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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科技，强化能力，精益管理，努力建设一流钻探队伍

中核地质钻探“十一五”工作回顾及“十二五”工作设想

姜德英， 李成城
（中国核工业地质局，北京 １０００１３）

摘 要：从钻探生产、钻探科研、钻探工程管理、钻探能力建设以及钻探队伍建设等方面对中核地质钻探在“十一
五”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作了全面的回顾总结，提出了“加强人才建设、推进科技创新、加强能力建设、推行精
益管理”的“十二五”工作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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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核能建设正处在重要发展时期，承担并完
成好我国铀矿勘查的重大任务，增强我国铀资源保
障能力，是国家和中核集团公司赋予中国核工业地
质局的责任和使命。 “十一五”以来，中国核工业地
质局紧紧抓住我国核能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牢牢
把握突出主业的工作主题，大力加强铀矿勘查，推动
了铀矿勘查从“十五”走出低谷后进一步复苏和回
升，步入近 ２０年来的最好发展状态，实现了核心业
务能力的全面提高和找矿成果的重要突破。 在此期
间，钻探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方法支撑作用，实
现了钻探规模、综合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跨越提升，并
将随着“十二五”国内铀矿勘查力度的进一步加大，
迈上更高层次的发展道路。

1　“十一五”钻探工作回顾
“十一五”时期是 １０ 多年来中核地质钻探生产

任务最重的 ５ 年，同时也是钻探任务完成最好的 ５
年，钻探能力迅速增强的 ５年，钻探技术发展最快的

５年，形成了区域上南北并重、类型上砂岩和硬岩并
举的钻探工作格局。
1．1　钻探生产完成情况

“十一五”期间，共完成计划内铀矿钻探工作量
２４５万 ｍ，比“十五”期间（７６ 万 ｍ）增加 １６９ 万 ｍ；
开动钻机总台数 ５８５ 台次，比“十五”期间（１６０ 台
次）多开动 ４２５台次；优质孔率 ９５％，比“十五”期间
提高 ２个百分点；硬岩钻探平均台月效率 ７３８ ｍ，砂
岩钻探平均台月效率 １５８６ ｍ。 主要钻探技术经济
指标和单项生产记录见表 １、表 ２。

表 １　“十一五”期间钻探生产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年份
钻探工
作量／ｍ

开动钻
机／台

硬岩台月
效率／ｍ

砂岩台月
效率／ｍ

优质孔
率／％

２００６ 年 ４０１４３９ 葺１０６  ７３６ 儍１４６３ 1９４ P．１
２００７ 年 ５０９２２８ 葺１２２  ７２８ 儍１５２３ 1９４ P
２００８ 年 ５１８０１８ 葺１４３  ７８２ 儍１６６２ 1９６ P．５
２００９ 年 ５０９３９５ 葺１０４  ７４３ 儍１６８０ 1９５ P
２０１０ 年 ５１２０００ 葺１１０  ７２３ 儍１５２４ 1９５ P．６
合计／平均 ２４５００００ 葺５８５  ７３８ 儍１５８６ 1９５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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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十一五”期间钻探生产主要单项记录

类型
最高台年实际
进尺／ｍ

最高月进
尺／ｍ

最高单机台月
效率／ｍ

最大孔深
／ｍ

硬岩 ５５９７ W１２８４ X１５０２ X１０７８ X
砂岩 １３１００ W２９８０ X４３３５ X１３８０ X

1．2　钻探科研情况
按照中国核工业地质局“积极支持原始创新，

加大力度推进集成创新，深化拓展消化吸收再创
新”的科研工作思路，强化管、产、学、研相结合，铀
矿钻探技术取得重要进展，为铀矿勘查提供了有力
的技术支撑。 积极研究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钻探技
术，累计投入钻探科研经费 ２４０ 多万元，完成了 ２０
多项钻探生产科研项目，取得了一批较好的成果，促
进了钻探技术水平的提高，使钻探技术水平保持在
同行业的先进水平。
1．2．1　地浸砂岩型铀矿中深孔钻探技术研究

随着砂岩型铀矿找矿工作的深入，钻探深度从
开始阶段的 ４００ ｍ 以浅提高到平均孔深 ６００ ｍ 以
深，钻孔的稳定性问题、致密泥岩钻进问题、非均质
岩层钻进问题等造成钻进效率下降、孔内事故增多。
为此，我们立项开展了非均质岩层钻进用复合片钻
头研究、微泡沫泥浆在地浸砂岩型铀矿中的应用研
究、多功能快速冲洗液在地浸砂岩铀矿中的研究与
应用、射流式密闭取心技术在砂岩铀矿硬脆碎地层
的研究与应用、液力举升封闭式取心钻具的研究、绳
索取心钻进在砂岩铀矿中深孔的应用研究、地浸砂
岩铀矿致密泥岩钻进技术研究等多个子项进行研

究。 针对砂岩钻探地层复杂、软硬交互频繁的问题，
研制出了具有高耐磨性、高冲击韧性和广谱性的复
合片钻头；同时针对致密泥岩钻进速度慢的问题，研
制出了鼠齿式复合片钻头，钻探效率提高 ２倍以上。
针对钻孔稳定性差、坍塌缩径、钻具磨损严重的问
题，采用了旋流除沙器以及多种泥浆配方，较好地解
决了钻探护壁护心问题。 “十一五”期间，完成的砂
岩钻探最大孔深近 １４００ ｍ，台月效率稳定在 １５００ ｍ
以上。
1．2．2　绳索取心金刚石深斜孔钻进技术的应用研
究

硬岩钻探在中断了十几年后重新启动，面临着
适应和提高双重任务。 我们开展了强自然造斜地层
钻进的防斜、纠斜工艺技术方法研究，Ｓ７５ 绳索取心
孔底局部反循环取心钻具的研制与应用，坚硬致密
弱研磨性岩层钻进用金刚石钻头的研究，硬脆碎地
层金刚石钻进技术研究，康滇地轴中南段米易—元

谋地区钻探泥浆体系研究与应用、定向钻进技术的
应用研究等子课题研究。 针对坚硬致密弱研磨性岩
层钻进经常会出现钻头打滑现象，研制了自磨式同
心环齿孕镶金刚石钻头、非光滑唇面（蜂窝状和球
齿唇面）金刚石钻头、异型齿钻头，在生产应用中取
得了很好的钻进效果，克服了常规钻头出现打滑不
进尺或进尺很慢的现象，小时效率平均达到 １．２ ｍ，
钻头寿命 １５ ｍ以上。 研制的 Ｓ７５ 绳索取心孔底局
部反循环取心钻具，提高了岩矿心的取心率。 采用
以螺杆钻为主的钻进造斜、纠斜工艺技术方法，保证
了岩心钻探质量。 针对漏失严重地层，提出了“采
取套管护堵为主、其他护壁堵漏方法为辅”的技术
思路，总结出了采用高分子材料与惰性材料胶联堵
漏的方法。 方法符合实际、效果显著。 针对硬、脆、
碎岩层钻进和取心困难的技术难题，采用绳索取心
液动冲击器，解决脆、碎岩层岩心易堵卡、回次进尺
短、采取率低的问题，平均回次进尺提高 １ 倍，小时
效率提高到 ３ 倍，钻头平均寿命提高 ５０％以上。
1．2．3　钻机监控系统技术研究

通过引进成熟的机电调控技术、过载保护技术
等，对传统的机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使设备运行、
孔内情况等钻探过程一直保持在受控状态。 合理设
计安装传感器，检测孔底压力，实现明确指示。 利用
调频技术，水泵、电动机无级调速，实现泵量、转速的
随意变化。 采用数字单片微机主导控制技术，实现
整套钻探机组电气化自动智能控制和人机转换控

制。
1．3　钻探工程管理情况

积极开展钻探合作，认真贯彻中核集团公司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努力推进构
建大体系、形成大联合、建设大基地的战略设想，采
用“集团公司投资、模拟基金运作”新机制，与属地
化队伍合作实施了 １０个铀矿普查项目，取得了可喜
的找矿成果。 切实加强钻探管理，制订了中核地质
钻探施工管理办法，全面推进中核地质标准化机台
建设，从设备配套、人员配置、技术标准、安全防护、
现场管理、档案资料等 ６ 个方面提出标准化建设意
见，切实提升中核地质钻探的管理水平和行业知名
度。 近两年，在内蒙古、新疆等地承接了多个国有大
型企业投资的找矿项目，完成钻探工作量 ８０ 多万
米。
1．4　钻探能力建设情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随着钻探工作量
的增加和对外钻探市场的开拓，原有的钻探生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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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已不能满足需要。 为此，我们继“十五”完成两期
装备更新改造后，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十一五”又启动实施了第三期能力建设项目。 在
能力建设中，将钻探生产能力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
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抓紧抓实，使各类钻探装备配套
齐全，形成了全液压钻机、履带式液压立轴钻机、拖
车式钻机和普通立轴钻机相互协同的类型配置，钻
深能力从 ５００ ｍ提高到 ３０００ ｍ，综合钻探生产能力
从“十五”时期的平均 １６ 万 ｍ／年提升到平均 ５５ 万
ｍ／年。 此外，积极优化功能配置，努力形成合理的
勘查能力布局，有针对性地加强了 ６ 个研究所的钻
探能力建设，组建了相应的 ６支钻探施工队伍，形成
了 １０万 ｍ／年以上的钻探生产能力，初步改变了钻
探生产能力南北失衡的格局，为研究所向地质勘查
所转型打下了基础。
1．5　钻探队伍建设情况

持续实施“人才强局”战略，基本建成了一支技
术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年龄结构合理的钻探施
工力量。 目前中核地质钻探从业人员近 １３００ 人，钻
探管理人员 １００ 余人，钻探技术人员 ３０ 多人，钻探
高级技师 ２０多人，钻探技师 ４０ 多人。 ５ 年来，中国
核工业地质局加大了钻探技术培训力度，或送到大
学攻读学位，或举办钻探培训班，也有少量到国外考
察培训。 同时也加大了专业院校学生招聘数量。 每
年由局统一组织招聘团，到有关大学、高级职业技术
学院、中等职业技术学院进行招聘，仅 ２０１０ 年一年
就新引进钻探专业学生 ３０多人。

2　“十二五”工作设想
“十二五”是中核地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争

取找矿新突破，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水平、建设
一流队伍的关键时期。 核能发展对铀资源形成强劲
需求，国家对能源资源高度重视，铀矿勘查即将步入
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发展容量和发展空间将进
一步扩大，发展规模和发展潜力将进一步提升。 面
对“十二五”期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钻探工
作的总体思路是：以建设技术精湛、管理科学、国内
一流的钻探队伍为目标，以标准化机台建设为抓手，
以装备建设、人才建设、技术建设、安全建设为重点，
全面推进钻探工作快速优质高效发展，实现科技创
新上层次、能力建设上水平、精益管理上台阶，为铀
矿勘查提供有力、有效的技术方法支撑。
2．1　加强人才建设

充分发挥人才的第一资源作用，努力实现中核
地质局“十二五”钻探人才“１２４”建设目标。 “１”，即
钻探技术人员 １００ 人；“２”，即钻探技能人才（技师
以上）２００ 人；“４”，即钻探机班长人数达到 ４００ 人。
从大学招收的学生应在本科以上，重点是培养成钻
探技术人才，每年 １２ 人，５ 年共 ６０ 人；从高职院校
招收的学生，重点是培养成钻探技能人才，担任机班
长，每年 ３０ 人，５ 年共 １５０ 人。 对从学校招收的学
生，一律到野外一线锻炼，从基本的钻工开始干起，
定向培养，加快培养。
2．2　推进科技创新

钻探科研要开展大联合，力争大突破，取得大成
果。 要积极研究推广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 “十
二五”期间力争 ２项成果获得集团公司（部级）以上
奖励。 同时，加快钻探科研成果转化，带动钻探技术
水平的提升。 积极筹划铀矿钻探超深孔（２５００ ｍ）
计划，争取“十二五”前三年实现。
2．3　加强能力建设

按照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完善功能、优化布局，
先进适用、配套齐全的原则，以建设“一流地勘队
伍”为目标，大力加强钻探生产能力建设，动态保有
７０ 万 ｍ／年的先进、高效的钻探生产能力，全面、系
统、高标准地提升中核地质整体找矿技能和综合实
力。 调整和优化钻探生产能力布局，进一步巩固、提
升北方，大力建设、强化南方，努力实现铀矿勘查南
北两线的共同突破。 扎实推进 ６个研究所向地质勘
查所的转型，增强野外装备实力，进一步向生产领域
延伸和发展，提高综合勘查能力。
2．4　推行精益管理

以精益理念为引领，转变管理方式，强化内部控
制，完善管理体系，加强统筹协调和力量整合，不断
提高钻探效率和钻探质量，确保优质、高效、低耗完
成钻探生产任务。

3　结语
回顾“十一五”，成绩和进展来之不易，凝聚着

钻探从业者的心血和汗水，彰显着中核地质人铀矿
报国、兴业富民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全国同行们的大
力帮助与支持。
展望“十二五”，中核地质钻探的任务更加繁

重，使命更加光荣，责任更加重大。 通过全体钻探人
的努力，一定能够开创新局面、谱写新篇章、实现新
突破、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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