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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１年，“地质勘探空气反循环钻进技术找矿效果示范应用研究”项目在云南省大理州北衙金矿进行了对
比试验。 介绍了设备的选择、钻孔结构、钻进工艺、试验的技术指标、地质找矿效果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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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空气反循环取样钻探技术是集潜孔锤冲击回转

高速碎岩钻进、压缩空气全孔反循环、钻进过程中连
续获取岩样 ３项先进技术于一体的钻进新技术。 由
于改变了传统的取心和碎岩方式，它与普通取心钻进
相比，不但施工效率高（施工效率提高 ３ ～１０ 倍），成
本低（成本仅为普通取心钻进的 １／５ ～１／３），而且钻
孔质量好，利于穿越复杂地层，因而被钻探界称之为
继绳索取心钻探技术之后的又一次技术革命。

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利用这一技术

在云南大理州北衙金矿进行了 ４ 个钻孔的试验工
作。 试验地层属于复杂地层，破碎、地下空洞多、地
下水丰富，孔壁不稳定、掉块、探头石多、粘土含量高
遇水缩径，造成频繁卡钻且非常严重，堵塞正、反循
环通道。 尽管如此，与普通岩心钻探相比较，还是具
有较大的优越性。 主要体现在钻进效率高，岩矿心
采取率高且代表性好，找矿效果好。

2　矿区概况
北衙金矿是我国十大金矿之一，属于云南黄金

公司所有。 它位于丽江和大理之间，距丽江和大理

各 １００ ｋｍ左右，地处大理州鹤庆县西邑镇北衙村，
交通十分方便。 该矿为露天开采，钻探施工在开采
平台上进行，开孔就是岩层。
2．1　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有二叠系上统峨眉山玄武岩组

（Ｐ２β）；三叠系下统青天堡组（Ｔ１q）；中统北衙组
（Ｔ２b）；第四系更新统蛇山组（Ｑ１ s）；第四系更新统
（Ｑp）及第四系全新统（Ｑ４ ）。 其中，三叠系上统北
衙组（Ｔ２b）是矿区的主要赋矿地层，其岩性主要为
白云质灰岩、铁化砂屑灰岩、条带状含泥质灰岩、似
角砾状灰岩夹长石砂岩。
从钻探角度讲，岩层以灰岩、黄铁矿、磁铁矿、褐

铁矿、矽卡岩、石英正长斑岩等为主，风化非常严重，
地层十分破碎，上述地层泥质成分比重较大，有水
时，造浆能力强。
2．2　构造

矿区位于近南北向鹤庆—松桂复式向斜南段，
矿区构造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均呈近南北向展
布。 区内构造活动强烈，次级褶皱、断层发育。
2．3　岩浆岩

矿区内出露岩浆岩以喜马拉雅山期形成的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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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斑岩为主，主要侵入岩有石英正长斑岩、石英二
长斑岩、正长斑岩及煌斑岩脉等。
2．4　围岩蚀变及矿化特征

矿区内因多期次强烈构造运动，伴有岩浆岩的
侵入，使区内各种岩石均发生不同程度的蚀变现象，
区内与成矿有关的蚀变主要有褐铁矿化、黄铁矿化、
磁铁矿化、铁锰矿化等。

3　设备的选择
3．1　钻机的选择

钻机的选择遵循以下原则：（１）钻机搬迁方便；
（２）尽可能选择全液压钻机，并且动力头行程长；
（３）低转速；（４）具备足够的提升能力；（５）具备足够
大的回转扭矩；（６）由于在野外使用，宜采用柴油机
作动力。
通过比较，决定采用中国地质装备总公司生产

的 ＲＣ－４００型反循环钻机。
其主要性能参数如下：
钻深能力：４００ ｍ（饱８９ ｍｍ钻杆）；
结构型式：全液压动力头式；
柴油机：东风康明斯 ６ＢＴ５畅９（１３２ ｋＷ／２２００ ｒ／

ｍｉｎ）；
装载方式：钢制履带；
动力头给进行程：３７００ ｍｍ；
动力头最大提升：２００ ｋＮ；
传动方式：双低速大扭矩马达驱动一级减速；
最大转速：０ ～９０ ｒ／ｍｉｎ，０ ～１８０ ｒ／ｍｉｎ；
最大扭距：８５００ Ｎ· ｍ，４２５０ Ｎ· ｍ；
外形尺寸：约 ６畅５ ｍ×２畅１ ｍ×２畅８ ｍ；
质量：约 ９ ｔ。

3．2　双壁钻具结构的设计和空压机的选择
钻具的设计和空压机的选择应当遵循以下 ３ 个

原则。
（１）压力降原则。 选用空压机时，它的压力应

该大于下面几部分之和：钻杆环状间隙压力降、潜孔
锤压力降、钻头压力降、钻杆中心通道内压力降和水
的围压。

（２）内通道匹配原则。 一是内通道直径一致的
原则，即双壁钻具的中心通道与潜孔锤的贯通孔道
直径相同；二是难以保证相同时，双壁钻具的中心通
道直径必须大于贯通式潜孔锤及钻头的内孔通道，
不应有台肩的突变，否则易产生卡堵。

（３）适应复杂条件原则。 在极复杂地层条件钻
进时，应选择外平式双壁钻具。

根据以上原则，选用英格索兰 ＸＨＰ１０７０ 型空压
机（２畅４ ＭＰａ，３０畅８ ｍ３ ／ｍｉｎ）可满足要求。 钻杆选用
饱１０８ ｍｍ×３ ｍ外平双壁钻杆，潜孔锤选用饱１２７ 和
１０８ ｍｍ贯通式潜孔锤及配套取样和取心 ２ 种钻头
（见图 １）。

图 １　取样和取心钻头

4　钻孔结构
根据矿区地质情况和试验孔的地层情况，设计

钻孔结构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钻孔结构示意图

（１）开孔就是基岩，因此只需用饱１２７ ｍｍ 贯通
式潜孔锤配饱１５３ ｍｍ钻头开孔钻进４ ～６ ｍ，然后下
入饱１４６ ｍｍ孔口管并用夹板固定。

（２）饱１２７ ｍｍ 贯通式潜孔锤配 饱１３３ ｍｍ 钻头
钻进至 ４０ ～７０ ｍ，具体孔深由回转阻力大小和提升
是否顺利而决定。

（３）饱１０８ｍｍ贯通式潜孔锤配饱１１４ ｍｍ钻头钻
进至终孔。 由于钻杆都是用的饱１０８ ｍｍ×３ ｍ外平
双壁钻杆，因此此孔段所用钻具为全外平式。

5　钻孔地质设计和要求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调中心根据项目任务目

标和现场勘察情况，进行了钻孔地质设计，对岩样收
集和分选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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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试验内容
（１）岩样与岩心采取率的对比研究。
（２）岩样是否能够真实反映所钻地层的岩性，

地层变化，地层的原生结构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
（３）岩心污染程度的对比研究。
（４）岩样与岩心在矿品位上对比研究。

5．2　取样具体要求
（１）全样收集。
（２）每米为一取样段，在取样段结束时，需待孔

底岩样全部返至地面后，才可进行下一取样段的钻
进。 可避免岩样“串段”。

（３）晒干后称重，计算质量采取率。
（４）用岩心箱和塑料袋装岩样。

6　钻进工艺
6．1　钻机仪表盘应配备的仪表

钻机仪表盘应配备以下仪表：回转扭矩压力表、
给进压力表、提升压力表、转速表和风压压力表。
6．2　钻进参数

空气潜孔锤钻探以冲击破碎为主，所以其钻进
参数与常规回转钻进有较大不同。 钻压主要是用来
克服潜孔锤冲击时的反弹力，可根据地层岩石硬度，
岩石自软至硬，轴压由小到大。 实际轴压必须考虑
到钻杆的自重，浅孔时加压钻进，压力随孔深的增加
而减少，到一定深度时，转换为减压钻进。 实际轴压
还必须考虑到钻进速度。 进尺太快，容易引起堵塞；
进尺太慢，应该查找原因，如果是钻压太小不足以克
服潜孔锤冲击时的反弹力，则应加大压力。 匀速钻
进较为理想，不容易引起堵塞。
转速是最重要的参数，其选取的合理与否，直接

影响到机械钻速和钻头寿命。 如果地层坚硬而转速
过快，则可能在每转之间，孔底存在未被冲击破碎的
岩石间隔，导致钻具运转不平稳，并加速钻具非正常
磨损。 如果在较软地层中转速过低的话，则又可能
导致重复破碎，这些都会影响钻进效率。 从理论上
来说，转速存在着最优值，但实际操作中转速一般在
２５ ～３５ ｒ／ｍｉｎ之间。 钻具的回转速度还受到冲击器
的性能、钻进时的孔径、岩性、空压机参数、钻头类型
等的影响，可依靠大量的实践来逐步探索。

空气压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钻进参数，钻进过程
中要随时观察其大小和变化值。 空压机压力的大小
应该随孔深的变化而变化。 一般地，开孔时的压力
可比潜孔锤的工作压力大 ０畅１ ～０畅２ ＭＰａ，然后每 ５０
ｍ调整一次，增加 ０畅１ ＭＰａ。 钻进过程中要记住反

循环正常钻进的空气压力、正循环畅通时的空气压
力、强吹孔时的空气压力。 可根据空气压力值的大
小和出样情况，及时预见和判断正、反循环通道是否
堵塞及堵塞的严重程度。
6．3　事故处理
6．3．1　堵塞处理

钻进途中反循环通道发生堵塞，此时禁止有进
尺的钻进，否则将加重堵塞和引起岩样的流失。
处理方法一：开风但不回转钻杆，可少量上下活

动钻具，让潜孔锤工作，冲击振动解堵。 此时通过调
高空压机的压力，对解堵没有帮助。
处理方法二：向反循环通道中加入适量的柴油

并等待数分钟后，采用方法一处理。
处理方法三：向反循环通道中加入适量的柴油

并等待数分钟后，上下猛镦钻杆和钻具。
上述方法无效后，提钻处理。

6．3．2　卡钻处理
如果钻进途中，回转阻力突然增大，必须及时将

钻具提离孔底 １０ ～３０ ｃｍ，进行强吹孔，待回转阻力
和空气压力都正常后，方可继续正常钻进。
钻进途中，回转阻力突然增大，经强吹孔处理无

效时，可在孔口加上正反接头，用正循环吹孔。 待正
循环通道（钻杆与孔壁之间隙）疏通后，再换回反循
环钻进。
如果钻具在提升途中被卡住，可在孔口接上备

用潜孔锤，然后送风，向下冲击钻杆，大部分情况可
解卡。

7　试验数据和结论
7．1　总的试验工作量

共进行了 ４ 个试验钻孔的施工，完成钻探工作
量４９３畅８４ ｍ。 ４个孔的孔深分别为１４９畅０２、１５２畅０４、
１１５畅９２、７６畅８６ ｍ。
7．2　具有较高的机械钻速

４个孔的平均钻速如图 ３ 所示，钻进 １ ｍ 最快
为 １ ｍｉｎ（６０ ｍ／ｈ）。
7．3　台月效率高

４个试验孔的台月效率如图 ４ 所示。 试验中最
高班进尺达 ６０多米，还有 ２次达 ４０多米（纯钻时间
只有半天），这是岩心钻进在此矿区无法达到的效
率。 试验孔的台月效率为 ８４５ ｍ（扣掉了停工待料
时间；主要是考虑到这部分时间在生产中是很少的，
而试验则占的比重大）。 而该矿区常规钻的台月效
率平均在 ３００ ｍ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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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试验孔机械钻速柱状图

图 ４　试验孔台月效率柱状图

7．4　岩样采取率高

在 ＲＣ取样钻探中，钻头可破碎的全部岩石均
随高速气流排至地表，通常高达 １００％。 一般用满
足地质要求的样品量来取代原取心钻探中岩心采取

率，这就要求在钻进现场进行无分选缩分。 本项目
是初次试验，根据地质要求，采取的是全样，并计算
每米的质量采取率。
尽管有个别取样段存在采取率不足的情况，但全

孔总的采取率情况良好，高于岩心钻进，如图 ５所示。

图 ５　试验孔的质量采取率（平均）柱状图

质量采取率计算公式如下：

质量采取率＝每米采取的岩样质量（烘干后称重）
小样密度×每米钻孔体积 ×１００％

7．5　岩样代表性好，找矿效果好（见表 １）

表 １　常规钻孔与对比试验孔的见矿孔深、矿层厚和品位对比表

常规钻孔
矿层

层数

矿层层位

／ｍ
矿层厚

／ｍ
加权平均品位

／（ｇ· ｔ －１ ）
对比试验孔

孔号

矿层

层数

矿层层位

／ｍ
矿层厚

／ｍ
加权平均品位

／（ｇ· ｔ －１ ）

５６ＺＫ７ －１  

Ⅱ １８畅１５ ～２６  畅３ ８ 汉汉畅１５ ５ 弿弿畅７６

Ⅳ ９４ 祆祆畅２３ ～１０４ .畅７ １０ 汉汉畅４７ ３ 弿弿畅５６
Ⅴ １１６ 祆祆畅１１ ～１２２ .畅７１ ６ 汉汉畅６０ １ 弿弿畅８８
Ⅵ １２７ 祆祆畅６１ ～１３２ .畅０３ ３ 汉汉畅８２ １ 弿弿畅５８

合　计 ２９ 汉汉畅０４ ３ 弿弿畅５４

１ 号

Ⅰ ６ 谮谮畅９８ ～８ 烫畅９８ ２ èè畅００ １ 晻晻畅２２
Ⅱ １８ 谮谮畅９８ ～２０ 趑畅９８ ２ èè畅００ １ 晻晻畅４２
Ⅲ ６１ 谮谮畅０２ ～６２ 趑畅０２ １ èè畅００ １ 晻晻畅０３
Ⅳ ９２ 破破畅０２ ～１００  畅０２ ８ èè畅００ １ 晻晻畅１７
Ⅴ １０６ 谮谮畅０２ ～１１３  畅０２ ７ èè畅００ １ 晻晻畅５７
Ⅵ １２２ 谮谮畅０２ ～１３３  畅０２ １１ èè畅００ ３ 晻晻畅２０
Ⅶ １３６ 谮谮畅０２ ～１４９  畅０２ １１ èè畅００ ４ 晻晻畅８３

合　计 ４２ èè畅００ ２ 晻晻畅７４

４８ＺＫ１１ 谮
Ⅲ １３２ 祆祆畅３１ ～１３５ .畅６２ ２ 汉汉畅４０ １ 弿弿畅４９

合　计 ２ 汉汉畅４０ １ 弿弿畅４９

２ 号

Ⅰ ８０ 谮谮畅０４ ～８２ 趑畅０４ ２ èè畅００ １ 晻晻畅２７
Ⅱ １１５ 谮谮畅０４ ～１１６  畅０４ １ èè畅００ ０ 晻晻畅９９
Ⅲ １３２ 谮谮畅０４ ～１３８  畅０４ ６ èè畅００ ２ 晻晻畅８３

合　计 ９ èè畅００ ２ 晻晻畅２８

４０ＺＫ１ 破

Ⅰ １６ 祆祆畅５２ ～２２  畅８１ ３ 汉汉畅９０ ４ 弿弿畅７９
Ⅱ ５０ 祆祆畅５５ ～５４  畅９５ ４ 汉汉畅４０ １ 弿弿畅１５
Ⅲ ７４ 祆祆畅３５ ～８１  畅２６ ６ 汉汉畅９１ ５ 弿弿畅０７
Ⅳ １０５   畅３ ～１０６ .畅８ １ 汉汉畅５０ １ 弿弿畅７１
Ⅴ １１０ 祆祆畅９２ ～１１３ .畅２４ ２ 汉汉畅３２ ４ 弿弿畅０５

合　计 １９ 汉汉畅０３ ３ 弿弿畅７２

３ 号

Ⅰ ２０ 谮谮畅９２ ～２１ 趑畅９２ １ èè畅００ １ 晻晻畅００
Ⅱ ７２ 谮谮畅９２ ～８３ 趑畅９２ １１ èè畅００ ７ 晻晻畅４７
Ⅲ ９０ 谮谮畅９２ ～９６ 趑畅９２ ６ èè畅００ ２ 晻晻畅０８
Ⅳ １００ 铑铑畅９２ ～１０４ 0畅９ ４ èè畅００ ２ 晻晻畅２３
Ⅴ １０６ 谮谮畅９２ ～１１４  畅９２ ８ èè畅００ １ 晻晻畅９４

合　计 ３０ èè畅００ ４ 晻晻畅００

７２ＺＫ１８ 谮
Ⅰ ４６   畅４ ～５０  畅４ ４ 汉汉畅００ ２ 弿弿畅２１
Ⅱ ５３畅８ ～５５ 蝌畅０４ １ 汉汉畅２４ １ 弿弿畅５９
Ⅲ ６０ 祆祆畅０４ ～６１  畅０１ ０ 汉汉畅９７ １ 弿弿畅５８

合　计 ６ 汉汉畅２１ １ 弿弿畅９９

４ 号
Ⅱ ５５ 谮谮畅５６ ～５８ 趑畅５６ ３ èè畅００ ０ 晻晻畅９１
Ⅲ ６５ 谮谮畅５６ ～６６ 趑畅５６ １ èè畅００ ０ 晻晻畅９１

合　计 ４ èè畅００ ０ 晻晻畅９１
四孔总计 １３ 缮５６ 贩贩畅６８ １８ 贩８５ ゥゥ畅００

对表 １ 中的 ４ 个试验孔对比数据分析如下：由
于第四个孔受试验条件限制，无法靠近原孔，造成了

矿体变化较大，其矿体厚度与品位无对比性；其他 ３
个试验孔经过对比得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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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矿的层数增加，４ 个孔总共从 １３ 层增加到
１８层；

（２）矿体明显增厚，４ 个孔矿体总厚度从 ５６畅６８
ｍ增加到 ８５ ｍ（见图 ６）；

图 ６ ４ 个试验孔与常规取心钻孔的矿体厚度对比图

（３）品位也有一定的增加，第二和第三个对比
试验孔的矿品位是增加的，第四个孔因相距太远不
具可比性，第一个孔则因矿的层数增加太多而使平
均品位有所下降。 但是该矿区由于矿体受构造及岩
体控制，矿区地质条件复杂，不排除地质等因素造成
以上对比效果出现误差。
原地矿部于“九· 五”期间专门在山东六队、宁

夏某金矿和河南某铝土矿也进行过对比试验，对比
的结果也是：空气反循环取样钻与常规取心钻相比，
矿的层数增加，矿体增厚，品位增加。 更在甚者，宁
夏某金矿通过空气反循环取样钻的工作，推翻了该
矿区的原成矿理论。

２０１２年 ４ 月 １２ ～１３ 日，在成都召开了由地质
专家和钻探专家共同参加的空气反循环取样钻探技

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认为：空气反循环取样钻探的
采取率几乎 １００％，而且充分混合后的岩样对品位
反映更真实，所以空气反循环取样钻探与常规取心
方法对比，矿的层厚和品位都增加。

因此，可以认为：与常规取心方法对比，ＲＣ所取
岩样对矿的层厚和品位反映更准确、更真实。
7．6　判别岩石的结构与构造有难度

ＲＣ所取岩样可准确命名岩性和对岩性分层，但
判别岩石的结构与构造有难度。

常规工艺岩心比较直观地表达岩层及矿化体的

接触部位及岩石成分、物理特征等，而 ＲＣ 由于岩样
呈粉状，少量碎块，岩石特征识别有一定难度。

由于该矿区构造发育，岩石比较破碎，导致岩样
颗粒细小，因此全程采用取心钻头、稳定转速，增大
颗粒度。 每米岩样过筛后，存在直径 １ ｃｍ以上的岩
块颗粒 １２颗，可以较准确地代表该钻进长度的整体
岩性；矿体赋存于褐铁矿化灰岩中，矿体与围岩存在
颜色上的明显差异。

金矿试验，岩样收集采用每米次，保证了分层的
精度可达到 ０畅５ ｍ。 经过对比分析，ＲＣ 工艺的岩样
分层与常规钻进的分层，在岩性命名上，没有较大差
别，只是岩石的结构、构造、物质成分的含量上无法
准确的识别。

ＲＣ工艺在试验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钻头
参数、调整动力系统，会逐渐的提高岩石判别及岩性
分层的准确性。 根据不同的矿种，调节岩样收集的
长度，精细岩层的划分。 岩样收集的越短，岩层分层
越精确，可达到常规钻进技术岩性的分层精度。
7．7　ＲＣ岩心污染很少，层位准确，但含水地层如操
作不当容易污染

该工艺直接利用风力实时把岩样输送到地表，
因此不存在泥浆等介质对岩样的污染问题。
从微观上看，由于岩样颗粒大小不一，上返途中

存在着速度差，导致层位混乱；但从 １ ｍ 取样段来
看，层位混乱仅存在于 １ ｃｍ之内，可忽略不计。 例
如：通常情况下，上返风速可达 ８０ ｍ／ｓ，此时岩心上
返速度为 ５０ ～６０ ｍ／ｓ、岩屑上返速度为 ８０ ｍ／ｓ，２００
ｍ的孔深，上返时间分别为 ３畅３ ～４ ｓ、２ ｓ，如果机械
钻速为 １５ ｍ／ｈ（０畅４２ ｃｍ／ｓ），岩心与岩屑上返时间
差为 １畅５ ｓ，２００ ｍ深度的时间差造成的进尺为 ０畅６３
ｃｍ，这 ０畅６３ ｃｍ 的岩样层位混乱，相对于该深度的
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在钻进中，严格按照每米停钻、给风，待该进尺

长度内所有岩样全部喷出后，再进行钻进，防止岩样
残留到下一个取样段内；含水地层的钻进容易产生
堵塞，管道壁容易积垢潮湿的岩粉，工作中及时进行
清理，降低污染程度；每米进尺岩样单独收集，做到
一米一个样段，按米编号，防止了收集中混入上下进
尺的岩样。

ＲＣ工艺在钻进过程中，地质人员严格要求，岩
样收集过程中规范收集方法，就能避免样段内出现
污染情况，及时喷出的岩样能真实地反映地层的岩
性顺序。
7．8　纯钻进时间利用率较低

纯钻进时间利用率较低，仅为 ９畅３％。 其原因
是地层复杂，堵塞和卡钻使得停工待料时间和事故
处理时间占到了 ６１畅８％。 试验钻孔钻时时间占比
见图 ７。

8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
通过 ４ 个孔的钻探试验工作，认为需加强以下

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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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各项时间占的百分比

8．1　复杂地层钻进方法选择及钻进工艺的研究
采用包括多种钻进方法、多种介质（压缩空气

中加水或加泡沫，甚至采用泥浆悬浮钻进）、多种循
环方式和多种护壁方式的多工艺钻进方法，增加对
各种复杂地层的适应性，以提高复杂地层的钻进效
率，从而充分发挥空气连续反循环钻进的优越性。
8．2　含水地层降低岩样污染的研究

试验中发现，含水层中钻进时，因岩样粘性较
强，易被吸附在中心通道管壁中，从而产生岩样的污
染。
8．3　含水地层岩样收集方法的研究

含水地层特别是含泥质成分重的含水地层，其
岩样收集是目前的一个难题。 其收集方法不仅需考
虑到工作效率、成本、不被污染、能实现水样分离和
样品无分选缩分等因素，还需考虑到干样和水样的

通用性或在两者之间方便快速的转换。
8．4　岩样采取率的计算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计算质量采取率存在着小样密度不能反映所钻

地层的真实密度等问题。 应该增加体积采取率的计
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体积采取率＝ 每米采取的岩样体积
每米钻孔体积×膨胀系数 K ×１００％

体积采取率的计算关键是如何确定膨胀系数 K
的取值。 首先可以认定在相同的矿区相同的地层，
其膨胀系数 K 基本是个恒值；然后在某个取样段，
根据钻进和岩样收集情况，在没有堵塞和正循环漏
失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此取样段的岩样采取率是
１００％，据此可测算出该地层的膨胀系数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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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 科普柯全新压缩机制造中心在无锡盛大开业
本刊讯　２０１３年 ３月 １２ 日，阿特拉斯· 科普柯位于江

苏省无锡市的压缩机制造中心正式开业。 该工厂将生产中
小型工业用压缩机、以及移动柴油和电力驱动压缩机和发电
机，以满足中国乃至亚洲市场对此类工业设备日益增长的需
求。

“这一最新的制造中心对我们在中国及亚洲市场的发展
非常关键。”阿特拉斯· 科普柯压缩机技术业务领域总裁
ＳｔｅｐｈａｎＫｕｈｎ说道，“亚洲市场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家工厂

投入运营使我们能更贴近在这里的很多客户。”
新工厂包括一间测试实验室、一个研发中心，总投资额

达 １畅６５亿瑞典克朗（约合 １畅６亿元人民币）。 整个制造中心
预计将招聘 ２８０名新员工。 新工厂是按照 ＬＥＥＤ（能源与环
境设计先锋奖）可持续建筑物的标准建造的。

包括无锡新工厂在内，目前阿特拉斯· 科普柯在中国拥
有 １６个制造中心和超过 ２３６个办事处，员工数量约５７０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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