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在对于模拟实际钻井过程中，钻井液循环流动所
带来的井壁围岩温度的改变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今后可以采用数值模拟等手段进行相关的模拟，从
而使得井壁稳定性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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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工程（探矿工程方向）基础研究战略研讨会”在吉林大学召开
　　本刊讯　２０１３年 ８ 月 ３０ 日，由吉林大学建设工程主办
的“地质工程（探矿工程方向）基础研究战略研讨会”在水工
楼 ３２５报告厅举行。 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中
南大学等国内 １０ 余家高校和研究所的 ４０ 名代表参加了本
次研讨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刘羽处长做了题为“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格局及基金申报”的特邀报告，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学术委员会主席、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
学者高德利教授做了“钻探技术发展趋势及超前研究重点”
和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院长孙友宏教授做了“探矿工程重
大前沿科学问题”的主题报告。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中
南大学等高校的专家还分别作了探矿工程学科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探矿工程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探矿工
程国内外研究现状、探矿工程学科的优先发展领域、地质钻
探孔壁稳定研究与技术、和煤矿区钻探新技术及其应用等专
题报告。

本次研讨会还就探矿工程学科基础研究的若干问题展

开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此次会议的召

开非常及时、非常必要。 通过讨论，明确了探矿工程基础研
究的必要性及对学科长远健康发展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并
对下一步应开展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通过此次研讨会，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领导深入了解
了探矿工程学科的内涵、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及学科目前所处的现状；探讨了探矿工程学科的基础理
论和学科前沿科学问题，商讨了学科发展方向，确定了学科
优先发展领域，对于促进探矿工程学科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范畴，建立基金资助代码，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同
时，此次会议汇聚了国内探矿工程界知名高校、研究院所和
企业的专家、学者，对于加深相互了解、促进同行间的学术交
流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讨会由建设工程学院院长孙友宏教授主持，王爱民书
记致欢迎词，科技处相关领导也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建设工程学院在 ２０１４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申
报中获得全面丰收，分别获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专项 １ 项，
重点项目 １ 项，面上项目 ３ 项，青年基金项目 ２ 项，总经费
１５００余万元，创历史最好成绩。

（刘宝昌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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