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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十二五 ”期间的科学钻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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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我国“十二五”期间主要的科学钻探项目实施情况，主要有“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中的科学
钻探、汶川地震科学钻探、松辽盆地科学钻探工程项目“松科二井”项目、铀矿科学深钻、东南沿海第一口干热岩科
学钻探、大陆架科学钻探、长白山天池火山科学钻探、胶莱盆地白垩纪科学钻探、海洋科学钻探、冰心钻探等，以及
在这些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钻探技术研发获得的成果，并对我国科学钻探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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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科学钻探形势大好，科
学钻探活动蓬勃开展，科学钻探项目和钻孔数量之
多，历史上从未有过。 科学钻探已成为地学研究人
员研究和了解地球的有效手段，在资源、环境和灾害
等与人类息息相关的诸多领域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在推动地球科学发展的同时，科学钻探还有
力促进了钻探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1 我国“十二五”期间的科学钻探活动
1．1 “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范围内的科
学钻探活动

“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 （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
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实施，国土资源部归口管理。
作为“地壳探测工程”的先导计划，该计划的任务目
标是：围绕“地壳探测工程”的全面实施，解决关键
探测技术难点与核心技术集成，形成对固体地球深
部层圈立体探测的技术体系；在不同自然景观、复杂
矿集区、含油气盆地深层、重大地质灾害区等关键地
带进行试验、示范，形成若干深部探测实验基地；解
决急迫的重大地质科学难题热点，部署实验任务；实
现深部数据融合与共享，建立深部数据管理系统；积

聚、培养优秀人才，形成若干技术体系的研究团队；
完善“地壳探测工程”设计方案，推动国家立项。
该专项下设 ８ 个项目，其中有 ３ 个与钻探有直

接关系。 这 ３个项目实施的结果是：在南岭成矿带，
西藏罗布莎，甘肃金川，云南腾冲和安徽庐枞、铜陵
矿集区等地部署实施了 ８ 口科学钻孔，总进尺约
１６０００ ｍ；在山东莱阳盆地开展了科学钻探选址预研
究；开展了万米大陆科学钻探装备研制；开展了
１３０００ ｍ特深科学钻井钻探施工技术方案预研究。
1．1．1 金川科学钻孔

金川科学钻孔位于甘肃省金川市，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开钻，终孔深度 ２１８５．５６ ｍ，终孔直径 ７６
ｍｍ，由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承担施工。 地学
研究目标：探测金川铜—镍—钴—铂矿床的成矿深
度和深部资源潜力；探索金川岩体的深部岩浆房，研
究岩浆硫化物矿床成矿的深部过程和成矿机制，评
价金川岩体外围的超镁铁岩的资源潜力和潜在的钻

探靶区。
1．1．2 罗布莎科学钻孔

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在西藏罗布莎施工

了 ２口科学钻孔：第一口深度为 １８８３．７９ ｍ，终孔直



径 ５６ ｍｍ；第二口深度为 １４７７．８ ｍｍ，终孔直径 ９５
ｍｍ。 钻探项目实施时间为 ２００９年 ６ 月—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地学研究目标：探测西藏罗布莎超镁铁岩铬铁
矿床的成矿深度和深部资源潜力；查明铬铁矿在该
超镁铁岩体中分布特征和赋存规律；探讨铬铁矿的
成矿条件和成矿机制；查明铬铁矿赋矿岩体超镁铁
岩的岩体特征、成因和构造背景；评价罗布莎超镁铁
岩体的资源潜力和潜在勘探靶区。
1．1．3 腾冲科学钻孔

腾冲科学钻孔位于云南省腾冲市，施工时间为
２０１２年 ５ 月 ２０ 日—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８ 日，终孔深度
１２２２．２４ ｍ，终孔直径 １５２ ｍｍ，由河南省地矿局第二
地质环境调查院承担施工。 地学研究目标：研究腾
冲地块的构造演化、火山喷发旋回、岩浆演化序列、
地热异常区分布、地热泉水的开发利用潜力，揭示大
型韧性走滑剪切带走滑过程及其对青藏高原物质向

东南的流动和逃逸所起的作用，以及对地块内新生
代火山岩盆地的制约。
1．1．4 庐枞科学钻孔 ＬＺＳＤ－１孔

庐枞科学钻孔 ＬＺＳＤ －１ 孔位于安徽省枞阳县
钱铺乡，施工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９日，终孔深度３００８．２９ ｍ，终孔直径７７ ｍｍ，由安
徽省地矿局 ３１３ 地质队承担施工。 地学研究目标：
揭示与成矿有关的岩体、基层、盖层的空间分布，建
立地壳结构模型和异常解释“标尺”，推断深部地质
构造环境、探讨成矿物质迁移－富集机制、总结成矿
规律，为深部找矿指明方向并提供一套具有可操作
性、技术先进、经济合理、预见性较强的钻探施工技
术方案。
1．1．5 铜陵科学钻孔 ＴＬＳＪＤ－１孔

铜陵科学钻孔 ＴＬＳＪＤ －１ 孔位于安徽省铜陵
市，施工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终孔深
度 ２４６７．３３ ｍ，终孔直径 ９６ ｍｍ，由安徽省地矿局
３２１地质队承担施工。 地学研究目标：通过对矿集
区侵入岩、火山地质、地球化学、蚀变矿化的热液系
统等的预研究，配合地球物理的研究成果和局部地
区大比例尺的地质填图，确定深部找矿最有利的靶
区，建立地球物理异常解释的“标尺”，研究矿集区
金属矿床的垂向分布规律，建立区内成矿模式，进行
深部成矿预测。
1．1．6 庐枞矿集区刘墩 ＺＫ０１孔

庐枞矿集区刘墩 ＺＫ０１ 孔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

江县砖桥镇刘墩乡，施工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２０１２年 ３月 ２４ 日，终孔深度 ２０１２．３５ ｍ，终孔
直径 ７７ ｍｍ，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承
担施工。 地学研究目标：验证庐枞矿集区重要地球
物理异常和深部成矿有利区，为矿集区探测研究提
供地下实物样品，建立综合测井通道。
1．1．7 南岭科学钻孔 ＮＬＳＤ－１孔

南岭科学钻孔位于江西省于都—赣县间，施工
时间为 ２０１１年 ６月 ２５日—２０１３ 年７ 月２２日，终孔
深度 ２９６７．８３ ｍ，终孔直径 ９７ ｍｍ，由安徽省地矿局
３１３地质队承担施工。 地学研究目标：揭示与成矿
有关的岩体、基底、盖层的空间分布，建立地壳结构
模型和异常解释“标尺”，推断深部地质构造环境、
探讨成矿物质迁移—富集机制、总结成矿规律，为深
部找矿指明方向并提供技术方法组合，为进一步进
行更深层次地球物理探测和科学超深钻实施奠定基

础。
1．1．8 深部大陆科学钻探装备研制

“深部大陆科学钻探装备研制”课题为深部探
测专项第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
验”下设的第五课题，由吉林大学承担。 课题组经
过联合攻关，成功研制了我国首台“地壳一号”万米
大陆科学钻探钻机，填补了我国在超深孔科学钻探
钻机领域的空白；自主研发了高转速大扭矩全液压
顶驱系统、高精度自动送钻系统、自动化排管装置、
智能化铁钻工、自动猫道和科学钻探钻机数字化样
机。 通过在“松科二井”钻探工程的应用，表明该钻
机及关键技术装备性能可靠，满足施工需要，全面提
升了我国科学钻探装备整机及关键部件的设计和加

工水平。
1．1．9 科学超深井钻探技术方案预研究

“科学超深井钻探技术方案预研究”是“深部探
测专项”第五项目“大陆科学钻探选址与钻探实验”
的第六课题，其主要任务是：深入分析国内外超深井
工程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详细解剖我国 １３０００ ｍ
深度科学钻孔可能遇到的技术难题，提出相应的解
决方案；在一定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先期进行一些方
案探索性研究，并对方案所涉及的需要进一步攻关
的课题进行梳理，编制出 ３ ～５ 年的攻关计划；提出
超深钻总体设计方案，以指导今后具体的研发工作。
该课题设置了 １４个专题，涉及 １３０００ ｍ特深科学钻
井施工的主要方面，包括总体技术方案、钻探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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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身结构和套管程序、钻进技术（取心钻进、全面钻
进和扩孔钻进）、井身轨迹控制技术、钻杆柱、井底
动力钻具、钻井泥浆、井壁稳定性、井内事故预防以
及钻井数据采集和处理等。 该课题由中国地质科学
院勘探技术研究所牵头，我国地质钻探领域的主要
研究单位和相关的大学都参与了该项研究工作。
1．2 汶川地震科学钻探项目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是在 ２００８ 年汶川
特大地震发生之后，我国快速启动的一个地震科学
钻探项目，该项目作为“十一五”国家科技专项进行
组织实施，参照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管理办法进行管

理。 该项目研究目标是：在汶川特大地震和复发微
地震的源区———龙门山“北川 －映秀断裂”及龙门
山前缘“安县－灌县断裂”傍侧实施科学群钻，通过
钻探获取地下深处的地学信息，开展地质构造、地震
地质、岩石力学、化学物理、地震物理、流体作用和流
变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观测和测试，研究地震活动的
规律和发震机理。 完钻后，将在钻孔内安放地震探
测仪器，建立长期地震观测站，为未来地震的监测、
预报或预警提供基本数据。 在此项目范围内，共施
工了 ６口科学钻孔（见表 １）。 钻探施工由中国地质
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组织实施。

表 １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钻孔施工情况

孔号 孔位地点 施工时间 终孔深度／ｍ 终孔直径／ｍｍ 承担施工单位

ＷＦＳＤ －１ 四川都江堰 ２００８ 鞍．１１．０４—２００９．０７．１２ １２０１   ．１５ ７６ e四川省地矿局 ４０３ 队
ＷＦＳＤ －２ 四川都江堰 ２００９ 鞍．０７．１３—２０１２．０２．０９ ２２８３   ．５６ １２２ e北京市地质工程设计研究院、陕西煤田 １８５ 队
ＷＦＳＤ －３ －Ｐ 四川绵竹 ２００９ 鞍．０９．１４—２００９．１２．０８ ５５１   ．５４ ７６ e四川省地矿局 ４０３ 队
ＷＦＳＤ －３ 四川绵竹 ２００９ 鞍．１２．０８—２０１２．０２．２１ １５４５   ．８２ ７６ e安徽省地矿局 ３１３ 队
ＷＦＳＤ －４ 四川绵竹 ２０１２ 鞍．０８．０６—２０１４．０２．１１ ２３３８   ．７７ １５０ e陕西煤田 １８５ 队
ＷＦＳＤ －４Ｓ 四川绵竹 ２０１４ 鞍．０９．２２—２０１５．０５．２２ １２０４   ．１８ １２２ e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

1．3 松辽盆地科学钻探工程项目“松科二井”项目
松辽盆地科学钻探工程项目由中国地质调查局

组织实施。 项目的主要任务是施工“松科二井”，地
学研究目标是：结合已完成的“松科一井”，将实现
“两井四孔、万米连续取心”，构成全球首个近乎完
整的白垩纪陆相沉积记录，从而获取白垩纪时期亚
洲东部高分辨率气候环境变化记录。 将传统地质学
百万年的时间分辨率提高到万年的尺度，为预测未
来全球时间尺度气候变化趋势提供更为科学的依

据。 “松科二井”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市，设计井深
６４００ ｍ，终孔直径 １５０ ｍｍ，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３ 日开
钻，２０１６ 年 １月 ２９日钻达 ４５２７．５２ ｍ。 钻井施工组
织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松科二井”是全
球第一口钻穿白垩纪陆相地层的大陆科学钻井，受
到国际地学界的广泛关注。 该项目被列为国际大陆
科学钻探计划（ＩＣＤＰ）项目，并得到了 ＩＣＤＰ的资助。
1．4 铀矿科学深钻项目

在“十二五”期间，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
究院在江西相山组织实施了一个铀矿科学深钻项

目，其目的是：开展大型热液型铀矿深部成矿机理、
铀成矿的极限深度、深部构造和地质体及重要地质
要素界面识别、深部铀矿化示踪等许多重大科技和

找矿问题的深入研究，推动成矿理论创新，开辟铀资
源深部外围“第二找矿空间”，带动勘查技术的发
展。 为完成项目的地学研究目标，计划在江西相山
铀矿田施工 ４ 口科学深孔，现已完成 ３ 口。 完成情
况如下。

ＣＵＳＤ１孔是我国铀矿科学钻探第一深孔，于
２０１２年 ７月 ２１ 日开钻，施工时间 ２８３ 天，终孔深度
２８１８．８８ ｍ，终孔直径 １２２ ｍｍ。

ＣＵＳＤ２孔施工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５年 ３ 月 ２６ 日，终孔深度 １５３５．０２ ｍ，终孔直径
１２２ ｍｍ。

ＣＵＳＤ３孔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开钻，终孔深度
１６１６．１８ ｍ，终孔直径 １２２ ｍｍ。

ＣＵＳＤ４孔设计孔深 １８００ ｍ，将于近期开钻。
1．5 东南沿海第一口干热岩科学钻探项目

我国东南沿海第一口干热岩科学钻孔“干热一
井”是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组
织实施的“大型盆地和东南沿海典型地区深部水文
地质调查”项目内容之一，其目的是：通过钻探及测
井，得到温度与深度的变化关系，剖分孔内地层岩
性，标定主要断裂，研究深部干热岩赋存特征和成因
机制，为我国干热岩资源开发提供基础。 该孔位于
福建省漳州市东泗乡清泉林场，设计终孔深度 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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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设计终孔直径 １５２ ｍｍ，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开
钻，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３１日孔深超过 ３１００ ｍ。
1．6 大陆架科学钻探项目

“大陆架科学钻探项目”属国家海洋地质工程
专项，由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组织
实施。 该项目旨在通过在陆架钻探取心进行地学研
究，探讨我国（亚洲地区）新生代地质演化历史中的
构造运动和地貌演化、陆源物质从源到汇、亚洲季风
形成与演化、海陆变迁及其环境效应等关键科学问
题。 该项目的第一口钻孔 ＣＳＤＰ －０１ 孔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月完成施工。 ＣＳＤＰ－０１ 孔终孔深度 ３００．１ ｍ，
由青岛海洋所施工。 该项目的第二口钻孔 ＣＳＤＰ －
０２孔设计孔深为 ２０００ ｍ，设计终孔直径 ９５ ｍｍ，于
２０１５年 ３ 月 ２９ 开钻，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的孔深为
１７６０．６８ ｍ。 该孔位在我国南黄海海域，作业水深
２０ ～３０ ｍ，施工单位为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
1．7 长白山天池火山科学钻探项目

长白山天池火山科学钻探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沈

阳地质调查中心承担的国土资源部公益行业基金

“长白山火山监测与现今活动性研究”项目的工作
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取得长白山天池火山地下深处
的实物资料及测温信息，为天池火山的形成过程及
危险性评估提供基础资料，为长白山地区地热资源
开发和利用提供新方向。 在该项目范围内，施工了
４口科学钻孔，其深度分别为 ２７．７、２２０．２、４０３ 和
６４４．８ ｍ。
1．8 胶莱盆地白垩纪科学钻探项目

胶莱盆地白垩纪科学钻探工程由中国地质科学

院地质研究所组织实施。 该工程旨在采集高质量岩
心样品，为调查胶莱盆地充填序列、岩石地层组成，
及研究胶莱盆地不同时期的原盆地形态、岩相古地
理、古环境、古生态，以及火山夹层、事件地层、层序
地层特征等。 该项目的 ＪＫ１孔已完钻。 该孔位于山
东省胶州市，终孔深度 ６６４．７０ ｍ，终孔直径 ７６ ｍｍ。
1．9 冰心钻探

２０１３年 １ 月 ２１ 日，我国深冰心钻机在南极昆
仑站安装完成后，进行了第一钻的试钻探，成功钻取
了一支长达 ３．８３ ｍ的冰心，标志着中国深冰心钻探
计划的启动。 我国计划用 ４ 年时间在此钻取超过
３０００ ｍ的深冰心，以获得 １００ 万年以上时间尺度的
地球气候与环境变化的信息。

冰心不仅记录着过去气候环境自然变化的信

息，而且记录着过去人类活动对于气候环境的影响。
冰心研究通过从冰川（包括冰盖和冰帽及其他类型
的冰川）中钻取冰样，破解冰心环境密码，检测过去
气候与环境变化、监测现代气候与环境变化、预测未
来气候与环境变化。
除了在南极开展冰心钻探之外，我国还一直在

青藏高原开展冰心钻探活动。
1．10 海洋科学钻探

从 １９９８年以来，我国的科学家一直在参与海洋
科学钻探活动。 我国于 １９９８ 年加入大洋钻探计划
（ＯＤＰ），于 ２００４ 年加入综合大洋钻探计划（ ＩＯＤＰ）。
这 ２个计划结束后，我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加入国际
大洋发现计划（ＩＯＤＰ），年付会费 ３００ 万美元。 在综
合大洋钻探阶段积累的基础上，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成功组织实施了新十年 ＩＯＤＰ的第一个航次———南
海 ＩＯＤＰ ３４９航次，促使我国进入探索海洋成因的地
球科学研究新阶段。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科技部办公厅发
文正式成立新一届中国 ＩＯＤＰ 管理机构，包括中国
ＩＯＤＰ工作协调小组、中国 ＩＯＤＰ专家咨询委员会以
及中国 ＩＯＤＰ办公室。

2 科学钻探对钻探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
科学深孔取心钻探施工是一种特殊的钻探施

工，它既不同于地质岩心钻探，又不同于石油钻探。
科学深钻施工对象多为硬岩并且取心多，钻孔深度
和直径大，需要采用特殊的方法和技术，施工时间
长、费用高，属于高难度钻探工程。 如果钻进中遇到
破碎地层、水敏性地层、漏失地层、缩径地层等复杂
地层，则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解决科学钻探施工中
遇到的技术难题，实现科学钻探项目的地学研究目
标，科学钻探项目的实施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
展了大量钻探技术研发和攻关，其结果：一方面解决
了钻探技术难题，实现了地学研究提出的要求；另一
方面使钻探技术得到了发展，钻探技术水平得到了
提高。

“十二五”期间取得的主要的科学钻探技术研
发成果如下。
2．1 “地壳一号”万米大陆科学钻探钻机

由吉林大学牵头，成功研制了我国首台“地壳
一号”万米大陆科学钻探钻机，填补了我国在超深
孔科学钻探钻机领域的空白。 自主研发了高转速大
扭矩全液压顶驱系统、高精度自动送钻系统、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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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管装置、智能化铁钻工、自动猫道和科学钻探钻机
数字化样机。 通过在“松科二井”钻探工程的应用，
表明该钻机及关键技术装备性能可靠，满足施工需
要，全面提升了我国科学钻探装备整机及关键部件
的设计和加工水平。
2．2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复杂地层钻进技
术

在“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项目中，针对龙
门山断裂带极端恶劣的施工环境和复杂的地质条

件，该项目的钻探工程负责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探
矿工艺研究所组织了技术攻关，在取心钻进工艺方
法、复杂地层泥浆体系和特殊钻进工具以及钻探设
备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自主创新，在解决钻探技术
难题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研发的主要成果包括
螺杆马达／液动锤／长半合管取心钻进工艺、破碎地
层取心技术、强蠕变地层钻进技术、交流变频高转速
顶驱钻机、长孔段小间隙固井工艺 ５大方面。 其中，
螺杆马达／液动锤／长半合管取心钻进工艺属世界首
创。
2．3 “松科二井”大直径深孔取心钻进工艺

在“松科二井”钻井工程实施过程中，中国地质
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研制了 ＫＴ—２９８ 型单动双
管提钻取心钻具，采用转盘＋螺杆复合钻进工艺，成
功实现“同径取心，一径完钻”的技术路线，实现了
大口径长钻程提钻取心。 取心钻进直径 ３１１ ｍｍ，岩
心直径 ２１１ ｍｍ，最大回次进尺＞３０ ｍ，岩心采取率
９７％，取得了高效优质和低成本的施工效果。 其中，
∅３１１ ｍｍ长井段连续取心钻进和∅３１１ ｍｍ 钻进回
次长度＞３０ ｍ，这 ２项都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
2．4 高温钻井技术

为了解决“松科二井”深部（温度可能达到 ２５０
℃左右）钻进和干热岩钻进将遇到高温问题，中国
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等单位开展了一系列高温钻进技术研发，包
括：∅１２７ ｍｍ和∅１４０ ｍｍ 涡轮钻具、耐温 ２５０ ℃左
右的泥浆体系、耐温 ２８０ ℃左右的高温测斜仪以及
耐高温固井和堵漏技术等。
2．5 中国铀矿第一深孔的取心钻进工艺

在我国铀矿第一科学深孔的施工中，中核集团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摸索了一套先进的大直径深

孔绳索取心钻进工艺，对钻进体系中的要素，包括绳

索取心钻杆、液动锤钻具、金刚石钻头、泥浆体系和
钻探施工组织管理等进行了优化，高效优质地完成
了 ２８１８．８８ ｍ深孔施工，全孔平均岩矿心采取率＞
９９％，台月效率３９１ ｍ，创造了∅１２２ ｍｍ深孔绳索取
心钻进的全国纪录。
2．6 交流变频深孔取心钻机

结合科学钻探项目的实施，中国地质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与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中国
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合作，研制出了两类 ３
种新型的交流变频深孔取心钻机，即 ＫＺ３０ＤＢ 型钻
机、ＸＤ－３５ＤＢ型钻机和 ＸＹ－８ＤＢ型钻机。 与传统
的深孔取心钻进钻机相比，这些钻机的共同特点是：
能耗低，输出特性好，过载能力强，操控性好，顶部驱
动钻进施工效率高和应付复杂情况的能力强。

3 总结和展望
（１）“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科学钻探蓬勃开展，

发展势头十分强劲，是我国历史上科学钻探活动最
为活跃的时期。 实施的科学钻探项目多，涉及面广。
从地理的角度说，科学钻探项目涉及陆地、海洋、湖
泊、极地和高原。 从应用的角度说，科学钻探项目涉
及矿产资源、能源、气候与环境、火山与地震等地质
灾害等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应用领

域。
（２）在我国，已有越来越多的地学研究人员认

识到科学钻探的重要性，并且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
越来越多地采用科学钻探这一技术手段。 这是因
为，科学钻探是获得地下深处真实信息的唯一手段。
地下深处的情况是复杂和多变的，科学钻探使得地
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可信，水平更高。

（３）科学钻探的实施，使钻探技术得到长足发
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在科学钻探项目中研发的
钻探技术，可在地质矿产勘探以及石油、天然气等能
源勘探中得到应用，并产生显著的效益。

（４）我国科学钻探强劲发展的趋势将在“十三
五”期间得以延续。 一些正在实施的科学钻探项
目，如松辽盆地科学钻探工程项目“松科二井”、干
热岩科学钻孔“干热一井”、大陆架科学钻探项目
ＣＳＤＰ０２孔和南极深冰心钻探、海洋科学钻探等，将
继续实施。 除此之外，肯定还有不少新项目将立项。

（５）在未来实施的“地壳探测工程”中，将施工
深度超万米的特深科学钻井。 施工这样的特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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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巨大，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从现在起，须
组织开展特深科学钻井施工技术难题的技术研发和

攻关，为特深科学钻井施工做好技术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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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探讨［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２，３９ （ Ｓ２）：１９５
－１９８．

［６］ 周琦．深部大陆科学钻探装备通过验收 ［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ｇｓ．ｇｏｖ．ｃｎ／ｘｗｔｚｇｇ／ｃｇｋｘ／１４２６６４．ｈｔｍ，２０１５ －０９ －１０．

［７］ 张金昌，刘秀美．１３０００ ｍ 科学超深井钻探技术［ Ｊ］．探矿工程
（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４，４１（９）：１ －６．

［８］ 张伟，胡时友，贾军，等．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项目钻探工
程实施总结［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４，４１（９）：９４
－１０１．

［９］ 曹龙龙，等．松科二井三开井深达到 ４０００ｍ［ＥＢ／Ｏ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ｇｓ．ｇｏｖ．ｃｎ／ｇｚｄｔ／ｇｚｄｏｎｇｔａｉ／１４４９５１．ｈｔｍ，２０１５ －１２ －０７．
［１０］ 刘晓阳，李大昌，叶雪峰．中国铀矿第一科学深钻施工概况

［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３，４０（Ｓ１）：２９７ －３０４．
［１１］ 范建勇．我国第一口干热岩科学钻探深井开钻［ＥＢ／ＯＬ］．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ｇｓ．ｇｏｖ．ｃｎ／ｘｗｔｚｇｇ／ｃｇｋｘ／３１５８８．ｈｔｍ，２０１５ －０５ －
２５．

［１２］ 滕艳，等．大陆架科学钻探获重要进展［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ｇｓ．ｇｏｖ．ｃｎ／ｘｗｔｚｇｇ／ｃｇｋｘ／１４２４７８．ｈｔｍ，２０１５ －０９ －０２．

［１３］ 滕睿钱程．长白山天池火山科学研究 “第一钻 ”顺利竣工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ｇｓ．ｇｏｖ．ｃｎ／ｘｗｔｚｇｇ／ｙｗｄｏｎｇｔａｉ／２３２０２．
ｈｔｍ．

［１３］ 中国深冰芯钻机在南极昆仑站第一次试钻成功来源［ 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２０１３／０１ －２４／４５１７７０５．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 －０１ －２４．

［１５］ 中国 ＩＯＤＰ 简介［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ｏｄｐ －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ｏｎ－
ｔｅｎｔ．ａｓｐｘ，２０１４ －１２ －０３．

［１６］ 闫家，王稳石．地调局勘探所研制完成首台国产 １４０ｍｍ 涡轮
钻具 ［ 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ｇｓ．ｇｏｖ．ｃｎ／ｇｚｄｔ／ｇｚｄｏｎｇｔａｉ／
１４５２３０．ｈｔｍ，２０１５ －１２ －１６．

［１７］ 杨锐．地调局北京探工所超高温高压钻井液流变仪研发获重
大技术突破［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ｇｓ．ｇｏｖ．ｃｎ／ｇｚｄｔ／ｇｚｄｏｎｇ－
ｔａｉ／１４２９７６．ｈｔｍ，２０１５ －０９ －２２．

［１８］ 张德龙．地调局北京探工所国内首次涡轮取心钻进取得成功
［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ｇｓ．ｇｏｖ．ｃｎ／ｇｚｄｔ／ｇｚｄｏｎｇｔａｉ／１２４８４９．
ｈｔｍ，２０１５ －０８ －１８．

［１９］ 刘跃进，朱江龙，潘飞，等．我国深孔钻探装备的发展与展望
［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２，３９（Ｓ２）：１８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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