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４卷第 １１期
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ｏｃｋ ＆ Ｓｏｉ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７：１ －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 －１０ －３１
　作者简介：李艺，女，汉族，１９６２年生，主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市百万庄２６号；周红军，男，汉族，１９６８年生，副主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庆祝创刊 ６０周年

风雨兼程六十载 ，不忘初心向前行
———纪念枟探矿工程枠杂志创刊 ６０ 周年历史回顾

李 艺， 周红军
（枟探矿工程枙岩土钻掘工程枛枠编辑部，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枟探矿工程枠杂志创刊于 １９５７年 １０月。 ６０年来，曾两度停刊、复刊，几次变更刊名，几易主办单位，在历届编
委会和编辑部的努力和坚守下，在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和陪伴下，顽强地走过了风雨兼程的 ６０ 年。 她在书写自
己 ６０年辉煌历史的同时，也完成了一部记录中国探矿工程技术发展历史的巨著。 当前她正面临着来自学科调整、
评价体系、新兴媒体等的冲击以及经济方面的压力。 展望未来，将继续坚持注重实用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
国外先进经验的办刊宗旨，继续做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技术发展的忠实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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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是枟探矿工程枠杂志创刊６０周年。
时光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适应

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地质找矿事
业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作为地质找矿主要
技术手段的探矿工程技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提

高。 在这种背景下，枟探矿工程枠杂志应运而生了，
从此担负起了记录新中国探矿工程技术进步和发展

进程的伟大使命。

1　回顾 ６０年历史，曲折坎坷
６０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对

于枟探矿工程枠杂志来说，却是一段历经坎坷、饱尝
风雨的漫长历程。 ６０ 年来，枟探矿工程枠杂志经历了
创刊，两次停刊、复刊，几次变更刊名，几易主办单位

的历史沉浮，更深受体制改革、行业变化、学科调整
等的冲击和影响，然而正是几代探工人不离不弃的
坚守，并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汗水，使她顽强地
走过了 ６０年不平坦的道路。
回顾枟探矿工程枠杂志 ６０ 年的历史，主要可以

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参见表 １）。
1．1 枟探矿工程枠创刊至第一次停刊（１９５７．１０—
１９６０．０６）

１９５７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枟探矿工程枠创刊号———
１９５７年第 １期正式出版发行，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
郭沫若先生题写了刊名（图 １）。 由探矿工程编辑委
员会（设在地质出版社）编辑，地质出版社出版。 第一
届编委会由任子翔（时任地矿部探矿司副司长兼勘探
技术研究所所长）任主任委员，张树中任副主任委员，



表 １　枟探矿工程枠杂志发展历程表［１］

时　间 杂志名称 刊期 主　办　单　位 承 办 单 位

１９５７ U．１０—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 U．０１—０６

探矿工程
月 地质出版社

半月 地质部探矿司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G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 G探工零讯

不定期

月
地质部勘探技术研究设计院

１９６６ U．０１—１０ 探矿工程 月、双月
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文
献编辑委员会

１９７３—１９７４ G
１９７５—１９７８ G勘探技术

季

双月
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１９７９—１９９１ G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G．０６
２０００ U．０７—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G．０７
２０１６ U．０８—２０１７．１０

探矿工程 双月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月

地质矿产部勘探技术研究所

中国地质勘查技术院 地质矿产部勘探技术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
究所

地质出版社，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图 １ 枟探矿工程枠创刊号（郭沫若先生题写刊名）

共 ２２ 人组成。 任子翔主任在枟发刊词枠中明确了杂
志的主要任务：一是广泛地交流钻探、山地、探矿机
械方面现场的实际生产经验；二是发表和讨论理论
方面的研究成果；三是介绍国外新知与科学动
态

［２］ 。
创刊时为月刊，至 １９５９ 年底出刊 ２７ 期后，于

１９６０年 １月开始改为半月刊，并组建了以郭少英、任
子翔为正、副主任委员，由 ２１ 人组成的第二届编委
会。 当时的枟探矿工程枠杂志，和探矿工程专业一样，
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１６日，地质部还专门为枟探矿工程枠杂志向各省地
质局发出了“为广泛发动订阅和为‘探矿工程’写稿，
更好的发挥刊物指导生产作用的通知”（图 ２）。
专业发展的需要，上级领导的重视，加上全体探

矿工程界同行的支持，刊物显示出良好的开端。
当时的栏目有钻探、山地工作、探矿机械，１９５８

年第１期开始增加了“国内外新知”，１９５９年第４期

图 ２ 地质部为枟探矿工程枠订阅和写稿而发布的

通知（刊登于 １９５９ 年第 １２ 期）

开始将“山地工作”更名为“坑探”。 １９５９ 年第 ９ 期
开始，开设了“探矿工人园地”栏目，主要是刊登一
些短小、通俗的文章。
然而不幸的是，１９５９ 年开始，国家经济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困难，杂志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３］ 。 在
１９６０年改半月刊后，勉强坚持了半年就夭折了。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１９６０ 年 ６ 月期间，共出刊 ３８
期，发表文章 ８４０篇。
1．2 第一次复刊至第二次停刊（１９６２—１９６６．１０）

停刊后，探矿工程生产、科研、教学工作仍在继
续，为了弥补探矿工程专业刊物的空白，满足工程技
术人员学习交流先进技术和生产经验的要求，１９６２
年 ２月，地质部勘探技术研究设计院资料室以内部
资料的形式出版了枟探工零讯枠（图 ３）。 至 １９６３ 年
１１月，不定期出版了 １１ 期。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开始改为
每月出版一期。 内容方面，最初几乎全部都是国外
新设备、新器具和新工艺的介绍以及国外文摘，后来
逐渐增加了国内的研究成果和钻探生产中技术革新

的文章。 到 １９６５ 年底，共出版了枟探工零讯枠３５ 期，
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促使了枟探矿工程枠复刊。

２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１９６６ 年 １月，枟探矿工程枠复刊，由地质科学院勘探
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文献编辑委员会主办，仍
为内部刊物，每月出版一期。

图 ３　枟探工零讯枠

但是，好景不长，１９６６ 年 ５ 月开始的那场席卷
全国的十年浩劫，使得各行各业尤其是文化和知识
界都受到了重创，枟探矿工程枠杂志也不能幸免于
难，勉强坚持到 １０ 月份，共出刊 ９ 期（前 ７ 期为月
刊，后 ２期为双月刊），又第二次夭折了。

１９６２—１９６６年 １０ 月间，共出版枟探工零讯枠３５
期，枟探矿工程枠９期，共发表文章 ５５２篇。
1．3 出版枟勘探技术枠（１９７３—１９７８）

“十年动乱”使科学文化出版事业遭到极大摧
残。 从 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到 １９７２ 年底，探矿工程方面
的刊物、情报工作几乎全部中断。 １９７３ 年初，地质
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在万难中恢复其研究工作并

致力于专业刊物的恢复
［４］ ，用枟勘探技术枠（注明“原

探矿工程”）刊名出版专辑（图 ４），为内部刊物。
１９７３、１９７４ 年每年出版 ４期，共出版了 ８期。

图 ４ 枟勘探技术枠

１９７５年，经国家地质总局同意，由勘探技术研

究所主编，地质总局书刊编辑室编辑，仍用枟勘探技
术枠（注明“原探矿工程”）刊名出版专辑，双月刊，由
地质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至 １９７８ 年底，４
年共出版了 ２４辑，为在这几年内报道探矿工程生产
科技经验和成果交流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曾大
量报道过金刚石岩心钻探等方面的内容，对推动当
时新技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１９７３—１９７８年间，共出版 枟勘探技术枠 ３２ 期
（辑），发表文章 ５７０篇。
1．4 第二次复刊至变更刊名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
工程）枠（１９７９—２００３）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
的号角，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枟探矿工程枠也在拨乱
反正后于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复刊成为公开刊物（图 ５）。
为双月刊，由地质部勘探技术研究所主办，地质出版
社出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１９７９ 年第 １ 期
的“复刊词”中明确了杂志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关
于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面向生产、面向基层，
广泛交流国内探矿生产和科研方面的新成就和先进

经验；介绍国外有关探矿工程方面的新技术、新方法
和科研动态。 这与 １９５７ 年创刊词中明确的任务是
异曲同工，再一次强调了枟探矿工程枠要面向生产，
注重实用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刊宗旨。

图 ５ 第二次复刊后的枟探矿工程枠

改革开放后，探矿工程的科研和生产工作开始步
入黄金发展期，大量的钻探新工艺、新设备、新器具等
研究成果涌现，为枟探矿工程枠杂志的健康发展提供了
肥沃的土壤，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

１９８２年 ３月，成立了以刘广志为主任委员，李世
忠、耿瑞伦为副主任委员，共 ６１人组成的第三届编委

３　第 ４４卷第 １１期　　李　艺等：风雨兼程六十载，不忘初心向前行———纪念枟探矿工程枠杂志创刊 ６０ 周年历史回顾　



会（其中 １９８７年 ９月 ２０日增补了 ４位委员）。
１９９１年３月，成立了由赵国隆任主任委员，王达、

李振亚任副主任委员，共 ３０人组成的第四届编委会。
１９９２年，经国家科委正式批准，枟探矿工程枠杂志

由中国地质勘查技术院主办，地质矿产部勘探技术研
究所承办，地质出版社出版。 同时，获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核发的“广告经营许可证”，开始刊登广告业
务，踏上了探索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道路。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期，地质找矿工作开始走向低
谷，钻探工作量锐减，探矿工程施工队伍利用自身技
术优势，将服务领域逐步转向基础工程建设中的岩土
钻掘工程，探矿工程的科研、教学的内容，以及期刊的
报道重点也逐渐向岩土钻掘工程方面转移，为了更好
地体现探矿工程专业在新时代的内涵，１９９３年开始在
杂志的封面上加上了“岩土钻掘工程”的字样。

１９９６年，成立了由赵国隆任主任委员，张春波、
李振亚、王达任副主任委员，共 ３０人组成的第五届编
委会。

１９９８年，杂志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开始
了数字化的进程。

２０００年 ７月，由于主办单位中国地质勘查技术
院的撤消，杂志改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主办，仍由勘探
技术研究所承办，地质出版社出版。 ９ 月，成立了由
王达任主任委员，赵国隆任常务副主任委员，张春波、
甘行平任副主任委员，共 ３６人组成的第六届编委会，
后又增补了 １３位委员。

２００２年出版了枟探矿工程枠杂志世纪光盘（图 ６），
收录了杂志自 １９５７年至 ２００１年刊登的全部文章。

图 ６ 枟探矿工程枠杂志世纪光盘（１９５７—２００１）

１９７９—２００３年期间，共出刊 １５７ 期，发表文章
５５２０ 篇。

1．5 出版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７．１０）

随着探矿工程服务领域向岩土钻掘工程方面进

一步转移，岩土钻掘方面的文章所占比例增加，经编
辑部申请，并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２００４ 年，杂
志正式更名为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并由双
月刊改为月刊（图 ７）。

图 ７ 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

２００７年 １０ 月，在北京召开了创刊 ５０ 周年庆祝
大会，会上成立了由王学龙任主任委员，王达任常务
副主任委员，甘行平、叶建良任副主任委员，共 ５６ 人
组成的第七届编委会，并召开了编委会全体会议。
同时加快了数字化出版的步伐，相继加入了知

网、万方、维普等大型中文期刊数据库，出版网络版，
逐渐实现了同时出版发行印刷版、光盘版、网络版的
格局。 ２００９年，编辑部自筹资金建设开通了探矿工
程专业的门户网站———探矿工程在线（图 ８）。 ２０１０
年，通过探矿工程在线网，实现了期刊印刷版和网络
版的同步发行。

图 ８ 时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学龙

主持探矿工程在线网站开通仪式

２０１４年 １０ 月，成立了由张金昌任主任委员，胡
时友、何远信、叶建良、甘行平任副主任委员，共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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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组成的第八届编委会，并召开了编委会全体会议。
２０１６年，加入超星学习通移动学习专业平台，

可以直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进行
查阅和下载，实现文献的移动信息服务。

２０１６年 ７月，为了更好的加强对期刊出版的管
理，主办单位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变更为地质出版社、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出版单位为枟探
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编辑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 １０ 月，共出刊 １７３ 期，发表文章
４９６４ 篇。

2　６０年的杂志是一部中国探矿工程技术发展的史书
１９５７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的 ６０ 年间，共出

版了枟探矿工程枠２０４期，枟探工零讯枠３５ 期，枟勘探技
术枠３２期，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１７３ 期。 这
一套 ４４４ 期杂志，是唯一一部真实全面记录中国探
矿工程技术发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巨著。
她是我国探矿工程事业兴衰的睛雨表、行业动态的
记事本、技术水平的标记杆、技术发展的轨迹图、人
才成长的孵化器。
2．1 探矿工程事业兴衰的睛雨表

枟探矿工程枠杂志与中国的探矿工程事业同呼
吸，共命运。 创刊初期，我国的探矿工程技术水平较
低，相关的科研工作刚起步，所用钻探设备多是引进
国外的（主要是前苏联的），因此这一时期介绍国外设
备和技术的文章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例如：１９５８年第
１期发表的１８篇文章中，就有８篇是苏联专家的文章
或对苏联文献的译文，其余的也多是使用国外设备的
经验或对其进行的一些改进及效果等。 “大跃进”期
间，杂志的版面上充满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创卫星速度”等的标题和内容，技术人员署名文章很
少，真实反映了当时我国探矿工程行业的形势和状
况。 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探矿工程工作几乎停
顿，杂志也被迫无奈两度停刊。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后
期，探矿工程科研和生产得到逐渐恢复，杂志也得以
复刊。 ８０年代以后，探矿工程进入黄金发展期，杂志
也全面报道了绳索取心钻探技术、液（气）动冲击回转
钻探技术、螺杆钻定向钻探技术以及各种岩心钻机、
水文水井钻机、工程施工钻机等取得的创新成果。 ８０
年代末期至 ９０年代，探矿工程服务领域转向基础工
程施工市场，杂志中“岩土工程”栏目的文章随之增
多，最高时所占比例达到 ７０％以上。 进入 ２１世纪，地

质矿产勘探工作回暖，钻探工作量逐年增长，“钻探与
钻井工程”栏目的文章随之增长，最高时达到近
５０％。 最近几年，杂志刊登的内容也随着地质工作转
向新能源、环境、服务民生等领域而发展变化。
2．2 探矿工程行业动态的记事本

枟探矿工程枠杂志较完整地记录了探矿工程行
业历年的大事特事，如：１９５９ 年 ８ 月 １ 日，我国探矿
工程系第一批应届毕业生毕业［５］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２
日，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成立（图
９）［６］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
正式启动［７］ ；等等。

图 ９ 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成立的报道

１９９９年，刘广志院士亲自梳理编写了过去一年
探矿工程行业的进展和大事，以年度十大新闻的形
式发布。 后来改由编辑部每年年底组织业内专家和
编委推荐、评选“年度探矿工程十大新闻”，刊登于
每年的第 １期杂志上。 目前已连续进行了 １９ 年，全
面记录了探工行业有突破性和影响力的新闻事件。
2．3 探矿工程技术水平的标记杆

探矿工程技术的每一点发展和进步，都可以在
枟探矿工程枠杂志上找到它的主要标记。 以“钻孔深
度记录”为例，列举出以下几个主要标记点：

１９７９年第 １期报道：浙江三队“三八”女子钻机，
使用 ＪＵ－１５００米钻机，金刚石小口径钻探方法，钻进
了一个 １８０３ ｍ深孔，创全国岩心钻探的最高纪录［８］ ；

１９８４年第 １ 期报道：化工部地质勘探公司钾盐
大队采用引进设备 ＴＸＬ －ＩＥ 型钻机在江苏淮安含
盐盆地完成一个深度 ２５０３ ｍ深孔，创新的全国岩心
钻探孔深记录；

２００５年第 ４ 期报道：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
“科钻一井”自 ２００１ 年 ６月 ２５日开钻，至 ２００５年 ３
月 ８日在进尺达到 ５１５８ ｍ时胜利完钻［１０］ ；

２０１３年第 ６ 期报道：中国岩金勘探第一深钻顺
利终孔，终孔深度 ４００６畅１７ ｍ，如此超深孔小口径地
质岩心钻探，在我国钻探史上属于首次［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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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第 １ 期报道：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由中
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承担的松辽盆地科学

钻探“松科二井”井深达 ５９２２．５８ ｍ，成为亚洲科学
钻探工程第一深度［１２］ 。
2．4 探矿工程技术发展的轨迹图

任何一项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需要一个
漫长的过程，同时也是具有一定规律的周期。 探矿
工程众多技术方法的研发应用过程，在枟探矿工程枠
杂志都有所记载。

如：１９６４年第 １期刊登耿瑞论的一篇国外深井
钻探技术的译文中首次提到了“铁络木素磺酸盐”
这种化学处理剂；１９６５年第 １０ 期刊登了李常茂、汪
仲英等人枟新型泥浆处理剂———铁铬木素磺酸盐的
研究枠；１９６６ 年第 ２期刊登了卢志才等人枟新型泥浆
处理剂———铁铬木素磺酸盐的生产试验枠［１３］ ；１９７３
年第 １期刊登了署名六四一厂深井处枟铁铬木素磺
酸盐泥浆在深井中的应用———５ －５ －１５ 型深井泥

浆枠［１４］ ；１９８５年第 ３ 期刊登的汪仲英等人枟西藏羊
八井地热田钻井与成井工艺枠 ［１５］中提到了该处理剂

在西藏羊八井的应用。 由于铁铬木素磺酸盐具有较
强的腐蚀性，对环境有较大的影响，已经不适合现在
严格的环保要求，因此实践应用减少，近年本刊对其
报道也很少了。
2．5 探工工程人才成长的孵化器

探矿工程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中，相当大部分
的人第一次接触到的专业期刊就是枟探矿工程枠，发
表的第一篇科技论文是刊登在枟探矿工程枠杂志上，
很多人从硕士、博士到最后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成长之路上都有枟探矿工程枠杂志的相伴。 图
１０是截止 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底，在枟探矿工程枠杂志上发
表文章数量排名前 ４０ 位的作者（据中国知网，不限
第一作者）。 已故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广志先生在
２００７年第 １０期刊登的我与“枟探矿工程枠杂志 ５０年
的不解之缘”［１６］ ，道出了很多探矿工程同行的心声。

图 １０ 枟探矿工程枠杂志发文量排名前 ４０ 名的作者

3　目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枟探矿工程枠走过了曲折坎坷的 ６０ 年，书写了

中国探矿工程技术发展的历史。 枟探矿工程枠杂志
要想跟上新时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步伐，更好地服务
于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服务于探矿工程行业，面临
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3．1 学科（专业）发展的尴尬现状，使得枟探矿工
程枠杂志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学科的健康发展，是这个学科相关期刊生存发展

的基础。 原探矿工程学科包括钻探工程、探矿机械、
掘进工程。 但现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已经找不到
“探矿工程”，原探矿工程的相关专业也改名纳入到
不同的学科名下。 目前，无论是大专院校的专业名
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目录，还是行政管理、科研业
务管理部门的专业分类中，都看不到“探矿工程”的
名称了（目前仅有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
会保留了原来的名称）。 这一尴尬的状况，使得枟探
矿工程枠杂志的影响力也随之降低和被淡化。

此外，与其它专业相比，探矿工程专业各种国家

重大科研基金资助的项目较少，也是枟探矿工程枠杂
志缺乏高质量稿件的原因之一。
3．2 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枟探矿工程枠杂志生
存发展的“软肋”
现行的期刊评价体系主要是以引文数量为考核

指标的，而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技术，是一项
实用型的技术，一般应用于相关“学科链”的末端，
被位于前端专业引用的可能性就较少，如地质学中，
地质类的文献是不太可能引用钻探方面文章的。 而
且，枟探矿工程枠目前是国内唯一一本专门刊登地质
钻探技术的期刊，没有“群刊效应”，要获得高的引
文数量难度较大。 据中国知网期刊检索数据，刊名
中含有“地质”的中文学术期刊就有 １０１ 种，枟探矿
工程枠是跟大量这样的“群刊”在同一个评价体系中
来对比被引数量（影响因子）、他引率等指标，根本
无优势可言。
另一方面，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中，大部分的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在评定职称、学生毕业、项目
申报或结题时都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甚至

ＥＩ、ＳＣＩ等国内外著名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上，这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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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本来就不多的探矿工程专业高质量稿源流失。
3．3 新媒体的飞速崛起，给传统的纸媒带来了巨
大的冲击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移动互联技术的崛起，已
经完全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图 １１），这对传统纸
媒的冲击是空前的，最直接的影响是订阅量大幅下
降。 随着电子期刊、微博、微信等多媒体形式的涌
现，人人自媒体，进一步影响了稿源和广告收入。 此
外，编辑人员知识结构也跟不上新媒体的要求。 因
此，目前枟探矿工程枠杂志和所有的传统纸媒一样，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图 １１ ２０１６ 年和 １９１６ 年人们在街头阅读的情景对比
（图片来源于网络）

3．4 经济方面的压力，制约着枟探矿工程枠杂志的
发展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枟探矿工程枠杂志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办刊经费主要来自于经营收入。 前些年，由
于科技期刊受到新媒体的冲击还比较小，加上地勘
行业形势较好，编辑部经营收入完全可以维持杂志
的正常出版和编辑部工作的正常运行。 但近几年，
地勘形势下滑，加之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已从
报纸逐步向期刊、向科技期刊转移，枟探矿工程枠杂
志的经营收入逐年下降，目前仅为高峰时的 ５０％左
右，已难以维持编辑部工作的正常运行。 经济的压
力严重制约了杂志的发展，一方面，编辑人员需要投
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经营工作，相对用于杂
志组稿、审稿、编校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少，期刊
质量难以保证；另一方面，编辑部为了提高期刊的学
术水平和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提出了一些设想和计
划，很多都因经费问题而难以实施。

4　展望未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６０ 年的历史值得回顾和记忆，６０年的杂志更是

宝库和珍品。 展望未来，尽管前行的道路有不少困
难和阻碍，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不可或缺探
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技术，科技领域的上天、入
地、下海、登极也需要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技
术，当前重点发展的新能源勘探开发、环境治理与环
境保护、城市地质工作同样离不开探矿工程（岩土
钻掘工程）技术，而技术的发展需要一个平台来记
录、交流、传播。 因此，枟探矿工程枠杂志将重新上
路，不忘初心，继续坚持注重实用性、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办刊宗旨，克服和战胜面
临的重重困难，继续做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技
术发展的忠实记录者。
最后，值此枟探矿工程枠创刊 ６０ 周年之际，我们

谨代表编辑部，向 ６０年来关心爱护本刊的老前辈以
及一直以来信任和支持本刊的广大作者、读者表示
衷心的感谢！ 向 ６０ 年间参与了期刊编辑出版工作
的 ２００多位编委及编辑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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