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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质岩心钻探自动化、智能化等多项关键技术获突

破

２０ １ ９ 年 １ １ 月 １ ５ － １ ７
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承
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多
金属矿岩心钻探关键技术装

备联合研发及示范”项目国

内示范应用钻探工程在山东

省平度市山旺－上马台矿区

现场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
该示范工程全面验证了

项目研发的岩心钻探装备和

机具的实用性与可靠性,首
次在国内实现了地质岩心钻

探领域的数字化钻进、优化钻进、钻杆拧卸和钻杆操作自动

化等目标,为开展国外示范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多金属矿岩心钻探关键技术装备联合研发及示范”项

目在与国内合作单位中国地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天和

众邦勘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

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和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

地质大队的共同努力下,经过 ２ 年的研究开发,完成了多工

艺自动化反循环岩心钻机(XD １２R 型)、金刚石绳索取心为

主的多工艺自动化岩心钻机(CSD１８００ ZD 型)、高胎体金刚

石钻头、绳索取心钻具等设备和工具的研制,完成了“三好一

强”冲洗液体系、快速护壁堵漏材料的研发.研发的设备、工
具、材料等在山东省平度市山旺－上马台金矿区成功进行了

示范应用,钻进地质岩心钻孔 ２ 个,累计进尺 ８００ 余米,取得

了多项岩心钻探技术突破.

(１)钻杆自动排放装置与钻杆移摆机械手的成功应用,
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加接钻杆、提下钻的自动化;

(２)智能钻探控制系统实现了 ３ 种优化钻进模式;
(３)岩心内管表面光滑硬化处理的绳索取心钻具,实现

了岩心零堵塞;
(４)双壁钻杆反循环钻进与绳索取心钻进共用钻杆可行

性得到了验证;
(５)高胎体金刚石钻头性能优异,获得了高钻速和长寿

命;
(６)新型“三好一强”无固相冲洗液体系护壁携屑能力

强;
(７)创新了“产学研用”合作模式,人才培养成效好.

二、８８８２ m,亚洲陆上第一深井在塔里木诞生,创井深、
测井深度、取心深度三项亚洲纪录

截 至 ２０ １ ９ 年 ７ 月 １ ７
日,中国石油重点风险探井

轮探 １ 井钻至 ８８８２ m 后转

入钻井完井阶段.这口井刷

新了中国石化顺北鹰 １ 井

２０ １ ９ 年 ２ 月 创 造 的 井 深

８５ ８８ m 的亚洲陆上超深井

记录.
面对轮探 １ 井地质资料

极度匮乏,超深、超高压、超
高温、含硫等钻探难题,塔里

木油田自 ２０ １ 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开钻以来,坚持工程地质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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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精细地质分层研究,从井身结构、钻具抗拉、水力学等方

面开展优化论证.优化设计井身结构为四开四完,备用五开

五完.优选定制小接箍高强度钻杆及配套胶皮护箍,增加钻

具抗拉强度,减少对套管的磨损,确保井筒完整性.根据现

场实际情况实验和摸索出目的层钻进的最佳钻井液配方与

性能.开展水泥浆体系高温性能评价试验,确保超高温固井

安全施工,为目的层固井做好充足的技术储备.
针对轮探 １ 井地层岩性特征,在轮南地区首次采用防斜

控斜的垂直钻井技术,优选 X５ １ ６ 定制钻头,较常规 PDC 钻

头提速约 １ ７．６％.最终,这口井实现了安全高效钻进,也刷

新了取心、测井亚洲最深纪录.

三、我国煤矿井下近水平定向钻进深度创 ３３５３ m 世界

纪录

２０ １ ９ 年 ９ 月 １ ４ 日,由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

限公司在神东保德煤矿实施

的沿煤层超长定向钻孔成功

贯穿工作面,完成主孔深度

３ ３ ５ ３ m 沿煤层超长贯通定

向钻孔,创造了沿煤层定向钻孔新的孔深世界纪录,标志着

我国煤矿井下定向钻进技术与装备获得重大突破.
利用钻孔抽采煤层瓦斯是目前国内外常用且有效的方

法,尤其是近年来利用随钻测量定向钻进技术与装备施工顺

煤层瓦斯抽采定向钻孔,实现了钻孔轨迹的精确控制,可保

证钻孔轨迹在预定层位中的有效延伸、增加钻孔有效抽采距

离、提高瓦斯抽采效率,并且可进行多分支孔施工,施工的钻

孔能均匀覆盖整个工作面,具有钻进效率高、一孔多用、集中

抽采等优点,在矿井瓦斯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研究院设立重点研发项目集中攻关,成功研制了

ZDY１ ５０００LD 型定向钻进装备、无缆大通孔高强度钻具、泥
浆脉冲无线随钻测量系统,解决了超长定向孔内复杂受力工

况下钻具承载难题,降低了钻具内冲洗液的沿程流动阻力,
突破了无线随钻测量压力脉冲信号在 ３０００ m 以上孔深稳定

传输的“瓶颈”;研发了超长定向孔复合钻进轨迹控制技术、
复合回转分支钻进技术、滑动钻进加压减阻技术,攻克了超

长孔定向钻进钻压高效传递、轨迹精确控制、分支孔钻进的

难题,形成了完善的近水平超长孔定向钻进工艺,实现了井

下沿煤层定向钻进能力由 ２０００ m 到 ３０００ m 的重大突破;研
制了煤矿井下用冲洗液净化循环系统,实现了定向钻进冲洗

液由“开式”向“闭式”循环的跨越,解决了超长孔施工耗水量

与排污量大的难题,促进了井下绿色钻探技术装备发展.项

目结合保德煤矿大盘区超长工作面采前瓦斯治理需要,于

２０ １ ９ 年 ８ 月

至 ９ 月 间,在
保德煤矿五盘

区一号进风大

巷完成了主孔

深 度 ３ ３ ５ ３ m

的超长贯通定向钻孔,钻进用时 ２ １ d,总进尺 ４４２８ m,日均

进尺超过 ２ １ ０ m,并成功贯穿二盘区 ８ １ ２ １ ０ 工作面,与相临三

下盘区二号回风大巷精确贯通,钻孔贯穿巷道中靶坐标误差

＜０．１５％,目前日均瓦斯抽采量已经达到 ５０００ m３.
此次 ３ ３ ５ ３ m 沿煤层超长贯通定向钻孔的成功实施,显

著提升了我国井下超长定向钻孔的施工能力,标志着我国井

下定向钻进技术与装备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该成果为

高瓦斯矿井超长综采工作面瓦斯大区域高效治理提供了可

靠的技术和装备支持,既可用于中硬煤层顺层定向钻孔、大
直径顶板高位定向钻孔等瓦斯抽采钻孔施工,也可推广应用

于水害防治定向钻孔、煤层顶底板注浆加固钻孔、隐蔽致灾

因素探查定向钻孔以及矿山事故救援大直径钻孔等工程,对
于充分发挥井下定向钻进技术与装备优势、推动我国矿山安

全高效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四、第二届全国地质勘查行业职业技能(钻探)竞赛成功

举行

由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指导,中国矿业联合会、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自然资源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共同主办,中国地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 ２０ １ ９ 年中国

技能大赛第二届全国地质勘查行业职业技能(钻探)竞赛,１ １
月 １ 日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圆满落幕.

竞赛内容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技能考核(钻进

岩样、泥浆性能测定与调整、钻具组装)两部分.
竞赛共有 ２２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 ５ 个中央直属

地勘单位积极响应并参与,
各赛区经过层层选拔,遴选

出了 ８ １ 名优胜者参加决赛.
根据 ２０ １ ９ 年中国技能

大赛第二届全国地质勘查行

业职业技能(钻探)竞赛实施

方案及表彰奖励办法,经竞

赛组委会对全国决赛前 ３ 名

李宽、梁 峰、邹 道 清 ３ 位 同

志,按程序经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核准后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授予山东省代表队团体一等奖,授予河北省代表队、核

工业地质代表队团体二等奖,授予湖南省代表队、福建省代

表队、青海省代表队团体三等奖.

五、４１．９７ m,新的取心长度世界纪录诞生

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研制的 KT 系列大口

径取心钻具在新疆克拉玛依玛湖区块的风险探井玛页 １ 井

进行了取心技术服务,连续取心累计进尺 ４４５．５８ m,岩心采

取率 ９ ７．９６％,仅用工期 ６ １ d,突破了该地区多项取心记录.
玛页 １ 井是新疆油田股份公司在准噶尔盆地西部隆起

乌夏断裂带的一口风险探井,目的是探索玛湖凹陷北斜坡带

二叠系风城组页岩油和常规高孔火山岩油藏重大勘探领域

２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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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勘探潜力,开辟玛湖凹陷下二叠

统碱湖碳酸盐岩页油新领域.该

井由西部钻探克拉玛依钻井公司

７０ １ １ ４ 钻井队实施钻探任务.玛

页 １ 井设计井深 ４９ ５０ m,设计取

心 ２ ７ ５ m,设计取心工期 １ ２ ５ d.

KT 系列取心钻具及配套的

取心技术在新疆区域属首次应用,
玛页 １ 井四开 Ø２１ ６ mm 井眼自

井深 ４５ ７ ７．３４ m 开始连续取心,现
场勘探所技术人员与钻井队严密配合,不断优化各项参数,
解决了部分井段岩心裂隙发育造成的易堵心、易磨耗岩心等

难题,应用孔底动力驱动 KT１ ９４ 取心钻具多筒联装的长钻

程取心技术,连续取心钻进 ４４５．５８ m,创造了该地区多项取

心记录:
(１)连续取心累计进尺 ４４５．５８ m,岩心采取率 ９ ７．９６％,

创造了新疆该区域连续取心最长记录,建立了地层对比的

“铁柱子”;
(２)在井径 Ø２１ ６ mm,井深 ４８９２．７６~４９３４．７３(m,应用

四筒联装的超长钻程取心技术单回次取心进尺 ４１．９７ m,刷
新了勘探所 KT１ ９４ 取心钻具在松科 ２ 井中创造的单回次取

心进尺 ４１．６９ m 的世界记录;
(３)应用 KT 系列钻具

的长钻程取心技术优势,常
规取心 ２４ 回次,平均回次进

尺 １ ７．７８ m,仅用工期 ６ １ d
完成取心进尺 ４４５．５８ m,即
用 ４８．８％ 的 时 间 完 成 了

１ ６ ２％的取心工作量,创造了该地区常规取心钻进时效最高

纪录;
(４)应用勘探所自主研制的 Ø１７８ mm 涡轮钻具驱动

KT１ ９４ 取心钻具,取心钻进 １ ８．７７ m,岩心采取率 １ ００％,比
常规螺杆钻驱动提速近 ２０％,创造了涡轮钻驱动取心钻进在

该区域首次应用记录.

KT 系列取心钻具及配套的取心技术在玛页 １ 井实现了

取心钻进提速区域性历史突破,取心效果得到了克拉玛依钻

井公司和新疆油田公司的一致好评,展现出了广泛的应用前

景,同时该项技术也在新疆区域竖起了高效取心钻进的一支

标杆!

六、中国铀资源科学探测最深孔开钻,入选国资委 ２０１９
十大创新工程

深部科学钻探是探索深部铀资源的“望远镜”.１２ 月 １ ５
日,我国铀资源探测领域设计施工的最深孔———中国铀矿

３０００ m 科学深钻开钻仪式在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相山铀矿

田顺利举行.
“中国铀矿 ３０００ 米科学深钻项目是核地质系统向深部

找矿进军的一大战略举措.”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

院院长、项目总负责人李子颖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中国铀矿

３０００ m 科学深钻的实施对获取深部地质结构和铀多金属成

矿信息,全面提升核地质深部探测技术和钻探工艺技术水平

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相山矿田作为我国最大的火山岩型铀矿田,对我国铀资

源保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山矿田目前勘探主要限于

浅表,对深部成矿环境和成矿条件研究涉及较少.深部科学

钻探是探索深部铀资源的“望远镜”,对大型热液型铀多金属

矿深部成矿理论研究,铀成矿的极限深度、深部构造和地质

体及重要成矿要素界面识别,深部铀矿化示踪,深部找矿模

式和综合预测模型构建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项目团队将通过开展相

山铀矿田深部成矿环境三维

立体探测,揭示深部铀多金

属资源成矿条件,构建 ３０００
m 深度成矿信息识别技术,
为大深度铀多金属找矿提供

技术示范,进而推动和指导我国铀及多金属矿深部找矿勘查

工作.通过项目实施将全面提升和突破钻探工艺技术、高精

准深部探测技术、高温高压环境下井中地球物理测井技术等

成套技术水平.
“中国铀资源科学探测最深孔开钻”入选国资小新、国资

委网站、《国资报告》杂志联合发起的“２０１ ９ 年十大创新工

程”.

七、我国自行研制的冰下基岩钻探装备首次在南极应

用,并首获东南极区域冰下岩心样品

由吉林大学张楠率领的团队,２０１ ９ 年 ２ 月 １ ０ 日在南极

中山站往南约 １ ２ km 的南极冰盖上钻探取得突破,成功钻穿

近 ２００ m 厚的南极冰盖,获取了连续的冰心样品和冰下岩心

样品.这是中国自行研制的极地冰盖及冰下基岩钻探装备

首次在南极应用,所获冰下岩心样品是国际上在东南极区域

的首次.为研究南极冰盖运动和演化以及东南极冰下地质

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由于破冰船“雪龙”号之前在西南极海上航行时与一座

冰山发生碰撞而受损,因此需要提前返程,因此此次钻探工

作工期紧迫.钻探人员争分夺秒,１ 月 ２３ 日正式开钻,５ d 后

突破浅冰层、开始钻进深部

冰层.２ 月 １ ０ 日钻探取得

突破,钻到 １ ９ １ m 时进入冰

岩夹层,这时所钻取的冰心

呈黄灰色,夹杂着大量岩土

颗粒,这意味着已接近冰岩

界面.钻探团队随后更换冰

下基岩钻具,最终钻取到了

冰下岩心样品.
该岩心样品也是国际上

在南极钻取的第四支冰下基

岩样品,我国成为继俄罗斯、
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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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在南极获取冰下基岩样品的国家.装备的研发和此次

成功试钻,突破了可移动式集成化工作舱、模块化铠装电缆

式电动机械钻具、冰岩界面及岩层取心钻头等冰下基岩取心

钻探关键技术,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极地冰盖及冰下基岩

取芯钻探装备及研发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试钻的成功

为我国深入开展极地钻探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八、青藏高原首个 ３０００ m 科学深钻开钻

２０ １ 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青
藏高原固体矿产调查领域首

个 ３０００ m 科学深钻开钻仪

式在拉萨墨竹工卡县甲玛矿

区举行.此项目是科技部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深

地勘查开采专项《青藏高原重要矿产资源基地成矿系统深部

探测技术与勘查增储示范》的重点工作内容,孔位海拔 ５０００
多米,施工场地狭窄,施工中要克服高寒缺氧、地层破碎、避
开巷道等困难,施工难度较大.

承担此次科钻施工任务的是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

院,该院曾实施过青藏高原罗布莎科学钻探、南黄海大陆架

科学钻探、中国岩金勘查第一深钻等项目,在业界有很高的

声誉.截止到 １ ２ 月 ３ 日,钻孔施工深度已达 １ １ ３０ m.

九、首次全国青年地质钻探工程专题论坛召开

２０ １ ９ 年 ４ 月 １ ２－１４ 日,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中国地质

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安徽省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安
徽省自然资源厅等多家单位承办的第四届全国青年地质大

会在安徽合肥如期召开.本届全国青年地质大会共设 １ ２ 个

专题会场,并首次开设“钻探工程”专题分会场,专题围绕地

质钻探(岩土钻掘)技术涉及的新理论、新技术、新设备、新工

艺的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以及大陆、海洋、极地、行星科学钻

探和绿色勘查新进展等展开讨论.地质钻探专题会议得到

了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地勘单位的鼎力支持,共有来自吉林

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南大

学、成都理工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中国地

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探矿工艺研

究所、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

究院有限公司、安徽省地矿

局 ３ １ ３ 地质队、山东省地矿

局第七地质大队等十余家单

位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

员上演了一场青年地质钻探

工作者的饕餮盛宴,报告题目共计 ３ ３ 项,分享了各自的研究

成果,并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交流,碰撞了思想、增进了了

解.经组委会评审,钻探工程分论坛共有 １ ０ 项报告获第四

届青年地质大会优秀论文奖,３ 人获优秀召集人奖励.此次

分论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发挥了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

员会枢纽型、组织型的引领作用,为发挥青年力量打好了思

想沟通的建设基础,并指明与树立了青年力量未来工作的方

向与目标.

十、２７００ m,Ø１２７ mm 口径绳索取心钻进国内最深纪录

诞生

由中煤地华盛水文地质勘察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承担

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滇西南勐野井地区钾盐

钻探工程 MK ３ 井于 ２０ １ ９ 年 ６ 月 ２ ６ 日终孔,其绳索取心

钻进深度已达到 ２ ７００ m 的设计孔深,创造了国内大口径(钻
孔直径 １ ２ ７ mm、岩心直径 ８０ mm)绳索取心钻进深度最深纪

录.
该工程自开始施工以来,第四分公司充分发挥自身技

术、管理和设备优势,精心组织,科学施工.全井采用了金刚

石绳索取心钻探工艺,选用 HXY ９ 型钻机、SYZX１２２ 型绳

索取心液动潜孔锤、CHD１２７ 绳索钻杆(定尺长度 ４.５ m,外
径 １ １ ４.３ mm,壁厚 ６.２ mm,接头外径 １ １ ９.０ mm,内径 ９ ６.０
mm)、自有特种饱和盐水泥浆专利技术等.公司项目组克服

了西南边陲交通不便、气候

炎热、蚊虫叮咬、地质条件极

其复杂等不利因素,开展作

业,施工水平和技术能力均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树立了

央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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