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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岩心钻机在新疆黄山铜镍矿钻探施工效果对比

马德义， 覃勋平， 付兆友
（新疆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大队，新疆 哈密 ８３９０００）

摘　要：通过对 ＸＹ －４４、ＸＹ －５、ＹＤＸ －３、ＬＦ －９０型钻机在新疆黄山铜镍矿的钻探效果、劳动强度、安全保障、设计
理念等几方面的分析比较，说明全液压动力头钻机具有钻探效率高、钻孔质量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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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任务来源

２００６年，新疆地矿六队哈密大地工程勘察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组织的黄山铜镍矿钻探施工项目，是
与亚克斯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市场经济施工合

同，钻探工作量 １畅５ ～１畅７ 万 ｍ，合同金额 １０００ 万
元，施工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０日～１１月 １日，施工
钻孔 １９个。
1．1．1　质量要求

（１）全孔岩矿心采取率≥９５％。
（２）钻孔弯曲度：倾角≤０畅５°／１００ ｍ，≤５°／１０００

ｍ；方位角≤２°／１００，≤１５°／１０００；测斜间距 ５０ ～１００
ｍ。

（３）其它按国家岩心钻探规程质量要求执行。
1．1．2　工作任务

设计钻孔 １９ 个，最大设计孔深 １４００ ｍ，最浅设
计孔深６００ ｍ，平均设计孔深９０５ ｍ；设计倾角９０°～
５５°，平均设计倾角 ７３°；方位角 １８０°；钻探工作量
１５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ｍ，至少保证 １５０００ ｍ。 １９ 个钻孔的
设计情况如表 １。
1．2　地质情况

黄山矿区是我队早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已施工过
的老矿区，地层情况比较熟悉，主要是一套基性－超
基性杂岩体，钻进的岩石为角闪辉长岩、闪角橄榄
岩、橄榄辉石岩、糜棱岩、滑石绿泥岩等。 岩石较软，
大部分可钻性在五级左右，部分达七级，研磨性中
等，岩体倾角 ５０°～７０°之间，矿区普遍存在较强的
蚀变地层，厚度由几米～３００ ｍ不等。 钻探施工中

表 １　黄山矿区钻孔设计参数表

孔号 勘探线 孔深／ｍ 方位角／（°） 倾角／（°）

Ｐ１４ 悙１２２ O１４００ �１８０ �７５ 照
Ｐ７ h１１８ O１２２５ �１８０ �７５ 照
Ｐ１０ 悙１２０ O１１２０ �１８０ �７６ 照
Ｐ１５ 悙１２２ O１１２５ �１８０ �７５ 照
Ｐ４ h１１６ O１１００ �１８０ �６８ 照
ＴＷ５ �１２４ O８５０ �９０ 照
Ｐ５ h１１６ O８５０ �１８０ �６４ 照
Ｐ８ h１１８ O８５０ �１８０ �６６ 照
Ｐ９ h１１８ O８２５ �１８０ �６０ 照
Ｐ６ h１１６ O８２５ �１８０ �５５ 照
Ｐ１２１２ 噜１２０ O９５０ �１８０ �７８ 照
ＴＷ２ �１１４ O７７５ �３２０ �８８ 照
Ｐ２ h１１４ O７５０ �１８０ �７５ 照
Ｐ１３ 悙１２０ O７５０ �１８０ �６７ 照
Ｐ１８ 悙１２６ O７００ �１８０ �６６ 照
Ｐ３ h１１４ O６００ �１８０ �７０ 照
Ｐ１９ 悙１２６ O６００ �１８０ �６５ 照
Ｐ２０ 悙１２４ O９００ �１８０ �７７ 照
Ｐ２１ 悙１２４ O９６０ �１８０ �８０ 照
Ｐ１６ 悙１２２ O９５０ �１８０ �８９ 照

经常出现的问题有：
（１）在强蚀变的糜棱岩、滑石绿泥岩中钻进，孔

壁不稳定，易出现剥落、坍塌，形成严重超径，钻杆折
断后不易打捞；

（２）在软硬互换地层钻进时，所需钻进技术参
数变化大，调整不及时即会发生“顶层进”、“顺层
跑”，孔斜严重超差，偏离勘探线；

（３）深孔钻进时，提下钻过程中压差抽吸作用
大，地下水混入冲洗液中，造成泥浆变质，携带岩粉
能力降低，孔内沉渣增多，钻具下不到孔底，扫孔中
易将钻孔扫偏或出现埋钻、卡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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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选型
2．1　钻机类型

根据合同要求以及我单位现有设备状况，矿区
选用动力头式和立轴式两类钻机。
2．1．1　动力头钻机

国外 ＬＦ －９０型（图 １），５ ｋＷ照明电机。

图 １　ＬＦ －９０ 型动力头钻机

国内 ＹＤＸ －３ 型 （图 ２），５ ｋＷ 照明电机，
ＢＷ１６０型水泵。

图 ２　ＹＤＸ －３ 型动力头钻机

2．1．2　立轴式钻机
ＸＹ －４４ 型， ６１０５ 型发电机， １８ ｍ 直斜塔，

ＢＷ１５０型水泵，１０００型绞车。
ＸＹ －５型，６１３５型发电机，１７畅５ ｍ斜塔，ＢＷ１５０

型水泵，２０００型绞车。
2．2　泥浆搅拌设备

根据矿区工作需要和以往施工经验，在矿区组
建了泥浆站，采用一台 ＸＹ －２ 型钻机建立泥浆搅拌
站，统一配制供应各机台泥浆。
2．3　生产管理

矿区成立项目部，下设技术组、后勤修理组、食
堂、运输组、泥浆站、机台等班组，设经理、技术负责、
生产调度、专职安全员，负责矿区生产生活管理、质
量管理、技术管理、安全生产、生产调度、物质供应、
车辆管理、协调与甲方现场代表的关系等工作，制定
各项生产管理制度。 按照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健康

管理体系的要求，组织开展生产生活活动，创建文明
生产岗位，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3　任务完成情况
3．1　工作量完成情况

从 ２００６年 ５月 １０ 日第一台钻机开钻，先后组
织 ５ 台钻机投入施工，经过 ７ 个月紧张施工，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１５日最后一个钻孔终孔，按合同要求
完成野外钻探施工，钻孔质量全部达到合同要求，共
完成钻孔 ２０个，钻探工作量 １７１６２畅６０ ｍ，平均孔深
８５８畅１３ ｍ，超过 １０００ ｍ 的超深孔 ４ 个，超过 ８００ ｍ
的深孔 ６ 个，倾角＜７５°钻孔 ８ 个，台月效率 ６１２畅５１
ｍ，单孔台月效率 １０１２畅０８ ｍ， 时间利用率为
４３畅９％，最高时间利用率为 ６１畅１％，时效为 １畅９４ ｍ，
最高时效为 ２畅７３ ｍ。 具体数据见表 ２。
3．2　工程质量

全部钻孔质量通过甲方现场代表当场验收，各
项指标合格，岩矿心采取率达到 ９７％以上，钻孔倾
角偏斜误差达到合同要求，其它指标满足合同要求。
该项目钻孔质量标准要求非常高，在当前钻探

施工市场实属少见，通过充分准备，认真组织，精心
施工，取得较好效果（见表 ３），受到甲方好评，也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4　各种钻探设备钻进效率对比结果
黄山铜镍矿钻探施工，共组织了 ５ 台钻机进入

矿区，选用的钻探设备有长年公司生产的 ＬＦ －９０
型动力头钻机 １ 台，北京天和众邦勘探技术有限公
司生产的 ＹＤＸ －３ 型动力头钻机 ２ 台，国产立轴钻
机 ＸＹ －４４、ＸＹ －５型各１ 台。 通过半年生产实践对
比，共施工 ２０ 个钻孔，动力头钻机完成 １３ 个，立轴
钻机完成 ７个，无论是施工能力，还是工作效率以及
操作维护，动力头钻机较立轴钻机都有明显的优势，
钻孔质量、安全系数、钻头钻杆使用寿命动力头钻机
都有提高。 劳动强度、主要材料消耗大幅度下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效率高，设备能力强
4．1．1　效率

不同钻机的台月效率、时效对比见图 ３、４。
4．1．2　设备能力

在黄山矿区相同地层当中，倾角 ５５°～７５°，口
径 ７５ ｍｍ，ＬＦ －９０型钻机施工最大孔深 １１３６畅３０ ｍ，
在孔深 １０００ ｍ以内可用 ７００ ｒ／ｍｉｎ转速钻进。 ＹＤＸ
－３型钻机施工最大孔深 ７７１畅９２ ｍ，在孔深 １００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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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几种型号钻机的钻进效率对比表

钻机型号 孔号 机台
孔深
／ｍ

台效
／ｍ

时效
／ｍ

总台时
／ｈ

纯钻时间
／ｈ

辅助时间
／ｈ

孔故时间
／ｈ

设备损耗
时间／ｈ

其它损耗
时间／ｈ

ＬＦ －９０ 湝

Ｐ１９ 3６００ 媼５４６ ''畅００ ６５７ 照照畅８３ ２ 33畅１６ ６００ 噜噜畅００ ２５２ 弿弿畅５０ ２６３ RR畅１０ 　８４   畅００
Ｐ５  ６００ 媼８３９ ''畅００ ８１４ 照照畅５６ ２ 33畅２３ ７４１ 噜噜畅００ ３７５ 弿弿畅０５ ３３０ RR畅１５ ３１   畅４０ 　４ 鞍鞍畅００
Ｐ４  ６００ 媼９０２ ''畅２０ ９３９ 照照畅７９ ２ 33畅７１ ６９２ 噜噜畅００ ３３２ 弿弿畅５０ ３０７ RR畅００ ３３   畅１０ ９ 鞍鞍畅００ １０ 88畅００
Ｐ１４ 3６００ 媼１２７１ ''畅００ ６４５ 照照畅１８ １ 33畅４７ １４１９ 噜噜畅００ ５１６ 弿弿畅１５ ８６４ RR畅１５ ３８   畅３０
Ｐ１０ 3６００ 媼１１３６ ''畅３０ ８７４ 照照畅０８ ２ 33畅７３ ９３６ 噜噜畅００ ４１７ 弿弿畅２０ ４７４ RR畅１０ ３９   畅００ ５ 鞍鞍畅３０
合计 ４６９４ ''畅５０ ７７０ 照照畅３５ ２ 33畅４８ ４３８８ 噜噜畅００ １８９４ 弿弿畅２０ ２２３８ RR畅５０ ２２６   畅２０ １８ 鞍鞍畅３０ １０ 88畅００
时间利用率 ４３ QQ畅２％ ５１   畅０％ ５ 妹妹畅２％ ０ rr畅４％ ０ ��畅２％

ＹＤＸ －３ 换

Ｐ６  ６０９ 媼７１９ ''畅２４ ４４６ 照照畅７３ １ 33畅７２ １１６２ 噜噜畅００ ４１７ 弿弿畅３５ ４９２ RR畅３５ 　１５   畅４０ ２６ ��畅００ ２１０ 88畅１０
Ｐ１８ 3６０９ 媼６６７ ''畅０１ ８４４ 照照畅３２ １ 33畅９３ ５６７ 噜噜畅００ ３４６ 弿弿畅２５ ２２０ RR畅３５
Ｐ３  ６０９ 媼６１１ ''畅６８ ６９９ 照照畅０６ １ 33畅７７ ６３０ 噜噜畅００ ３４５ 弿弿畅１５ ２６９ RR畅０５ １２   畅００ ３ ��畅４０
Ｐ２０ 3６０９ 媼６５７ ''畅８２ １０１２ 照照畅０３ ２ 33畅６４ ４６８ 噜噜畅００ ２４９ 弿弿畅２０ ２１８ RR畅４０
Ｐ１３ 3６０７ 媼７５４ ''畅００ ５３８ 照照畅５７ １ 33畅９３ １００８ 噜噜畅００ ３９０ 弿弿畅１０ ６０１ RR畅４０ １６ ��畅１０
Ｐ９  ６０７ 媼７７１ ''畅９２ ５８９ 照照畅２５ １ 33畅７３ ９４４ 噜噜畅００ ４４５ 弿弿畅２０ ４０８ RR畅２５ ７６ ��畅４５ １３ 88畅３０
Ｐ８  ６０７ 媼８３２ ''畅３０ ５８６ 照照畅１３ １ 33畅５０ １０２０ 噜噜畅００ ５５３ 弿弿畅５０ ４２１ RR畅００ ４２   畅１０ ３ ��畅００
Ｐ１６ 3６０８ 媼９４１ ''畅５４ ７２４ 照照畅２６ ２ 33畅０９ ９３６ 噜噜畅００ ４５１ 弿弿畅３５ ４５６ RR畅０５ ２８ ��畅２０
合计 ５９５５ ''畅５１ ６３６ 照照畅９５ １ 33畅８６ ６７３５ 噜噜畅００ ３１９９ 弿弿畅３０ ３０８８ RR畅０５ ６９   畅５０ １５３ ��畅５５ ２２３ 88畅４０
时间利用率 ４７ QQ畅５％ ４５   畅９％ １ 妹妹畅０％ ２ rr畅３％ ３ ��畅３％

立
轴
钻
机

ＸＹ －５ ?

ＴＷ２ Q６１１ 媼７７４ ''畅６０ ５４５ 照照畅４９ １ 33畅２４ １０２０ 噜噜畅００ ５７９ 弿弿畅００ ４４１ RR畅００
Ｐ２  ６１１ 媼７７３ ''畅１０ ５９９ 照照畅３０ １ 33畅６６ ９３１ 噜噜畅００ ４６４ 弿弿畅４０ ４４９ RR畅３０ １６ ��畅５０
Ｐ７  ６１１ 媼１１５７ ''畅２０ ６０９ 照照畅０５ １ 33畅８３ １３６８ 噜噜畅００ ６３３ 弿弿畅２０ ６９９ RR畅３５ ３５ ��畅０５
Ｐ２１ 3６１１ 媼８５４ ''畅８５ ４８０ 照照畅２５ ２ 33畅１０ １２８４ 噜噜畅００ ４０７ 弿弿畅１０ ５１２ RR畅２０ ３０７畅００ ２７ ��畅２５ ３０ 88畅０５
小计 ３５５９ ''畅７５ ５７７ 照照畅０８ １ 33畅７１ ４６０３ 噜噜畅００ ２０８４ 弿弿畅１０ ２１０２ RR畅２５ ３０７畅００ ７９ ��畅２０ ３０ 88畅０５

ＸＹ －４４ g
ＴＷ５ Q６０２ 媼９０１ ''畅６８ ５７４ 照照畅３２ １ 33畅７７ １１３１ 噜噜畅００ ５０９ 弿弿畅１５ ４００ RR畅２５ ２０５   畅４０ １５ ��畅４０
Ｐ１２ 3６０２ 媼９１６ ''畅１８ ５２３ 照照畅５３ １ 33畅８２ １２６３ 噜噜畅００ ５０２ 弿弿畅５０ ６７０ RR畅１０ ８５   畅３０ ４ ��畅３０
Ｐ１５ 3６０２ 媼１１３４ ''畅９８ ３９８ 照照畅２４ １ 33畅７１ ２０５２ 噜噜畅００ ６６７ 弿弿畅３０ ９５９ RR畅３０ ４１６   畅００ ９ ��畅００
小计 ２９５２ ''畅８４ ４７７ 照照畅８１ １ 33畅７６ ４４４６ 噜噜畅００ １６７９ 弿弿畅３５ ２０３０ RR畅０５ ７０７   畅１０ ２９ ��畅１０
合计 ６５１２ &&畅５９ ５１８ 照照畅１０ １ 33畅７３ ９０４９ 噜噜畅００ ３７６３ 帋帋畅４５ ４１３２ QQ畅３０ １０１４   畅１０ １０８ ��畅３０ ３０ 88畅０５
时间利用率 ４１ QQ畅６％ ４５   畅７％ １１ 鬃鬃畅２％ １ rr畅２％ ０ ��畅３％

表 ３　质量验收结果表

孔号
采取率／％
矿心 岩心

弯曲度／（°）
方位角 顶角

校正孔
深／ｍ

原始记
录／％

质量
评定

Ｐ１３  ９８ 梃梃畅３ ９９ 篌篌畅０ １８２ cc畅３ １９ 棗棗畅５ ＋０ 烫烫畅０２ １００ c合格

Ｐ１６  ９８ 梃梃畅０ ９７ 篌篌畅８ １８２ cc畅６ ４ 棗棗畅３ －０ 烫烫畅０５ １００ c合格

Ｐ２１  ９７ 梃梃畅０ ９７ 篌篌畅０ １８９ cc畅４ １０ 棗棗畅５ ０ 烫１００ c合格

Ｐ５ 鲻９８ 梃梃畅８ ９８ 篌篌畅８ １８２ cc畅９ ２０ 棗棗畅４ ＋０ 烫烫畅０２ １００ c合格

Ｐ１２  ９８ 梃梃畅９ ９８ 篌篌畅９ １８０ c１３ 棗棗畅２ ＋０ 烫烫畅０２ １００ c合格

Ｐ２ 鲻９９ 梃梃畅１ ９８ 篌篌畅３ １７８ cc畅８ １６ 棗棗畅７ ＋０ 烫烫畅０２ １００ c合格

Ｐ６ 鲻９８ 梃梃畅０ ９９ 篌篌畅０ １７９ cc畅８ ３７ 棗棗畅５ ０ 烫１００ c合格

Ｐ４ 鲻９８ 梃梃畅６ ９８ 篌篌畅８ １７９ cc畅７ ２２ 棗棗畅７ ＋０ 烫烫畅０２ １００ c合格

Ｐ１８  ９９ 梃梃畅０ ９９ 篌篌畅０ １８４ cc畅５ ２５ 棗棗畅６ ＋０ 烫烫畅０２ １００ c合格

Ｐ８ 鲻９８ 梃梃畅９ ９８ 篌篌畅３ １８０ cc畅９ ２２ 棗棗畅３ ＋０ 烫烫畅０２ １００ c合格

Ｐ２０  ９９ 梃梃畅０ ９８ 篌篌畅０ １８２ cc畅６ １５ 棗棗畅２ ０ 烫１００ c合格

Ｐ１４  ９８ 梃梃畅８ ９８ 篌篌畅８ １８１ cc畅１ ２０ 棗棗畅１ ＋０ 烫烫畅０４ １００ c合格

Ｐ７ 鲻９６ 梃梃畅４７ ９８ 篌篌畅３３ １８３ cc畅２ １４ 棗棗畅１ ０ 烫１００ c合格

Ｐ９ 鲻９７ 梃梃畅８ ９７ 篌篌畅３ １８１ cc畅７ ３４ 棗棗畅９ ＋０ 烫烫畅０１ １００ c合格

Ｐ３ 鲻９９ 梃梃畅６ ９８ 篌篌畅９ １８１ cc畅２ ２０ 棗棗畅８ ＋０ 烫烫畅０３ １００ c合格

Ｐ１０  ９７ 梃梃畅０ ９８ 篌篌畅６ １７８ cc畅９ １８ 棗棗畅７ ＋０ 烫烫畅０５ １００ c合格

Ｐ１５  ９９ 梃梃畅４ ９８ 篌篌畅６ ２００ cc畅６ １６ 棗棗畅１ ＋０ 烫烫畅０２ １００ c合格

Ｐ１９  合格

ＴＷ５ <合格

ＴＷ２ <合格

图 ３　台效对比图

图 ４　时效对比图

以内可用 ５００ ｒ／ｍｉｎ转速钻进。 立轴钻机最大孔深
９３６畅００ ｍ，在孔深 ５００ ｍ以内，采用 ６００ ｒ／ｍｉｎ转速
钻进，孔深超过 ５００ ｍ时，只能使用 ２５０ ～３５０ ｒ／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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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钻进。
ＬＦ －９０型钻机施工的 Ｐ１４孔，孔深１２７１畅００ ｍ，

１０２０ ｍ换饱５６ ｍｍ口径，由于机台人员年轻施工经
验较少，使用国产 饱５６ ｍｍ 钻具不熟练，多次出现
“打单管”，拉断捞心钢丝绳打捞不成功，造成提下
钻增多的问题，影响全孔效率，换径时，施工时间 １
个月，进尺 １０２０ ｍ，换径后施工时间 １ 个月，进尺
２５０ ｍ，大大降低全孔效率。

ＹＤＸ －３型钻机是国内首批生产的试验型动力
头钻机，第一批组装出厂的钻机，存在设备不定型，
有小故障，增加了机械设备维修时间。 设备损耗时
间比其它类型钻机高出 １ ～２倍，停工待料时间高出
３倍以上。 尽管设备存在问题，浪费许多维修时间，
但此种钻机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台效达到
６３６畅０５ ｍ／台月，取得矿区单孔最高台效 １０１２ ｍ／台
月，比立轴钻机高 ２２％。 此钻机进入矿区后，对机
械性能、设备能力、维护保养不熟悉不摸底，前期配
套准备不足，安排施工较浅钻孔，通过生产实践检
验，我们觉得 ＹＤＸ －３ 型动力头钻机经过进一步完
善，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4．2　增强安全保障，降低劳动强度

动力头钻机设计紧凑，整体性强，将动力机、钻
塔、钻机集于一身，利于搬迁，国外有先进的生产线
和成系的产品。 安装时间短，无需建塔，不进行高空
作业，增强了安全系数，避免高空坠落事故发生。 孔

与孔间搬迁，可实现当天安装当天开孔，平均需要
１畅５天时间。 提高机台开动台月数，提高生产效率。

动力头钻机为全液压式钻机，运转动力采用液
压马达驱动，减少机械传动，可有效避免机械伤害。
机场机械设备配件无电器设施，现场不带电，可避免
电击伤人的危害。 拧卸钻杆采用机械操作，无需人
工拧卸，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进口钻具、钻杆，联接
强度高，加工精度高，密封性能好，同心度、垂直度
好，振动小，性能可靠，减少管内岩心堵塞机会，高转
速钻进时，可有效避免钻具振动造成岩心堵塞所进
行的捞心或提钻，实现高回次进尺，高效率，降低劳
动强度，体现人性化操作。
4．3　全新的设计理念

动力头钻机操作系统采用仪表化设计和操作，
机械运转、设备运行、孔内情况、岩心堵塞报警可通
过仪表反映出来。 钻进时钻压通过液压系统预先设
定，钻进中施加给钻头的压力恒定，无需人为调整，
钻进时速均匀，岩心不易堵塞。 与立轴钻机加压系
统是两种设计理念，体现人性化管理和人性化操作。

5　结语
笔者建议应大力提倡发展动力头全液压钻机，

采用动力头钻机，可提高效率，提高安全保障，提高
钻探队伍技术水平，提高市场竟争能力，取得更好的
经济效益。

对 地 震 预 报 的 一 些 建 议
刘广志

５．１２汶川 ８级大地震的突发，给四川全省及周边省份人
民生命财产、各种基本设施、以及多处古迹造成了无法估量
的损失。 立即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立即采取了各
种积极的救灾措施，使损失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另一方面
也引起了全国科技界的广泛议论，议论的主题是地震预报技
术问题没有很好的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落实。 地震预报问题
不认真解决，类似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依然很高。 难道今后我
国地震研究仍然还继续局限在地质、地震理论问题的研究领
域之中吗？ 对地震预报做为一个重要议题予以加强和重点
考虑的时机已经来临，并迫在眉睫。 因此，我认为：当前的主
要工程技术措施，首要的是千方百计地解决地震预报的难
题。

我是一名从事过石油钻探、地质矿产资源钻探工作达 ６０
年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钻探过油气井、地质矿产钻孔等。
大多数油气井开采完了油气，地质钻孔取出了岩心、测试之
后，完成了所谓地质目的也就用水泥或净土把钻井、钻孔封
闭了。 这类井孔，解放以来我们有关部门施工了足有几十万

口，换句话说只要有油气田或固体矿产资源的地方，几乎都
有报废的这种老钻井（孔）。 四川是过去生产石油天然气比
较早的地区，有大量这样的“报废井”。 我们何不利用一二口
这种在地震发育或监测区的井，在井底装上传感器，用遥控
或是有线传输的办法，把地下时时发生的地层活动信号传输
到地面接收器中来，并可立即向地震监测中心传送，随时都
可以获得深部地层的动态信息。

在国外，用深部钻探钻孔获取深部地层动态信息的工
作，几乎已经形成一门专用学科，并列为一门“大学科”项目
（见枟Ｍｅｇ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ＥＣＤ ＦＡＲＵＭ枠一书，１９９３，巴黎出
版）。

我国有那么多钻探机构，钻探力量也很强，为什么用不
上呢？ 我冒昧地认为有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当前没有认识
到多学科合作的重要性；二是片面强调资金短缺；三是怕预
报监测的花费大；四是学科沙文主义在作崇。

所以，我很赞同枟科技日报枠２００８年 ６月 ４ 日标题为“地
震预测研究的技术路径之争”的观点，如不赶快纠正上述弱
点，发挥多学科综合实力，地震预报问题解决不了，类似灾害
还难以避免，也是我国地震科学的一大桎梏。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原地矿部探矿工程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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