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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３年举行的地质工程（探矿工程方向）基础研究战略研讨会提出了应努力将探矿工程学科列入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范畴。 令人欣喜的是，２０１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将探矿工程学科纳入资助方向，并命名
为“勘探技术与地质钻探学（Ｄ０２１９）”，具有历史性意义。 本文对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勘探技术与地质钻探学方向及相
近学科资助项目情况进行了分析，获取了资助单位、经费、项目类型、立项内容等规律，指出今后一段时期申报数量
总体上会逐年增加，特别是青年基金项目。 同时，分析了本学科当前基金申请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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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于 １９８６年，主要

职责是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行组织、实施以
及管理，并根据我国科学技术现状及发展方向，结合
国家发展需求及相关规划，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予以资金支持
［１］ ，包括数理科学、化学科学、生

命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医学
科学和地球科学。 相比之下，我国于 １９５４年便陆续
在北京地质学院、中南矿冶学院、长春地质学院、成
都地质学院等院所正式建立探矿工程专业

［２］ ，为探



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做了卓越贡献。 但
是，由于学科自身的特点和基金委对学科了解不够，
一直未设立探矿工程研究方向，使得从事该方向基
础研究的学者只能依托相近方向申报基金项目，资
助率较低，极大地限制了学科基础研究的发展。

２０１３年 ８ 月 ３０ 日，由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
发起并主办的“地质工程（探矿工程方向）基础研究
战略研讨会”在吉林长春成功举行。 来自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成都理工大学

和中南大学等国内 １０ 余家高校及研究所的４０ 名代
表参加了研讨［３］ （图 １）。 研讨会就探矿工程学科基
础研究的若干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进一步了解探矿工程学科的

内涵及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提供

了一次难得而又有效的机会，具有历史性意义。 与
会专家和代表在探讨探矿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前

沿科学问题的同时，还确定了学科发展的方向及优
先发展领域，为探矿工程学科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范畴，并建立基金资助代码吹响了前奏。

图 １　地质工程（探矿工程方向）基础研究战略研讨会代表

在短短的１５个月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５日，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枟关于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枠［１］ ，
正式将探矿工程学科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范

畴，收录在地学部－地质学下，命名为“勘探技术与
地质钻探学”，编号为“Ｄ０２１９”，这为探矿工程学科
的基础研究开创了国家层面的平台，对推动学科发
展具有极大影响，在探矿工程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

２年来，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新成员，勘
探技术与地质钻探学方向获得资助的基金项目已达

到 ２７ 项，累计经费 １２２４ 万元，其中 ２０１５ 年获资助
１３项，科研经费 ６０２ 万元；２０１６ 年获资助 １４ 项，科
研经费 ６２２万元，开局势头喜人。

1　２０１５年项目资助情况及分析
２０１５ 年是勘探技术与地质钻探学方向受理申

请的第一年，获得资助的单位相对比较集中，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２０１５ 年获资助单位情况

从图 ２中可以发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吉
林大学各占 ３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占 １５％，成
都理工大学、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和西南石油大学
各占 ７．７％。 获得资助的单位比较集中的原因有两
点：第一，不少从事探矿工程基础研究的科研院所尚
未获悉本学科已经列入资助范畴；第二，由于是第一
次受理，不少科研人员缺少足够信心申报该方向，并

２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７年 ２月　



仍旧选择其它相近方向申报，如工程与材料学部的
钻井工程与地热开采（Ｅ０４０７）、地球科学学部的工
程地质学（Ｄ０２１４）、煤地质学（Ｄ０２０８）、石油、天然
气地质学（Ｄ０２０７）等。

从图 ３中不难发现，２０１５ 年度的经费分布规律
同项目数量基本一致，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占
４２％、吉林大学占 ２７％，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占
１４％，成都理工大学占 １０％、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
占 ３％、西南石油大学占 ４％。

图 ３　２０１５ 年经费分布（万元）

表 １显示了 ２０１５年度获资助的项目清单，其中
面上项目 ８项，青年项目 ５项，涵盖了探矿工程学科
的多个方向，包括深部碎岩机理、护壁堵漏、钻掘工
艺、钻具钻头、钻井液等，代表了岩土钻掘技术基础
研究的前沿。 从领域上划分，不仅涉及传统地质取
心钻探，还包括了地热开采、天然气水合物开发等非
常规能源钻采领域。

2　２０１６年项目资助情况及分析
在 ２０１５年受理资助项目的基础上，２０１６ 年度

获得资助的依托单位增加至 ７家，同济大学、河南理
工大学和中南大学首次获得勘探技术与地质钻探学

方向项目资助，如图 ４所示。
从图 ４中可以发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项目

数占 ２９％、吉林大学占 ２１％、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和成都理工大学占１４％、中南大学、同济大学和河

表 １　获资助项目清单（２０１５ 年）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依托单位 项目类型

１  合成锂皂石在超高温水基钻井液中的增粘机理研究 熊正强 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 青年

２  金刚石与粘结剂界面设计及其对地质钻头性能的影响机制 孟庆南 吉林大学 青年

３  盐类低温钻井液对天然气水合物相平衡和分解动力学影响的研究 贾　瑞 吉林大学 青年

４  不同水合物饱和度地层固井水泥浆水化热传导规律研究 刘天乐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青年

５  热液裂隙充填型萤石矿隐伏矿体定位预测研究 方　乙 西南石油大学 青年

６  具有绿色环保自降解特性的地热井碱激发泡沫暂堵水泥的设计及其制备研究 郑秀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面上

７  超声波振动碎岩机理的研究 赵大军 吉林大学 面上

８  超高真空环境钛合金钻具表界面减阻防护机理研究 岳　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面上

９  深孔高温硬岩中涡轮钻进粘滑振动及其抑制机理研究 夏柏如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面上

１０ /高烈度岩爆的超前应力预释放控制爆破方法研究 韦　猛 成都理工大学 面上

１１ /聚晶金刚石表界面摩擦效应及其微观磨损机制 王成彪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面上

１２ /基于中继站的电磁随钻测量井底数据传输机理与实验研究 卢春华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面上

１３ /硬岩钻探用金刚石复合片的仿生结构设计及强韧化机理 刘宝昌 吉林大学 面上

图 ４　２０１６ 年获资助单位情况

南理工大学各占 ７％。 在 ２０１５ 年度受理资助的基

础上，不少从事探矿工程研究的学者将申请书投递
方向回归到勘探技术与地质钻探学，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本方向资助项目和单位数量的增加。
图 ５ 显示了各依托单位获得资助经费情况，其

中，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占 ２９％、吉林大学占
１６％，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占 １８％，成都理工大学
占 １３％、同济大学占 １１％、河南理工大学占 １０％、
中南大学占 ３％，分布规律同项目数量分布基本保
持一致。
表 ２显示了 ２０１６年度获资助的项目清单，其中

面上项目 ８ 项，同 ２０１５ 年保持一致。 青年项目 ６
项，较上一年度增加 １ 项。 资助项目同样涵盖了探
矿工程学科的多个方向，包括深部碎岩机理、钻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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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１６ 年经费分布

备、护壁堵漏、钻掘工艺、钻具钻头、钻井液等，展现
了岩土钻掘技术基础研究方向。 从领域上划分，新
增了地下工程、煤层气钻采等研究领域。

3　近 ２年资助情况对比分析
表 ３、表 ４汇总了近 ２ 年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和

经费变化情况，尽管时间较短，但笔者有理由相信，
项目数量总体上会逐年增加，特别是青年基金，这同

表 ２　获资助项目清单（２０１６ 年）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依托单位 项目类型

１  泡沫钻井全过程井筒 －地层耦合瞬态传热机理研究 赵　研 吉林大学 青年

２  钻机井架结构优化设计过程中的动力学重分析方法 郑少鹏 吉林大学 青年

３  注浆喷嘴仿生设计及增效降耗机理研究 温继伟 成都理工大学 青年

４  井壁干热花岗岩卸荷 －遇水冷却双重损伤本构模型研究 田　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青年

５  钢筋混凝土非均质特性对金刚石钻头钻进与磨损机理的影响研究 谭松成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青年

６  细观和宏观下离子稳定剂对煤层气钻孔的化学与力学护壁机理研究 孙平贺 中南大学 青年

７  真空无水低功耗条件下碎岩机理研究 周　琴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面上

８  旋转 ＭＥＭＳ惯性随钻测量技术研究 杨金显 河南理工大学 面上

９  盾构切削扰动下砂卵石颗粒空间运移传力特征及压力平衡控制研究 徐前卫 同济大学 面上

１０ /声频振动钻进系统共振机理及能量传递规律研究 王　瑜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面上

１１ /纳米复合水泥浆液低温水化过程与流变／凝固特性研究 王　胜 成都理工大学 面上

１２ /纳米颗粒和防聚剂对钻井液中水合物形成的影响研究 宁伏龙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面上

１３ /基于张力环试验的热压钻头 ＷＣ －Ｃｕ 基胎体对金刚石把持力的定量研究 段隆臣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面上

１４ /高压低温水射流作用下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破岩过程与机理研究 陈　晨 吉林大学 面上

表 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资助项目数量

年度
项目类型

面上 青年

２０１５ M８  ５ :
２０１６ M８  ６ :
合计 １６  １１ :

表 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资助经费 万元　

年度
项目类型

面上 青年

２０１５ M５００ 1１０２ O
２０１６ M５０２ 1１２０ O
合计 １００２ 1２２２ O

各科研院所对青年研究人员的要求密不可分。 以中
南大学为例，学校要求新进科研人员在聘期内必须
以负责人身份获得国家基金资助。 其次，由于国家
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政策较以往都发生了变化，这
使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为研究人员获得基础研究

支持的主要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申报数量
的增加。 基金委对申报门槛要求并没有想象的高，
评审专家主要着眼于基础研究课题的创新性，这更
进一步激发了基金申报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探矿工程学科的资助

项目数与其它相近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图 ６ 显
示了近 ２年工程与材料学学部下的钻井工程与地热
开采 （ Ｅ０４０７ ）、 地球科学学部下的工程地质
（Ｄ０２１４）基金项目资助数量。 钻井工程与地热开采
同探矿工程学科在技术层面最为相近，不少从事探
矿工程基础研究的学者也受到过该方向的资助。 但
从近 ２年获得资助的 ４０ 项分析，近 ９８％的项目被
石油院所囊括。 工程地质是地质工程专业的一个重
要方向，近些年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发展迅速，
成为地球科学学部最为活跃的学科方向之一。在

图 ６　近 ２ 年相关学科资助情况（Ｅ０４０７、Ｄ０２１４）

４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７年 ２月　



公布的 ２０１６年资助项目中，除了传统的面上项目、
青年项目、地区基金之外，还有 １项获得杰出青年基
金资助、８项获得重点项目资助、１ 项获得国家重大
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资助，是探矿工程学科需要努力
的方向。

4　结语
探矿工程学科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特别是

２００１ 年实施的中国第一个大陆科学深钻（５１５８ ｍ）
以来，先后展开了青海湖环境科学钻探、松辽盆地白
垩纪科学钻探、柴达木盐湖环境资源科学钻探、汶川
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

［ ４ ］
以及正在实施的松辽盆地

资源与环境深部钻探示范（简称“松科 ２ 井”），取得
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着眼于基础
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工程项目，因此，笔者认为应从
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基金申报的准备工作。

（１）注重凝练科学问题。 在基金申请中，导致
申请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部分申请人没有明

确提出科学问题，或对提出的科学问题凝练不到位。
科学问题是科学研究的核心。 因此，申请者首先要
凝练出一个明确的科学问题，在申请书中要明确指
出这次选题的科学问题是什么，要解决一个什么样
的科学问题，然后以科学问题为主线，紧紧围绕科学
问题撰写基金申请书。

（２）注重申报基金数量。 ２０１６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统计数据显示，申报数量越多，命中率随之增
加。 如申报数量排名前两位的上海交通大学（申报
３３７２项，资助率 ２８％）、浙江大学（申报 ２５８７ 项，资
助率 ２７％）。

（３）注重函评专家推荐。 基金委定期会更新函
评专家库，探矿工程领域专家们应主动参与到这项
工作中，使真正从事该领域基础研究的申请者能够
脱颖而出，从而减少跨行评议的不利影响。

（４）注重申请书规范性。 每年都有大量的申请
因为申请书撰写不规范遭到初筛淘汰，包括申报人
员超项、签名不规范、在站博士后无承诺、身份信息
不符、合作单位名称不一致等，在基金申报时，应避
免上述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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