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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质灾害监测数据自动化采集传输相对其他行业有其特殊性，但各种自动化的测量仪器及通讯手段的迅
猛发展，又为地质灾害监测的自动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介绍了基于 ＧＰＲＳ／ＧＳＭ网络的远程数据采集传输系统的研
究和在地质灾害实时监测示范站中的应用。 结果表明，基于 ＧＰＲＳ／ＧＳＭ网络方式构建网络化灾害监测系统是可行
的、经济的和方便的，也是地质灾害监测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地质灾害；数据采集；ＧＰＲＳ／ＧＳＭ网络；远程监测
中图分类号：Ｐ６４２．２；ＴＨ７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７４２８（２００８）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５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Automatic Wireless Collection and Transmission System for Monitoring Geological
Hazard／GUO Qi-feng， WANG Dian-ming， HUANG Lei-bo， FENG Zhi-feng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Ｇ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１７３４，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ｈａ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ＰＲＳ／ＧＳ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ｉ-
ｔｏ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Key words：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ＧＰＲＳ／ＧＳ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ｍｏｔ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我国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突发性地质灾害比较严重的县市有 １０００ 多个。 随
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工程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
人类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强度和范围达到前所未

有的程度，突发性地质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社
会发展和资源开发，恶化了人们的生存环境，甚至威
胁到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地质灾害的监测和其发展趋势的研究，过
去的监测预报技术和手段不够先进，由人工定时采
集，难以捕捉到灾害来临前和发生时的多源信息，已
无法满足和适应监测预报工程的需要。 如何建立一
套行之有效的实时监测方法和技术手段，能及时有
效地将来源各异、数据格式不同、所描述的对象和内
容也差别较大的信息组织起来，依托网络技术实施
大范围多参数的自动化在线监测，是地质灾害预测
预报的实际需要和发展趋势。

1　技术方案
1．1　地质灾害监测数据采集传输系统的特点

目前我国地质灾害监测网有 ４ 个层次：传感器
①→现场数据采集器②→县城监测中心站③→各省
地质灾害监测中心④→全国地质灾害监测中心。
其中③、④层次的条件较好，至少可以保证供

电，具有公众通信网络，可以应用电话线、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专线网、宽带网等多种方式，技术也比较成熟。 而最
困难的是①、②层次的数据传输，根据突发性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要区分不同的
情况，研究有线和无线 ２种传输方式。
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相对于其他行业的自动化

监测工作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工作环境相对恶
劣，条件较差，有时无法采用交流供电；另一方面传
感器安装地点相对分散，而数据传输距离要求较远，
一般情况单纯采用有线通信方式相当困难，甚至根
本无法实现。 数据采集形式有集中式、分散式和混
合式 ３种。 数据传输方式有 ２ 种：一种是有线传输
方式，如架设通信线缆或光缆，在电话线两端加载
ＭＯＤＥＭ等；另一种是无线传输方式，如借助 ＧＳＭ／
ＧＰＲＳ或 ＣＤＭＡ网络、ＵＨＦ数传电台或通信卫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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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通信系统
通信系统是连接现场设备和监测中心的通道，

因此通信系统的稳定可靠关系到整个系统的正常运

行。 通信网络可采用有线或无线方式通信，也可采
用有线和无线混合通信方式。 其功能框图如图 １ 所
示。

图 １　通信系统结构框图

一般来讲，地质灾害监测数据采集传输系统是
一个分散的数据采集系统，目前，在这个分散数据采
集系统中，有线数据传输建设费用、运行费用和维护
费用一般都很高，并且需要经常维护。 在分散数据
采集中，要求对各采集子站实时检测，对多个子站轮
回召测，周期太长，没有实时性可比。 而无线传输的
手段中，超短波无线通信受通信体制和传输方式的
制约，传输距离受限制；在开阔地一般 ２０ Ｗ的电台
有效通信距离约 ２０ ｋｍ，如果在城市高大建筑群中，
通信距离就大大缩短；同时，要在当地申请频点，超
短波通信的维护量相当大，建设要求苛刻，不仅要考
虑周围建筑的影响，而且避雷措施不当，容易引起电
台和连接设备的损坏；通信卫星带宽较大但费用较
高。 相对来说，ＧＰＲＳ／ＧＳＭ网络覆盖范围大、维护成
本低，适用于大区域传输和实时性要求不高的遥控
遥测应用领域。

通过以上客观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建设
周期、建设费用和运行费用，还是系统的可靠性、稳
定性和技术的先进性而言，ＧＰＲＳ／ＧＳＭ在分散的数
据采集应用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我们认为，
对于分布范围较广，数据采集点多，实时性要求较高
的突发性地质灾害自动化实时监测预警，ＧＰＲＳ／
ＧＳＭ比较合适。 当然其它数据通讯方式不是一无
是处，他们仍有各自的应用领域。 新的数据通讯技
术和新的产品应用于监控系统后，必将对传统的数
据采集带来新的革命。 综合各种因素，我们选择

ＧＰＲＳ／ＧＳＭ通信方式来做为地质灾害自动化实时监
测预警数据采集和传输的主要方式，有线 ＲＳ４８５ 总
线作为现场连线的方式。
1．2．1　ＧＰＲＳ通信方式

ＧＰＲＳ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ａｃｋｅｔ Ｒａ-
ｄｉ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的英文简称，是在现有 ＧＳＭ系统上发展
出来的一种新的承载业务。 特别适用于间断的、突
发性的和频繁的、少量的数据传输，也适用于偶尔的
大数据量传输。 ＧＰＲＳ理论带宽可达 １７１畅２ ｋｂ／ｓ，实
际应用带宽大约在 １０ ～７０ ｋｂ／ｓ，在此信道上提供
ＴＣＰ／ＩＰ连接，可以用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连接、数据传输等应
用。 ＧＰＲＳ移动数据传输系统有很大的应用范围，
几乎所有中低速率的数据传输业务都可以应用。

ＧＰＲＳ通信方式硬件设备：中心站采用无线网
卡、Ｍｏｄｅｍ拨号上网或 ＡＤＳＬ接入，实时接收采集子
站发送的数据，并对各子站进行实时监控。 各采集
子站的现场仪表与 ＧＰＲＳ 数据终端传输模块连接，
每一个 ＧＰＲＳ数据终端传输模块装入一个中国移动
的具有 ＧＰＲＳ功能的数据 ＳＩＭ卡即可。
1．2．2　ＧＳＭ通信方式

ＧＳＭ 是全球数字移动电话系统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的英文简称，其中
的 ＳＭＳ（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手机短消息服务
为我们进行数据传输提供了平台。

ＧＳＭ通信方式硬件设备：中心站采用 ＧＳＭ 数
据终端接入，对各子站发送通信指令并实时接收采
集子站发送的数据，同时对各子站进行实时监控。
各采集子站的现场仪表与 ＧＳＭ 数据终端传输模块
连接，每一个 ＧＳＭ数据终端传输模块装入一个中国
移动的电话 ＳＩＭ卡即可。
1．3　两种通信方式的比较
1．3．1　两种方式共同点

（１）数据采集子站部分采用大致相同的传输模
块、子站的建设费用和运行费用基本相同；

（２）由于均采用移动专有网络，传输系统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相同；

（３）两种方式都基于移动遍布全国各地的网
络，子站的分布范围大致相同；

（４）简单易行，费用低，自主建设，方便灵活，建
设周期短、见效快。
1．3．2　两种通信方式的区别

ＧＳＭ通信方式：利用 ＧＳＭ 网络实现数据采集
设备、手机终端和监控中心之间的通讯。 采用这种
方式，费用较低，一般用于数据流量较小或只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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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需要告警。
ＧＰＲＳ通信方式：有实时在线，按量计费，快捷

登录，高速传输等特点。 这种方式传输数据实时性
好，传输速率高，不受地形或地域的限制，按数据流
量计费，平均费率低，适合大规模应用。

2　远程数据采集的原理
2．1　ＧＰＲＳ远程数据采集的原理

ＧＰＲＳ远程数据采集技术，就是利用 ＧＰＲＳ的优
势结合 ＴＣＰ／ＩＰ通信协议来实现对远程传感器实施
实时监控、采集传感器的数据，该数据采集方法的原
理如图 ２所示。

图 ２　ＧＰＲＳ远程数据采集系统整体架构示意图
（１）数据采集服务器上运行数据接受和数据加

工处理、远程客户机监控等应用程序，服务器通过
ＡＤＳＬ方式或拨号方式连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应用程序可以
由用户预先制定的按时间间隔或定时采集任务表和

用户直接控制 ２种方式向 ＧＰＲＳ数据通信模块发送
采集、停机等命令字符串；服务器上的应用程序实时
监听客户机的连接情况和工作状态，及时对客户机
传送过来的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同时服务器上运行
ＩＩＳ等信息服务软件，采用 Ｂｒｏｗｓｅ／Ｃｌｉｅｎｔ 结构为直
接连接到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上的用户提供远程采集到的数
据检索和查询功能。

（２）ＧＰＲＳ数据通信模块是一个兼有数据采集
和通过 ＧＰＲＳ手机卡上网两大功能的模块，它通过
ＲＳ２３２接口与客户机连接，客户机的用户可通过相
应的软件对该模块进行配置。 ＧＰＲＳ 数据通信模块
控制着负责采集数据的传感器，它能在 ＧＰＲＳ 数据
通信模块的控制下返回测量值。 一个 ＧＰＲＳ数据通
信模块采用 １ 个 Ｂｉｔｙ 来控制 ８ 个传感器的工作状
况。

（３）客户端开机后，通过 ＧＰＲＳ数据采集通信模
块无线连接到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并主动用预先设置的服
务器的 ＩＰ或一个域名主动与其建立联系。 连接建
立后，服务器发一个固定格式的确认信息给客户端，

客户端接受到确认信息后，把带有本机连接的
ＧＰＲＳ数据采集和通讯模块上的 ＧＰＲＳ 卡号的信息
返回给主机。 主机接到此信息，然后数据采集服务
器应用程序记录相关的连接信息，这样在数据采集
服务器与 ＧＰＲＳ数据采集通讯模块间建立一种通讯
连接。 此后，服务器端用户才能发送各种命令控制
ＧＰＲＳ数据采集通讯模块和传感器，ＧＰＲＳ 数据采集
通讯模块也可以正常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４）当 ＧＰＲＳ数据通信模块接受到通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和 ＧＰＲＳ网络传递过来的命令字符串，模块对命令
字符串分析识别后，控制相应的传感器返回测量值
到 ＧＰＲＳ数据通信模块。 ＧＰＲＳ 数据通信模块把测
量值和传感器标识转化成相应的合法格式字符串打

包后并通过天线发送到 ＧＰＲＳ网络中。
（５）当服务器接受到字符串数据包后，应用程

序确认如果是自己建立连接的 ＧＰＲＳ 数据通信模
块，就分析相关的传感器的测量值并存储，否则便丢
弃该字符串。 这些被存储的数据通过 ＳＱＬ ＳＥＲＶ-
ＥＲ２０００和 ＩＩＳ提供给数据使用者。
2．2　ＧＳＭ远程数据采集的原理（略）
2．3　数据管理软件

数据管理采用 ＶＣ ＋＋
语言编写，后台数据库为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００，二者之间采用 Ｂ／Ｓ结
构。 并充分考虑到数据的存储安全，部分信息采取
了密码保护、授权访问。 图 ３ 为数据库功能模块示
意图。

图 ３　数据库管理功能模块示意图

3　应用情况
3．1　野外示范站概况

我们研制的 ＧＰＲＳ／ＧＳＭ 地质灾害监测数据采
集传输系统，分别在四川丹巴和重庆奉节的地质灾
害实时监测中进行了应用。
丹巴地质灾害实时监测示范站主要是在丹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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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和地质灾害勘查的基础
上，选择重大地质灾害体甲居滑坡和干桥沟滑坡，利
用勘察施工的钻孔下入测斜管并注浆固定，经过一
个水文年滑动式深部位移监测，在找准滑坡滑移面
或滑带具体位置的基础上，对甲居滑坡、干桥沟滑坡
７个深部位移监测钻孔实施自动化监测。 建设深部
位移实时监测系统，进行监测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发
布，与同时进行的 ＧＰＳ 和 ＩＮＳＡＲ 监测技术相结合，
建立多因素耦合的地质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体系。

丹巴县甲居滑坡和干桥沟滑坡共计布置了 ７ 个
深部位移监测钻孔，其中甲居滑坡布置了 ５个钻孔，
干桥沟滑坡布置了 ２ 个监测钻孔，每个钻孔测斜探
头安装位置的确定原则和依据是之前一个水文年的

监测数据和勘查资料，在滑带（滑面）上、中、下位置
各安装一个探头，空口位置安装数据采集终端和数
据发送终端，供电采用锂电池组，太阳能光伏电池作
为补充，数据直接发送至设在成都的监测中心站。

奉节地质灾害实时监测示范站主要在奉节新县

城选择 ３个重点剖面，开展实时监测工作，采用的监
测手段有：滑坡深部位移监测，滑坡光纤推力监测，
地下水位监测，ＧＰＳ 人工定期监测，雨量实时监测。
传感器安装位置、布设原则及通信方式与丹巴站相
同。
3．2　综合监测成果网络发布系统

地质灾害网站栏目规划充分考虑到地质灾害专

业的需求和科普宣传的需要。 整个网站采用全动态
处理，方便今后对网站内容的更新，同时，网站在
“实时监测”动态模块，增加地质灾害网站同用户之
间的交互性，使浏览者能够根据需要，选择浏览最近
一段时间不同时段的数据情况，极大地增加网站的
功能和实用性。 完善监测成果网络发布系统的设
计、网页制作和网页链接等，地质灾害网站栏目结构
如图 ４所示。

图 ４　丹巴地质灾害监测网站栏目结构

3．2．1　首页
采用 ＡＳＰ动态页面，主要显示最新动态信息、

网站主要功能模块介绍等。 网管在后台可以动态更
新首页的内容。 浏览者一进入首页就能够了解整个
网站的最新更新，给浏览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吸引浏
览者经常访问地质灾害网站。
3．2．2　网站概况

本栏目主要功能是介绍丹巴地质灾害的基本情

况，包括地质背景、主要灾害类型介绍及本地质灾害
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介绍等，让浏览者对该地区的
基本情况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3．2．3　实时监测

这是本网站最重要的一个模块之一，通过该模
块浏览者能够轻松地查询各个监测点在最近一段时

间的监测数据情况（包括雨量、深部位移、地表位移
等数据的变化情况）。 主要以折线图或者统计数据
表格的形式提供。
3．2．4　数据查询

该模块根据用户查询的要求，查询存储在后台
数据库的原始数据情况。 由于涉及到一些需要保密
的数据内容，所以该模块要求用户必须登陆。
3．2．5　数据下载

该模块提供原始数据的下载功能，该模块要求
用户必须登陆。
3．2．6　管理员登陆

管理员登陆后能够对网站内容进行修改，包括
修改最新的信息动态和数据更新等。
地质灾害网站主页如图 ５所示。

图 ５　地质灾害网站主页

4　示范站运行评价
采用 ＧＰＲＳ／ＧＳＭ 通信方式构建地质灾害实时

监测系统从技术上是可行性的。 根据丹巴县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示范站和奉节示范站的运行情况，监测
系统故障主要发生在传输子系统，主要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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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ＲＳ通信方式网络信号不稳定，造成雨量计数据
传输随机中断；ＧＳＭ 通信方式主要为短信包的拥
堵、丢包。 因此，应充分考虑监测地区不规律的停电
造成的通信失效丢失数据；采用锂电池组配合太阳
能辅充，应考虑适当的供电余量，特别考虑极端天气
的影响；ＧＳＭ通信方式适当考虑多接收终端，命令
发送和接收由不同模块来完成，减少短信包的拥堵，
进一步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5　结语
丹巴县地质灾害实时监测预警示范站和奉节县

地质灾害实时监测预警示范站自 ２００７年 １２ 月陆续
建设，运行时间还比较短，还有许多预想不到的问
题，但是，在技术人员的维护下，系统运行基本正常，
取得了近万个监测数据，发布了相关公告信息及图
片，实现了监测信息远程实时访问，取得了较好的示
范效果。 实践证明，无线自动化采集传输系统应用

于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中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地质灾
害监测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１］　郭启锋．基于 ＧＰＲＳ／ＧＳＭ 网络的地质灾害监测数据自动化及

网络化采集系统［ Ｊ］．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２００５，（１２）．
［２］　陈明金，欧阳祖熙，师洁珊，等．基于 ＧＰＲＳ 技术的地质灾害无

线遥测系统［ Ｊ］．自然灾害学报，２００４，（３）．
［３］　高幼龙，张俊义，薛星桥，等．实时监测技术在地质灾害防治中

的应用［Ａ］．地质灾害调查与监测技术方法论文集［Ｃ］．北京：
中国大地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　王志伟，沈杰峰，郭启锋，等．基于 Ｓｏｃｋｅｔ 的 ＧＰＲＳ 远程数据采
集方法［ Ｊ］．西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１）．

注：本文还参考了枟地质灾害监测数据自动化、网络化采集系统
项目设计书枠（郭启锋，季伟峰，等．２００３ 年）、枟滑坡灾害 ＧＰＳ 和 ＩＮ-
ＳＡＲ 综合监测技术示范项目设计书枠 （郑万模，郭启锋，季伟峰，等．
２００７ 年）和枟高陡边坡地质安全监测预警技术示范项目设计书枠 （石
胜伟，郭启锋，等．２００７ 年）。

地质灾害监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简介
地质灾害监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是探矿工艺研究所科研开发的主力军，主要从事 ３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承担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和

中国地质调查局委托的与监测有关的科研项目；二是矿产资源勘探和地质灾害监测方法及仪器的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三是从事有关
重大基础工程建设项目的地质灾害监测并长期承担三峡库区部分区段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任务，从事地质灾害监测设计咨询等。 近年
来，中心承担了部、局多项科研项目，并取得了优异的科研成果，科研项目“光电多点连续测斜仪”和“光纤滑坡推力监测系统”分别获国
土资源部 ２００６ 和 ２００７ 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监测仪器开发及成果转化方面，“ＢＨＹ －Ⅴ滑坡推力监测系统”和“ＱＸＹ －５ 存储式钻孔
倾斜仪”被科技部等四部委列入年度科技新产品推广计划。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是本中心发展较快的专业技术，已形成了专业结构合理、
专业监测设备与仪器配套的监测队伍，拥有 ＴＣＡ１８００ 测量机器人、电子水准仪、Ｌｅｉｃａ 公司和 Ｔｒｉｍｂｌｅ 公司的 ＧＰＳ 接收机、欧美大地钻孔
倾斜仪等专业监测仪器上百台套。 中心在长江三峡库区的奉节县和云阳县设立了地质灾害长期监测工作站，在四川宜宾（配套向家坝
电站）和理县设立了地质灾害监测项目部。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部的统一部署，结合地质调查项目，在四川省丹巴县和重庆市奉节
县设立了地质灾害实时监测示范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ｇｉｅｔ．ｃｏｍ：８０８０），这 ２ 个示范站已具雏形。 通过多年的研究开发工作和工程实践，造就
了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技术队伍。

探矿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简介
探矿工艺研究所探矿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是专门从事探矿工艺和岩土钻凿技术研究的部门。 中心拥有一流的研究队伍、先进的加工

设备和完善的试验、检测条件。
中心现有职工 ２７ 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２３ 名，其中政府津贴获得者 １ 人，全国技术能手 １ 名，国土资源部技术能手 １ 名，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４ 名，高级工程师 ４ 名。
中心多项科研技术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如“不提钻换钻头技术”、“低温电镀金刚石钻头技术”、“复杂地层取心技术”、“泥浆

处理剂及堵漏材料”、“潜孔锤取心跟管钻进技术”等；参加的“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深井硬岩取心钻探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和“中国
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新型钻井技术体系的研究与应用”两个项目分别获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７ 年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个人排名 １４）。

开发的多种产品获国家专利，如潜孔跟管钻进系统（２００６２００３５１６２．Ｘ）、空气潜孔锤取心跟管钻具（２００５１００２１９７９．１）、潜孔锤偏心跟
管钻具（２００３２０１１５２０２．８）、孔底马达驱动的造斜器 （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４７００．０ ）、异形钎头 （ ９３２３９３５２．７ ）、整体迭缩式孔底换钻头工具
（８７２０５２８２）、定位张敛式不提钻换钻头钻具（８５２００５６３）等。

中心主要研究内容和开发的产品有：金刚石钻探技术，包括金刚石钻头、取心钻具、复杂地层钻进工艺及取心技术等；风动潜孔锤钻
进技术，包括风动潜孔锤、潜孔锤钻头、跟管钻具、套管起拔设备及工艺；护壁堵漏技术，包括泥浆材料、堵漏材料及堵漏工艺；定向钻进
技术；钻探仪器仪表；锚索预应力测量技术；钻孔煤层气压力测量技术；科学钻探技术。

中心的系列成果和产品在岩土钻凿工程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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