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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岩金勘查第一深钻”顺利终孔，终孔孔深
４００６畅１７ ｍ，创多项全国钻探新纪录

“中国岩金勘查第一深钻” 山

东莱州三山岛西岭金矿区 ＺＫ９６ －５ 孔
终孔，终孔深度 ４００６畅１７ ｍ，终孔口径
７５ ｍｍ。 该孔由山东黄金集团地勘公
司设计，山东省地矿局第三地质矿产
勘查院负责施工，设计孔深 ４０００ ｍ，于
２０１０ 年９月１８日开钻，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９
日终止钻进，历时 ９８５天。

如此超深孔小口径地质岩心钻

探，在我国钻探史上尚属首次，对钻探设备、机具、工艺以及
操作人员技术素质等都是严峻的考验。 山东省地矿局第三
地勘院在施工过程中开展了钻探设备改进、复合式钻杆、钻
进参数随钻检测、深孔液动锤试验等一系列钻探新技术、新
工艺的试验研究和应用，创造了多项全国钻探新纪录，为我
国深部钻探技术积累了丰富成果和经验。

多项全国新纪录是：终孔孔深 ４００６畅１７ ｍ，创小口径岩心
钻探最高孔深记录；采用 Ｈ口径金刚石绳索取心技术，钻进
孔深达 ２４３９畅１０ ｍ；下入饱８９ ｍｍ护壁套管 ２４３９畅１０ ｍ；采用
Ｎ口径金刚石绳索取心技术，钻进孔深达到 ４００６畅１７ ｍ；
ＳＹＺＸ７５ 型金刚石绳索取心液动锤，最大应用孔深达到
４００６畅１７ ｍ；采用 ＣＮＨ （ Ｔ）型绳索取心钻杆钻进深度达
３３０８畅５３ ｍ。

二、中国南极深冰心钻探实现零的突破
中国极地科学考察队在第 ２９ 次南极科学考察中取得了

丰硕成果。 ２０１３年 １月 ２１日上午，中国深冰心钻机在我国南
极昆仑站进行了第一钻的试钻探，成功钻取了一支长达 ３畅８３
ｍ（饱９５ ｍｍ）的冰心，达到了该钻设计的最大钻取冰心长度，这
也意味着我国深冰心科学钻探工程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这是
中国深冰心钻机钻取的第一钻，也是个起点。 随后，又接连
进行了 ２个回次的钻探，分别取出长达 ３畅５７ 和 ３畅５９ ｍ的完
整深冰心。 中国在昆仑站成功钻取深冰心，标志着我们实现
了深冰心钻探工程零的突破，也为加强冰盖科学研究提供了
重要机遇。 冰心科学钻探是地
球科学的前沿，是当今地学界
举世公认的深化冰盖科学研

究，也是探究过去全球变化和
未来气候环境变化理论、解决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我国首次钻获高纯度新类型天然气水合物
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１日～９月 ８日，我国海洋地质科技人员对

珠江口盆地东部海域圈定的天然气水合物有利目标进行了

钻探，先后实施 ２３ 口钻探井。 首次在该海域钻获高纯度新
类型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主要赋存于水深 ６００ ～１１００ ｍ
的海底以下 ２２０ ｍ以内的两个矿层中，上层厚度 １５ ｍ，下层
厚度 ３０ ｍ，自然产状呈
层状、块状、结核状、脉
状等多种类型。 岩心中
天然气水合物含矿率平

均为 ４５％ ～５５％，其中
天然气水合物样品中甲烷含量最高达到 ９９％，具有埋藏浅、
厚度大、类型多、含矿率高、甲烷纯度高等 ５ 大特点，在国际
上罕见。 仅钻探控制的 ５５ ｋｍ２ 范围内的天然气水合物控制

储量，就达到了（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亿 ｍ３ ，相当于特大型常规气田
规模。 这是继 ２００７年在我国南海神狐海域钻获分散状天然
气水合物实物样品之后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为下一步锁定
试开采目标区，早日实现天然气水合物开发、保障能源供应
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我国深部探铀技术获重大突破　钻深突破 ２８１８ ｍ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日在江西抚州宣布，我国铀矿第
一科学深钻以 ２８１８畅８８ ｍ 的钻深刷新
此前 １２００ 多米的纪录。 这一突破填
补了我国铀矿深部找矿技术的空白，
对提高国内天然铀保障程度、满足核
电发展需要意义深远。 该孔深创造了
国内 Ｐ口径（１２２ ｍｍ）绳索取心钻进
最深记录。

这一深部找矿技术的突破是在被称为中国“铀都”的江
西抚州相山铀矿大基地取得的。 自２０１２年 ７月 ２１日开钻以
来，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等共用时 ２８３ 天，突破
了 ２８１８畅８８ ｍ的钻探深度。 其岩心采取率达到 ９９％以上，最
大限度地获取了地球深部成矿的条件和环境信息。

除了找矿深度刷新纪录外，此次深部找矿采用了我国自
主研发的钻探设备，其智能化、数字化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

五、ＳＹＺＸ７５绳索取心液动锤钻深达 ４００６畅１７ ｍ，创小口
径绳索取心液动锤的最深世界纪录

２０１３ 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
术研究所与山东省地矿局第三地质矿

产勘查院合作，对原 ＳＹＺＸ７５绳索取心
液动锤进行了多项改进和技术提升，
在“中国岩金勘查第一深钻”（三山岛
西岭矿区 ＺＫ９６ －５ 孔，设计孔深 ４０００
ｍ）生产试验中从孔深 ３３８１畅７７ ｍ开始
使用，直至终孔 ４００６畅１７ ｍ，创小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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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索取心液动锤钻进最深世界纪录。
在该孔的施工中，遇到了钻进速度低、地层破碎，普通绳

索取心钻进易产生堵塞、回次进尺少，超深孔捞取岩心辅助
时间长的难题。 ＳＹＺＸ７５绳索取心液动锤 ６００ 多米的连续钻
进数据表明，绳索取心液动锤在深孔硬、脆、碎地层中可大幅
度提高回次进尺、增加钻头寿命、减少辅助工作时间，在特别
破碎地层回次进尺提高 １５０％～２２０％，钻头寿命平均延长 ２０
ｍ，钻进效率提高 ６０％，辅助时间减少，台月效率提高 ５６％。

六、混凝土防渗墙在西藏旁多水利枢纽大坝中的应用，
创 ３项吉尼斯纪录

旁多水利枢纽工程是枟全国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枠确
定的 １１８项重点骨干工程之一，是西藏自治区“十一五”重点
水利建设项目，也是在建的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大坝
混凝土防渗墙由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承建，中标合同额
４畅３９亿元，于 ２００９年 ９月 ２８日开工，２０１３年 ４月 ２０日竣工。

混凝土防渗墙轴线长 １０７２ ｍ，累计成墙面积 １１７７４１畅１４
ｍ２ 。 本工程具有高海拔（海拔高程 ４１００ ｍ）、高地震烈度和
深厚覆盖层等特点。 坝基采用混凝土防渗墙“全墙封闭”方
案，２０１ ｍ深混凝土防渗墙目前为世界最深墙。

该工程取得了多项成果：３ 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防
渗墙墙体最深枙２０１ ｍ枛、连接槽
段拔管最深枙１５８ ｍ枛和水下混
凝土浇筑最深枙２０１ ｍ枛）；４ 项
国家专利（垂向增深修改、大体
积高速泥浆自动搅拌系统、防
渗墙下泥浆打捞手、破力器）。

七、国内首次粒子冲击钻井试验成功，在硬夹层钻井可
节省 １／３时间

粒子冲击钻井是将 ２％ ～５％的钢质粒子随钻井液注入
井下，在射流作用下以超过 １０００ 万次／ｍｉｎ 的高频率和大于
１００ ｍ／ｓ的高速撞击岩石，配合钻头切屑齿破碎岩石的一项
钻井高新技术。 目前，仅美国研制出粒子钻井系统，但也处
于现场试验阶段。 初步试验表明，使用粒子冲击钻井技术较
常规钻井机械钻速提高 ３ ～４ 倍。 据国外专家预测，使用粒
子冲击钻井技术在硬夹层钻井可节省 １／３的钻井时间。

中国石油集团瞄准这一国际前沿

技术，组织川庆钻探与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联合进行技术研发与试验。
２０１０年起，历经 ３年艰苦研发，技术人
员掌握了粒子冲击钻井关键技术，研
制出粒子钻井注入系统与回收系统关

键设备，进行了粒子注入罐承压、循环
管线冲蚀磨损、粒子沉降和粒子上返等相关室内实验，并在
井控模拟井上进行了型式试验，验证这套系统的可行性。

２０１３年 ８月 １７ 日，在西南油气田龙岗 ０２２ －Ｈ７ 井须家
河层位２８４３畅７２ ～２８４６畅３４ ｍ井段，成功地进行了国内首次粒
子冲击钻井技术现场试验。 在 １个多小时的试验中，共注入
粒子 ８ ｔ，在须家河这个钻井“硬骨头”层位中实现快速钻进。

八、我国第一台轻便自动化岩心钻机完成首轮生产试验
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１９ 日～１１ 月 １５ 日，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勘

探技术研究所研制出的我国第一台轻便自动化岩心钻机，在
山东威海某金矿矿区进行了首轮野外生产试验，顺利完成
３００畅３５ ｍ的钻探施工试验，钻机各项功能均通过试验验证，
达到了设计要求。

该钻机在实现轻便化的同

时，还能够以安全模式或优化
模式实现自动化钻进。 自动化
控制系统在钻探专家数据库的

支持下，采用经过优化的钻进规程参数进行自动化钻进；通
过对钻进过程中包括视频图像在内的相关参数进行实时监

测，实时显示钻进过程中的钻进数据，并将其进行保存、回放
和远程无线数据传输；通过对实时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可以
预测钻进过程中孔内异常工况，当出现孔内异常工况时能够
进行实时报警，并由系统自动进行相应处理。

九、“海洋六号”西太平洋深海开钻
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１７ 日凌晨 ２ 时至 １８ 日 ２０ 时，西太平洋海

山区某海山，正执行中国大洋 ２９ 航次科考任务的“海洋六
号”船在该海山完成了 １４个站位的浅钻工作。

１７日中午，科考人员从 １０００ 多米水深下的某平顶海山
钻获了一个长约 ２８ ｃｍ的岩心样品。 样品分为 ３ 层，上层是
深褐色板状结壳，厚约 １３ ｃｍ，中间为过渡层，有浅色角砾和
斑状结壳，下层为浅色的礁灰岩。 首席科学家助理邓希光博
士介绍：“科考队在此前完成此海山的多波束全覆盖地形地
貌测量和综合物探调查的基础上，设计了 １８ 个钻探取样站
位，其中 ９ 口站位钻获富钴结壳样品，结壳厚度普遍达到 ８
ｃｍ以上，样品中结壳厚度最厚的达 １６ ｃｍ。”

“深海浅钻”指在深海钻探
获取浅地层岩心，是大洋地质
科考活动的重点调查手段之
一，经过多次的摸索和改进，科
考人员已总结了一套比较安全
有效的调查施工办法。

十、第十七届全国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学术交流年
会在南昌举行

由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武警黄金指
挥部承办，江西省地矿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等单位协办的第十七届全国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学术
交流年会，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１１ ～１５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 来
自全国地矿、冶金、有色、煤炭、核工业、武警黄金等相关行业
的科研院所、学校及生产一线的 ３００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上有 ６位专家作了特约报告，８ 人作了主题报告，２２
人进行了学术交流。

本次会议紧密围绕深部地质钻探技术，页岩气勘探与开
发技术，煤层气勘探与开采技术，科学钻探技术，钻探新设

备、新仪器、新材料以及工程管
理与安全生产等进行了技术交

流与探讨。 是探矿工程界的一
次盛会，也为扩大行业技术交
流、促进探矿工程技术进步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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