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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国务院枟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枠出台后，钻探技术面临的新形势；结合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枠对能源、水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环境保护以及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开发技术的重
视，分析了钻探技术面临的新机遇和新任务。 最后提出了我国钻探技术研究发展的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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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 在
毛泽东主席“开发矿业”的号召下，１９５２年地质部成
立下设探矿工程司，１９５４ 年北京地质学院增设探矿
工程专业，１９５７ 年 ４ 月成立地质部勘探技术研究
所。 １９５６年全国科学规划中将探矿工程学科列入
十二年远景规划之内，１９５７ 年开始有题目的研究工
作。 １９６４年 ４ 月 １ 日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
委员会成立。 这是我国钻探技术从管理、教学到科
研的早期发展脉络。 钻探技术所属学科———探矿工
程学涵盖钻探工程、掘进（坑探）工程、勘探机械和
相关安全工程等专业。 其早期的主要任务是为地质
找矿、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勘察服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后期至 ２０世纪末，地质找矿工作量逐渐下滑，传
统的地质工作领域萎缩，探矿工程队伍进入城市工
程勘察和基础工程施工市场。 探矿工程专业服务领
域不断拓展，从单一为地质找矿、工程地质水文地质
勘察发展到基础工程施工、地基处理、灾害治理、地下
管线铺设等国民经济建设的许多方面。 随着地质科
学向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探矿工程专业服务领域进
一步拓宽。 进入 ２１世纪，钻探技术又面临新的形势
和任务。 在勘探技术研究所迎来建所 ５０ 周年之际，
分析一下钻探技术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新任务，进
一步明确钻探技术的发展目标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1　钻探技术面临的新形势
新一轮地质大调查专项从 １９９９年启动，至今已

有 ８年多的时间了。 在这期间，钻探新技术、新设备
研究取得很多新成果。 举世瞩目的中国大陆科学钻
探工程“科钻一井”也顺利完成并带动了地质岩心

钻探技术的发展。 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
已成功实施并取得可喜成绩；２００６ 年年初国务院
枟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枠出台，作为落实枟决定枠
的一项配套措施，专门设立了地勘基金，目前第一批
基金项目也成功启动。 因此广大地质工作者都说
“地质工作的又一个春天来了”。 我们地质探矿工
作者也觉得现在是钻探技术发展的最好时期。 新形
势下，国内的钻探工作量在逐年上升，同时许多地勘
单位响应“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号召，在积极投
身国内找矿勘探市场的同时，还努力开拓国外市场，
走出了国门，参与世界找矿勘探工作。 这对钻探新
技术、新设备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需求。
地勘队伍属地化后，原来各地勘行业从上到下

的地勘行政管理体制被打破，多数省地勘局主管地
勘工作的探矿处被撤销，极大地削弱了探矿工程质
量管理工作。 加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地
勘工作处于低谷时期，老一代的钻探技术工人退休
后，没有得到及时补充，使钻探人才出现了断层。 在
这种情况下，不但新技术得不到及时推广应用，连传
统的成熟技术也被遗忘了。 致使钻探质量指标不但
没有提高，反而呈下降的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
步深化，在地勘队伍走出国门参与世界找矿勘探工
作的同时，国外的勘探公司带着新技术、新设备也纷
纷进入我国的地勘市场，其竞争力具有明显优势。
因此，不断研发并推广应用钻探新技术、新设备以提
高我国地勘单位的市场竞争力，就成了一项非常紧
迫的任务。
我国目前的地质勘探和地质找矿工作向深部和

交通不便地区拓展，需要解决的钻探技术问题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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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钻探工艺技术的适应性和钻探设备的能力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这也是广大探矿工作者必
须面对的新情况。

2　钻探技术面临的新机遇
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枠中 １１个重点领域６８个优先主题、１６ 项
重大专项以及 ８个方面 ２７项前沿技术突显了能源、
水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环境保护以及天然气水合
物勘探开发技术的重要性。 其中枟纲要枠提出需攻
克的关键技术中包括，优先发展能源、资源与环境保
护技术，提高水、油气和矿产等战略性资源勘探、开
发、利用的技术水平，扩大现有资源储量；开展大型
矿产资源基地勘查与评价，开发危机矿山接替资源
勘查技术、复杂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技术及煤炭
清洁安全采选技术；组织实施中西部大型矿产基地
综合勘查技术与示范等。 枟纲要枠提出需超前部署
研究的前沿技术之一———海洋技术，将研究近海边
际油田、深水油气田、天然气水合物和大洋海底资源
勘探开发的关键技术，研制相关重大装备等。 组织
实施南海深水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关键技术和装备、
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开发关键技术。 资源环境技术将
重点突破 １００ 项资源与环境关键技术，形成深部及
复杂条件下油气和固体矿产资源高效勘探开发的技

术能力。 重点研究矿产资源高效勘查与开发技术、
复杂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 组织实施先进钻井技
术与装备，集成示范等重大项目。

国务院枟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枠将能源矿
产勘查、非能源重要矿产资源勘查以及地质灾害和
地质环境调查监测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将对地观
测、深部探测、实施地壳探测工程、提升地质装备水
平、增强矿产资源勘查核心技术水平和关键装备的
自主研发能力列入地质工作科技创新的目标。

温家宝总理在对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的六点批示

中又强调指出，地质工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
基础工作，实施“十一五”规划，推进现代化建设，必
须重视和加强地质工作；地质工作必须贯彻科学发
展观，把找矿、提高资源综合效益、改善生态环境、防
治地质灾害作为主要任务；推进地质科技进步与创
新，加快高新技术在地质工作中的应用，实现地质工
作现代化。

孙文盛部长在国土资源部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

话首次提出，要大力实施“科技兴地”战略，要显著
增强国土资源自主创新能力，使科学技术在土地、矿

产、地质、海洋、测绘等国土资源工作的各个领域、各
个方面，都能起到强有力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并贯穿
于国土资源的调查、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的
全过程。 依据“科技兴地”战略制定的枟国土资源部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枠规定要力争取得
四大突破，完成五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十个重大科
技专项。 涉及钻探技术的内容主要有：钻探技术重
点向技术方法多工艺性，技术装备多功能性，并向高
度机械化、自动化、国际通用化发展。 发展深孔冲击
回转钻进技术，开发高效、大功率液动潜孔锤。 研制
深孔绳索取心钻探设备。 开展开采地热、煤层气等
资源的钻探技术开发。 突破天然气水合物钻探、超
深钻探、高精度定向钻探、节水环保钻探等方面技术
难题，形成成套技术与设备。 开展极地、干热岩、核
废料处置等极端条件下的钻探技术研究工作。 实施
科学钻探，集中在重大含油气盆地，重要成矿区带和
重点矿集区部署万米级、千米级科学钻探。 针对重
点油气盆地部署 ２ 口万米科学钻，发展油气成藏理
论，开辟油气勘探新区。 针对重点成矿区带部署
２００口孔深 ２０００ ｍ 的群钻进行深部成矿环境和资
源潜力评价。 开展矿产资源快速调查与深部勘查技
术集成研究，开发 １５００ ｍ以深的深井钻探技术。 在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评价与勘查开发关键技术方面，
开展钻探和取样技术研究，实现资源发现突破。 开
展天然气水合物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为实现天然气
水合物资源的试开采提供技术支撑。 正在制定当中
的枟中国地质调查局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枠将对钻探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提出更加明
确的要求。
为此，“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重点基础研究

计划（９７３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 计划）、
科技支撑计划、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政策引
导类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国家重
点新产品计划、国际合作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计
划、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以及
科研院所技术开发专项等）都加大了对资源环境领
域的支持力度。 在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
项、地质勘查基金项目启动实施后，其他有关资源环
境领域的一些重大专项也将陆续启动。 所有这些都
为我国的地质找矿事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
时也为我们钻探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3　钻探技术面临的新任务
新形势和新机遇，决定了钻探技术研发的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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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首先要满足常规能源矿产勘查的需要，包括高

原高寒地区钻探技术、陆地及海洋天然气水合物资
源钻探取心取样技术，开展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技术
先导性试验研究，探索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技术等。

其次要满足非能源重要矿产勘查需要，通过加
强深部钻探关键技术及装备的应用研究，提高钻探
方法技术应用水平，提高找矿效率和水平。 研究开
发新一代全液压动力头式岩心钻机系列及其配套设

备与器具，解决我国深部矿产资源勘查中的关键技
术问题，实现硬岩深孔岩心钻探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与物探、化探、分析测试等技术共同构成我国深部探
测与分析技术体系。 开展超深孔钻探技术研究，为
我国的地壳探测工程提供钻探技术支撑。 突破海洋
地质调查与海洋矿产资源钻探技术、水井和地热钻
探技术、空气反循环钻探技术、定向钻探技术，形成
成套技术与设备，推动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

第三是满足非常规能源矿产资源勘查的需求，
重点开展煤层气资源勘查开发试验研究。 与遥感技
术、地震勘探技术、煤层气测井及解译技术、煤层气
储层描述方法技术结合，研究适宜煤层气地层特点
的钻探及取样技术、欠平衡和近平衡钻进工艺技术、
丛式井的生产技术、钻井压裂技术等。

第四是满足我国东部深部隐伏矿床找矿勘探需

要，主要研制 １５００ ｍ 以深的全液压、高效地质岩心
钻机及配套工艺技术。

第五是满足我国西部特殊景观区资源快速调查

评价的需要，主要研发特殊景观区轻便高效钻探技
术装备及直升机搬迁、拆装钻探设备及工艺技术方
法。
第六是加强矿产勘查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的

推广与示范，推广应用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技术；液
动冲击回转钻进技术；受控定向钻进技术；多工艺空
气钻进技术；金刚石绳索取心与多介质反循环组合
钻探技术等。

4　钻探技术研究的新目标
通过上述 ６个方面的钻探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

用，达到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提供高质量的钻探施

工装备与技术；提高钻探工程质量和效率，降低施工
成本；解决钻探施工技术难题的目的。 具体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１）地质岩心钻探设备实现更新换代，研发新
一代全液压动力头钻机并逐步替换目前普遍使用的

液压立轴钻机。
（２）金刚石绳索取心钻探技术能满足深孔钻进

要求，绳索取心钻杆钻具寿命明显提高；液动潜孔锤
钻探技术在硬岩钻进中普遍使用，液动潜孔锤寿命
及可靠性显著提高，满足普通岩心钻探使用条件；多
工艺空气钻进技术推广应用范围进一步加大；研究
完成适合我国地勘工作特点的高效组合钻探技术，
实现多种钻探工艺方法的快速、平滑变换，同一钻孔
在不变换主要钻探设备和器具的情况下既可完成金

刚石绳索取心钻探又可完成多介质反循环钻探。
（３）定向钻进技术和定向对接连通井技术涉及

的钻孔测量及导向中靶系统等高技术力争取得具有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
（４）通过钻探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使我

国的地质岩心钻探台月效率达到 ５００ ｍ以上。
（５）天然气水合物钻探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

能满足我国对这一新能源矿产的勘探开发需要。
（６）研究开发超深孔钻探技术（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ｍ）。 配合中国大陆科学钻探的实施，研究钻探深度
达 １００００ ｍ 的自动化、智能化、实用化的钻机、钻具
和钻探工艺。 满足万米级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实施需
求。
钻探技术是地质调查、矿产资源勘查不可缺少

的技术手段，是唯一能从地下取出实物地质样品的
技术方法。 她既可用于商业性地质工作，又可为公
益性地质工作服务。 当它服务于公益性地质工作
时，其公益性质体现在向社会公布的公益性地质成
果中，而不是钻探技术研究成果本身。 在庆祝我国
第一家探矿工程专业研究机构 勘探所建所 ５０
周年之际，认清钻探技术面临的新形势，抓住难得的
发展机遇，完成各项研发推广任务，达到推进钻探技
术快速发展的目标，是每一位勘探所人应承担的历
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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