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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lling Engineering

新 起 点，新 征 程

——《钻探工程》发刊词

本刊编辑部

New start, new journey—Publication of Drilling Engineering

Editorial Office of Drilling Engineering

1957年，正值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迅速发展时期，作为地质勘探主要手段之一的探矿工

程，必须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此时应运而生的《探矿工程》期

刊，正如发刊词所述，其任务就是广泛交流钻探、山地、探矿机械方面现场的实际生产经验，发

表和讨论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介绍国外新知与科学动态。

创刊 63年来，《探矿工程》期刊与全体探矿工程工作者一起，本着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百

家争鸣”、引进吸收的精神，担负起了记录新中国探矿工程技术进步和发展进程的伟大使命。

虽历经沉浮，两次停刊、复刊（1960年停刊，1966年复刊又停刊，1979年再次复刊），几次变更

刊名（1957—1960年《探矿工程》，1962—1965年《探工零讯》，1966年《探矿工程》，1973—1978

年《勘探技术》，1979—2003年《探矿工程》，2004—2020年《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几易

主办单位（地质出版社，地质部探矿司，地质部勘探技术研究设计院，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

所，地质矿产部勘探技术研究所，中国地质勘查技术院，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出版社和中国地

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更深受体制改革、行业变化、学科调整等的冲击和影响，然而正是

几代探矿工程工作者不离不弃的坚守，并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汗水，使她顽强地走过了

63 年不平坦的道路。

63年的出刊史，堪称一部中国探矿工程技术发展的史书，是一部真实全面记录中国探矿工

程技术发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巨著。她是我国探矿工程事业兴衰的晴雨表、行业动态

的记事本、技术水平的标记杆、技术发展的轨迹图、人才成长的孵化器。她见证了探矿工程事

业的发展进步，钻探设备从引进前苏联的手把式外机，到研发立轴式钻机，再到全液压钻机、模

块化轻便钻机，直至今天的智能化钻机；钻孔深度从几百米到几千米，到亚洲国家最深科学钻

井——7018米。见证了大量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浦东开发，青藏铁路，国家体育场（鸟巢），

三峡水利枢纽，京沪高铁，大陆科钻，汶川地震科钻，松科二井，可燃冰试采，川藏铁路建设的启

动……。

63年在不断变化中进步，从邮寄信函到网络在线投稿，从纸上批改到网络在线编审，从铅

字排版到在线移动出版。收获了地矿部优秀科技期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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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全国探矿工程核心期刊，曾被收录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被多个国内外知名数据库

收录。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中国地质工作已走过百年，随着专业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学科融合，

作为地质工作重要手段之一的探矿工程技术，已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学科中的几个专

业已变更名称融合到了不同的学科中。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中国地质

调查工作将探索构建天-空-地（陆、海）立体协同的探测技术体系，原探矿工程技术中的主要

技术——钻探工程技术的发展，是新时代地质调查转型升级发展的重大需求，是推动地质科技

创新的重大支撑，此时《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期刊更名为《钻探工程》，恰逢其时，也正如

当年的《探矿工程》期刊一样，应运而生。

《钻探工程》期刊将围绕其办刊宗旨，全力支撑服务新时代地质工作“三大转变”，推动钻探

技术发展，满足全国钻探工程技术人员的迫切需求，提高期刊自身的生存发展动力。

一是广泛交流钻探工程技术与装备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向地球深部进军亟需攻关特

深科学钻探技术装备，加快推进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和深部热能（干热岩）勘查亟需定向钻

探提速增效，打赢陆域能源科技攻坚战亟需提升钻完井工程作业能力。钻探技术与装备的研

发与应用将从引进消化吸收迈向世界领跑水平，形成特有定向对接井技术支撑水合物商业开

采，形成特深孔超高温、高压科学钻探技术支撑深地探测国家重大专项，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海洋钻探核心技术。在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推广中，期刊要充分发挥学术交流的作用。

二是搭建自然资源探测和地质调查学术交流平台。聚焦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和地球系统科

学问题，采用整体地球系统科学观，综合利用航天、航空、极地、船载、地面等多种手段，实现对

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等的综合观测，涉及地表过程、内部结构、地球组成、形态变化和圈层互动

的理论创新。发挥好期刊推动理论创新的平台作用，为现代地学理论的成熟完善提供学术争

鸣、观点交流、成果推广的平台，让新理论、新观点的展示平台更广阔、推广渠道更畅通。

三是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亟需攻关绿色地质钻探

技术、智能地质钻探技术装备和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川藏铁路、雄安新区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亟需水平定向钻探技术、绿色高效岩土施工技术。通过《钻探工程》期刊对包括上述技术在内

的众多钻探工程技术经验进行广泛的宣传，做到产学研用相结合，相互学习、相互提高，不断推

动钻探工程的技术进步，提高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能力。

近 20年来，我国钻探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逐步走向成熟和高端，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世界

先进水平，有些钻探技术、装备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以预见，随着学科交叉以及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钻探技术会有更重要的突破和发展，这将是《钻探工程》重新启程的强力保障。

新时代，新期刊，新起点，新征程，《钻探工程》将传承 63年的办刊史，不忘初心，努力践行

新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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