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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某高层建筑深基坑围护的工程实例，介绍了地下连续墙施工技术在深基坑围护工程中的具体应用，阐
述了地下连续墙施工的工艺流程和技术要点，提出了施工的注意事项和特殊问题的预防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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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地下连续墙施工技术从国外引进后，最早应用

于水库大坝的防渗，后来在高层建筑的深基坑工程
中也得到应用。 目前，地下连续墙作为深基坑围护
结构的设计和施工技术已很成熟，在越来越多的建
筑工程中将支护结构和主体结构相结合设计，即在
施工阶段采用地下连续墙作为支护结构，在正常使
用阶段又将地下连续墙作为结构外墙使用，承受永
久的水平和竖向荷载。 在地下水比较活跃的情况
下，也有的将地下连续墙主要作为防渗墙使用，以便
于基坑降水，并配合锚杆、土钉墙等手段对深基坑进
行围护。
在深基坑和超深基坑中，当其他围护手段难以

满足设计要求时，采用地下连续墙作为支护结构就
是很经济、安全的选择。 另外，当空间狭小、地下室
外墙与红线距离较近时，或者对基坑的防水和变形
要求较高时，地下连续墙就显现出其优越性。

1　工程概况
山西省太原市某高层建筑，拟建地下室 ３层，基

坑开挖深度为 １５．０ ｍ。 由于地下水丰富，且水位在

－５．０ ｍ，埋深较浅，降水难度较大，设计采用地下连
续墙进行基坑围护，以利于基坑降水。 地层情况如
下：

①粉土、粉质粘土，埋深 ０ ～２０ ｍ；
②中细砂、中粗砂，埋深 ２０ ～３７ ｍ，为透水层；
③粉质粘土，埋深 ３７ ｍ及以下，为相对隔水层。
地下连续墙设计深度为 ４０ ｍ，即进入③粉质粘

土层不小于 ２．０ ｍ，设计墙体厚度 ６００ ｍｍ，为塑性
混凝土墙，墙体强度 R２８≥４ ＭＰａ，初始切线模量 E０

＝７５０ ～１５００ ＭＰａ，渗透系数 K＜１ ×１０ －６ ｃｍ／ｓ，允许
渗透比降 J＞６０。

2　地下连续墙施工
根据本工程的特点和地层情况，采用了“两钻

一抓”法施工，即先用钻机钻取每个槽段两端的先
导孔，然后用液压抓斗抓取槽段中间部位。 槽段划
分为一、二期，按两序施工，先施工一期槽，后施工二
期槽。 根据设备性能和地层条件，单元槽段长度确
定为 ７．２ ｍ。 一、二期槽段的连接采用接头管法，一
期槽段成槽后、浇筑混凝土前，在槽段两端的先导孔
位置下入接头管，浇筑的混凝土达到初凝强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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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接头管逐步拔出，此孔即作为二期槽段的端孔。
二期槽段浇筑后，两个槽段即紧密相连。

根据总工期要求，共投入液压抓斗 ３部，配回转
钻机 ６台。
施工工艺流程见图 １，单元槽划分见图 ２。

图 １　地下连续墙施工工艺流程图

图 ２　单元槽段划分示意图

2．1　导墙及施工平台的构筑
地下连续墙成槽施工前要构筑导墙，导墙质量

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下连续墙的轴线和标高控制。
导墙主要有以下作用：

（１）作为测量基准，为成槽设备作导向；
（２）保护槽口土体，防止槽口坍塌；
（３）作为施工荷载的支撑平台，承受钻机、拔管

机等施工机械的压力。
导墙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要准确控制其

顶面高程、导墙垂直度、槽口宽度等。 导墙的强度要
经过计算，主要考虑拔管机的最大起拔力。
根据地表土层的条件，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导

墙采用“┓┏”形结构（见图 ３）。 导墙采用 Ｃ２０ 混
凝土浇筑，双向配筋饱１６＠２００。 导墙顶板厚度 ３００
ｍｍ，立墙厚度 ４００ ｍｍ，高度 １．２ ｍ。
钻机和液压抓斗的工作位置铺垫 ２００ ｍｍ 厚的

碎石垫层。
导墙及施工平台的构筑流程为：平整场地→测

量定位→挖槽→绑扎钢筋→支模板→浇筑混凝土→
拆模、设置横向支撑→铺设钻机和抓斗工作平台。
2．2　泥浆制备

在地下连续墙成槽施工中，泥浆的作用是支撑
孔壁，悬浮、携带钻渣和冷却钻具，其中最主要的作
用是保持槽孔的孔壁稳定。 由于地层中砂层较厚，
稳定性较差，槽孔施工中可能会出现塌孔、漏浆、涌
砂等现象，为保证顺利施工，采用优质膨润土泥浆，
并按照枟钻井液用膨润土枠（ＳＹ ５０６０ －８５）标准执行。
2．2．1　泥浆系统的设置

泥浆制备系统设在拟开挖基坑的中央，包括制
浆机、泥浆泵、砂浆泵、除砂器等设备。泥浆池包括

图 ３　导墙及施工平台断面图

２个储浆池、１个净化处理池和 １ 个废浆池，其中储
浆池和净化处理池的容积为一个单元槽段容量的 ２
倍，约 ３５０ ｍ３ （见图 ４）。
膨润土泥浆的调制采用卧式搅拌机，新浆经水

化溶胀 ２４ ｈ后方可使用。 储浆池泥浆经常搅动，以
保持泥浆性能的稳定。 制备好的泥浆用泥浆泵经管 图 ４　泥浆循环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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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输送至各施工槽段。 使用后的浆液排至回收处理
池，经过除渣、添加原料及化学处理剂，达到要求标
准后重复使用。 处理后的废渣运送到指定地点。 泥
浆性能调整流程如图 ５所示。

图 ５　泥浆性能调整流程图

施工现场设泥浆试验室，配备粘度仪、密度秤、
含砂量仪、失水量仪、天平等试验仪器，由泥浆试验
员专门负责泥浆的配制以及回收泥浆的性能指标调

配工作。
泥浆试验室对原材料及新、旧泥浆的控制内容

主要包括：
（１）原材料的检测；
（２）泥浆配比的试验确定；
（３）新制泥浆性能指标的测定；
（４）储浆池泥浆性能指标的测定；
（５）施工槽段泥浆性能指标的监控；
（６）回收泥浆性能指标的调整。

2．2．2　特殊地层泥浆性能指标的控制
在不同的地层钻进（或抓斗施工）时，对泥浆性

能指标的控制应有所侧重，应抓住每个阶段的主要
矛盾。 根据已有的地质资料，在不同的地层采用了
不同的泥浆性能指标。

（１）在表层粉质粘土／粘质粉土层中施工时，发
生槽口坍塌或浅层坍塌的可能性较大。 此时，着重
控制泥浆的粘度和失水量。 这是因为：①由于此时
孔深较浅，若靠提高泥浆的密度来提高液柱压力，从
而达到平衡地层压力、防止坍塌的目的，其作用并不
明显；②如果泥浆向粉质粘土／粘质粉土层中失水过
多，会导致地层饱和、液化，再加上施工机具的震动，
很容易诱发坍塌。

（２）在中粗砂和中细砂层中施工时，发生涌水、
涌砂、坍塌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必须保持泥浆具有合
适的粘度和较高的密度，以形成致密的泥皮，并保持
较高的液柱压力。

对于泥浆性能指标的控制，我们重点划分了两
个阶段（即上部土层和下部砂层），对泥浆的主要指
标进行分别控制。

不同施工地层泥浆性能指标的控制参数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施工地层泥浆性能指标控制参数表

施工地层
粘度
／ｓ

密度／（㎏
· Ｌ －１ ）

失水量／〔ｍＬ
· （３０ ｍｉｎ） －１〕

ｐＨ 值 含砂
量／％

上
部
土
层

新浆标准 ２０ ～２５ 揶１ H．０４ ～１．０５ ≤１０  ７ ～９ 吵≤３ 鞍
使用标准 ≤２５ 抖≤１ 腚．１５ ≤２０  ８ ～１３ 乔≤４ 鞍
废弃标准 ＞４５ 抖＞１ 腚．２５ ＞３０  ＞１４ 吵＞８ 鞍

下
部
砂
层

新浆标准 ２５ ～３０ 揶１ H．０５ ～１．１０ ≤１０  ７ ～９ 吵≤４ 鞍
使用标准 ≤３５ 抖≤１ 腚．２５ ≤２０  ８ ～１３ 乔≤７ 鞍
废弃标准 ＞５０ 抖＞１ 腚．３５ ＞３０  ＞１４ 吵＞１２ 哪

2．2．3　泥浆使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１）施工平台清理废浆、冲洗倒浆平台或泥浆

沟时，都要尽量少加清水，否则产生的废浆过多、过
稀，导致泥浆处理费用过高或者根本无法处理使用，
会大大增加泥浆成本；

（２）经过净化处理的浆液，在重新投入使用前，
一定要严格控制其各项性能指标，要严格按照技术
要求调整泥浆的性能指标参数，防止不合格泥浆投
入使用，造成严重后果；

（３）利用废浆沉淀后的稀浆液拌制泥浆，可以
节约一定的制浆成本，但必须随时测定其含砂量，防
止由此导致新制泥浆含砂量超标。
2．3　槽段施工

先用钻机钻进每个槽段两端的先导孔。 开孔钻
进时，向孔内填入一定量的红粘土，以挤密孔口和导
墙下端，防止坍塌。 同时，及时向槽孔内添加泥浆，
以保持槽孔内泥浆液面高度。 如此反复，直至钻孔
达到设计深度。
槽段两端的先导孔终孔后，用液压抓斗抓取槽

段中间部位。 此时泥浆的补充一定要及时，以保持
槽孔内泥浆液面高度，平衡地层压力，防止槽孔坍
塌。 在中细砂、中粗砂等易坍塌地层，液压抓斗在提
取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合理的提升速度，防止因提升
速度过高对槽孔产生负压，从而诱发槽孔坍塌。
成槽施工是整个地下连续墙工程最关键的工序

之一，要在确保槽孔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加快施
工进度，就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１）槽孔开孔前，钻机就位要准确，钻机固定要
牢靠；

（２）钻机开孔时，钻头中心与主孔中心要对正，
偏差值要在设计允许范围内。 参照枟水利水电工程
混凝土防渗墙施工技术规范枠 （ＳＬ １７４ －９６）要求，
孔位允许偏差≯３ ｃｍ；

（３）开孔时，随着钻孔深度的增加，要及时补充
泥浆；

（４）钻进过程中，必须做好防斜措施，枟水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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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程混凝土防渗墙施工技术规范枠（ＳＬ １７４ －９６）
要求孔斜率≯０．４％，一、二期槽孔接头套接孔的两
次孔位中心在任一深度的偏差值，不得大于设计墙
厚的 １／３，以保证防渗墙的设计墙厚；
用液压抓斗施工时，要密切注意抓斗的工作状

态，以倾斜仪测定抓斗的垂直度，若发现有偏斜趋
向，要及时通过操作纠偏液压推板来调整液压抓斗
的垂直状况，以控制成槽垂直度；

（５）保证钻头直径，磨损后要及时补焊；
（６）随时掌握孔内泥浆性能，孔内泥浆在使用

一段时间后，其性能指标会降低，当不能保证所处地
层所必需的性能指标时，要及时更换部分新浆液，在
易坍塌地层，这一点尤为重要；

（７）在漏失地层施工时，应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比如操作人员要随时观察孔内泥浆液面变化，在孔
口准备一定量的粘土、纤维物质等堵漏材料，供浆系
统要保持正常运转，装载机等设备要处于良好状态。
一旦发现泥浆漏失，应立即将钻头（或抓斗）提出，
向孔内填入粘土、纤维物质等堵漏材料，同时迅速补
充泥浆。
2．4　槽孔深度、地层鉴定

先导孔在孔深达到预计深度前１．０ ｍ时开始取
样，每 ０．２ ～０．３ ｍ取一次，由设计地质工程师和监
理工程师确认，鉴定后按要求终孔。 液压抓斗施工
深度参照两端先导孔深度取样鉴定。 特殊情况下难
以确定终孔地层，或对地层发生怀疑时，采用岩心钻
机取样，加以确定和验证。

终孔地层土样是槽孔嵌入设计地层的主要依

据，必须真实可靠，并按顺序、深度、位置编号，填好
标签，装箱，妥善保管。
2．5　槽段验收

按照枟水利水电工程混凝土防渗墙施工技术规
范枠（ＳＬ １７４ －９６）要求，槽孔孔壁应平整垂直，不应
有梅花孔、小墙等。 在整个槽段达到设计深度后，要
用抓斗对整个槽壁进行清除，以保证整个槽段周正、
平顺。
终孔验收主要采用悬吊法进行测量，测量的基

本项目包括：槽形、垂直度、深度、槽段宽度、嵌入设
计地层深度等。
2．6　清孔换浆

终孔验收合格后，进行清孔工作。 采用泵吸反
循环法进行清孔换浆，抽取孔底的淤积，同时从孔口
不断注入新制泥浆，直至孔底淤积、含砂量及泥浆密
度都符合要求为止。

按照枟水利水电工程混凝土防渗墙施工技术规
范枠（ＳＬ １７４ －９６）要求，清孔换浆结束后 １ ｈ，应达
到下列清孔标准：

（１）孔底淤积厚度≯１０ ｃｍ；
（２）当使用粘土泥浆时，孔内泥浆的密度≯

１畅３０ ｇ／ｃｍ３，粘度≯３０ ｓ，含砂量≯１０％；当使用膨润
土泥浆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确定。
在实际施工时，我们执行的标准为：密度≯１．２０

ｇ／ｃｍ３ ，粘度≯４０ ｓ，含砂量≯５％。
清孔换浆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
二期槽孔清孔换浆结束前，还要清除接头孔混

凝土孔壁上的泥皮，用钢丝刷子钻头进行分段刷洗。
刷洗的合格标准是：刷子钻头上基本不带泥屑，孔底
淤积不再增加。
清孔合格后 ４ ｈ内开浇混凝土。

2．7　槽段混凝土浇筑
2．7．1　准备工作

地下连续墙浇筑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检
修好混凝土运输车辆、浇筑设备、接头管等，保证设
备状况良好，检查导管的连接密封质量，计算浇筑方
量，确定混凝土供应强度，绘制槽孔的纵剖面图等。
2．7．2　导管布置

混凝土浇筑采用水下导管法，导管内径 ２００
ｍｍ。 导管距孔端一期槽不大于 １．５ ｍ，二期槽不大
于 １．０ ｍ，两根导管的间距最大不超过 ３．５ ｍ。 导管
中心与地下连续墙中心线相吻合。 导管底口距孔底
的距离控制在 １５ ～２５ ｃｍ 之间，当孔底高差大于 ２５
ｃｍ时，将导管中心放置在该导管控制范围内的最低
处。 用吊车依次将连接后的导管吊入槽段的规定位
置，然后设置混凝土机架。
根据槽段长度，采用 ３ 套导管浇筑。 在每套导

管的顶部和底节管以上，设置数节长度为 ０．３ ～１．０
ｍ的短管。
2．7．3　混凝土浇筑

混凝土的初始坍落度控制在 １８ ～２２ ｃｍ，并且
保持 １５ ｃｍ 以上的时间≮１．５ ｈ，初凝时间≥６ ｈ，终
凝时间≤２４ ｈ（每个单元槽段应做好混凝土试块，用
以测试混凝土凝结时间及混凝土强度），浇筑前先
于现场测试坍落度，满足要求后方可浇筑。
开浇前，每套导管内均置入可浮起的隔离塞球。

开浇时，先注入水泥砂浆，随即浇入足够的混凝土，
挤出塞球并埋住导管底端。
浇筑要连续进行，最长中断时间≯４０ ｍｉｎ。
混凝土终浇顶面高于设计高程 ５０ 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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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筑过程需遵守下列规定：
（１）导管埋入混凝土的深度≮１ ｍ，不大于 ６ ｍ；
（２）槽孔内的混凝土上升速度要大于 ２ ｍ／ｈ；
（３）混凝土面应均匀上升，各处高差应控制在

０．５ ｍ以内；
（４）至少每隔 ３０ ｍｉｎ测量一次槽孔内混凝土面

深度，至少每隔 ２ ｈ测量一次导管内混凝土面深度，
并及时填绘混凝土浇筑指示图，以便核对浇筑方量；

（５）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混凝土严禁浇入槽孔
内；

（６）防止入管的混凝土将空气压入导管内。
2．8　槽段连接

槽段连接采取接头管法。 一期槽段开挖完成、
清孔换浆结束后、混凝土浇筑前，在一期槽两端孔位
置下设外径为 ６００ ｍｍ的钢制接头管。 此时两端的
接头管就相当于模板，把将要浇筑的混凝土与尚未
开挖的二期槽段的土体隔离开。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
中，根据混凝土的初凝时间以及混凝土面的上升速
度和上升高度，间断性地起拔接头管。 混凝土浇筑
后，接头管部位就形成了二期槽段的端孔，待二期槽
段成槽浇筑后即可将一、二期槽段连接成墙。
采用接头管法连接两期槽段，与钻凿法相比，可

以缩短施工时间，也节省了地下连续墙接头部分的
混凝土用量。

接头管分节制作，插销连接，采用液压拔管机起
拔。
2．8．1　接头管下设

按槽孔深度配置接头管。 下设前检查接头管底
阀是否正常，底管淤积泥砂是否清除，接头管接头的
卡块、盖板是否齐全，锁块活动是否自如等。

采用２５ ｔ吊车起吊接头管，对准端孔中心，逐节
连接，垂直徐徐放入端孔内。 连接前要将接头结合
面清洗干净，并涂抹润滑油或脱模剂。
接头管下设前一定要对接头孔进行严格检测，

保证接头孔的垂直度。 下放过程中不能强拉硬放，
防止破坏孔壁。
2．8．2　接头管拔出

采用 ４５０ ｔ液压拔管机拔管，用 ２５ ｔ吊车配合。
拔管法施工的关键是要准确掌握起拔时间。 起

拔时间过早，混凝土尚未达到一定强度，很容易出现
接头孔缩孔或垮塌现象；起拔时间过晚，接头管表面
与混凝土粘结使摩阻力增大，增加了起拔难度，甚至
接头管被铸死拔不出来，造成事故。 为了取得混凝
土初、终凝时间及拔管的参数，事前需要进行混凝土

拔管的模拟试验，取得拔管时间的合理参数。
在混凝土尚未完全硬化之前（一般 １ ～２ ｈ），先

试探性地将接头管拔起 １００ ｍｍ 左右，或将接头管
转动几圈，目的是为了防止接头管被混凝土固死。
当混凝土达到初凝后，要每隔 ３０ ｍｉｎ将接头管拔起
０．５ ～１．０ ｍ，并根据起拔时的阻力大小逐渐加快起
拔速度和起拔高度，直至将整个接头管拔出。
接头管拔出后，所形成的半圆形槽壁上会有沉

渣和泥皮，在二期槽段清底时，要用钢丝刷子钻头对
半圆形槽壁进行清除。

3　墙体质量检验
（１）地下连续墙成墙后，将全套施工资料报监

理工程师审核并由监理工程师根据施工资料指定检

查的位置、数量和方法。 检查方法包括钻孔取心试
验、钻孔压（注）水试验、心样室内物理力学性能试
验。

（２）墙体检查在成墙 ２８天后进行。
（３）沿轴线平均每 ５０ ｍ布置一个检查孔，每孔

均做压（注）水试验。 钻孔取心为每一孔取三组心
样进行。 室内物理力学性能试验，试验项目为 ９０％
的样品做抗压、抗折强度试验， １０％的样品做渗透
系数、允许渗透比降和初始切线模量试验。 具体测
试分配由监理工程师指示。

（４）合格标准：混凝土物理力学强度指标和抗
渗标准应达到设计值，合格率达 ９０％以上，不合格
部分的物理力学指标必须超过设计值的 ７０％以上，
且不得集中在相邻槽孔中；压（注）水检查的标准为
渗透系数 Ｋ＜１ ×１０ －６ ｃｍ／ｓ。

（５）检查孔按机械压浆封孔法进行封孔。

4　施工中的特殊问题处理
4．1　槽孔稳定

槽孔的稳定是保证顺利施工的必备前提。 造成
坍塌的原因，从施工角度来说主要有 ２个方面：一是
发生漏浆时处理不及时，使槽孔失去浆液支撑，导致
孔内坍塌；二是泥浆性能指标不合理，尤其是失水量
过大，久而久之造成地层饱和，由于上部地层受到钻
机强烈而频繁的冲击振动，导致槽口坍塌。
开孔前，应往导向槽内填入部分红粘土，以挤密

导墙底部的土层。 当钻进至易坍塌地层前，要在孔
口附近备足堵漏材料，如红粘土、膨润土、纤维材料
等，装袋或团成球状备用。 一旦发现漏浆，要立即提
出钻具（或抓斗），迅速向孔内投掷堵漏材料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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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浆。 施工过程中要注意保持槽孔内泥浆液面的高
度，当泥浆液面较低时应及时补充新浆，严禁往槽孔
内加清水。 钻机施工平台应做得牢固，并把钻机固
定牢靠以降低振动，同时还需要严格控制泥浆的性
能指标。
在使用液压抓斗施工易坍塌地层时，一定要控

制抓斗的提升速度，以防止过快提升对槽孔形成负
压而诱发坍塌事故的发生。
4．2　成槽精度

钻机就位一定要准确，钻头中心与孔位中心要
对正，孔位允许偏差≯３ ｃｍ。 要保证开孔的垂直度。
钻进过程中要随时测量孔斜，发现偏斜及时纠斜，并
找出孔斜原因以防再次偏斜。
4．3　贴孔

一期槽段浇筑完成后，若闲置时间过久，接头孔
就容易发生贴孔事故。 就是在接头孔的孔壁上形成
坚硬的堆积层，难以消除。 若清除不彻底，将直接影
响槽段之间的紧密连接。
造成贴孔的主要原因，一是槽内泥浆性能较差，

失水量大，在孔壁上形成的泥皮较厚；二是因为端孔
长期闲置，同时还有大量钻渣附着在孔壁上。

针对这种情况，在施工中，若槽段端孔已经终
孔，而其他部位因种种原因迟迟不能终孔时，也要不

定期地用钻头沿端孔上下提拉，并保持孔内泥浆具
有较好的性能指标。
一旦发现贴孔现象，可在钻具侧面横向、纵向焊

上一些旧钢丝绳头，做成钢丝刷子，贴紧端孔孔壁上
下提拉，以清除附着在孔壁上的泥皮和钻渣。

5　结语
在这种开挖深度较大，且地下水丰富的高层建

筑深基坑工程中，地下连续墙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
体现，既保证了施工安全，缩短了工期，节约了成本，
还较好地保证了工程质量，为后续工序的施工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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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深部探测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
　　中国国土资源报消息　作为我国入地计划的先锋，国土
资源部组织实施的地壳探测工程培育性计划———枟深部探测
技术与实验研究枠专项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

自 ２００９年开始实施的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
目前已经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１）在东北首次探测到松辽盆地岩石圈结构，特别是大
庆中生代盆地之下的弱反射上地壳，推测是古生代海相层
系；在通常透明的岩石圈地幔内获得清晰的深达 １００ ｋｍ 的
地震发射；在青藏高原羌塘盆地首次获得下地壳、莫霍面地
震反射与上地壳推覆构造深部信息。 这些发现为油气资源
勘探部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科学依据。

（２）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首次实验了大型矿集区立体探
测，初步实现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ｍ深度的透明化，揭示了成矿带和
大型矿集区赋存、分布状态，为开辟深部第二找矿空间提供
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实现了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矿集
区立体探测。

（３）提出我国铬铁矿突破的新方向，西藏罗布莎科学钻
探中在铬铁矿内发现原位金刚石等深部地幔矿物群，指示了
铬铁矿超深成因和特殊就位机理，与北极乌拉尔超大型铬铁
矿类型相当，预示了沿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可能发现超大型铬
铁矿的前景；另在隐伏金属矿上方发现纳米级金属微粒，为

深穿透地球化学提供了直接证据，特别是对根据地球化学异
常发现深部原生矿床的原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手段。

专家认为，专项的实施大大加快了我国深部探测的进
程，２００９年专项完成 １９６０ ｋｍ长的深地震发射剖面探测。 在
大地电磁测量、地球化学勘查、地球动力学模拟等方面相关
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专项的发现和进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
义，集中体现了为缓解我国能源资源的巨大压力提供科技支
撑的责任和使命。

据称，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共设置 ９ 个专项，分别
是：大陆电磁参数标准网实验研究、深部探测技术实验与集
成、深部矿产资源立体探测及实验研究、地壳全元素探测技
术与实验示范、大陆科学钻探选址与钻探实验、地应力测量
与监测技术实验研究、岩石圈三维结构与动力学数值模拟、
深部探测综合集成与数据管理、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
与实验。 专项下设 ４９ 个课题，由国土资源部、教育部、中国
科学院、中国地震局等部门 １１ 个单位负责。 通过定向委托
和公开竞争方式，专项在 ２００９ 年分批启动 ４２ 个课题，由国
内相关部门 ２２ 个科研机构、１６ 所高校、８ 省市（区）地质队
伍、８个企业共 ５０余个单位承担。 研究人员 ７２３ 人，工程施
工人员 ２６００人，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地球科学探
测研究团队。

９４　２０１０年第 ３７卷第 ７期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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