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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要介绍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建材非金属矿资源勘查中探矿工程所取得的成果，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十二五”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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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克服困难，特别是战

胜了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实现了快速增长。 为保
障我国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安全运行，解决矿产资
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立足国内，利用
好国外资源，国家加强了对地质工作的力度。 中国
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紧紧抓住进一步贯彻落

实国务院枟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枠和李克强副
总理关于地质工作讲话精神的新机遇，克服政府财
政资金投入不足的困难，在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
论活动推动下，进一步开拓创新，狠抓落实，紧紧围
绕国家、地方和企业需要，开展地质勘查工作，满足
了非金属矿快速发展的需求。

探矿工程方面，根据地质工作的实际和需要，不
断加强装备投入，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方法，特别是
加强了深部探矿手段方法的推广应用，注重人才的
引进和培养，提高了勘查能力，取得了进一步的发
展，保证了地质工作的顺利开展。 “十二五”期间将
针对存在的问题，更新和提升建材地勘系统探矿工
程的装备和技术水平，进一步缩小与先进地勘行业
的差距，为实现找矿重要突破、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
力做出贡献。

2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概况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以下简称

“建材地勘中心”）创建于 １９５３ 年，前身为重工业部
建筑材料工业局地质公司、建材部地质公司、国家建
材局地质公司，是一个专门从事建材非金属矿产资
源勘查和开发的地质部门，现有职工 １０８８２ 人，各类
专业技术人员 ３５１６ 人，下属 ２６ 个地勘单位，１ 个地
质研究所，１ 个职工中专。 近 ６０ 年来，建材地勘中
心累计勘查了近万个矿山，先后探明了一大批大型
和超大型矿床。 据统计，全国 ７０％以上的建材原料
矿山及主要非金属矿是由建材地勘中心勘查完成

的，占据了国内建材非金属矿勘查市场的绝大部分
份额，勘查的矿种涉及到 １００余种，为我国非金属矿
发展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矿产资源，为我国国民经济
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新形
势的需要，逐步组建了 ４４ 个工程勘察施工企业，取
得建设部颁发的工程勘察施工甲级和综合甲级资质

近 ６０个，先后完成了众多的大型工程勘察施工项
目，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贡献。 在发展主业
的同时，利用掌握资源或地理位置的优势，积极调整
产业结构，兴办了一批矿山开采、加工企业和酒店宾
馆等第三产业，形成了新的产业，保持了持续快速的
发展。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建材地勘中心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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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支集建材非金属矿资源勘查开发、工程勘察施
工、测绘、应用研究分析等现代化技术于一体的专业
齐全、手段多样的综合性地质勘查队伍，基本形成了
地质勘查、工程勘察施工和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3　“十一五”期间建材非金属矿地质工作概况
“十一五”期间，建材地勘中心在国家及地方财

政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紧紧抓住国家加强地质
工作的决定和和李克强副总理关于地质工作讲话精

神新的历史机遇，在国土资源部开展的地质找矿改
革发展大讨论活动推动下，不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积极开展国内、国外矿产资源勘查，不断拓展业务领
域，开展各类地质勘查工作，工作范围涵盖了全国
３１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亚洲、非洲等 １０ 多个国
家，累计投入勘查资金 ５．９亿元，共完成各类地质勘
查项目 ６０４个，取得了丰硕成果。

“十一五”期间，资金投入较“十五”期间有了较
大幅度的增长，达到 ４４％，特别是商业地勘资金翻
了 ３倍多，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其中：商业地勘资
金 ３．９５亿元，省勘查基金 ０．７８亿元，中央矿补资金
０．４０亿元，危机矿山勘查资金 ０．２５ 亿元，中央财补
资金 ０．１７亿元，地质大调查资金 ０．１７亿元，地方财
补资金 ０．１０亿元，其他 ０．０８亿元。

“十一五”期间找矿工作有了一定突破，新发现
矿产地 ２６６ 个，矿种除非金属矿产外，还涉及到铁、
铬、铜、铅锌、铝土矿、锑、金、磷、盐类、煤等黑色、有
色及贵金属、化工及能源矿种。 提交各类地质勘查
报告 ６０４ 份，矿种涉及到 ５０ 多种非金属及 ６ 种黑
色、有色金属及化工、能源矿产。 提交各类别资源量
４００亿 ｔ，主要有：水泥用灰岩 ３７３．３３ 亿 ｔ，饰面石材
８．１７ 亿 ｍ３ ，冶金白云岩 ８．６８亿 ｔ，石膏 ５．０５亿 ｔ，建
筑用砂 １．９３ 亿 ｔ，高岭土 ０．７２ 亿 ｔ，石墨矿石 ０．５２
亿 ｔ，叶腊石 ０．４８ 亿 ｔ，金红石 ０．３９ 亿 ｔ，云母 ０．２７
亿 ｔ，长石 ０．２４亿 ｔ，滑石 ０．０９ 亿 ｔ，矽线石 ０．１１ 亿
ｔ，红柱石 ０．０７亿 ｔ，蓝晶石 ０．０７ 亿 ｔ，煤 １．９ 亿 ｔ，铁
矿 ０．３４亿 ｔ，钒矿 ０．０２亿 ｔ。

4　“十一五”期间探矿工程情况
4．1　主要完成的探矿工作

“十一五”期间，建材地勘中心累计完成钻探工
作量 ６９．３３万 ｍ，坑探 １．３５ 万 ｍ，槽探 ７３．４ 万 ｍ３ ，
井探 １万 ｍ，与“十五”期间工作量比有了很大幅度
的增长，其中钻探增长了 ８５．５％，坑探增长 ８６．１％，
井探增长 ３２．４％，槽探增长 ３９．１％。 钻探工程涉及

７０多种非金属、金属和煤等矿种，其中水泥用灰岩
最高，达 ３９．５４万 ｍ（占 ５７％），石膏 ２．４１万 ｍ，高岭
土２．４万ｍ，煤２．２７万ｍ，水泥配料１．８０万ｍ，锑矿
１．７９万 ｍ，硅藻土１．７１万 ｍ，膨润土 １．４８万 ｍ，石墨
１．４３万 ｍ，水泥用大理石 １．３８ 万 ｍ，钼矿 １．２２ 万
ｍ，铁矿 １．１９ 万 ｍ，滑石 ０．６８ 万 ｍ，电石用灰岩
０畅６６万 ｍ，冶金用白云岩 ０．６２ 万 ｍ，金矿 ０．４７ 万
ｍ，其他矿种 ８．２９万 ｍ。
4．2　装备情况

针对“十五”期间装备水平低、勘查能力弱、投
入严重不足的情况，建材地勘中心一是从有限的地
勘费中挤出一部分资金专用于设备购置，二是积极
向有关方面争取设备建设资金，三是下属各地勘单
位努力自筹一部分设备资金，通过这些措施，加大了
对装备的投入力度，“十一五”期间投入资金达到 １．５
亿元以上，主要用于装备钻探、物探、化验、测绘等设
备。 目前建材地勘中心地勘专用仪器设备资产达到
３亿元以上，钻探设备占到 １／３，主要有 ６００、３００、
１００、１５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型等各种型号的钻机和相应的
泥浆泵、钻具、动力设备等，勘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
高，基本满足了“十一五”期间探矿工作的需要。
4．3　取得的探矿工程技术进展

随着找矿难度不断加大和工作周期的缩短，需
要加大勘查深度和寻找盲矿体，进一步提高工作效
率。 同时面对非金属矿种繁多，岩石可钻性从最软
的粘土、泥岩、页岩到最硬的石英岩、碧玉岩、燧石都
涉及到，并且还有软硬兼夹的情况和某些非金属矿
特殊的取心钻进要求，此外，还要满足拓展服务领域
和适应“走出去”需要。 为此，建材地勘中心一是注
重深部钻探技术的引进应用；二是普遍采用金刚石
钻探技术；三是推广绳索取心钻探工艺、任意角度钻
探技术和水平钻探技术；四是开展针对复杂地层取
心的喷射式反循环、射流式反循环、孔底局部反循环
等钻进方法研究。 通过以上工作，进一步提高了我
系统的钻探技术水平和钻进效率，为地质勘查工作
做好了支撑。

（１）辽宁总队在深部钻探方面引进先进的钻探
设备，如 ＨＸＹ －５Ａ、ＸＹ －４ 等型钻机，并研究掌握有
关技术方法，积极响应辽宁省政府战略找矿，在凌源
石膏和辽阳石膏及铁矿找矿工件中，针对设计孔深
多在 １０００ ～１３００ ｍ、岩石节理、裂隙发育的情况，一
是全孔采用金刚石钻进并逐级下管护壁，二是加大
钻头外径和扩孔器，三是选用合适的钻进参数，四是
确定钻进操作，五是润滑减阻，六是做好事故预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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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通过这些措施，圆满完成了深部钻探任务，以
钻孔孔深 １２５８．２１ ｍ刷新了建材地勘中心单孔钻进
深度的记录，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辽阳找到大
型石膏矿、在凌源深部发现了具有可采厚度的石膏
矿层。

（２）安徽总队快速引进和推广钻探新工艺、新
方法、新技术，普遍采用和熟练掌握小口径金刚石钻
进工艺，可根据不同的地层条件采取回转、冲击、冲
击回转等各种适合的钻进手段。 进一步推广绳索取
心钻探工艺，在工期要求非常短的 ４ 个月时间内完
成了凤阳石英岩矿基地勘查特硬地层 ８２３６ ｍ 的巨
大钻探任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取得了明显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

（３）贵州总队在承担的贵州省独山县半坡锑矿
接替资源勘查项目中，面对工作任务重、施工条件
差、难度大的困难情况，采用合适的钻探技术，根据
水位标高采用合适的钻孔结构并护壁减少事故，全
孔采用低固相冲洗液钻进工艺，采用饱７７ ｍｍ 金刚
石电镀钻头，并保证足够的设备和辅助耗材，在 １ 年
零 ２２天时间内完成了 １３０００ ｍ的钻探工作量，为贵
州东峰企业集团寻找和勘查了一个中型锑矿，其潜
在经济价值近 ９亿元，可延长开采年限约 ９年，具有
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４）江苏总队承担的尼日利亚水泥矿山勘查施
工任务，该钻探施工条件复杂，７０％以上的地层为复
杂的灰岩地层，溶洞十分发育，溶洞中充填有砂层和
软流塑的泥土层，施工难度非常大，该队充分发挥自
己的技术优势，调整并制定了适合该复杂地层的施
工方案，一是对复杂的地层加大一级开孔口径，下入
孔口管护壁；二是使用金刚石钻进技术，提高钻进效
率，减少钻进时间；三是使用低密度高粘度的泥浆护
壁等钻进工艺，短短的 ２ 个多月 ６ 台机组完成了
９０００多米的钻探施工任务，其施工进度和质量得到
甲方的好评。
4．4　探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装备水平不高，落后于同行，急需提升。 随
着地质找矿和技术进步的需要，地勘单位装备陈旧
老化严重，一些重要装备缺乏，虽然通过国家财政和
自身努力，在技术装备和勘查能力上得到一定的发
展和改善，但总体上仍落后于同行业水平。 目前建
材地勘系统钻探设备主要是 ６００ ｍ以下的老式立轴
钻机，功能还比较单一，劳动强度大，效率不高，缺少
１０００ ｍ以上的深部钻机，还没有装备先进的全液压
动力头钻机，难以适应地质勘查工作和市场竞争的

需要，同时也难满足资质的要求，急需提升和改善装
备水平。

（２）钻探技术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以适应发
展需要。 目前我系统钻探技术水平主要是针对在
５００ ｍ以内的钻探技术，对深度 １０００ ｍ的钻探技术
仅个别单位推广应用，还未完全掌握深部钻探对取
心（样）质量、钻探速度、施工成本等方面的技术要
求。 绳索取心钻探技术所占比重很少，在应用广度
和深度上与国内同行比存在较大差距。

（３）探矿人才管理和队伍建设不适应新形势的
发展，需要创新。 虽然经过几年的努力，人才问题有
所缓解，但是人才问题始终是制约建材地勘单位发
展的“瓶颈”。 由于地勘单位从事的是艰苦行业，长
期从事野外作业，待遇不高，与属地化地勘单位存在
着显著的差距，因此建材地勘单位普遍存在着人才
引进难、留住人才更难的问题，同时目前探矿队伍建
制不稳定，影响质量、效率和安全，管理不适应新的
形势发展的需要，需要探索探矿队伍的创新管理。

5　“十二五”建材地勘探矿工程工作重点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

快发展时期，资源消耗速度进一步加快，目前非金属
矿资源保证程度不足，未来五年将是地质工作实现
大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建材地勘中心将认真
贯彻落实全国“十二五”规划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抓住“推进找矿新机制、全面实施三五八宏伟
目标”这一主线，着力加强地质找矿。 探矿工程工
作将紧紧围绕服务地质勘查，提高勘查能力，实现找
矿突破，积极推进探矿工程装备的更新换代，加强先
进钻探技术的引进应用和推广，加强探矿人才和队
伍建设，努力提高建材地勘中心探矿工程水平。
5．1　争取政策加大投入，积极推进装备的更新换代

虽然近几年在国家支持和建材地勘中心的努力

下，积极争取政策加强装备投入，但基本上是更新一
般常规设备，目前建材地勘中心整体装备水平不高、
工作效率较低、竞争能力不强，尤其缺乏高、精、尖的
大型设备，今后将逐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着力扶持
各地勘单位更新设备，努力提升队伍整体装备水平，
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主要是提高深部钻探装备水平
和引进先进的全液压动力头钻机。
5．2　加强先进钻探技术的引进和推广，提高创新能
力

加强与有关探矿工程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合

（下转第 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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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富煤二矿钻探施工效果对比表

孔号 工期／ｄ 终孔深度／ｍ 泥浆材料费用／万元 纯钻进时间利用率／％ 钻月效率／ｍ 进入煤系地层护壁措施 备注

１００１ �６５ 牋１３６４ N．７２ １０ 哌．７０ １８ <．９５ ６２８ 2．９０ 低固相冲洗液 顶漏钻进

９０８ �１２２ 牋１３１３ N．２４ ２７ 哌．２２ １６ <．３１ ３２２ 2．６６ 低固相冲洗液 顶漏钻进

９０５ �８５ 牋１３５０ N．７７ １０ 哌．７８ ２１ <．４９ ４７７ 2．３０ 低固相冲洗液 顶漏钻进

９０６ �５９ 牋１３８０ N．８７ ７ 哌．５４ ３６ <．５８ ７００ 2．９５ 无固相冲洗液 顶漏钻进

不存在钻杆内壁结泥皮现象，内管投放和打捞顺利，
减少了生产辅助时间，提高了纯钻进时间；

（２）ＬＧ植物胶无固相冲洗液固相含量低，密度
小，泵压也较低，对孔内造成的激动压力和抽吸作用
小，有利于孔壁稳定和开启较高转速，提高钻效；

（３） ＬＧ植物胶无固相冲洗液的配置较为快速
和轻便，粘度较易控制，流变性能好；

（４）漏失较严重，顶漏钻进时，使用无固相冲洗
液，较低固相冲洗液，省时省力还省钱。

7　结语
（１）ＬＧ植物胶无固相冲洗液具有较强的抑制

性和降失水性，有较好的防塌护壁性能；在孔壁上能
形成有一定强度的吸附膜，失水量低，适合易水化膨
胀、缩径、坍塌等水敏性强及不稳定地层护壁；该冲
洗液流变性好，润滑减阻性好，可满足复杂地层绳索
取心钻进的需要；植物胶可再生能力强、其浆液绿色
环保，具有较好的推广价值。

（２）ＬＧ 植物胶无固相冲洗液配置简单，易学、
易懂，只需将清水、ＰＨＰ、润滑剂、植物胶等处理剂按

照一定比例加在一起搅拌水化后即可使用。
（３）在 ＬＧ植物胶无固相冲洗液中添加少量增

效粉，形成增效型 ＬＧ植物胶无固相冲洗液，护壁防
塌效果更加明显。

（４）ＬＧ植物胶无固相冲洗液顶漏钻进通过在
富煤二矿 ９０６ 号孔的应用实践，验证了其不仅护壁
效果良好，而且保证了钻孔安全，提高了钻效，降低
了钻探生产成本，可以在相似钻孔及类似地层中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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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争取参与科研项目，将生产与科研紧密结合起
来，进一步掌握和应用深部钻探有关的技术方法，扩
大绳索取心钻探技术比重，研究和应用先进的反循
环连续取样钻探技术、液动冲击回转钻进技术、高精
度受控定向钻探等技术，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和创
新能力。
5．3　创新观念，加强人才引进和队伍建设

创新观念，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引进和培养探
矿专业人才，探索创新探矿队伍的建设。 一是与高
等院校联合办学，定向培养一批高素质、高学历的探
矿专业技术人才；二是面向社会招聘急缺的探矿专
业技术人才，解决探矿技术骨干匮乏和青黄不接的
矛盾；三是做好探矿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的培训工
作，提高队伍素质；四是探索创新探矿队伍的建设，
建立完善用人机制，提高待遇，真正使人才能引得
进、用得上、留得住，并进一步提高探矿工作的质量

和效率。

6　结语
建材地勘中心成立 ６０多年来，为我国非金属矿

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保障，为国民经济建设
做出了重大贡献。 “十一五”期间完成地质勘查项
目 ６０４ 项，投入资金 ５．９ 亿元，新发现矿产地 ２６６
个，提交资源储量 ４００ 亿 ｔ，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探
矿工程方面，“十一五”期间进一步加大了装备投
入，积极提高探矿技术水平，为地质勘查工作做好了
支撑，期间累计完成钻探工作量 ６９．３３ 万 ｍ，坑探
１．３５万 ｍ，槽探 ７３．４ 万 ｍ３ ，井探 １ 万 ｍ，与“十五”
比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 未来“十二五”，将着力加
强地质找矿，积极推进探矿工程装备的更新换代，努
力提高建材地勘中心探矿工程水平，为实现找矿突
破，提高非金属矿资源保证程度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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