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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回顾了我国“十一五”期间岩心钻探、工程钻探和水文水井钻探等钻探技术装备的发展情况，从技术、
产品和市场等方面展望了钻探技术装备“十二五”期间的发展趋势、特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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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而又势
头强劲，钻探技术装备历经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大
发展。 追根溯源，一方面，得益于矿业市场、水工环
形势、基础建设等国民经济发展基本面的不断需求；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我国机械、
电子、液压、电气、材料等各领域装备技术水平的提
高，尤其是工程机械大环境和基础元器件的快速发
展，带动了钻探技术装备的全面进步。

２０１１年作为“十二五”启动年，为促使钻探技术
装备的持续发展，我们在地质岩心钻探、水文及环境
钻探、工程钻探三方面对“十一五”期间钻探技术设
备的发展进行一些盘点和回顾，在此基础上，从技
术、产品和市场三个方面展望未来 ５ 年钻探技术装
备的发展趋势、特点和方向。

1　“十一五”回顾
1．1　岩心钻探设备

“十一五”期间，全液压钻探设备的新一轮研发
和传统立轴钻机的系列化延伸，推进了地质岩心钻
机及配套设备的现代化、系列化、专业化，实现了我
国地质钻探装备的技术升级和对进口装备的替代，
为拓展资源潜力巨大的“第二找矿空间”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装备保障。

1．1．1　岩心钻机
1．1．1．1　科学钻探专用设备

２１世纪以来，为提高地球认知、资源勘查和灾
害预警水平，我国陆续展开了“中国大陆科学钻
探”、“地壳探测工程”和“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
探”等重大科学研究专项。 由于科学钻探相对矿产
勘查钻探的超前性，所需钻探设备在钻进能力、技术
水平和工艺适应性方面，无疑都应是地质岩心钻探
设备的领跑者和探索者。 科研团队曾尝试选用各种
立轴钻机和石油钻机进行科学钻探，比如中国大陆
科学钻探 ２ 号预先导孔使用 ＸＹ－６ 型岩心钻机，主
孔使用 ＺＪ７０Ｄ型石油钻机；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
探 １号孔使用 ＸＹ－６型钻机，３ 号孔使用 ＸＹ－８ 型
钻机等，但实践证明，现有设备都不能很好地满足科
学钻探的需要，国外也没有合适钻机可用。

２０１０ 年，应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项目
（ＷＦＳＤ）的要求，中国地质装备总公司研制成功了
ＫＺ３０００型科学钻探深部取心钻探设备（图 １），用于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 ２ 号孔、４ 号孔的大直径
连续取心钻探，新研制钻机为一套顶驱／转盘组合式
钻机，顶驱高转速，满足 １５０ ｍｍ口径金刚石取心钻
进 ３０００ ｍ，转盘大扭矩，满足多级井身结构的扩孔
钻进需要。 该型钻机由 Ｋ３１／１３５ 石油钻塔、独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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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站、主机部件、司钻房等模块组成，主机六大执行
系统含高速顶驱、给进系统、转盘、主卷扬、绳索卷扬
均为液压驱动，借助传感器、先进的微机工控系统、
电液比例手柄在司钻房实现远程集中控制，可实现
转盘扩孔和顶驱取心两种钻探工艺，可实现长行程
油缸给进、绞车自动送钻给进两种不同的给进模式。
通过完善的钻进参数采集和显示系统可实时监控钻

进情况并记录钻井数据。 配备振动筛、离心机、除砂
器、砂泵组成的泥浆固控系统，实现泥浆固相含量的
精细控制（图 ２）。 应该说，ＫＺ３０００ 型钻机是在大直
径深部取心钻探设备方面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全新探

索和实践。

图 １　ＫＺ３０００ 型科钻深部取心钻机

图 ２　ＫＺ３０００ 型钻机司钻房

1．1．1．2　全液压岩心钻机
经过多年发展，全液压动力头式岩心钻机已成

为发达国家的主流机型，由于其全液压驱动、高速动

力头、长行程给进、调速调压平稳、旋转式桅杆、装载
多样化等技术特点，具备工艺适用性强、方便斜孔施
工、操作集中方便、整机机动性好的优势，“十一五”
期间在我国得到大力发展。
1．1．1．2．1　地表全液压岩心钻机

长期以来，ＸＹ 系列机械立轴式钻机占据了岩
心钻探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十一五”初期，随着
国务院枟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枠的出台，地质找
矿工作量的剧增，引发了地表全液压岩心钻机的新
一轮研发。
国内钻探设备制造厂家从引进、消化、吸收出

发，逐步系列化研制并推广，短短几年内全液压岩心
钻机替代了部分立轴式钻机和进口设备，成为当前
岩心勘探的主流新机型。 目前已经形成 ３００ ～２０００
ｍ的系列化产品，主要生产厂家有中国地质装备总
公司、北京天和众邦勘探技术有限公司、连云港黄海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地质探矿机械厂等，年产
销量在 ２００８ 年达到高潮，约 ３００ 台，２００９ 略有下
降，主要集中于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ｍ 机型，在地矿、冶金、
煤炭、有色、核工业、武警黄金等行业全面铺开应用。
在消化吸收国外设备优势的基础上，各厂家还

根据国内施工实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个性化创新，
例如：研发配置钻参仪（图 ３），操作者可清晰地判断
孔内状况，减少孔内事故，提高了钻探效率；在不同
的施工环境适配不同类型动力，节省动力费用消耗；
增加钻杆撑地滑架和动力头移摆功能，增加设备运
行中的稳定性，增大提下钻时的操作空间；装载方式
多样化以适用于多变的国内钻探施工环境。

图 ３　ＫＺ３０００ 型钻机上配备的钻参仪
就综合钻探效率而言，桅杆式全液压钻机在

１５００ ｍ 以浅取心钻孔施工中显示出优越的钻探效
率和良好的机动性能。 但随着钻孔加深，尤其在大
于 ２０００ ｍ的深孔取心钻探过程中，提下钻在整个钻
探过程中所占用时间和工作量的比例越来越大，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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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式全液压钻机的综合钻探效率大打折扣，如何扬
长避短，提高全液压钻机深孔提下钻效率，成为业内
专家共同关注的焦点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如中国地质装备总公司与安徽省 ３１３地质队联合研
制的 ＦＹＤ－２２００（ＨＣＤＦ －６）型分体式全液压岩心
钻机将全液压动力头钻机的优点和重载钻塔的提钻

优势相结合，以其独特的工艺优势和效率优势在安
徽省霍邱周集铁矿 ＺＫ１７２５孔施工中创造了 Ｎ口径
２７０６．６８ ｍ的绳索取心钻探孔深全国纪录（图 ４）。

图 ４　ＦＹＤ －２２００ 型钻机在安徽周集铁矿施工现场

1．1．1．2．2　坑道全液压岩心钻机
“十一五”期间，全液压动力头式岩心钻机在煤

矿和其他金属矿坑道取心钻探施工中已经全面推

广，规格齐全，深度 ７５ ～１０００ ｍ、口径 ７５ ～１５３ ｍｍ，
质量稳定、性能可靠。 不同机型既适用于硬质合金
钻进、复合片钻进、金刚石钻进和绳索取心钻进等取
心钻进工艺，也可适用于牙轮钻头钻进、潜孔锤冲击
－回转钻进等不取心钻进工艺；既可用于坑道地质
勘探，也可用于高精度瓦斯抽放、锚固支护孔、旋喷
注浆等施工作业，甚至也可用于井下探放水、探煤层
厚度、煤层注水等各类工程定向钻孔的施工。 坑道
全液压岩心钻机的稳定发展及其与多种钻探工艺技

术的结合是“十一五”期间的突出特点。
1．1．1．3　立轴式岩心钻机

“十一五”期间，由于岩心钻探工作量大幅递
增，施工单位对于传统立轴式岩心钻机熟悉程度和
接受程度较高，千米以深孔立轴式岩心钻机平均每
年新增在 ２０００台左右，因此，适应深孔钻探需求，不
断完善产品规格和工艺适用性是“十一五”期间立

轴式岩心钻机的主要发展特点。
1．1．1．3．1　深孔系列补充

“十一五”初期，ＸＹ 系列机械立轴式岩心钻机
的深孔规格根据市场需要得到补充，在 ＸＹ －４、ＸＹ
－５基础之上衍生了 ＸＹ －６Ｂ、ＸＹ －８、ＸＹ －９ 等深
孔岩心钻机（图 ５），在动力源、传动链、卡盘能力、绞
车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完善和提升，总体结构没有发
生大的变化，仅进行了局部优化，如：卷扬机横置方
便排绳、增设转盘适应井身结构变化，从一定程度上
迎合了 ２０００ ｍ以深取心钻探市场的需要。

图 ５　ＸＹ －８ 型钻机（张探）

1．1．1．3．2　结构形式和装载方式多样化
为满足大角度斜孔取心钻进和搬迁方便的需

要，“十一五”期间，一些生产厂家研制了主机和桅
杆式钻塔一体的“塔机一体式”立轴式岩心钻机，保
留了原钻机结构紧凑的传统特点，配备了液压油缸
起塔和平移机构，保持立轴摆角与桅杆式钻塔的同
步角度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浅孔和 １５°以
上斜孔的取心钻探市场需要。 同时也逐步开发了拖
车式、履带式、车装式立轴钻机，实现了装载方式多
样化（图 ６）。

图 ６　履带装载塔机一体的 ＸＹ －４Ｌ 型钻机
1．1．2　钻杆钻具

“十一五”期间，绳索取心钻探工艺的全面普
及，推动绳索取心钻杆（具）取得了长足发展。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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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杆体和接头的材质、热处理、加工方式以及结构
和扣型等方面的大幅度改进，全面提升了钻杆的整
体性能。 以 Ｓ７５ 规格钻杆为例，其最大钻深能力在
２１世纪初仅为 １０００ ｍ左右，２００８ 年实际钻深突破
２０００ ｍ，到“十一五”末，无锡钻探工具厂的 ＣＮＨＴ
高强度绳索取心钻杆在安徽省 ３１３地质队霍邱周集
铁矿 ＺＫ１７２５ 孔施工中创造了 ２７０６．６８ ｍ的孔深纪
录。 同时，钻杆寿命进一步提高，产品规格进一步完
善齐全，与国际通用标准逐渐接轨。
1．1．3　岩心钻探附属设备
1．1．3．1　泥浆泵

随着取心钻探的深度增加和孔身结构的变化，
岩心钻机的取心钻探效率对循环介质和循环设备的

依赖度越大，循环量和压力要求更高，泵量泵压配比
对孔身结构变化的适应性要求更为精细，特种工艺
适用性要求更强。 “十一五”期间，岩心钻探用泵在
传统 ＢＷ１５０、ＢＷ２５０、ＢＷ３２０ 型基础上进行了系列
延伸，陆续开发了 ＢＷ３００／１２Ａ 型双缸套 ８ 挡泥浆
泵、ＢＷ３００／１６型 １０ 挡泥浆泵和 ＢＷ２８０／３０ 型 ５ 挡
超高压泥浆泵，前两者不仅满足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ｍ全孔
取心钻探对于泵量、泵压更精细的工艺要求，同时可
进行冲击回转、螺杆钻进等孔底动力钻进，后者可满
足 ３０００ ｍ深孔取心钻探的需要。 同时，为便于整机
安装，开发的 ＢＷ１６０／１０和 ＢＷ２４０／９ 型泵结构更紧
凑、质量更轻，有望成为原有 １５０型和 ２５０型泵的换
代产品。
1．1．3．2　绳索绞车

针对传统绳索取心绞车由于操控、监测、稳定性
等原因频频引发打捞失败而造成提钻的现象，中国
地质装备总公司研制了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ｍ系列深孔液
压驱动绳索绞车（图 ７），带有张力传感器、深度传感
器及自动排绳装置。 液压驱动的平稳性和深度、速
度、张力的精确控制，大大提高了岩心内管打捞的成
功率；自动排绳装置，实现钢丝绳整齐有序排列，很
好的满足了深孔钻探的需要。
1．1．3．3　孔口辅助装置

随着取心钻探深度的增加，钻杆的提放工作劳
动强度剧增，辅助工作时间比例明显增大，原有主要
依靠人工完成钻杆卡、夹、拧、卸的传统工作模式已
严重影响综合钻进效率的提升，孔口作业的机械化
程度已引起业内专家的高度关注。

“十一五”期间，相关单位进行了积极探索，取
得了一定进展。 例如，中国地质装备总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推出的 ＳＱ系列绳索取心钻杆液压钳（图８），实现

图 ７　ＫＺ３０００ 型钻机上配备的深孔液压驱动绳索绞车

图 ８　ＳＱ１１４／８ 型液压钳在江西九江武山施工现场
了机械化拧卸，大幅提高了作业效率，有效降低了劳
动强度，明显节约了主机动力消耗，有效保护了绳索
钻杆，目前已经在多个省份的深孔钻探施工中得到
应用。 另外，液压夹持器、绳索取心吊卡以及用于处
理事故的单油缸自对心液压拔管机等多种孔口工具

的陆续推出，孔口作业机械化体系已初见雏形。
1．2　工程钻探设备
1．2．1　全液压工程钻机
1．2．1．1　旋挖钻机

旋挖钻机以其施工效率高、环保等特点，配合不
同钻具，适应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地质条件，是桩工作
业最理想的施工机械。 “十一五”期间我国投巨资
进行铁路、公路、港口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带动了旋
挖钻机的高速发展，实现了产业化，２００６年销量 ２６２
台，２００７ 年 ５４０ 台，２００８ 年 ９６２ 台，２００９ 年近 １３００
台，２０１０年估计在 ２０００ 台以上，市场保有量达到近
４０００台。

目前国内从事旋挖钻机制造的企业 ３０多家，其
中三一重机、山河智能、宇通重工、中联重科等 ７ 家
企业的销量占到 ７０％～８０％。
1．2．1．2　多功能小直径钻机

全液压多功能小直径钻机在“十一五”期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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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呈现产品结构和应用多样
化、技术水平多层次并存的特点。

２００５ 年前开始使用的动力头长行程桅杆式钻
机，在“十一五”期间已基本取代立轴式钻机，并以
价格优势占据比较高的市场份额。 “十一五”期间
的最大亮点在于，以可实现立体全方位多角度钻孔、
顶部冲击回转和履带装载为主要特征的多功能钻机

实现自主研制并开始在基坑锚杆、高压旋喷、地质灾
害治理、灌浆孔、微型桩等工程施工中得到应用。 而
服务于大型铁路、水电工程项目，具备长距离超前地
质预报系统等特征的多功能小直径钻机目前仍依赖

进口。
1．2．1．3　非开挖钻机

借助 ２００５年以前 ５０ ｔ 以下非开挖系列钻机的
研制以及“西气东输”工程建设中大吨位进口穿越
设备的引进，“十一五”期间，中小吨位非开挖钻机
进入稳定发展和全面应用阶段，大吨位产品研制取
得突破，国产钻机以优良的性价比批量进入国际市
场。 非开挖管线工程技术已成为城市现代化进程中
的一项关键技术。

２００８ 年我国新投入市场的各类水平定向钻机
１３６４台，２００９年 １５３４台，已经接近或超过美国的数
量，到 ２００９年底，在我国市场上的水平定向钻机总
量已达到 ６７６７ 台，“十一五”期间投入市场的水平
定向钻机占到总量的 ７９％～８０％（见图 ９）。

图 ９　历年我国新增水平定向钻机的数量

回拖力大于５０ ｔ的大型及特大型非开挖钻机的
研制在“十一五”期间取得突破并得到应用，２００９ 年
新增钻机中，特大型钻机 ５０台，大型钻机 １１６ 台（图
１０）。
1．2．2　传统工程钻机

“十一五”期间，工程勘察钻机受我国 ４ 万亿基
础设施建设的拉动，市场需求量剧增，多为深度 ５０
～１００ ｍ 的立轴式钻机（含汽车钻）。 产品结构上，
为满足快速整体搬迁的需要，部分产品增加了橡胶
履带和液压起塔装置，但总体来说，和发达国家流行
微型全液压钻机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大口径反

图 １０　２００９ 年我国新增钻机比例

循环工程钻机由于旋挖钻机的广泛应用正在逐步退

出桩工市场，但在江、河、湖、海、港口码头的超深超
大直径的桥梁桩孔作业中仍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
冲击钻机（包括冲击反循环钻机）在复杂的孤石、漂
石或硬岩地层，发挥着其冲击碎岩成孔的独特工艺
优势。 长螺旋钻机施工工法比较单一，设备改进变
形进展不大。
另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层地貌十分复杂，

适用于各个区域地质特点的传统钻机仍然是钻探技

术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淤泥质地层适用的潜水
钻机、软地基处理适用的粉喷钻机、江河堤坝中防渗
墙施工使用的多头搅拌钻机、沿海地区多用的静压
桩机等。 适应不同区域、不同地层、不同工艺技术的
钻探装备在“十一五”期间也得到了充足的市场发
展空间。
1．3　水文水井钻探设备

纵观“十一五”期间的水文水井钻机的发展，呈
现以下 ３ 大特点：一是常规水井钻机需求旺盛但技
术发展滞后；二是地源热泵技术应用和煤层气资源
综合开发利用带动新型水井钻机的发展；三是地热
资源的开发利用推动了水井钻机的大型化发展。
1．3．1　浅层水井钻机

“十一五”初期，地源热泵技术在国内大面积推
广，常规浅层水井钻机因工艺落后、效率低下且无法
处理复杂地层，难以满足地源热泵密集钻孔的高效
施工需求，国外轻型全液压多功能水井钻机的引入，
以其极高的成孔效率开始得到市场的认可。 随后，
２００９年我国西南五省区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生产
生活用水严重告急，钻探找水大会战中多工艺空气
钻进技术的出色表现再一次引发了市场对高效浅层

水井钻机的强烈需求。
在市场驱动下，国内相关企业在借鉴吸收国外

轻型水井钻机优势的基础上，开发了以空气钻进为
主导工艺、长行程给进、钻深 ５００ ｍ左右的全液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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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头水井钻机，该类设备对复杂地层跟管钻进工艺
和空气潜孔锤冲击回转钻进工艺具备良好的适应

性，可在地源热泵钻孔、浅层水井、复杂地层成孔、干
旱地区钻进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1．3．2　中深孔水井钻机

长期以来，我国中深孔水文水井钻机多为机械
转盘式，均采用泥浆正反循环钻进工艺，典型机型有
ＳＰＣ系列、红星系列、ＳＰＳ 系列，应用面广、产销量
大，但都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８０ 年代的产品。 而新型全
液压动力头式水井钻机已成为发达国家水井钻机的

主流， 典型产品有美国 ＳＣＨＲＡＭＭ （雪姆 ） 的
Ｔ１３０ＸＤ、瑞典阿特拉斯· 科普柯公司的 ＲＤ２０ 和德
国宝峨的 ＲＢ５０ 型等。 与转盘式钻机相比，全液压
动力头式水井钻机具有明显优势：取消了主动钻杆、
绞车、天车、游动滑车等笨重复杂部件；采用油缸、链
条实现加减压钻进；可实现跟管钻进、长行程定向钻
进多种工艺方法；钻具升降及拧卸机械化，塔上无人
操作，动力头可协助套管下放；钻进速度快，综合钻
进效率高，钻进成本低；工作环境好，工人劳动强度
低。

“十一五”前期，中深孔全液压动力头式水井钻
机基本依赖进口，但随着国内水井钻探市场需求不
断增大，加之煤层气资源的商业化开发以及矿山抢
险对高效钻进的需求，国内一些企业、科研院所在借
鉴、吸收国外产品的基础上，开始自主研制以 ６００ ～
１０００ ｍ 煤层气钻进为主要目标的多功能车载全液
压动力头水井钻机，并已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
1．3．3　深水井钻机（地热、浅层油气钻机）

我国钻深能力超过 １０００ ｍ的深水井钻机主要
为散体转盘式钻机，主要有 ＴＳＪ 系列、ＳＰＳ 系列等。
“十一五”期间，由于地热井、浅层油气、煤层气钻探
的需求，专业制造厂家陆续开发了 ３０００ ｍ以深的系
列化规格，在发展方向上，呈现出与浅层油气钻探设
备不断接轨和融合的态势，品质得到提升、配套设备
更加精细、体系更加完整。

回顾 ５年来钻探技术装备的发展历程，岩心、工
程、水井钻探设备的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都有了大
幅度的提升，为“十二五”的全面深入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2　“十二五”展望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继续积极稳妥推进城镇

化、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坚持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

发点和落脚点，改善提升制造业，提高产业核心竞争
力，推进以防洪和防治地质灾害为重点的防灾治灾
体系建设，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同时，国土资
源部在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劲和我国矿产资源

潜力巨大的正确判断基础上，明确提出地质调查
“三年有重大进展、五年有重大突破、八年重塑矿产
勘查开发格局”的工作目标，部署每年以 ６０ ～７０ 亿
元的中央财政资金投入规模，开展基础性、公益性地
质工作，带动地方配套财政资金和商业资金多元化
投入。
在宏观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下，可以预测，钻探

技术装备在“十二五”期间将进入重要的全面深入
发展时期，并呈现如下趋势和特点。
2．1　研发制造体系方面

在“十一五”引进消化吸收快速发展的基础上，
“十二五”期间，国内钻探装备制造企业无论是基于
国家建设创新型企业的引导，还是出于企业内在发
展的需求，都将在建立完善钻探装备研发制造体系
方面有所进展突破，以期整合优势资源，增强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加大核心部件和系统的自主研发力度，
加快产业化进程。
2．2　相关技术方面

“十二五”期间，随着材料、电子、信息、液压和
变频技术的引入和广泛应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的进程将明显加快，钻探技术装备智能化将
上一个新台阶。 同时，传统钻探技术装备与石油机
械等相关领域的技术借鉴融合将进一步加快并有望

实现有效突破。
2．3　应用市场方面

“十二五”期间，以往因工法单一简单影响钻探
装备最大效用发挥的局面有望得到一定改善，同时，
专用机型的应用将呈现多领域拓展融合趋势。 资本
市场的介入也将推动钻探技术装备市场格局发生重

大变化。
2．4　具体的产品和技术方面

以下方向应成为“十二五”期间钻探技术装备
发展的工作重点，可能得到重大突破或广泛应用：

（１）深部探测科学钻探专用设备；
（２）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ｍ深孔顶驱式岩心钻机；
（３）适用难进入地区、直升机搬迁的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ｍ系列轻型模块化液压岩心钻机；
（４）岩心钻机的智能化；
（５）地质勘探套管钻进钻探设备；
（６）水域资源勘查用钻探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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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用于深孔的高强度轻质特种合金钻杆；
（８）岩心钻探升降作业机械化装备；
（９）深孔岩心钻探用泥浆固控系统；
（１０）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ｍ 全液压车载动力头式水井

钻机；
（１１）地质灾害应急抢险快速成孔钻机；
（１２）适合 ＲＣ 工艺的 ５００ ｍ 以浅快速取样钻

机；
（１３）非开挖无线导向仪和钻进轨迹规划软件；
（１４）深孔孔底动力及导向钻进钻具系统等。

3　结语
回眸“十一五”硕果累累，展望“十二五”任重道

远。 我们有信心看到，在业内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
下，钻探技术装备在“十二五”期间将得到全面深入
发展，并在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中发挥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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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绍史强调：要高举两面旗帜　努力提高资源保障能力
　　国土资源部网站消息　１ 月 １５ ～１６ 日，全国地质调查工作会议
在京召开。 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出席
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他强调，要高举两面旗帜，坚持迎难而上和探索
创新，坚持市场导向和权益保护，当好先锋、夯实基础，努力提高资源
保障能力。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汪民
作工作报告。

徐绍史指出，１２ 年国土资源大调查经过不懈努力，在多个领域实
现重大创新，取得了重大突破。 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长
足进步，也为整个国土资源事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要认真梳理总结这 １２ 年的经验教训，丰富我们对国土资源调查工作
特点和规律的认识。 他指出，过去的一年里，地质调查工作成果可圈
可点，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努力坚持和完善地质找矿新机制。
中国地质调查局坚持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的定位，努力做好基础地
质工作，统筹安排部署，促进整装勘查。 二是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 全国地调队伍主动参与应急救灾，在抗旱找水打井和玉树地震、
舟曲泥石流等重大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做好支撑和
保障工作，重要经济区和城市地质环境评价、地下水调查评价和检
测、气候变化研究及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成果显著。 三是自觉加强
班子和队伍建设。 全国地调队伍认真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国地质
调查局机关根据部里的要求开展廉政专项行动，结合实际，富有成
效。

徐绍史强调，要高举地质找矿两面旗帜，努力提高资源保障能
力。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贯彻落实新机制、“３５８”行动正
式启动之年，开好局、起好步非常关键。 高举两面旗帜，要坚持迎难
而上，探索创新。 地质找矿新机制和“３５８”的孕育形成，一是因为全
球金融危机倒逼改革创新的提速；二是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催
生；三是因为发展有需求，中央有要求，潜力条件具备。 总体上看，新
机制和“３５８”是在迎难而上的形势下提出的，也将在探索中前行，所
以要坚持探索创新，要发挥主体认识客观规律的主动性，用所认识的
规律为实践服务。

徐绍史指出，高举两面旗帜，要坚持市场导向和权益保护。 第

一，要认识到新机制和“３５８”是市场导向的制度平台。 高举两面旗
帜，就是要搭建中央地方财政与社会多元投资合作、地勘单位人才技
术与矿产开发企业资本管理优势互补的地质找矿制度平台。 这个平
台能够保证矿产资源、矿业权、矿业资本、矿产的技术服务良性互动。
第二，政府要搭台促进资源和资本，矿企和地勘单位的良性互动。 要
注重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投入制度环节，要保护好矿企的投资积极性
和地勘单位找矿积极性；二是矿业权配置环节，要坚定不移推进统
一、竞争、开放、有序的矿业权市场建设，还要为地勘单位走勘采一体
化搭台；三是技术服务环节，包括地质矿产勘查开采信息服务、咨询
服务等。 第三，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政府及政府所持有的财
政资金，要做到不与市场争权，不与企业争利。 要引导整个地勘行
业、矿产勘查开发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都积极参与到贯彻落实
新机制，推进“３５８”行动当中来。 第四，切实做好权益保护工作。 坚
持“谁投资，谁担风险，谁受益”的原则，完善相关制度，保护好各方面
的权益。

高举两面旗帜，要当好先锋，夯实基础。 一是地质调查局要发挥
好统筹部署和业务引领的作用。 二是公益性基础工作一定要先行。
基础地质调查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争取发现新的远景区；远景区
的调查同样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争取发现新的找矿靶区；在找矿
靶区中圈定整装勘查区，从而形成新的矿产地。 三是坚持科技引领。
要大力研发推广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并推进这些技术方法的应
用。 四是重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要通过高举两面旗帜真正培养
出一批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在队伍建设方面，国家的
公益性队伍要按照急需先建、先易后难的原则来推动；地方地调队伍
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系，加速建强建实。 此外，还要借助创先争优这
个平台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中央和国家部委有关负责人，国土资源部有关司局及直属单位
负责人，地调局高级咨询委员会院士专家，全国 ３１ 个省（区、市）的地
质调查院、地质环境监测总站负责人，中国地质调查局 ２７ 家直属单
位及局机关各部室负责人，中央管理的地勘单位、有关科研单位、地
质院校和大型矿业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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