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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探矿工程十大新闻
本刊编辑部

一、山东三山岛海下钻孔 ２０００ ｍ，探获中国首个超大型
海上金矿

由山东省第三地质

矿产勘查院实施的莱州

三山岛北部海域金矿床

详查项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顺利结束，探获中国首
个超大型海上金矿。 莱
州三山岛海域金矿勘探

项目始于 ２０１２年，多数钻孔设计在海域，水深 ５ ～１０ ｍ，最深
达 １５ ｍ。 目前已完成钻孔 １３０个，钻探工作量 １３万余米，最
大钻孔深度达 １９７３畅４６ ｍ，探明金矿资源量 ４７０畅４７ ｔ，属超大
型金矿。 该成果有 ２ 点意义：一是首开海域金矿勘查先河，
在岩金勘查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是针对海域地质岩心
钻探的特殊性，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桩腿式简易海上
钻探平台，填补了国内空白。 有多位国内外地质、钻探专家
到施工现场考察调研后表示，海上钻探的成功实施，标志着
我国地质工作已从大陆走向海洋，从地质大国向地质强国迈
进。

二、“松科 ２井”成功突破 ４０００ ｍ，深井大口径取心钻进
工艺取得突破性成果

２０１５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１５∶２６，松辽盆地科学钻探“松科 ２
井”三开钻进井深达 ４０００ ｍ。 自井深 ２８６３畅２３ ｍ开始取心钻
进的三开段，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井深达到 ４１０４畅２７ ｍ，采
用饱３１１ ｍｍ钻头同径取心钻进１２４１畅０４ ｍ，获取饱２１４ ｍｍ岩
心 １２２４畅５８ ｍ，平均岩心采取率 ９８畅６７％。 “松科 ２ 井”突破
了国内外科学钻探沿用的“小径取心、大径扩孔”程序、人工
敲击岩心出筒方法和单筒短钻程取心钻进的技术套路，创新
实现大口径井段“同径取
心、一径完钻”和机械辅
助的岩心原状出筒，连续
创造饱３１１ ｍｍ 口径单回
次取心进尺 ３０ ｍ 纪录，
具有源头创新的技术意

义。 成果提高了我国深
部钻探的国际学术和技

术地位，对今后国内外深
部钻探工程的技术设计

和工程实施都将产生重

大影响。 国际大陆科学
钻探（ ＩＣＤＰ）组织已在其

网站首页的中心位置以枟深部钻探新记录枠予以要闻报道。
同时，三开期间完成了转盘＋螺杆复合回转、转盘 ＋螺杆＋
液动锤复合冲击回转、转盘 ＋涡轮钻复合回转取心钻进实
验，各项技术指标都达到了设计要求；完成了三开中期测井，
获取了完整的测井数据，并在国内首次应用俄罗斯 ＴＰＯ －
２４０ｍｍ减速涡轮钻具进行 饱３１１ ｍｍ 实钻取心实验，取得了
初步成果。

三、新型电传动立轴岩心钻机取得多项突破
由中国地质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国家级技术

中心和张家口中地装备

探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联合研制的国内首台 ＸＹ
－８ＤＢ 型电传动立轴岩
心钻机顺利完成中核集

团“龙灿工程”深部探测
计划相山地区河元背深

钻 ＣＵＳＤ －２、 ＣＵＳＤ －３
两孔施工，核工业二七〇研究所承担的以上 ２ 口深孔的施工
任务，创造了国内立轴岩心钻机 Ｐ口径（饱１２２ ｍｍ）取心钻探
的最深钻孔记录，平均每米能耗约 ２６ 元，最高台月效率超过
５００ ｍ。 该钻机是以传统立轴钻机为原型，集成模块化交流
变频电驱动及数据采集单元，采用 ＰＬＣ与现场总线进行电气
系统配置的新型节能深孔岩心钻探成套装备。 相比传统机
械、液压岩心钻机，具有以下突破性优势：（１）大幅降低深孔
钻探综合成本，尤其在 ２０００ ｍ 以深钻探工程施工中表现显
著；（２）交流变频电驱动的精确检测控制性能可有效提高钻
探工艺适应性，显著提升深部钻探施工复合操控和事故处理
能力；（３）三重安全防护为深部岩心钻探提供可靠的安全防
护性能；（４）数字化、远程可视和集中操控，显著降低地质钻
探作业劳动强度，减少人员配备。 该钻机的成功应用，标志
着我国深孔新型电传动立轴岩心钻机进入实质性应用阶段，
将推动深部地质钻探工程实现由经验把握向精准预测的根

本转变。

四、膨胀波纹管超千米深孔护壁成功
２０１５年 ５月 １０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

自主研发的膨胀波纹管护壁技术在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马鞍山孔明银铅锌矿区第七勘线 ＺＫ７０３孔 １０３５ ｍ处成功
护壁。 本次施工创造性地采用了波纹管两端分别锚固对中
技术，成功解决了该钻孔因坍塌、卡钻造成的５个月零



进尺孔内事故，挽回直接
经济损失达 １５０ 余万元。
本次施工是勘探所膨胀

波纹管技术继 ２０１４ 年四
川达州成功护壁后的第

二次应用，也是膨胀波纹
管技术首次在超千米地

质勘探钻孔的运用，对该
技术在更深、更复杂的地层护壁有着重大的意义，标志着我
国地质勘探事故处理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五、第十八届全国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学术交流年
会隆重举行

以“支撑找矿突破，推进科技进步，增强公共服务能力”
为主题的第十八届全国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学术交流
年会 ８月 ２５—２９日在哈尔滨举行。 本次大会旨在以支撑服
务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核心，充分依靠科技创新对找矿突破
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推广应用一批新型技术装备和方法技
术，研发创新深部找矿，复杂地层找矿及科学钻探的新理论、
新技术、新方法和新仪器设备，提高我国地质调查和资源发
现的能力。 大会设有科学钻探技术，页岩气勘探与开发技
术、设备，煤层气勘探与开采技术、设备，深部岩心钻探技术、
设备，钻探新设备、新仪器、新材料，地下水及地热资源勘探

与开采，工程勘察与基础
工程施工技术，地质灾害
防治与地质环境治理技

术，工程管理与安全生产
等 ９个议题。 ３００多位来
自全国各地的探矿工程

工作者参加了大会。

六、“深部矿体勘探钻探关键技术及设备研究”项目获多
项科学技术奖

“深部矿体勘探钻探关键技术及设备研究”项目获得
２０１５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和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
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该项目是由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３１３
地质队主持承担，与中国地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地质
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无锡钻探工具厂有
限公司和唐山市金石超硬材料有限公司协作完成的安徽省

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历经 ７年的探索、研究与生产试验，完成
了 ３０００ ｍ孔深小口径岩
心钻探关键技术装备、集
成化钻孔三维设计与轨

迹监控技术、孔壁地层图
像反演及定向取心技术

等课题研究。 解决了我
国地下 ３０００ ｍ深度地质
找矿钻探技术难题，全面
系统地总结了一套适用

性强的小口径深部岩心钻探钻进工艺技术体系。 项目成果
在安徽省及全国 ３５个大型矿（床）区深部地质找矿以及国家
深部探测科学钻探中进行了推广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及找矿突破。 为我国深部钻探技术发展起到了重
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该项目研究成果，经安徽省组织的院
士、专家综合鉴定验收，总体达到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
并获得国家专利 ８项（其中发明专利 ２项），国家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１项，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２０ 篇，出版专著 ２
部。 同时，在“十二五”期间，所研究的子课题分别获得安徽
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１项，安徽省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 ３项。

七、“２０００ ｍ 以内全液压地质岩心钻探装备及关键器
具”荣获 ２０１５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

勘探技术研究所、北京天
和众邦勘探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钻探工具厂
有限公司、浙江新纪元管
业科技有限公司、唐山市
金石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市苏新探矿工具厂等单位联合申报的“２０００ ｍ 以内全
液压地质岩心钻探装备及关键器具”荣获 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国土资源部推荐，资源调查领域）。 该项目取
得了全液压岩心钻机、高强度绳索取心钻杆、高效液动锤、新
型事故处理工具、新的钻探器具标准制定 ５ 方面创新成果。
使我国的全液压岩心钻机整体技术、大深度绳索取心钻孔专
用的高钢级精密冷拔无缝合金管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液动
冲击回转钻进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依托上述成果，建
立了我国 ２０００ ｍ 以内地质岩心钻探技术体系，使我国由全
液压岩心钻机、高性能绳索取心钻杆进口国成为出口国，近 ３
年获得 １６畅６９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完成钻探工作量超 １０００
万 ｍ，创间接经济效益超 ５０ 亿元，社会效益极其显著，推动
了我国钻探技术的进步。 依托上述成果，公开出版著作 ２
部；发表学术论文 ５１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３ 项、实用新型专
利 ２８项，培养研究生 ９ 名；获省部级一等奖 １ 项，二等奖 ３
项，国家专利奖 ３项，中国地质调查局一等奖 １项。

八、东南沿海第一口干热岩科学钻探深井开钻
５月 ２１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的我国东南沿海

首个干热岩科学钻探深井，在龙海市东泗乡清泉林场开钻。
此次实施干热岩科学钻探，在我国尚属首次，钻探深度将达
４０００ ｍ，尤其在东南沿海花岗岩地区实施 ４０００ ｍ深钻，具有
很强的探索性和挑战性，这标志着我国干热岩勘查开发进入
实践探索阶段。 通过实施科学钻探，将进一步研究深部干热
岩赋存特征和成因机制，评价干热岩资源潜力，为我国实现
干热岩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山东省鲁北地质工程勘察
院承担该井的施工任务。启动仪式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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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所

长石建省主持，中国地质
调查局副局长王学龙出

席开钻仪式并宣布开钻。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副局长倪军出席了

开钻仪式。 中国地科院
水环所所长助理、项目负责人王贵玲研究员介绍了干热岩科
学钻探工程项目情况。

九、自主研发的 ＴＫＰ－１ 超深水海域保压取样取得重大
突破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

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自

主研发的 ＴＫＰ －１ 保压
取样器具，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底在南海陵水区块水

深 ８０４ ｍ及 １３９２ ｍ海域
相继进行了保压取样作

业试验。 在总共 ６ 次保
压取样作业试验中，取出保压样品 ５ 次，样品提钻前后压力
损失均在 １０％以内，样品直径达到 ５２ ｍｍ，样品采取率达到
９１％。 此次海试，突破了保压取样样品采取率及保压成功率
两大关键技术“瓶颈”。 ＴＫＰ－１保压取样钻具首次在超深水
海域成功完成保压性能的海试，充分证明了保压取样器的可
靠性及稳定性，保压取心钻具关键性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了海域天然气水合物保压取样作
业的能力，开创了自主保压取样的新时代。 同时，建立并锻
炼了一支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取样技术

研发团队及现场作业人才队伍，为今后我国自主开展海域天
然气水合物勘查提供了技术装备及人才支撑。

十、“海底 ６０米多用途钻机”（海牛）在南海完成深海试
验

６ 月 １４ 日，我国自
主研发的“海底 ６０ 米多
用途钻机” （海牛）在南
海完成深海试验。 这次
试验成功实现了在水深

＞３０００ ｍ 的深海海底，
对海床进行 ６０ ｍ 钻探，
也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掌握这一技术的国家。 钻机
重 ８ ｔ，高 ６ ｍ。 制造时经过了严格的抗压试验，达到了海底
５０００ ｍ的压力设计标准。 “海牛”要潜到水深＞３０００ ｍ的深
海海底，靠其 ３条“腿”，行走在地形复杂的海底。 其身上装
有 ２４根钻杆，每根长 ２畅５ ｍ，像左轮手枪的子弹一样排列在
圆盘之上。 圆盘旋转，机械手取杆上膛，钻进岩层，然后再接
入下一根钻杆。 “海牛”接卸钻杆的速度非常快，大概为 ２分
５０多秒，远远快于国外的钻机。 共设计了 ３ 种类型的钻头：
一种是专门针对硬岩地层的钻头；一种是沉积物软岩地层的
钻头；还有一种是全面钻进钻头。 “海牛”在深海刨底犁地整
整 １０ ｈ后，触到了海底以下近 ６０ ｍ 的深度，取出了底质样
本。 经过随船专家组的确认，由湖南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和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共同研制开发的“海底
６０米多用途钻机”深海试验成功。 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
国具备了深水海底取样的能力。 有关专家认为，这项技术的
运用将会大大推进我国深海海洋地质科学以及岩土工程领

域技术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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