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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述了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界 !% 世纪所面临的新的形势；论述了新世纪带来的机遇和相应采取的对

策；提出了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下，要把握时机，勇敢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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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世纪之交，我国各行各业都在国家整体领

导与部署下制定“十五”计划和 !"%* 年长远发展规

划。国土资源部正在实施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

为了实现这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宏伟计划和目标，迫

切要求地学界所有的相关技术与工程部门大力协作

和参与，以期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起到比以

往更加重要的作用。

探矿工程是地质调查不可缺少的技术方法。在

!" 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 *" 年作出了巨大贡

献。通过探矿工程（钻探与坑探）发现和探明了大量

矿产、能源、水资源。用于地质矿产资源钻探和油气

钻采所完成的工作量都分别在 $ 亿 / 左右。这才

换取到上百种表列矿产储量，并通过采矿、加工，使

之成为工业原料与燃料，创造了国家财富，出现许多

矿业城市，富国利民，增强国力。同时还进行了包括

像长江三峡坝址在内的大量水电工程、交通、厂矿与

城市建设工程的地质勘查；对许多环境地质与自然

地质灾害进行了勘查、监测与治理；近 ! 年已起步开

展影响深远的大陆与大洋科学钻探。我国探矿工程

技术已走向世界 !" 多个国家，主要从事矿产、地质

勘查与水井工程等施工；若干装备亦走向国际市场。

探矿工程在未来新形势下更加任重道远。

! 面临 "! 世纪新的形势

（%）国家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将按照“西部大

开发”的重大决策实施。侧重中西部地质调查工作

程度低的而且气候、交通条件比较困难的地区。在

这种条件下进行探矿工程施工，包括钻探、坑探所用

的技术方法和装备，必须符合地域客观条件的需要。

（!）我国若干重要矿产和油气资源面临短缺严

峻形势。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仍将对短缺矿产、

能源矿产、矿物原料进行重点勘查，每年部署一定数

量的勘探工程实物工作量（含钻探与坑探），必须采

用当代先进工艺方法，保证任务顺利按时完成。同

时还提倡到国外进行勘查并利用海外资源，更要求

有一流的探矿工程技术。

（$）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纲要与立项指南重

视要在广大干旱、半干旱西部地区和严重缺水区带

勘探与合理开发地下水资源（含地下热水），如西北

诸省，特别是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柴达木盆

地、吐哈盆地、准葛尔盆地、河西走廊、内蒙古东部、

黄土高原、阿拉善高原、西南岩溶石山地区，乃至东

北平原、华北平原、晋北和豫西以及若干大中城市。

在许多地区地面无水，有很多地区要勘采深部（数百

米乃至两三千米）基岩水（含岩溶水、玄武岩孔裂隙

水等），还有若干沿江河城市（如拉萨市）要发展傍河

取水井和回灌井等。以上情况，都要求发展新的地

下水勘探、开发成井技术与相应装备。

（-）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还要开展若干边远、

沼泽、草原、森林、荒漠、戈壁、严寒冰冻和水域等难

进入地区的地质调查，如化探取样、地质填图和地球

物理勘查，很多情况下要打浅钻取样（如 %" / 以

内）、人工震源孔和槽井探工程。这就要求采用多种

多样的技术工艺和轻型易搬迁的装备。

（*）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还部署了我国地质

灾害频发区的调查、监测、预警与防治任务。据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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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和若干国内经验，探矿工程在防治滑坡、崩塌、

泥石流，加固江河堤防、防治渗漏、塌岸与海水入侵，

地震预报，观测地面沉降，监测地下水污染和钻凿污

水处理井（曝气井），包含核废料在内的有害废弃物

深埋处理以及劣质土改良等方面，都有许多成功经

验，未来将大有用武之地，必须开拓这一领域的应用

并开发相应的工艺技术装备。

（!）除了国土资源调查工作中必不可少地要采

用探矿工程外，现今国家大力加强包括西部地区在

内的交通、水利、通讯、环保和城镇建设等基础设施

的投资力度，这正是发挥探矿工程延伸产业、扩大服

务领域的大好机遇。若干技术迫切要求改造与更

新，才能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市场发展的需要。世

界发达国家从事探矿的承包商与制造商早已着眼并

立足于既为矿产勘采服务，又同时为与建筑业（含交

通、水电等）相关的岩土钻掘工程服务。

（"）技术经济全球化已成趋势。全世界尤其是

发达国家都致力于在重要科学技术领域占领优势。

如美国一向重视钻探与掘进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

了在钻探与掘进方面保持其世界领先地位，并致力

于从事国外资源勘采事业，政府 #$$% 年度财政拨款

& ’ % 亿 美 元 启 动 了 一 项 称 作“ ()*+,—(-./01-2
34054-6 704 )89-1:;8 *4/22/15 -18 +<:-9-./01
,;:=10205/;>”即“国家钻探与掘进现代化计划”，此

项专款用于研究发展先进的钻探与掘进技术。与世

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钻探与掘进技术及应用方

面都存在明显差距。无论从国内需要还是走向世

界，都迫切需要研究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与装备，在

&# 世纪才能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

（?）将进入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新时代，并将形成

重要经济支柱，世界各国都已竞相发展含高新技术

的水下探采技术与装备，并已出现一系列勘采砂矿、

含矿软泥和锰结核的技术与装备。一种由前苏联首

先发现的被称作天然气水合物（5-> =@84-.;>），美国

和日本都通过海底钻探取样发现并认为是 &# 世纪

很有希望的巨大潜在能源。勘采海底资源无疑首先

要解决技术与装备，特别是超前钻探取样技术。

（$）大洋与大陆科学钻探，极地与高山冰帽（川）

钻探，还有湖底钻探取样（如俄罗斯贝加尔湖和中国

内蒙古岱海湖），以及活动断层带、火山和高温地热

区钻探等都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在此类钻探目的

地施工有超深、严寒或高温、水域作业以及钻孔保直

与孔壁稳定和取心（取样）困难等问题，其技术与装

备要求更非同一般。

! 面临 !" 世纪新的机遇

面临 &# 世纪新的形势，必然带来新的挑战与新

的机遇。如何采取新的对策？这里提出几项建议，

希望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根据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近若干年（“十

五”至 &A#% 年）的需要，针对大调查工作对探矿工程

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岩土钻掘工程的需求，要超前研

究制订行业、部门乃至科研与事、企业单位的技术发

展战略。如发展方向、新技术方法与装备的研究开

发、推广与引进等。

（&）根据国内市场的发展与需求，致力于对已有

产品完善与创新。首先要鼓励与支持国内还在不断

引进的属于高难技术与装备的研究与开发。更要致

力于地质装备国际市场的开拓。包括重视产品的先

进性与可靠性；设备钻具的配套性；采用国际最通用

的标准系列；取得 BCD$AA#、BCD$AA& 认证；以及扩

大产品广告宣传和售后培训服务等。

（E）有目标与有重点地引进技术。以往像岩心

钻机、水井与工程钻机、测井仪器、钻井液、绳索取

心、冲击回转、金刚石钻头制造、螺杆钻、定向钻进、

多工艺空气钻进、反循环钻进、大口径钻进、非开挖

铺管、“卡邦”金刚石等，无不与吸取国际先进技术经

验有关。如今，国际上新技术方法与装备日新月异，

宜吸取其成功经验。如世界地质岩心钻探有 "AF
左右采用“*G*H)”标准；近若干年来大力采用复

合钻探技术（常规金刚石钻进在美国只占 EAF 左

右）；金属矿钻探大都采用定向孔和分支孔；水井勘

探普遍用多工艺空气钻进；英国煤田全部用空气钻

进；超硬材料及钻头品质与系列日益完善；还有深井

孔、高温、严寒和沙漠、水域、冰层等复杂条件下钻探

取样技术与装备以及运输与工地宿营装备等。要把

创新与引进有机地结合起来。

（I）积极采取产、学、研联合研究开发新技术、新

产品。建国以来已有很多成功的先例。仅以中国地

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为例，#$%" 年建所以来先

后互相合作的工厂就有北京、上海、重庆、衡阳、张家

口、西北、西安、沈阳、无锡、长沙、郑州、龙游等探矿

机械厂，上海、北京地质仪器厂，无锡、北京钻探工具

厂，牡丹江化工厂，上海砂轮厂，北京钢厂等。互相

协作设计研制成功并批量生产了一系列岩心钻机、

坑探设备、水井和工程钻机、泵、钻塔、测斜仪、钻头、

钻具和泥浆处理剂等。迄今为止不少产品仍在生

产。如今，在新形势下这样的协作更应加强，可以发

挥所长，加快进度，并有利于采用先进技术、开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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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技术与产品。在方式上可以采用多种协作、合作

模式。

（!）制造商与施工承包商联为一体的经验值得

重视。这在发达国家早有很多知名的厂家包括不少

来华的厂商是这样做的。施工单位要根据业主工程

特点采用最科学、且经济有效的技术工艺，制造部门

则力求设计制造出能快速安全实现其技术工艺的装

备。这种联合的优点是信息反馈快，产品不断更新，

包括改掉老产品的弱点，设计更符合实际需求的高

新产品。国内有几家生产厂已有自己的承包施工队

伍，已获益匪浅。

（"）科学技术发展愈快，信息与人才的作用愈为

重要。经验表明，我国探矿工程技术发展除自力更

生外，还与许多外来信息有关，包括刊物译载、出外

考察和参观展览、请专家讲学、引进实物和参加国际

会议乃至国际合作项目等。所有新技术、新工艺方

法、新设备仪器，以及新管理经营模式，都要有符合

时代要求的精明能干的人才去创造与开拓。学校要

培养、单位要拥有适应 #$ 世纪岩土钻掘工程发展的

人才。特别是能深入实际、刻苦学习，在工作中努力

创新立业的中青年科技人才，更需要能涉足国内外

市场的为国家与事业争光的优秀企业家。

! 把握时机，勇敢西进

历史与未来都会证明探矿工程是社会主义建设

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工程技术。不仅因为这项技术

与勘探开发利用矿产、能源、水资源相关，还关系到

与人类生活、生存息息相关的国土利用、环境保护与

地质灾害的防治。国土不会变大，但可以通过智慧

和劳动使她变得更美好。世界上曾经有被称为“死

亡之海”的荒漠和“骑在马背上的国家”，就是因为勘

探开发了矿产资源而奇迹般地跨越时空，一跃成为

富有的国家。美国先发展东部，后来骑着马和骆驼

西进，并在西部勘探中发现了丰富的黄金、石油、铜

矿⋯⋯，使西部很快走向繁荣。以上对我国可作为

借鉴。中国西部 $% 省区面积 !&% 万 ’(#，人口 # ) *
亿，周边与十几个国家接壤，“欧亚大陆桥”由境内穿

过，特别是有包括油气、煤炭、有色金属、金、铀等丰

富的矿产和水力资源作为“接替资源”，势在必得。

同时要投入巨大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

革开放以来，东部日趋繁荣。如今，物换星移，国家

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把视线投向西部。凡我探

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界，值此良好时机，都要响应

勇敢西进，为开发西部，繁荣西部，增强国力，做出力

!!!!!!!!!!!!!!!!!!!!!!!!!!!!!!!!!!!!!!!!!!!!!!

所能及的贡献。

西部实施三大生态工程

国家林业局发展计划与资金管理司有关官员近日在全国政协人

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组织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透露说，为配合西部大

开发，国家林业局计划在西部地区实施三大重点防护工程，以全面推

进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地区恶劣的生态状况。

这三大重点工程是：在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实施造林绿

化工程；在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西部的风沙干旱地区，实施防沙治

沙工程；在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造林绿化工程的实施范围涉及长江上游地区 $+ 个省（区、市）的

,,# 个县（森工局），土地总面积约为 ##- 万 ’(#。主要任务有 + 项：

一是全面停止工程区内天然林采伐；二是加快工程区的宜林荒地造

林绿化；三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退耕还林（草）。通过以上措施，

力争实现长江上游 $% 年和黄河上中游 #% 年大见成效。

根据国家林业局的规划，防沙治沙工程的重点是治理 " 大沙漠

和 + 大沙地及其周边地区，同时兼顾黄河下游故道沙地的治理。治

理范围涉及 $& 个省（区）的 ++* 个县，土地总面积 #," 万 ’(#。工程

总设想是：一是在沙漠推进的边缘地带，通过植树种草，建立起能遏

制沙漠推进的生态屏障；二是对已经沙化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综合

治理，扩大人类生存空间；三是对沙漠中人口集中的绿洲，在巩固的

基础上不断扩大范围。

$--- 年 * 月国家决定，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资源

保护工程要以停止森林采伐（或消减木材产量）、分流安置职工为重

点，同时调整林区经济结构，稳定林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今后这一政

策将继续实行，国家还将在投入和政策上给予倾斜。具体办法包括：

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森林管护事业费；对重点森工企业离退

休职工全部纳入省级养老社会保险，中央财政给予补贴；对林区社会

性支出、下岗职工一次性安置费以及最低基本生活保障等，中央财政

一并予以支持等。

中国西部最大高速公路网在四川建成

四川省重点建设办公室透露，截至目前，四川省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里程已达到 *%% 余 ’(，形成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

最大的高速公路网。

$--- 年建成的成都至雅安、成都至乐山、内江至宜宾和成都双流

国际机场 & 条高速公路，新增通车里程 +&* ’(。加上先前建成通车

的成都至重庆、成都至绵阳、内江至自贡等高速公路，四川省已有覆

盖 "%%% 多万人口的 $% 个地市通了高速公路。

据新华社报道，四川省不仅用高速公路将成都和重庆这 # 个中

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连接起来，而且把高速公路迅速向邻近的贵

州省、陕西省和西藏自治区方面延伸。曾经被古代诗人李白描述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现在已经是中国高速公路和高等级

公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仅次于山东和江苏 #
个沿海省份。

$$#%%% 年第 + 期 探 矿 工 程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