１００％，合同履约率 １００％，客户满意率 ９５％；

成果目标：发表论文 １５ 篇以上，成果转化率
８０％以上，取得 １ ～２ 项有突破性成果；

管理目标：制度覆盖率 １００％，制度执行率
１００％，职责覆盖率 １００％；

文化目标：保持“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称
号；
队伍目标：加强队伍建设，队伍结构有所改善。

5．2　积极争取恢复事业单位编制
众所周知，地质工作是经济建设的开路先锋，而

钻掘技术又是地质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

一，是地质大调查的重要技术支撑。 钻掘技术无论
是过去、还是现在直至将来，在地质工作中永远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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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不可或缺的重要高新技术，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

２１世纪我国将面临矿产资源紧缺、能源（如非
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和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地质
环境和地质灾害问题严重、科学钻探工程的兴起等
新形势，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均离不开钻掘技术发
展及相关设备的更新换代。

国务院枟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枠的出台，为
当前的地质事业指明了方向，枟决定枠还强调要加强
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设。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事钻掘技术的仁人志士为
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矿产
勘探、能源勘采、地下水勘探开发、工程地质勘察、地
质灾害防治、科学钻探方面创造了许多辉煌业绩。
这些辉煌业绩，充分说明钻掘技术在新中国的地质
事业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未来的国家需求，更需一
支装备精良、人员精干的专业钻掘技术研究队伍，钻
掘技术理应得到高度重视。
5．3　稳步推进结构调整

为改善管理、提高效率、理顺流程、降低成本，我
所与北京萨尼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

议，２００７ 年 ６月又签署了第二期合作协议。 由其对
我所进行管理咨询，提出组织结构、分配机制、业务
流程等方面的咨询建议并付之实施。 目前已向局党
组上报了枟关于我所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的请示枠。
所将在管理咨询工作的基础上，做好所的结构调整
工作。

6　５０年来的重要启示
6．1　上级领导的重视是单位生存的前提

从周恩来总理任命我所第一任所长到目前我所

又回到中国地质调查局直接管理，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和国务院对地质工作的无比重视，以汪民局长为
首的新一届中国地质调查局领导班子已明确表示，５
个转制所 ２００７年地调科研经费在 ２００６年经费的基
础上至少翻一番，应该说这是建所以来项目经费上
级给予的最大支持，勘探所全体职工感到非常振奋。
6．2　技术创新是单位持续发展的不竭之源

创新是一个科研单位进步的灵魂。 对于一个科
研单位而言，技术创新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没有不间断的技术创新，
单位就难以适应市场变化，最终将会被市场淘汰。
科研单位通过技术上的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不仅较
好地消化、吸收、整合和提升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

而且还能逐步形成自己特有的核心技术与能力。 如
我所在引进加拿大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公司的 ＣＳ１０００ Ｐ６Ｌ
钻机的基础上，通过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开发出
了“勘探者一号”ＹＤＸ－３型全液压动力头式岩心钻
机，为我国地质岩心钻机的更新换代打下了基础。
这是我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一次成功实
践。
6．3　抓住机遇是单位保持发展的有效途径

近几年来，我所紧紧抓住国家经济建设持续快
速增长和国家加强地质工作的有利时机，发挥在岩
土工程行业的技术领先优势，一大批成果得到转化
和应用。 另外，所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先后同局属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以及有关地勘单位建立了协作
关系，拓展了生存空间。 同时国外市场开拓初见成
效，产品的覆盖面和品种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土耳其
对接井工程的成功实践，为土耳其三期工程的承接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4　“以人为本”是单位增强凝聚力的有力抓手

自从在廊坊建立科研基地以来，由于年久失修，
大部分设施已经老化，为了改善职工的工作、生活环
境，近几年来，所领导积极向上级争取专项资金，加
大了基础设施的投入，从新建住宅楼到办公楼装修、
生活区的道路改造等，广大职工切身感受到了所改
革发展带来的成果，从而大大增强了职工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 这也是坚持“以人为本”指导思想在实
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6．5　有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是成事的保证

５０年的创业经历，勘探所人磨炼出了“团结、奋
进、创新、图强”的坚强品质，在所的几次改革进程
中，全所职工以大局为重，坚持胸怀祖国和为党的地
质事业奋斗的理念，为我国钻掘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7　未来展望
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我们要始终坚持以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
展，紧紧围绕枟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枠和
温家宝总理对加强地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大
对钻掘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力度，不断
提高矿产勘查手段的现代化。 为把我所建设成为技
术领先、经济实力雄厚、服务优质的钻掘行业国内一
流的研究所，为国家公益性地质调查钻掘事业以及
该学科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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