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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丛式平台钻井及其技术经济优势，分析了其在陕北油田生产应用客观必要性，通过丛式井与单井施
工统计数据对比分析，阐述取得的显著的规模钻井、资源环境、技术经济和社会效益，为同类油气田、页岩气、煤层
气等大中型沉积矿床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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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丛式平台钻井是在一个油气井场平台上同时钻

出若干口甚至上百口井，各井的井距一般在 ４ ～６
ｍ，而各井井底则伸向不同方位、不同深度，利用该
种钻采系统进行油气矿藏开发。 丛式平台钻井技术
是针对区域地层岩性特征、地表地貌条件、目的层位
赋存深度等具体情况，通过造斜段的选择确定、适宜
的井底靶点工程网度、合理的井眼轨迹控制、适用的
钻井工艺和优化的钻井液体系等成套钻井技术，在
有限的地表空间完成地下多口井的施工任务。

1　丛式平台钻井技术的优越性
当今时代追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

需要技术与资源环境协调配合，以最小的工业成本
支出获取显著社会效益，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已成
为社会必然趋势。 丛式平台钻井技术是目前大中型
石油天然气沉积型矿种，以及煤层气、页岩气等新兴
能源勘探开发的一种先进的生产技术方式，并具有
明显的技术经济和规模生产优势：能够加快油气田
勘探开发速度，节约钻前费用、钻井成本；提高原油
产量和开发效益；节约土地占用面积，保护耕地和节

约资源；完井后便于油井集中管理，减少集输流程，
节省人、财、物的投资等等。

2　丛式平台钻井技术的适用条件
2．1　油层含油特征基本具备

在全球石油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为充分挖潜利
用地下资源，服务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深度适宜的斑状含油地层特征即具有工业开采价

值，采用单个直井施工显得成本偏高。
2．2　地表地貌特征复杂

区域地表地貌自然条件复杂，特别是在沟壑纵
横、山峦交错地区，避开复杂地表地形条件的限制，
节约场地平整费用，尽可能地减少植被破坏。
2．3　定向施工配套技术成熟

丛式井施工关键在于井眼轨迹防碰定向施工技

术成熟，并合理组配钻井工艺技术，能够大力促进优
质、高效、安全、快速钻井获得成功。

3　丛式钻井施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除了区域油层含油特征以及地表地貌复杂条件

的限制，需要采取丛式平台钻井施工方案之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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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应用该项技术的必要性。
3．1　丛式平台钻井技术施工必要性

（１）在已探明储量欠富、低渗透、特低渗油藏区
域，在一个井场上布置多井眼施工，按照计划井眼网
间密度（井底靶点水平位移），基本平行油层方向分
布，能够增大油气开发有效渗流面积，减少油流阻
力，聚集具有工业利用价值油气藏流，有效提高油气
开发潜能。

（２）丛式平台钻井可减少单井施工中重复性开
山铺路、平整场地等艰巨复杂的钻前工程。 在当前
全国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节约工业占地面积，节省耕
地占用费、青苗赔偿费等钻前成本开支；在施工期能
够较好地保护现有的资源环境，并降低平均钻井成
本费用。 同时，完井后还节省油气开发必要的水电、
房屋建筑等基本建设投入。

（３）丛式井出油投产后，便于油井现场作业管
理。 和单井相比，能够相对减少人员数量，充分发挥
人的潜能和积极性、创造性，同时节约人力成本费
用。
3．2　丛式平台钻井施工技术可行性

丛式平台钻井是在油气勘查的基础上所进行的

开发性生产钻井，其前提是已经掌握详细的地层地
质、油气圈闭资料，在已揭示地层含油规律的基础上
开展的风险性较小的钻井作业。 已掌握地层造斜规
律，定向技术已经成熟地运用在钻井生产之中，造斜
费用低廉。 同时有与之配套的钻井液工艺技术，丛
式油井进入水平段施工时，钻具不粘不卡，呈低摩
阻、低密度、高粘度等特点，具有良好流变性且能有
效携砂，采用无固相钻井液快速钻井，能够最大限度
地保护油层，扩大单井产能，增加开发效益。

4　陕北油田自然特点及地层条件
陕北油田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一平缓的西倾单斜

斜坡构造地带，区域沟谷纵横，山峦起伏交错，地表
地势相对高差 ５０ ～２５０ ｍ，为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
区内油气流蕴藏在侏罗系的延７ 、延８和三叠系的

长２ 、长３ 、长６等砂岩体内，含油级别属斑状—不均
匀—均匀等级，油气藏深度分别在 ８２０ ～９３０ 和
１３６０ ～１６８０ ｍ 之间。 自上而下所遇到地层特征见
表 １。

表 １　陕北油田区域地层特征

系 统 段 厚度／ｍ 分段岩性地质特征

第四系 Ｑ ０ ～２８０  上部黄土覆盖层，垂直裂隙发育，接触面含少量砾石

白垩系 Ｋ 志丹统
华池组 ４５ ～３７０ /棕红色、红褐色泥岩，粉砂质砂质泥岩互层
洛河组 ９５ ～３５０ /棕红色细砂岩、地层完整稳定

侏罗系 Ｊ
中统　

安定组 ７０ ～９０  上部灰黄色泥灰岩，下部细砂岩夹泥岩、粉砂质泥岩
直罗组 １６０ ～１８０ C浅黄、深灰色泥岩、夹浅灰色粉砂岩，底部为灰黄色细砂岩

下统　 延安组 ５２０ ～５５０ C上部深灰色泥岩与浅灰色细砂岩呈等厚或不等厚互层或夹薄层，含少量膏质成分；下
部为灰白色中细砂岩、含砾粗砂岩，其中延７ 、延８ 部分中细砂岩斑状含油

三叠系 Ｔ 上统　 延长组 ４５０ ～４８０ C深灰色泥岩与浅灰色细砂岩略等厚或不等厚互层或夹薄层，下部为灰黑色页岩与深灰
色泥岩互层，其中长２ 、长３ 、长６ 大部分具斑状 －均匀含油，是该区的目的层位

该区地层含油特征：油层地层压力系数较低，约
在 ０畅９ ～１畅０ 之间。 区域油气矿藏资源广泛、深度适
宜，地层相对稳定。 可采用无污染、低密度无固相钻
井液体系充分保护油层以及国内外成熟的丛式井定

向井施工技术，具备采取丛式平台钻井的客观条件。

5　丛式平台钻井施工技术在陕北油田的应用
5．1　井身结构及井身剖面
5．1．1　井身结构

陕北油田丛式定向井采用二开完井井身结构

（一开饱３１１ ｍｍ，二开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至钻井结束），造
斜段集中在地层完整的白垩系志丹统华池组、洛河
组段，稳斜段选在侏罗系安定组以下井段，最后到靶
点目标完钻。

5．1．2　井身剖面
该区丛式定向井采用的井身剖面类型为：“直

－增－稳”三段制剖面，必要时采用“直－增－稳－
降低”四段制剖面。
5．2　井眼轨迹控制技术

为防止丛式井临井之间井眼轨迹相碰，并在目
标开采层位范围精确中靶，丛式井各定向井的直井
段和造斜段钻井过程中，必需监测井眼轨迹具体数
据，预测轨迹发展趋势，实时做防碰扫描计算，严防
井眼之间相碰。
5．2．1　直井段

在白垩系直井段采用塔式刚性钻具组合防斜打

直，加强井斜控制，确保井壁稳定。 造斜前 ２００ ～
３００ ｍ井段，坚持每钻进 ５０ ～１００ ｍ 监测井斜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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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钻具组合和钻进参
数。
5．2．2　稳斜段

造斜段完成，轨迹达到设计要求，进入稳斜段，
采用常规钻具带稳定器钻进。 由于稳斜段长，为准
确中靶，施工过程中每钻进 ４０ ～５０ ｍ 需监测井斜、
方位一次，出现偏差，通过调整钻井参数、稳定器位
置或钻具组合达到控制井眼轨迹目的，必要时加密
（３０ ｍ左右）井身轨迹的监测。 若在稳斜段钻进中
方位漂移过大且无法满足轨迹控制要求，及时提钻
换钻具组合，下入螺杆钻具和 ＭＷＤ仪器调整轨迹，
在轨迹接近设计方位线时，利用复合钻进时方位的
飘移规律进行微调，确保井眼轨迹圆滑，有利于井壁
稳定和安全钻井。 为了预防丛式定向井施工时钻具
经常与井壁接触产生吸附性卡钻事故，稳斜钻具组
合必要时加上随钻震击器。 陕北油田丛式定向井稳
斜段 ３ 种常用钻具组合如下：（１）增斜钻具组合，
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钻头＋４３０ ×４Ａ０ ＋饱２１３ ｍｍ 稳定器 ＋
单流阀＋饱１５９ ｍｍ无磁钻铤＋螺杆钻具＋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杆 ＋饱１２７ ｍｍ 钻杆； （２）稳斜钻具组合，
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钻头 ＋４３０ ×４Ａ０ ＋单流阀 ＋饱２１３ ｍｍ
稳定器＋饱１５９ ｍｍ 无磁钻铤＋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杆
＋随钻震击器＋饱１２７ ｍｍ钻杆；（３）降斜钻具组合，
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钻头 ＋４３０ ×４Ａ０ ＋单流阀 ＋饱１５９ ｍｍ
短钻铤（１ ｍ） ＋饱２１３ ｍｍ稳定器＋饱１５９ ｍｍ无磁钻
铤＋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杆 ＋随钻震击器 ＋饱１２７ ｍｍ
钻杆。

6　施工难点及技术对策
6．1　施工难点

（１）陕北油田造斜井段以下地层岩性不均，有
大段硬脆性泥岩、灰岩，易水化膨胀、裂解垮塌；稳斜
层段砂、泥岩互层频繁，易造浆、泥包钻头；含油地层
渗透性好，存在微裂缝，发生轻漏失。 总之井眼安全
稳定程度相对较差。

（２）直井段防斜与打快的矛盾，长稳斜段的轨
迹控制精度要求高，轨迹控制难度大。 由于受地面
等条件限制，井场小，丛式井组井距小，防碰绕障难
度大。
6．2　技术措施和对策
6．2．1　钻头优选

利用岩石可钻性、硬度和抗压强度等基础数据
优选钻头，统计分析陕北油田的钻头使用情况，探索
选择适合该区块的高效钻头。

该区定向井造斜施工多在白垩系洛河组砂岩地

层稳定井段，选用 Ｊ１１或 ＳＨ２２Ｒ型镶齿密封滑动三牙
轮钻头，该类型钻头牙齿呈勺形，保径效果好，轴承
寿命长，适宜造斜及以上井段组织快速钻井，使用该
种钻头平均机械钻速在 ３０ｍ／ｈ 左右。 稳斜段集中
在侏罗系、三叠系的安定、直罗、延安、延长 ４ 个组
段，泥岩、砂岩频繁互层，局部含钙质灰岩、水敏性强
的页岩和硬质泥岩层段。 在该井段使用 Ｊ２２或 ＸＨＰ２

系列三牙轮钻头，其自洁性能好，机械钻速高达 １５
ｍ／ｈ左右。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年，我们在该区施工深度
１６００ ～１８００ ｍ之间的丛式定向井，二开以下井段采
用 ２个该类型钻头就能够完成单井施工任务。
6．2．2　优化工艺
6．2．2．1　合理钻压是提高钻井速度的重要手段

依据钻具、钻头、地层可钻性和井眼状况等情况
选择合适的钻压。 上部直井段采用 １８０ ～２２０ ｋＮ压
力均匀送钻；造斜段采用 ４０ ～６０ ｋＮ小钻压钻进，且
从造斜段整体上考虑控制每一单根钻进参数，并满
足井眼轨迹控制要求。 下部稳斜井段恢复正常压力
参数，并随钻监测井斜变化曲率。
6．2．2．2　钻井液方面

（１）大排量为造斜段螺杆钻具提供足够的动
力；

（２）提高粘度和切力，充分的携带岩屑；
（３）合理的钻井液密度，平衡地层压力，同时降

低失水，增加井壁稳定性；
（４）加入足够的防塌剂、润滑剂预防阻卡。
施工中采用 Ｋ －ＰＡＭ—ＣＭＣ—Ｃａ －ＨＰＡＮ—Ｋ

－ＨＰＡＮ—ＨＰＡＮ复合型无固相钻井液体系，该型钻
井液能有效控制固相含量和 ＡＰＩ 失水，抑制复杂地
层，适合该区丛式井安全钻井工作要求。 其中的聚
丙烯酸钾（Ｋ －ＰＡＭ）和水解聚丙烯腈钾盐粉末（Ｋ
－ＨＰＡＮ）充分水解后，向地层提供钾离子，利用钾
离子晶格嵌位作用，抑制泥岩的水化膨胀、剥落掉块
趋势；高分子聚合物—水解型聚丙烯酰胺，包被、紊
凝作用强，能有效地控制钴屑分散、抑制固含升高；
Ｃａ－ＨＰＡＮ及分解后的钾离子在局部钙灰质泥岩井
段向地层提供 Ｋ ＋、Ｃａ２ ＋

离子，保持井眼－地层间矿
化度平衡；体系中 ＣＭＣ 的 ＣＯＯＨ －、ＯＨ －

等亲水基

团，束缚泥浆中的自由水，与 Ｃａ －ＨＰＡＮ、 Ｋ －
ＨＰＡＮ、ＨＰＡＮ结合后，形成中低分子链网结构，具提
粘、降失水作用；加入磺化沥青、无萤光润滑剂
（ＷＩＦ），提高泥浆防塌润滑效果。 具体配方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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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Ｋ －ＰＡＭ—ＣＭＣ—Ｃａ－ＨＰＡＮ—Ｋ －ＨＰＡＮ—ＨＰＡＮ 无固相泥浆体系各井段配方及性能

配　　　方
性　　　能

密度

／（ｇ· ｍＬ －１ ）
粘度
／ｓ

失水量／〔ｍＬ·
（３０ ｍｉｎ） －１〕

ｐＨ 值 适用井段

１００ --畅００％Ｈ２Ｏ １ 祆祆畅００ １５ 种一开井段

０ 圹圹畅５％ ～０ 眄畅６％Ｋ －ＰＡＭ ＋１ U畅５‰ ～２ {畅０‰ＣＭＣ ＋０ J畅３‰ ～０ p畅５‰Ｃａ －ＨＰＡＮ ＋
０ 圹畅８‰ ～１ 眄畅０‰Ｋ－ＨＰＡＮ ＋０ R畅２％ ～０ d畅３％ＨＰＡＮ＋０ C畅１‰ ～０ U畅２‰无荧光润滑剂

１ ss畅０１ ～１ e畅０２ １８ ～２０ ２５ ～２０ ８ 换换畅０ ～８ 厖畅５ 直井段或油
层顶板以上

０ 圹圹畅６％ ～０ 眄畅８％Ｋ －ＰＡＭ ＋３ U畅０‰ ～５ {畅０‰ＣＭＣ ＋０ J畅１‰ ～１ p畅５‰Ｃａ －ＨＰＡＮ ＋
１ 圹畅５‰ ～２ 眄畅０‰Ｋ－ＨＰＡＮ ＋０ R畅５％ ～０ d畅６％ＨＰＡＮ＋０ C畅３‰ ～０ U畅５‰无荧光润滑剂

１ ss畅０３ ～１ e畅０４ ２０ ～２２ １８ ～１５ ８ 换换畅０ ～８ 厖畅５ 斜井段或油
层

7　丛式平台钻井技术应用效果
7．1　提高技术含量，增加经济效益

丛式平台钻井与定向技术相结合，优质钻井液
工艺的成功运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钻井施工
特点显现出综合技术经济优势。 我们在陕北油田应
用丛式平台钻井施工技术以来，不但缩短了施工周
期，降低钻井成本，同时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7．2　提高技术竞争力，赢得地质市场

采用丛式平台钻井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快打、
多打优质高产井，同时，为建井单位批量投产、早日
生产、提高产出油率创造条件，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赢得了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7．3　节约搬迁费用，提高设备利用水平

一个井场布置多个井眼，避免钻井设备频繁搬
迁，既减轻劳动强度，又降低平均搬迁成本费用，提
高设备利用率，缩短钻月时间，提高台月利用率，间
接地增加了效益，同时还节约了其他钻井成本费用。
同一个井场上旧泥浆经过絮凝沉淀处理后可重新利

用，泥浆材料费用亦得到了相应比例的减少。

8　丛式平台钻井技术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8．1　技术经济效益分析

丛式平台钻井技术应用于陕北油田钻探生产施

工以来，带来了巨额收入和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
２００９ 年陕北油田丛式钻井平台与单井施工代

表性技术经济资料统计数据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０９ 年陕北油田丛式钻井平台与单井施工代表性技术经济资料统计数据

井别 井深／ｍ
泥浆
费用
／万元

单位泥
浆成本

／（元· ｍ －１）

钻井材
料成本
／万元

单位材
料成本

／（元· ｍ －１）

纯钻
时间
／ｈ

机械钻
速／（ｍ·
ｈ －１ ）

台月
数

／台月

台月
效率
／ｍ

井场占
地面积
／亩

搬迁
费用
／万元

修路
长度
／ｋｍ

Ｙ １６０９ 档档畅００ ３ 觋觋畅２０ １９ 亮亮畅８９ １２ 剟剟畅５９ ７８ GG畅２５ １２８   畅１１ １２ {{畅５６ ０ 刎刎畅３２ ５０２８ 厖厖畅１３ ３ 汉汉畅８５ ６   畅５０ ３ MM畅２
Ｙ －１ 垐１６２０ 档档畅００ ３ 觋觋畅０２ １８ 亮亮畅６４ １３ 剟剟畅１２ ８０ GG畅９９ １３２   畅８３ １２ {{畅２０ ０ 刎刎畅３５ ４６２８ 厖厖畅５７
Ｙ －２ 垐１６１５ 档档畅００ ２ 觋觋畅８５ １７ 亮亮畅６５ １３ 剟剟畅２８ ８２ GG畅２３ １３５   畅７３ １１ {{畅９０ ０ 刎刎畅３７ ４３６４ 厖厖畅８６
Ｙ －３ 垐１６４０ 档档畅００ ２ 觋觋畅６３ １６ 亮亮畅０４ １３ 剟剟畅６５ ８３ GG畅２３ １３７   畅２２ １１ {{畅９５ ０ 刎刎畅３８ ４３１５ 厖厖畅７８
Ｄ １５６０ 档档畅００ ３ 觋觋畅５０ ２２ 亮亮畅４４ １６ 剟剟畅８０ １０７ GG畅６９ １８３   畅７８ ８ {{畅４９ ０ 刎刎畅５８ ２６８９ 厖厖畅６６ ３ 汉汉畅２３ ６   畅００ ２ MM畅５

ＺＪ２０Ｂ（或 Ｆ －３２００）型配套钻井设备从事丛式
平台井施工，一年可完成 ４ 个平台共 １８ 眼 １６２０ ｍ
深的油井。 同类设备从事单井施工，最多可完成 ８
眼 １５６０ ｍ深的油井。 丛式井单位钻井价格 ２８０ 元／
ｍ，单位平均材料钻井成本 ８１畅１８元／ｍ；单井施工单
位价格 ３３０ 元／ｍ，单位平均材料钻井成本 １０７畅６９
元／ｍ。 另外从事丛式井施工造斜费用 ３ 万元／井，

可节约泥浆费用 ０畅２万元／井；搬迁费 ６畅５ 万元／井，
丛式井井眼移位费 ０畅５万元／井，平均 ２畅０ 万元／井；
钻前开通道路、平整井场、土地有偿转让使用权、青
苗赔偿等费用合计达 １５万余元，该项费用属于建设
单位支付。
丛式钻井与单井施工 ２个代表年统计数据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０９ 年丛式钻井与 ２００６ 年单井施工对比

年
份

施工井
数／口

全年累计
进尺／ｍ

全年纯钻
时间／ｈ

纯钻效率

／（ｍ· ｈ －１ ）
年钻月
数／钻月

钻月效
率／ｍ

完成收
入／万元

成本支
出／万元

年毛收
益／万元

全年井场占
地面积／亩

累计搬迁
费用／万元

累计修路
长度／ｋｍ

２００９ B１８  ２８９７６ vv畅１ ２４０２ 栽栽畅６６ １２ ee畅０６ ７ 腚腚畅８２ ３７０５ 槝槝畅３８ ８１１   畅３３ ２４６ 櫃櫃畅１５ ５６５   畅１８ １５ 鬃鬃畅９ ２６ 殮殮畅０ １２ --畅５
２００６ B８  １３３５２ vv畅５ １５９３ 栽栽畅３８ ８ ee畅３８ ５ 腚腚畅１６ ２５８７ 槝槝畅６９ ４４０   畅６３ １４４ 櫃櫃畅２１ ２９６   畅４２ ２４ 鬃鬃畅６ ４５ 殮殮畅３ １９ --畅７

从表 ４中对比分析得出：
（１）丛式井施工节约了搬迁时间，提高了台月

利用率，年钻月时间长，设备利用率高，为开展工厂
式钻井施工提供了条件，同时减少搬迁次数，节省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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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费用，能够充分集约利用工业生产时间，最大程度
地创造规模钻井效益。

（２）典型代表年丛式平台钻井与单井相比，相
同钻井设备一年可比单井施工多 １０眼井，数量相当
于单井施工的 ２畅２５ 倍。 钻探工作量丛式井是单井
施工的２畅１７倍，增加１５６２３畅６延米，增幅１１７％。 纯
钻时间得到充分利用，采用无固相钻井液技术，钻探
效率亦得到大幅度提升，提高 ４３畅９１％。

（３）虽然丛式井价格低于单井，由于丛式井钻井
成本偏低，其单位边际收益略小于单井施工边际收益
［（２８０ －８１畅１８） ＜（３３０ －１０７畅６９）］，从收入（８１１畅３３ ＞
４４０畅６３）和毛收益（５６５畅１８ ＞２９６畅４２）两方面分析，
丛式井明显高于单井施工，前者分别是后者的 １畅８４
倍和 １畅９１倍，增幅分别为 ８４畅１３％和 ９０畅６７％。

（４）丛式井平均移位费用 ２畅０ 万元／井，是单井
施工搬迁费（６畅０ 万元／井）的 ３３畅３３％，加上丛式井
施工的造斜费用 ３ 万元／井，仍然低于单井搬迁费
（５畅０ ＜６畅０）。 另外，每眼井还可节约泥浆费用 ０畅３
～０畅９万元，平均节约 ０畅６万元／井。
8．2　资源环境与社会效益分析

（１）减少耕地占用面积，节约土地资源，保护农
业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２）旧泥浆的处理和重新利用避免对农业生态
环境的污染。

（３）得到当地政府居民的支持，更好地促进当
地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４）加强钻井现场管理，形成规模钻井条件，促
进钻井作业工厂化。

9　结语
由于陕北油田油气资源丰富，地表地貌复杂，在

丛式平台钻井技术成熟、可行的条件下，有必要应用
该项技术。 采用丛式平台井施工在产生良好的社会
效益同时，还要创造出比单井施工高得多的经济效
益，通过多方面的数据综合对比说明，丛式平台钻井
适用于该区施工，是一项值得推广的、能产生规模效
益的钻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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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全国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学术交流年会征文通知
我国地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已经进入关键年，为贯彻落

实我国地质找矿新机制、实现地质找矿“３５８”宏伟目标。 由
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武警黄金部队
总指挥部承办的“第十七届全国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学术交流年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中旬在江西南昌举行。
会议的主题：紧密围绕整装勘查区和重要成矿区带的找矿突
破，寻找更多的清洁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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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勘查新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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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会议议题：
１．深部岩心钻探技术
２．钻探新设备、新仪器、新材料
３．科学钻探技术
４．页岩气勘探与开发技术
５．煤层气勘探与开采技术
６．工程勘察与基础工程施工技术
７．非开挖施工技术
８．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治理技术
９．地下水及地热资源勘探与开采技术
１０．工程管理与安全生产

会议主办单位：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
专业委员会

会议承办单位：中国武警黄金部队总指挥部
会议论文征集：论文题目可根据大会主题和议题自由选

定。 会议论文应是未经发表过的最新成果。 学术委员会将
组织专家对所提交的论文进行审查，通过审查的论文将以论
文集形式正式出版。 论文篇幅应控制在 ５０００ 字以内，以电
子文档（Ｗｏｒｄ格式）提交至大会秘书处。

论文全文截止时间：２０１３年 ５月 ３０日
论文请按时通过电子邮件同时提交到“ ｚｌｘ２０９６８２７＠

１２６．ｃｏｍ”，并通过电话或短信通知联系人，以便确认是否传
送成功。

会议联系人

会议秘书处：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联　系　人：张林霞
电　　　话：０３１６ －２０９６８２７（传真） ；１３９３２６７８６５５
邮　　　箱：ｚｌｘ２０９６８２７＠１２６．ｃｏｍ
地　　　址：河北省廊坊市金光道 ７７号探工学会
邮　　　编：０６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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