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评出 ２００９ 年探矿工程十大新闻

　　一、我国陆域冻土带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及钻探
技术研究获突破性进展

继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国土资源部在青海省祁连山南
缘永久冻土带成功钻获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后，
２００９年 ６ 月继续钻探，获得宝贵实物样品，并对样
品进行了室内鉴定，获得一系列原始数据。 １２ 月，
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承担的地质调查

项目“陆地永久冻土天然气水合物钻探技术研究”
通过专家验收评审。 该项目研究开发了经济实用的
陆地冻土天然气水合物钻探取样钻具、辅助器具、泥
浆配方及制冷方法、破碎地层取样技术、施工经验
等；调查发现了我国陆地冻土天然气水合物异常区
域，确定了陆地冻土天然气水合物调查研究和取样
钻探工程目标和地点；成功组织实施了我国陆地永
久冻土天然气水合物科学钻探工程，并首次钻获了
陆地天然气水合物样品。
　　二、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取得阶段性成果
并进入更新更高探索阶段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一号孔以 １２０１畅１５ ｍ
顺利终孔，于 ７月 ２９ 日举行了钻探工程现场验改及
钻孔移交仪式。 该孔取心总进尺 １３６８畅２９ ｍ（包括
侧钻取心），取心回次 １０４２ 次，岩心采取率 ９４畅３％，
岩心原状性好，平均机械钻速 １畅０７ ｍ／ｈ，平均回次
长度 １畅３１ ｍ，终孔顶角 １３．５°、方位角 １６８°。 该孔钻
探工程施工完成了合同要求，符合枟岩心钻探规程枠
六大质量指标要求，达到了地学和工程目的，为优质
孔。 该孔验收后即移交给汶川地震科学钻探工程中
心地学实验研究部作为科学实验和长期监测站。

１２月 １５ 日，位于四川省绵竹市九龙镇以西 ５
ｋｍ外猫儿坪山谷深处的三号孔正式开钻。 三号孔
的开钻，既是对前一个阶段工作所取得的成果的检
验，又标志着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项目研究进
入了更新更高的探索阶段。
　　三、我国探月地学研究取得可喜进展，提出我国
月球表面微型钻机设计方案

为交流国际探月及行星科学研究最新成果信

息，推动我国探月地学研究的深入开展，６月 １６ ～１８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在京主办“探月与地学科学国
际研讨会”。 围绕国际探月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及

中国月球与行星科学研究动态，中外科学家进行了
广泛的交流研讨。 科学家的学术报告主要涉及行星
探测与行星科学、月球遥感与月球地质、月球地球化
学与月岩样品研究、月球地球物理、当前月球探测动
态、未来月球与行星探测计划等多方面内容。

２００８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正式启动了“月球地
质遥测信息综合分析研究”项目，重点开展月球地
质及形成演化、月球深部结构、月球遥感及地形地
貌、月岩测年、火星实验场、行星天体化学、微型钻机
等研究工作。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并已取得了阶段
性研究成果。 其中提出了我国月球表面微型钻机的
设计方案，包括月球取样钻机钻进能力与动力源、月
表钻进方法、取样钻具、月表钻进方法及取样钻具的
地表试验等内容。
四、国产机具金刚石绳索取心钻探全国孔深纪

录再被打破

山东省地矿局第三地质勘查院继在山东济宁铁

矿施工完成一孔深达 ２１００畅１８ ｍ 的勘探钻孔，首次
突破 ２１００ ｍ 大关后，又在临沂苍南矿区创造了
２１８８畅２８ ｍ的国产机具金刚石绳索取心钻探全国最
深纪录（ＮＱ口径）。

２００９年的最后一天，采用国产全液压钻机及
ＨＱ口径绳索取心钻具施工的山东省乳山市金青顶
金矿区 ＺＫ４３ －１钻孔深度达到了 １４６１畅９０ ｍ。 这一
深度刷新了岩心钻探行业公认的由山东省地矿局第

三地质大队保持的国产 ＨＱ口径岩心钻探全国最深
纪录（１４５０畅８８ｍ，２００７ 年）。 此外，钻孔还下入了
１４６１畅９０ ｍ 的技术套管 （规格为 饱９１ ｍｍ ×４畅５
ｍｍ），该规格套管的下入深度无疑成为另一项全国
纪录，即岩心钻探套管应用深度纪录。
五、我国第三次获国际大陆科钻计划支持———

ＩＣＤＰ总部批准白垩纪松辽盆地科学钻探项目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王成善等人联合美

国、奥地利等国科学家申请的“白垩纪松辽盆地大
陆科学钻探项目”获得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
（ＩＣＤＰ）批准。 这是我国继东海和青海湖大陆科学
钻探之后，第三个获得国际大陆科钻计划支持的项
目。 该项目的开展将有助于对地球历史上在陆地上
发生的快速气候变化过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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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快速气候变化成因、过程及其对环境、生物的影
响等综合研究，为未来全球气候变化趋势判断提供
依据。
此次申报的国际大陆钻探项目有 ２０ 项，“白垩

纪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项目———连续高分辨率陆
相沉积记录与温室气候变化”项目经国际大陆科学
钻探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董事会审批，
成为最终获批的 ３个项目之一。

此前，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成善教授担任
首席科学家的“９７３ 计划项目”，已经于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在松辽盆地完成了松科一井（ＳＫ －１）科学
钻孔， 并获得 ２４８５畅８９ ｍ 的岩心， 取心率达
９６畅４６％，取心层位包括中—上白垩统。

六、２００９北京钻探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
五届全国探矿工程学术交流年会 １０月 ２２ ～２６ 日在
北京隆重召开

会议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中国地质学会主办，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
业委员会、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程技术学院、中
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超深钻探技术国家专业实
验室共同承办。 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 １００ 多个
单位共计 ３０９人。 涉及地矿、冶金、有色、核工业、煤
炭、建材、武警等系统的直属队伍和属地化的单位。
会议的规模之大在近年来是空前的，它充分显示了
探矿工程及岩土钻掘工程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

展前景。 本次会议的特点：一是涉及大型成套工程
技术（含设备与工艺）研究的最新进展；二是紧密结
合生产实际并能反映生产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三是
新能源的钻井技术；四是传统领域的钻探技术进步
同样显著；五是新型领域进展很大。

七、全国深部钻探技术培训交流会 １１ 月 ９ ～１４
日在山东乳山举行

会议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主办，中国
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承办，来自全国 ２４个省
（市、区）的地勘、冶金、煤炭、武警黄金等系统的 ７０
多个单位的 １６８ 人参加了培训交流会。 １１ 位专家
学者就地质岩心钻探规程、钻探技术经济学、我国深
孔岩心钻探设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高精度钻进参
数仪、液动潜孔锤钻进技术、复杂地层取心技术、绳
索取心钻探及事故处理技术、深孔硬岩用金刚石钻
头和扩孔器、定向钻探技术、复杂地层钻井液技术等
钻探专业技术问题，对到会的钻探专业技术人员进
行了培训。 培训交流取得了良好效果，对于提高我
国深部矿产资源勘探钻进技术水准有积极意义。

八、枟岩心钻探规程枠修编工作启动
岩心钻探技术涉及地矿、冶金、煤炭、有色、核工

业、化工、建材等各工业部门，是资源勘查最主要、最
直接的技术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钻探
规程是钻探施工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是实现探矿工
程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基础。 编制于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
的我国现行地质岩心钻探规程，已明显不适合现代
的地质调查和资源勘探工作，因此，中国地质调查局
下达了［２００９］０５ －０１ －０１号工作项目任务书，由中
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承担了枟地质调查技
术标准研制修订与升级 岩心钻探规程枠修编工
作。 钻探规程修编工作由著名钻探技术专家王达教
授主持，赵国隆、萧亚民、陈星庆、汤松然等资深钻探
技术专家参加。
九、探矿工程专业门户网站———探矿工程在线

网建成并开通

７月 １２ 日，由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编
辑部组织建设的探矿工程专业门户网站———“探矿
工程在线”正式开通运行。 探矿工程在线网于年初
建成试运行，其建设目标，除实现枟探矿工程（岩土
钻掘工程）枠杂志投稿、审稿、采编处理的网络化办
公及网刊发布外，还具有强大的搜索引擎功能，可方
便地实现文献检索，快捷获得载文被引数据等。 此
外，还可展示科技成果、交流施工技术及经验、搜索
科技信息、发布供求信息等。 为探矿工程行业的技
术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这个平台具有广泛性、时
效性、互动性。 网站的开通，得到了业界内广大同行
的广泛关注和欢迎，从试运行开始至今不到一年时
间，访问量已达 ５０万人次。

十、我国首个 ＰＶＣ－Ｕ管成井技术地方标准获
批并颁布施行

由河南省地矿局水文二队和地勘一院等单位编

写的河南省地方标准枟ＰＶＣ－Ｕ管成井技术规范枠顺
利通过专家评审，经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于
１１月 ２３日起正式颁布施行。 该标准的制定符合我
国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ＰＶＣ
－Ｕ井管是传统金属井管的更新替代产品，它不仅
可以节约大量的铁矿资源，减少环境污染，而且还可
从根本上解决金属井管的腐蚀结垢和水质污染等问

题，具有质量轻，运输方便，施工强度低，进度快，明
显降低施工费用；使用寿命长达 ５０ 年以上；内壁光
滑，输水量大，流动阻力小，运行能耗小；运行费用
低、基本不需要维修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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