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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ＷＦＳＤ）项目概况和其中科学钻探与科学测井课题的进展情况，分析了汶
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的特点，对ＷＦＳＤ －１、ＷＦＳＤ －２和ＷＦＳＤ －３ －Ｐ孔的组织管理方式进行了总结，借鉴中国
大陆科学钻探工程（ＣＣＳＤ）项目的组织管理经验，探讨提出了对探索性强、地层复杂、设计变更频繁的科学钻探组
织管理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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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立项背景

２００８年 ５月 １２ 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余震还在继续期间，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２ 日，“汶川地震
断裂带科学钻探”的申请书作为“国家汶川地震专
家委员会”的建议递交给国务院，立即获得温家宝
总理和李克强、回良玉副总理的同意批复。 ８ ～９ 月
科技部组织专家进行项目的可行性、选址和设计论
证，１０月由国土资源部牵头，联合中国地震局共同
组织实施的国家专项“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
（ＷＦＳＤ）”项目正式启动，并成立由中国地质调查局
领导的“汶川地震科学钻探工程中心”，国土资源
部、中国地震局、中国科学院及教育部等所属单位的
１００余名专家，构筑了一座搭载地质学、地震学、地
震物理、流变学和岩石物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新的

科技平台。
1．2　项目基本情况
1．2．1　项目的科学目标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ＷＦＳＤ）”是科技部
专项，按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管理，由国土资源部负
责、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震局共同组织实施。 项目
实施时间为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年。 其主要任务是在汶川
大地震和复发微地震的源区———龙门山“北川－映
秀”断裂及龙门山前缘安县－灌县断裂傍侧先后实
施 ５口科学群钻（５００ ～３０００ ｍ）。 通过对岩心、岩
屑和流体样品进行多学科观测、测试和研究，揭示汶
川地震断裂带的深部物质组成、结构、构造属性；恢
复地震过程中的岩石物理和化学行为、能量状态与
破裂过程，检验和深化地震断裂发震机理。 完钻后，
将在钻孔内安放地震探测仪器，建立中国第二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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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长期地震观测站。 为未来地震的监测、预报或预
警提供基本数据。
1．2．2　项目组织管理

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由汶川地震科学钻探

工程中心（以下简称“科钻工程中心”）承担，科钻工
程中心设在中国地质调查局，主任王学龙，副主任兼
首席科学家许志琴，副主任胡时友，总工程师张伟，
总地质师李海兵。 科钻工程中心下设地学实验研究
部（负责钻孔选址、地学研究和长期观测）、钻井工
程部（负责钻探、测井、录井等钻井工程）和行政办
公室（负责行政事务和综合服务）。
项目的管理总体上是按照科技部和财政部共同

制定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ＷＦＳＤ项目共设 １７ 个课题，主要由中国地质调
查局和中国地震局下属的研究单位承担，其中的第
二个课题“科学钻探与科学测井”由中国地质科学
院探矿工艺研究所承担。 所有课题的经费和进度管
理皆由课题承担单位负责，地学实验研究部和钻井
工程部根据实现项目总目标的要求开展课题之间的

协调。

2　钻探与测井课题进展情况
“科学钻探与科学测井”课题任务目标：开展汶

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的道路、井场、实验室、
岩心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 ５ 口科学群钻的取心
钻探、测井和录井施工，为地震研究提供岩心和测井
资料，为在地层深部进行科学实验和长期监测提供
通道条件。

ＷＦＳＤ －１孔于 ２００８年 １１ 月 ６ 日正式开孔，于
２００９年 ７ 月 １２日钻达终孔孔深 １２０１畅１５ ｍ，７ 月 ２９
日进行了钻孔现场验收和移交，１０月 １６日对ＷＦＳＤ
－１孔钻探与测井施工进行了验收，为优质钻孔，完
成了 ６次测井数据采集工作，取得了 １３ 种测井参
数，进行了ＶＳＰ测量。 ＷＦＳＤ －２孔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５
日举行开钻仪式，钻探施工因受泥石流和灾后重建
的影响，截至１１月２８日孔深５２７畅３９ ｍ，开展了工程
录井。 ＷＦＳＤ －３ －Ｐ孔为课题内容调整后新增加的
钻孔，原设计孔深４００ ｍ，于２００９年 ９月１４日开钻。
由于钻达 ４００ ｍ没有穿过主断层，后增加到 ５５０ ｍ。
到 １１月 ２８日钻达 ５００畅６４ ｍ，上部已经完成测井和
下套管、固井工作，目前正在扫孔。 ＷＦＳＤ －３ 孔正
在进行生活和办公用临时设施建设，进行井场基础
建设，计划 １２月上旬开钻。

3　钻探与测井工程的组织实施
钻探与测井课题的顺利实施将关系到整个项目

的总体进度和众多科学目标的实现，该课题的经费
占整个项目经费的 ５１畅２１％，因此，钻探与测井工程
的组织管理十分重要。
3．1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的特点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与常规的地质矿产岩

心钻探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
（１）地质条件复杂：龙门山断裂带是印度板块

对欧亚板块长期挤压和多次地震的产物，地层极其
破碎，这次又是要钻穿“５· １２”汶川特大地震的主
断裂带，ＷＦＳＤ －１、ＷＦＳＤ －３Ｐ 孔都遇到了钻孔涌
水、地层破碎、垮塌以及高地应力导致的断层泥孔段
缩径、抱钻等难题。

（２）取心质量要求高：要求岩心采取率达到
８５％以上，并要求岩心原状性好，能够较好地反映地
层的结构，无污染、无串层。

（３）钻孔的口径和深度大：５ 口井中有 １２００、
２０００和 ３０００ ｍ深大直径钻孔（终孔取心钻进直径
达 １５０ ｍｍ）各一口，目前国内还没有现成的岩心钻
机和钻具，也没有相应的定额标准。

（４）不确定因素多：ＷＦＳＤ项目是我国大陆首次
实施的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科学研究和测试
内容多，钻探工程是手段，科学研究是目的，具有很
强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要根据地学研究的需要不
断调整钻探施工方案。 这种钻探项目与石油钻井、
水文水井钻井也有很大的区别，没有现成的施工经
验和组织管理模式可以借鉴。
3．2　钻探与测井工程施工组织与现场管理的基本
思路

“科学钻探与科学测井”课题的主要工作量是
钻探和测井，属于有特殊要求的施工类项目。 对于
单纯的工程施工类项目，国家提倡在具备相应资质
的前提下，以定额为基础，采用清单报价、公开招标
的方式选择施工单位，在建筑施工行业已经广泛采
用。 建筑施工的承包方式主要有工程总包、工程分
包和劳务承包几种方式，劳务企业也是具有资质的。
钻探施工市场上通行的承包方式是全承包（包工包
料包机械）方式，即由承包单位负责钻探施工所有
的人工、材料和机械，负责施工的内部组织管理和成
本控制，承担安全、质量、工期的全部责任；专门的监
理单位负责质量、进度和投资控制；业主负责协调工
作。 另外一种方式为劳务承包，即劳务企业从总包
方中或业主中单独承担劳务工作，材料和机械由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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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方或业主出资购买或提供，也称清包或清包工。
当然也还有由劳务承包方承担部分机械、部分材料
的一些中间的承包方式。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ＣＣＳＤ）一号井当时也

是采用的招标方式选择施工队伍，但其承包方式是
由施工单位带钻机、钻塔、泥浆固控设备等地面设备
和钻探施工管理与工人队伍，大陆科钻工程中心负
责钻具、泥浆材料、供电等消耗材料，负责技术、质
量、进度管理和施工决策，施工单位按照大陆科钻工
程中心的决策组织钻探施工，大陆科钻工程中心按
照日费制方式向施工单支付费用（费用的主体构成
是设备费和劳务费）。 这种承包方式就是介于全承
包和劳务承包之间的一种中间承包方式。 对业主单
位来说，这种承包方式有较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可
以根据科学研究和测试工作的需要随时调整施工方

案，较好地满足科研工作的需要；对于施工单位来
说，费用是按日计费，没有太多的成本压力，甲乙双
方不会为费用问题产生争议，施工方案的变更甲乙
双方容易达成一致，是比较适合探索性强、变更频
繁、不确定因素多的科学钻探的一种承包方式。 这
种方式要求业主单位要有较强的施工组织管理经验

和较高的技术水平，有一支技术过硬、施工经验丰
富、后勤保障有力、决策能力强、人员配置全面合理
的组织管理团队，管理人员多，项目的质量、工期、安
全生产和投资控制的压力主要在业主单位；这种承
包方式的不足是，在发挥施工单位在技术、质量、工
期、成本控制和组织管理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方
面效果不是太好。

通过上述分析，也是为了发挥施工单位的主观
能动性，我们最终选择了采用招标方式选择施工队
伍，采用包工、包料、包机械的全承包的方式，业主单
位选派现场钻井监督进行质量和工期控制的组织管

理模式，为了方便科学测试，对于占用井孔或利用钻
机进行科学试验的，区分不同情况将费用在合同中
单列。
3．3　施工组织与管理的基本做法
3．3．1　通过招标选择施工队伍

ＷＦＳＤ －１孔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选择施工队
伍，共邀请 ４家单位，实际有 ３ 家单位应标，通过专
家综合评审，由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〇三
地质队中标。 ＷＦＳＤ －２ 和ＷＦＳＤ －３ 孔的钻探施工
队伍完全按照招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程序采用公

开招标的方式选择。 具体做法是：委托具有招标代
理资格的代理机构编制招标文件，在中国政府采购

网上发布招标公告；由公证机构、中国地质调查局和
业主单位纪委代表共同监督开标，当场宣布各投标
人的投标报价；专家在具有监控录像设备的评标室
进行评标；评标结果在网上公示。 以此方式，最后分
别确定了由北京市地质工程设计研究院、安徽省地
质矿产勘查局 ３１３ 地质队承担 ＷＦＳＤ －２ 和 ＷＦＳＤ
－３孔的钻探施工。 ＷＦＳＤ －３Ｐ 由于孔浅、总价低，
则采用了议标的方式选择了具有类似施工经验的四

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〇三地质队承担施工。
3．3．2　钻井工程部现场监管人员的责任和权力

我们制定了钻井监督工作细则，详细规定了钻
井监督人员的职责和任务，钻井监督是受甲方指派，
作为甲方驻作业现场的代表，按合同规定和设计要
求监督和协调各承包单位的工作，对钻井和录井作
业的质量、安全、进度和环保进行监督，并协助开展
测井和孔内科学实验等工作。
在钻前和设备安装阶段，钻井监督人员要参与

编制或审查钻井工程设计、熟悉施工合同内容；根据
钻井设计，检查开钻前的准备情况，包括设备、材料、
钻具、井口工具、井下工具和零配件准备情况；参与
钻前验收，包括施工单位人员资历、钻井设备安装质
量、安全设施、器材准备等，凡不符合标准和设计要
求的要限期进行整改。
在钻进期间，钻井监督人员要按照合同、钻井工

程设计及洽商决议督促施工单位在安全、优质、快速
的原则下完成施工作业。 当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时，
在不违反设计原则的基础上，有权与乙方商讨后作
出处理并及时上报钻井工程部。 特种作业、复杂井
段钻进和事故处理必须亲临现场，监督施工单位按
操作规程、设计和洽商决议施工。 对施工单位的人
员、设备、钻具、管材和钻进方法、制定的措施等因素
可能影响到钻井安全、质量、进度时，有权向施工单
位提出整改要求。 督促施工单位做好物资、器材、工
具等的供应，保证生产正常运行，避免停工待料。 填
写监督工作日志和钻井日报，审查钻井班报表、泥浆
班报表和录井日报，每天按时上报钻探与测井日报，
每月及时向钻井工程部提交生产月报，每个井段施
工结束后提交阶段工作总结。 根据合同规定的生产
进度和质量要求提出工程进度拨款意见，参与完井
验收和工程决算工作。 加强与地学研究人员的联
系，协助开展测井和孔内科学实验等工作，协调在施
工期间各参与单位之间的工作和调解纠纷。 完井后
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各种报表、技术资料和井史。
完井后及时向钻井工程部提交监督日志、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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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与本井有关的资料。
3．4　特殊做法
3．4．1　技术洽商机制

为保障汶川科钻工程的顺利实施，充分调动业
主和承包方双方的积极性，发挥双方的优势，加强协
作与配合，克服全承包方式的不利因素，双方共同组
成技术洽商小组：甲方人员由汶川地震科学钻探工
程中心总工程师、钻井工程部主任和副主任、现场钻
井监督等有关人员组成；乙方人员由钻探施工项目
经理、副经理、现场技术负责、机长等有关人员组成。

钻井工程部将根据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

问题，不定期地在施工现场组织召开技术洽商会，对
重大技术变更、复杂地层技术措施、孔内事故处理、
关键井段施工技术方案进行会商。 洽商会上甲乙双
方对钻进施工中的重大技术变更和技术问题进行讨

论，通过平等协商制定出解决方案。 会后乙方对此
方案做施工设计，经甲方认可后乙方组织实施。 每
次洽商会的结果由钻井工程部整理、编写成洽商决
议，该决议由双方参加洽商的负责人签字后生效。
洽商决议在施工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施工单位必
须严格执行。 如果乙方违背决议，甲方派出的现场
监督人员有权令其停工整改。
3．4．2　专家咨询会议制度（技术研讨会）

对于钻进施工中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双方
都不能拿出较为满意的解决方案，或者双方意见无
法统一的情况下，可聘请国内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
研讨、审查和评定。 专家组组成人员由双方共同商
定。 在ＷＦＳＤ －１孔施工期间，我们针对汶川科钻施
工方案、复杂地层取心、断层泥孔段缩径问题共组织
召开了 ３次技术研讨会，邀请中国地质大学、成都理
工大学、勘探技术研究所、探矿工程研究所、国土资
源部高咨中心、中国地质装备总公司、无锡钻探工具
厂等单位的钻探专家来共同商讨，较好地解决了施
工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4　效果评价
从一年多的组织管理情况来看，这种全承包的

管理模式总体上是适合的，较好地调动了施工单位
的积极性。 但也反映出一些不足，主要是施工单位
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在材料、机具的准备上不
主动、不充分，能省则省，能对付就对付，有时造成停
工待料；对材料、机具方面比较看重低价格，不太注
重先进方法技术的应用，对施工效率、质量和钻孔安
全带来负面效果。 其次，当施工方案调整时，或出现
合同中没有规定的单价和工作量时，业主和施工单
位之间容易产生争议，有时还比较尖锐，难以达成一
致，而在地震主破裂带上实施的以科学研究为主要
目标的科学钻探，这种方案的调整和变更有时是不
可不避免的。 第三，一般的钻探施工单位组织实施
这种大口径、深孔、复杂地层取心钻进项目的经验欠
缺，难免造成决策缓慢或决策失误，继而影响施工效
率和质量。 而钻井监督方又不好对乙方的内部管理
干涉过多。 因此，下一步要研究ＷＦＳＤ －４孔的钻探
队伍选择方式、钻探施工的承包和组织管理形式问
题。 要在认真分析 ＣＣＳＤ的甲方直接指挥钻井施工
的日费制和全承包方式优劣的基础上，探寻一种更
佳的方式，既要充分发挥施工单位的积极性，又要确
保业主单位的主动权，以保证整个项目的顺利进行
和科学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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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国家投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３６亿元
　　枟国土资源报枠２００９ －１２ －１６ 消息　从国土资源部地质
环境司了解到，经财政部批准，中央财政 ２００９ 年投入 ３６ 亿
元用于全国 １０７个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比 ２００８ 年增加
１９亿元。

国土资源部有关人士称，中央如此投入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政府越来越
清醒地意识到主要存在于老少边穷地区的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下决心把治理矿山地质环境作为国土
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目标。

尽管项目覆盖了全国 ３１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但有关人士透露，今年国家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
安排上突出重点，体现了集中资金办大事的特点。

从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年，中央财政共投入资金５０亿元，下达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 １４１８个。 这些项目的实施取得了很好
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成效。

据了解，国家今后还将继续增大对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
力度，计划在 ３ 年内实现全国重点矿山地质环境的基本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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