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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

服务地质找矿突破战略与地质灾害防治

———庆祝探矿工艺研究所成立 ３５周年

胡时友， 周良宗， 宋　军， 刘同良， 李子章
（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四川 成都 ６１１７３４）

摘 要：总结回顾了 ３５年来工艺所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绩，指出了工艺所在“十
二五”期间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的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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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以下简称工
艺所）成立于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 ８ 日。 ３５ 年来，历经变
迁，现直属于中国地质调查局。 作为公益性地质调
查工作的技术支撑单位，工艺所按照“技术立所、人
才兴所、创新强所”的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保
持“诚信、团结、务实、创新”的所风，不断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持续推进专业结构调整，在技术创新、成
果转化和基地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
服务地质找矿和防治地质灾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

献。 值此工艺所成立 ３５周年之际，我们对单位的发
展成就进行简要回顾，对今后的发展重点和目标任
务进行展望。

1　技术创新结硕果
在科研方面，我们以为地质找矿提供技术支撑

和服务为目标，按照工艺所的定位和任务，根据西部

找矿在钻探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发挥人
才技术优势，联系野外工作实际，刻苦钻研，努力创
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３５ 年来，工艺所共承担的
各类地质调查和科研项目共计 １７８ 项，获得专利 ３２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３项；获省部级以上的奖项 ５４ 项，
其中获得国家级奖励 ５项，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７项、二等奖 １２ 项、三等奖 １７ 项，其它奖励 １５ 项。
工艺所科技人员在各类正式刊物上共发表科技论

文、科技译文 ４００ 余篇，参加了多部专著、规范和标
准的编写工作。
1．1　潜孔锤跟管钻进技术持续领先

工艺所在空气潜孔锤跟管钻进技术方面，在国
内研究最早、系列最全、结构形式最多。 研究开发了
单偏心、双偏心、同心等多种结构形式全系列的空气
潜孔锤跟管钻具，这些钻具在地质灾害防治、深基础
工程、大坝帷幕灌浆、抗旱找水打井、应急抢险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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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研制成功了空气潜孔锤跟管
取心钻具，解决了滑坡、河床、湖泊、风化等堆积地层
钻探中存在岩心采取率低、钻探效率低、冲洗液漏失
影响地层稳定性等技术难题，该钻具将潜孔锤跟管
钻进和取心钻进 ２ 种技术进行组合，充分发挥前者
护壁好、钻进速度快，后者取心质量好的技术优势，
形成一种新的钻进方法。 研制成功了空气潜孔锤冲
击－挤压跟管钻进成孔技术，解决了普通的跟管钻
具在钻遇松散的杂填土、潮湿黄土、粘土等软弱地层
时，这些土层中因为夹有碎石、卵石、砾石等坚硬物
质，易糊钻、排渣不畅则导致钻进缓慢、或者根本无
法进尺的难题。
1．2　地质勘查取心套管钻进技术独树一帜

研制成功了具备不提钻换钻头取心钻进功能的

饱１１４ ｍｍ 套管取心钻具、配套钻头、可代替绳索取
心钻杆使用的饱１１４ ｍｍ 套管和投捞式扫孔注浆钻
具，制订了饱１１４ ｍｍ 地质勘探套管钻进工艺规程。
饱１１４ ｍｍ套管钻进系统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在福建马坑
铁矿 ＺＫ９５０１ 钻孔进行试验，首次在我国岩心钻探
中实现了套管钻进，平均时效 ０畅７３ ｍ，平均回次进
尺 １畅１４ ｍ，岩心采取率 ９８畅８８％，发明了地质勘探复
杂地层绳索取心套管钻进的新方法。 这种钻进方法
是将套管作为钻杆来使用，与不提钻换钻头技术相
结合，是处理钻孔垮塌、漏失等复杂情况的有效手
段，可以大幅度提高钻探效率和取心质量，最大限度
地避免孔内事故。
1．3　空气反循环取样钻探技术不断完善

开展了空气反循环取样钻探的地质找矿效果评

价研究。 采用在同一地点的取心钻探和空气反循环
取样钻探 ２种方法取出的试样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的
方法，开发研究了高风压的空气反循环取样钻头、潜
孔锤、双壁钻杆、旋流分样器等配套机具，初步编制
了空气反循环取样钻探规程，在云南、四川等矿区试
验的基础上，对钻具组合和钻孔结构进行了完善。
通过 ２年的应用示范试验表明，空气反循环取样钻
进具有钻进效率高、钻进成本较低、地质找矿效果与
金刚石钻进相当或者更好的优点，在地质详勘阶段
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1．4　深孔复杂地层钻探技术取得新突破

工艺所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专项———汶川
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项目（ＷＦＳＤ）中的“科学钻探
与科学测井”课题，针对在地震断裂带上进行大口
径、深孔复杂地层的取心钻进，研发的螺杆马达－液
动锤－长半合管取心钻进工艺首次在世界上得到应

用，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研发成功了一套多功能、低
成本的深孔取心钻探设备 ＫＺ－３０００ －ＤＢ型钻机和
配套器具，该钻机的特点是采用高转速交流变频顶
驱，适合于直径和深度较大的连续取心钻进施工，可
用于 ３０００ ｍ左右的科学钻探，还可用于深孔地质勘
探、地热钻探、煤层气钻探和浅层石油钻探。 采用优
化泥浆性能、局部扩孔、起钻回灌泥浆等综合措施解
决了钻孔缩径的问题。
1．5　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技术不断推陈出新

近年来，工艺所研究开发了崩滑体含水量监测
仪、光纤滑坡推力监测系统、滑坡柔性大位移监测系
统等新型监测技术。 研制开发成功的新型快速锚固
技术、预制格构锚固技术、高陡边坡绿色生态防护技
术、小直径组合桩滑坡防治技术等地质灾害防治技
术。 研制成功了地质灾害应急抢险快速成孔钻机。
这些技术在三峡库区、高速公路和水利水电工程建
设等多个国家重点工程中得到了推广应用。

2　成果转化谱新篇
（１）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发挥重要作用。 “５·

１２”汶川特大地震、“４· ２０”芦山地震发生后，以及
近几年在四川的主汛期期间，承担了理县、北川、南
江、名山等 ７个区县的地质灾害巡排查任务，为服务
于灾区、服务于民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２）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成绩突出。 建立了奉
节、丹巴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示范站。 示范站采用太
阳能供电，按照设定的模式进行自动监测，数据无线
传输进入数据库，超限自动报警，实现了无人值守。
工艺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纤滑坡推力监测系

统、滑坡深部位移监测仪等仪器在三峡库区得到大
量部署应用。 ２０１２ 年 ６月，工艺所成功预报了重庆
市奉节县曾家棚滑坡和黄莲树滑坡险情，２ 个滑坡
体上直接受威胁的 １７户 ８８人在大规模滑动之前紧
急撤出，实现了成功避险。

（３）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成效显著，为我国应急
救灾、重大滑坡险情应急处置和地方政府应急抢险
救援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特别是在重庆市云
阳县故陵镇的凉水井滑坡应急监测、重庆武隆铁矿
乡鸡尾山特大山体滑坡应急救灾、云南和山东抗旱
找水打井应急任务中，工艺所的潜孔锤跟管快速钻
探技术在生命孔钻探、抗旱井施工中大显神威，受到
当地政府和灾区群众的赞誉，也得到了国土资源部
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表彰。

（４）钻探技术与产品得到广泛推广应用。 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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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艺所在新疆、青海等地完成地质勘查岩心钻探
１０万余米，在四川、甘肃、云南、贵州等省份的整装
勘查区推广定向钻探、钻孔护壁堵漏、钻孔煤层瓦斯
压力测试等技术，有力地支持了地质找矿战略行动。
各类钻头、取心工具、钻孔测斜仪、连续造斜器、钻孔
堵漏材料等产品得到了广泛应用。

3　结构调整拓新路
从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我国地质工作逐步

走向低谷，工艺所为了适应新形势，在传统探矿技术
的基础上，不断开辟新领域。 首先，对技术人员的专
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主要加强配备了地质类、监测类
和信息类专业技术人员，改变了过去技术人员专业
单一的局面；其次，调整了内部组织机构，从过去的
按照专业划分研究室改为按照工作性质划分，撤销、
合并、转向了一些研究室，新设立了地质灾害监测技
术研究室、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研究室、新技术示范室
等业务处室。 通过调整拓展，工艺所形成了探矿工
程和地质灾害防治两大学科和四大重点研究领域的

新格局。 在工艺所设立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灾害
防治技术中心。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施
工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地质学会地质灾害研究分会防

治工程专业委员会挂靠在工艺所。

4　基地建设换新颜
形成了成都市区“西北桥生活基地”和郊区郫

县“现代工业港工作基地”２个基地格局。 启动了郫
县科研工作基地二期建设，建成了汶川科钻岩心库
和科钻研究实验中心楼，工作基地配套设施逐步完
善，大院绿化实现了提档升级。 实验室建设取得新
进展，在“野战军”装备计划的支持下，工艺所综合
钻进技术实验室的全液压试验钻机及其钻进参数测

试系统已经安装到位，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实验室的
大型滑坡模型试验装置初步建成，成都市区生活基
地也基本建成，职工住房条件和科研办公条件都得
到显著改善。 同时还编制完成了工艺所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年基地建设规划，工艺所地调科研业务楼修
缮、节能改造及基地基础设施环境改造和郫县基地
应急装备库及实验室列入了规划之中。

5　长期发展方向明
工艺所制定了“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了中长

期技术研发的重点领域和目标任务。
（１）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技术研发，提高地

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数字化、自动化和网络化水
平，提高监测系统的精度和可靠性。 开展地质灾害
监测新技术、新方法和新仪器的研究与应用示范；针
对崩塌、滑坡、泥石流等不同种类地质灾害的特点，
开展多种监测方法、监测仪器的有效集成研究；开展
地质灾害监测数据传输方法和数据处理技术的研

究；开展专业监测预警示范，建设好奉节、丹巴等地
质灾害监测预警示范站，积极申报地质灾害野外长
期观测站。

（２）开展高效、快速、轻便、经济适用的防治技
术方法、施工设备、材料和器具的研究。 重点针对我
国西部地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多
发的特点，开展复杂山体快速加固技术、滑坡治理快
速锚固技术的研究；开展小直径组合桩滑坡防治技
术示范应用；开展泥石流防治新技术、新方法研究；
开展大直径深孔潜孔锤跟管钻具系列化研究；研制
地质灾害应急抢险快速成孔工艺与设备，形成一套
比较完整的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施工技术体系，开展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技术的研究与示范。

（３）开展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工作，
进行重点地区的地质灾害调查和区划，为国家经济
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 查明重要经济区带、
大江大河流域、重要交通干线、城市群和国家重点工
程建设区带的地质环境现状与发展趋势；开展地质
灾害的发育条件、形成机制与分布特点的调查和研
究；开展地质灾害的成灾规律与灾情评估技术研究；
开展重点地区地质灾害的调查、区划、风险管理与防
治规划研究。

（４）组建一支应急作战能力强的队伍，争取成
为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灾害应急抢险

的骨干力量。 根据国家应对地质灾害突发频发的要
求和社会需求，以快速钻探和高精度监测为主，按照
“面向西南、一队多用、专兼结合、平战结合、立足实
战、务求实用”的原则，组建一支反应迅速、机动性
强、装备精良、突击作战能力强的专业地质灾害应急
处置队伍；配备精良的应急设备、制订应对西南地区
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人员和设备的配置标准；开展
人员培训和定期演练；建立应急装备库房，实现应急
装备、物资的储存、定期维护与保养。

（５）开展复杂地层取心钻进、定向钻进、钻孔护
孔堵漏、钻孔测量、套管钻进、金刚石钻头制造等技
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形成复杂地层取心钻探
技术体系、地质灾害防治钻探技术体系和深孔取心
钻探技术体系，为我国的地质灾害防治钻探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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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提供技术支撑。 形成一套完善、实用的，以护
壁、取心（包括取样）为主的超深孔钻探和复杂地层
钻探工艺技术体系，为超深孔、深孔和复杂地层钻探
提供有效钻探技术方法；围绕地质调查钻进关键技
术，以有效穿越地层为目的，开展地质勘探小直径导
向钻进关键技术、空气潜孔锤跟管钻进技术、地质勘
探套管钻进技术、复杂地层大直径深孔取心钻进技
术、定向钻进技术、护孔堵漏技术、钻孔测量技术、金
刚石钻头制造技术、地质勘探空气反循环钻进找矿
效果应用示范等研究工作，积极承担科学钻探工程
施工业务。

（６）加强实验室建设。 建成综合钻进技术实验
室、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实验室 ２个专业实验室，力争
成为部、局级重点实验室。

（７）拓展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
步提高技术交流与合作的水平。 跟踪探矿工程和地
质灾害监测防治技术的国际前沿，为科研项目研究
提供信息支持。 开展国外相关的先进技术的引进、
消化、发展和推广应用工作；为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
提供钻掘技术支持，为专业地质灾害监测防治队伍
提供技术指导，促进研究与调查的紧密结合，发挥产
学研的群体作用。

6　结语
回顾过去，工艺所实现了从单一的探矿工程专

业向探矿工程和地质灾害防治 ２个研究方向齐头并
进的转型；展望未来，工艺所要进一步拓宽发展思
路，拓展业务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管理体
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提高探矿工程和地质灾害防治
的技术支撑能力和服务水平，力求在技术创新方面
实现新的突破；要进一步改善干部职工生活、生产条
件，提高职工的幸福指数，实现服务地质工作与服务
自身建设的有机统一，实现业务拓展与民生改善的
有机统一，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资源环境保障
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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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钻探与海上钻探最新进展高级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烟台召开
本刊讯　由山东省地矿局、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

院、山东省地矿局钻探技术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深部钻探
与海上钻探最新进展高级学术研讨会”于 ６ 月 ２９ ～３０ 日在
山东烟台召开。 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科
研所、探工学会、中国地质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江西、广西
等省地矿局及相关企业和媒体等 ２０ 多个单位的近 ６０ 名专
家、学者、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山东省地矿局副局长邓度主持，中国地质调查局
油气中心主任叶建良、中国地质科学院许志琴院士、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金振民院士分别在大会上讲话，山东省第三地
质矿产勘查院院长常洪华代表举办单位致辞。 山东省地矿
局钻探技术研究中心陈师逊研究员、汶川科学钻探中心总工
张伟教授、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所刘晓阳教授、安徽省地矿
局 ３１３队朱恒银教授分别就山东省地矿局第三地勘院深部
钻探及海上钻探施工；汶川科钻施工及进展；江西铀矿第一
超深孔施工；安徽深部钻探及技术研究等情况进行了学术交

流。 各科研院、所、高校及有关省局等领导、专家对近几年在
深部钻探领域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就下一步深部
钻探和海上钻探技术的发展、产学研一体化等内容进行了学
术研讨。 专家们一致认为，随着地质找矿的不断深入和突
破，深部钻探和海上钻探前景广阔。 中国岩金第一深钻———
４０００ ｍ超深钻孔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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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证明我国钻探设备、机具和钻
探工艺都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为今后深部钻探和海洋钻探
以及页岩气钻探奠定了基础，坚定了信心，提供了技术支撑。
并希望对深部钻探和海洋钻探要加大投入，不断提高钻探装
备水平；依靠科技创新，不断提高钻探技术水平。 要对深部
钻探技术更好地加以总结，提交更多更高质量的钻探科技成
果，不断提升和丰富钻探技术理论，推动钻探事业的发展。

会议期间专家代表们还实地参观了山东省第三地质矿

产勘查院施工的海上钻探施工现场。
（张　敏、陈师逊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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