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０７ 年探矿工程 （岩土钻掘工程 ）十大新闻

　　由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杂志第七届编
辑委员会领导、编辑及部分专家、学者共同推选的
２００７年探矿工程十大新闻已经揭晓，现刊登如下，
供参考。
一、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北京探矿

工程研究所分别举行建所 ５０ 周年科技成果展暨学
术交流会

２００７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我国第一个探矿工程应用
技术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迎
来了 ５０岁华诞。 在“勘探所建所 ５０ 年科技成果展
暨学术交流会”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汪民，廊坊市市长王爱民分别
讲话。 汪民对勘探所 ５０年的光辉历程进行了回顾，
对勘探所为我国探矿工程应用技术做出的贡献给予

充分肯定，并要求勘探所继续发扬优良传统，站在更
高的历史起点上，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努力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为国家勘探技术发展进步和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王爱民代表廊坊市委、市
政府对勘探所成立 ５０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出席勘
探所 ５０年科技成果展暨学术交流活动的还有中国
地质调查局原局长孟宪来及局领导王宝才、王学龙、
李广涌，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广志、苏义脑等。

２００７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建所
５０周年科技成果展暨学术交流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局
长汪民，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广志，中国地质调查局原
局长孟宪来，国土资源部有关司局领导及部在京直
属单位代表，中国地质调查局领导王宝才、钟自然、
王学龙、李广涌和局机关有关部室领导及局属各单
位代表，有关老领导、老专家和其他友好单位代表及
探工所职工共 １８０ 多人应邀出席了本次活动。 汪民
发表了重要讲话。

二、枟探矿工程枠杂志创刊 ５０ 周年，枟探矿工程
（岩土钻掘工程）枠杂志第七届编委会组成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 ２９ 日，“枟探矿工程枠杂志创刊 ５０
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七届编委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召
开。 参加纪念大会的有部、局主管领导，期刊界领
导、嘉宾以及相关研究所、院校的领导，此外，还有探
工界老领导、老专家以及枟探矿工程枠杂志第六、第

七届编委会委员，新老编辑部成员，兄弟期刊代表，
合作单位代表等，约 １２０人出席了纪念大会。
纪念大会气氛热烈，内容丰富，探矿界和期刊界

的新老朋友欢聚一堂，回顾枟探矿工程枠５０ 年曲折的
发展历史，展望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杂志美
好的未来。
会议组成了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杂志

第七届编辑委员会，新一届编委会由王学龙任主任
委员，王达任常务副主任委员，甘行平、叶建良任副
主任委员，共有委员 ６２名。
三、我国勘探钻进技术在土耳其碱矿对接井工

程中赢得国际声誉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主动出击，大
胆走出国门，承接了土耳其贝帕扎里采卤工程对接
井施工工程。 该项工程是我国对接井技术领域第一
个国外工程项目。 施工了 ３０ 对定向钻进水平对接
井，总进尺达 ４万 ｍ。 工程规模之大，在国内外均属
罕见。 勘探所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和顽强的作风，
为我国勘探钻进技术赢得了国际声誉。
四、山东、河北地勘局连创国产机具金刚石绳索

取心钻探孔深新纪录

２００７年 ４月 １ 日～６ 月 １０日，山东省地矿局第
三地质勘查院在山东莱西勘探项目施工的姜浅 ４ 号
孔，采用国产 ＸＹ －６Ｂ 型钻探设备和 Ｓ９５ 型绳索取
心钻探工艺，施工终孔孔深达到 １４５０畅８８ ｍ。 这是
继该院 ２００５ 年采用 Ｓ９５ 绳索取心施工孔深达到
１１８９畅３０ ｍ创全国纪录之后，再次刷新了深孔纪录。

河北省地勘局第四地质大队在承担承德某矿区

ＺＫ２４０２孔钻探施工中，从孔深 ８１ ｍ 至终孔孔段采
用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钻孔过程全部使用国产机
具，包括 ＸＹ－６ 型立轴式岩心钻机、２３ ｍ 加重直管
塔、ＢＷ－３２０型泥浆泵、普通材质的饱８９ ｍｍ和饱７１
ｍｍ绳索取心钻杆及配套钻具，于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５日
开钻，至 ２００７年 ７月 １８ 日终孔，历时 ９３ 天，创造了
孔深 １９０５畅９２ ｍ的国产机具金刚石绳索取心钻探孔
深最新纪录。
五、“第十四届全国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武夷山召开
由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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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承办的“第十四届全国探
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学术研讨会”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２０ 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隆重召开。 参加会
议的代表来自全国 ２６ 个省市、１４０ 多个单位共计
２８０多人。 涉及原地矿、冶金、有色、核工业、煤炭、
建材、武警等系统的直属队伍和属地化的单位。

通过总结与交流近年来探矿工程取得的成就，
研讨探矿工程技术学科的发展前景和方向，促进了
国内外同行间的了解与合作。 这次会议的成功举
办，必将使探矿工程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
的贡献。
六、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项目通过国家验收
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 １４日，国家“九五”重大科学工程

项目———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正式通过国家发展
改革委员会和国土资源部组织的国家验收。 验收委
员会认为，该工程全面、优质地完成了建设任务，实
现了原定的工程建设目标。

验收专家委员会工程技术组评价是：“钻探施
工质量优良，高标准地达到了各项钻探技术指标。
创造性地将‘组合式钻探技术’、‘灵活的双孔方案’
和‘超前裸眼孔段小直径取心钻进方法’有机结合，
研发了一整套独具中国特色的硬岩深孔钻探技术体

系，该技术体系包括螺杆马达井底动力驱动冲击回
转取心钻探技术、硬岩长井段大直径扩孔钻进技术、
强致斜地层井斜控制技术、性能优良的 ＬＢＭ‘四低’
泥浆体系、小间隙固井和活动套管技术等。 其中发
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螺杆马达－液动锤－金刚
石提钻取心技术属世界首创，居国际领先地位。 钻
探施工技术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促进了我国
钻探行业的技术进步。”

七、武警黄金部队探获“超大型金矿”
在陕、甘、川三省交界的甘肃省文县阳山，武警

黄金部队官兵奋战 １０ 年，累计投入勘探经费 １畅２ 亿
元，施工钻探 ６００００ 余米，汇集原始数据 １００ 多万
组，发现 ９６条金矿脉，探获一座亚洲最大类卡林型
金矿，累计探获黄金资源量 ３０８ ｔ，这是西部地区迄
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岩金矿床，潜在经济价值达 ４８０
亿元人民币。 地质界有关专家认为，作为“类卡林”
型金矿，该矿床在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六。 阳
山金矿的发现，改写了我国无“２００吨以上超大型金
矿”的历史。
八、松科一井（主井）钻井工程完钻
松科一井主井钻井工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顺利完钻，这是继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ＣＣＳＤ）
之后，以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为首，中国
地质大学（武汉）泥浆实验室、河南地质工程公司等
协作单位共同完成的又一个科学钻井工程。 国家
９７３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成善
教授，在完钻典礼上向工程项目部赠送了丰厚的慰
问礼品，并热情赞扬工程项目部，是在“技术要求相
对较高、施工时间相对较紧、工程经费相对较少、钻
探设备较石油钻井相对较次的条件下，取得了令
９７３项目与大庆油田非常满意的工程成果。”

九、２００７年第二届地质技术装备展览会在上海
召开

２００７年 １１ 月 ２０ ～２２ 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与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

学部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地质技术
装备展览会暨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隆重举行。 中
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主任、院士何继善，中
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学龙，上海科学技术协会党
组书记孙正心等领导出席开幕式。 国土资源部副部
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汪民同志为大会发来贺信。
本届展会共有 ７０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行业内众多
媒体也踊跃参加，参观观众近 ３０００ 人，集中展示了
当前国内外先进的地质装备和技术，为国内外厂商
和用户的相互交流、沟通搭建了一个平台。 在同期
举行的“钻探技术分论坛”上，王达、张伟、甘行平、
朱文鉴、李建华等专家作了学术报告。
十、国家级一孔多层地下水示范监测井项目顺

利结束

由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承担、河南省地矿局
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负责设计和施工的“国家
级一孔多层地下水示范监测井”项目，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在郑州顺利结束并正常运行。 其研究成果于 ２００７
年 ４月通过由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组织的专家评
审，填补了国内空白，成果报告获优秀等级。
示范监测井管全部采用 ＰＶＣ －Ｕ塑料管材，通

过管柱设计的创新和“裸眼一孔四次分别成井”的
新工艺，实现了一个钻孔同时监测四层地下水的功
能。 是目前我国采用 ＰＶＣ－Ｕ塑料管成井最深（３５０
ｍ）、监测层位最多（４层）的示范监测井。 解决了井
内腐蚀结垢、下管困难和容易挤毁、止水效果差等问
题。 并具有造价低、占地面积小、管理方便、维护费
用低等特点。 该项目在我国首次组织实施，在工程
设计、材料选择和工艺等方面完全实现了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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