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结论
（１）随基坑开挖深度增加，地表沉降最大值发

生在距基坑边缘一定水平距离处，而且水平位移随
基坑开挖也不断增大。 此外，同一深度处的水平位
移最大值发生在基坑边缘。

（２）随基坑开挖深度增加，土钉的作用对减小
基坑开挖后期塑性区发展和增大基坑支护结构的安

全性逐渐增强。
（３）随基坑开挖深度增加，锚杆和冠梁可以明

显提高支护结构安全系数，但锚杆设置位置对基坑
的安全性有一定影响。

（４）土钉和锚杆的轴力随开挖深度不断增大，
而锚杆自由段受力最大，锚固段逐渐减小，锚固端部
受力最小。 而支护桩受到的弯矩在垂直于基坑边壁
的方向较大，其它两个方向上的弯矩较小，可以忽
略。 此外，冠梁所受弯矩在垂直于基坑边壁方向上
也比其它两个方向上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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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松科科钻现场共商深部钻探对策

　　本刊讯　２０１４年 ８ 月 ８ 日，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下，
来自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大庆油田、中国地质大学、吉林大学等单
位的有关专家学者及国际地学研究代表 ２００ 余人齐聚油城
大庆，现场考察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负责组织
实施的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ＣＣＳＤ－ＳＫ）实施进
展情况。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党组
书记钟自然出席活动并作重要讲话。 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
成员、中国地质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王小烈主持活动。

钟自然在讲话中指

出，科学钻探工程是我国
重大地球科学项目之一，
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
高度重视。 由中国地质
调查局、国际大陆科学钻
探计划（ ＩＣＤＰ）联合资助
的松辽盆地科学钻探工

程是全球第一口钻穿白

垩纪陆相地层的大陆科

学钻探井，设计井深为
６４００ ｍ，为 ＩＣＤＰ 迄今为
止资助项目之最，也是目
前我国第一深的科学钻

探工程，开启了我国入地计划的新篇章。 该工程计划通过攻
克高温钻井、固井、测井和超长井段连续取心等关键工程技

术，以全面提升我国钻探技术水平，为万米超深井科学钻探
提供技术储备，促进我国深部勘查技术体系跨越式发展；通
过工程实践，可以造就一支高水平的科学超深井钻探设备、
工艺研发和工程管理队伍。

活动期间，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邀请了来自
钻探技术领域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钻探装备生产、钻探施
工等单位的 ６０ 余位专家代表，在现场学术报告厅共同围绕
深部钻探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召开现场讨论会。 ４位钻探技术
专家作了专题报告。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和汶
川科学钻探工程总工程师张伟教授作了“世界主要科学钻探
项目的技术特色、施工经验和教训”专题报告，中国地质科学
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所长、松辽盆地资源与环境深部钻探工程
总指挥张金昌教授介绍了 “１３０００ ｍ科学超深井钻探技术方
案预研“的最新成果，松辽盆地资源与环境深部钻探工程副
总指挥兼总工程师朱永宜教授介绍了“松辽盆地科学钻探工
程实施及进展”，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乌效鸣教授介绍了
“深部钻探泥浆关键参数研究与应用”。 这些专题报告全面
地介绍了深部科学钻探工程的实施情况，从技术上进行了系
统的梳理和总结，对超深井施工在设备、工艺和器具方面的
研究和发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建议。 与会专家展开了热
烈而广泛的讨论，一致认为科学深井工程的组织实施是对当
今钻探技术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验和促进，其取得的成功经验
对深部地质钻探技术也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将全面提升我国
钻探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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