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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新常态”。 作为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工作重要技术支撑的地质钻探行业，资金投
入显著减少，地质钻探工作量大幅下滑，常规钻探施工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地质钻探新的服务领域不断扩大，包括
深部科学钻探，地热能及非常规能源勘查，海洋、灾害防治、生态环境、地外天体、极地方面的钻探等。 如何应对地
勘行业出现的问题，是全行业共同面对的挑战。 在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地质钻探工程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机遇
等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地质钻探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认为地质钻探工作量将进一步减少，新领
域、新业态的钻探工程及先进钻探技术和装备需求将进一步加大，更加贴近国家需求，更加注重环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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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和世界经

济“再平衡”的过程中，全球矿业首先进入深度调
整。 受此影响，中国地质勘查投入出现明显回落，近
３年年均降幅都在 １０％左右，呈现出投入结构优化
调整、投资热点矿种分化、西部地区占比持续上升、
钻探工作量逐步下降等特点。 应当看到，地质找矿

依然是地质工作的主要任务，社会对非常规能源和
新型材料矿产的需求保持增长态势，农业、城市、旅
游、环境等方面对地质服务的需求也将明显上升。
为应对当前形势，国家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实

行了战略性结构调整。 一是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及环
境污染防治、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加快能源结构调整，
迫切需要地质调查工作为油气勘探开发提供新的靶



区，为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商业化勘查开发提供基
础支撑。 核电工业发展迫切需要加快铀矿地质调
查。 清洁能源发展迫切需要加大干热岩、地热等资
源的调查力度。 二是铁、铜、铝、钾盐等紧缺大宗矿
产虽然需求增速放缓，但仍处高位的需求总量和过
高的对外依存度要求加强国内优质资源地质调查。
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加快发展迫切需要加大锂、
钴、“三稀”、晶质石墨等新能源矿产和新材料矿产
的地质调查力度

［１］ 。
地质钻探是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工作最直接的

技术手段。 相对其他民生行业，地质钻探行业受经
济形势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较为显著，如何应对
“新常态”，是钻探工程行业人士普遍关心的话题，
也是行业共同面临的挑战。 分析地质钻探行业现
状，研判未来前景和发展趋势，对钻探施工决策部
门、钻探装备投资规划部门和钻探技术研究攻关部
门非常必要。 但是，地质钻探行业与很多其他国民
经济行业不同，往往缺乏较为全面的大数据支撑，难
以用精确、完整的数据说话。 本文采用公开媒体发
布的信息和数据，并结合笔者的认识，分析当前地质
钻探技术市场的现状，提出一些浅显的看法，以期能
够抛砖引玉，推动更多的同行采集和发布数据，发表
看法，提出建议。

1　全国地质钻探相关背景数据
前一时期，在矿产资源需求趋势增加、产品价格

快速上涨和国家地质大调查计划、找矿突破战略行
动的实施的大环境下，我国地质勘查和找矿事业空
前发展，地质勘查投入大幅增加，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度
全国机械岩心钻探工作量均超过 ２０００ 万 ｍ（见图
１），连续 ４ 年保持了历史高位。 但是自 ２０１３ 年开
始，地质勘查资金投入开始下滑。 据枟中国矿产资
源报告 ２０１５枠［２］ ，２０１４ 年，中国地质勘查投入 １１４５
亿元，同比下降 ５．４％。 其中，财政投入 １９５ 亿元，
占全国地质勘查投入的 １７．０％；社会投入 ９５０ 亿
元，占 ８３．０％。 油气矿产地质勘查投入 ７４３ 亿元，
下降 １．２％，占全国地质勘查投入的 ６４．９％；非油气
矿产地质勘查投入 ４０２ 亿元，下降 １２．５％，占
３５畅１％，连续第二年下降。 非油气矿产地质勘查投
入中，财政投资 １７９ 亿元，占 ４４．５％；社会投资 ２２３
亿元，占 ５５．５％。 如图 ２、图 ３ 所示。 ２０１４ 年，地质
勘查完成钻探工作量 ２７４１ 万 ｍ，下降 ５．４％。 而机

械岩心钻探工作量也从 ２０１３年开始下滑。

图 １　全国机械岩心钻探工作量变化情况

图 ２　全国地质勘查投入变化情况［１］

图 ３　油气矿产及非油气矿产地质勘查投入变化情况［１］

地质勘查投入结构方面，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
研究中心实施的“全国地质勘查进展分析”项目显示
（图４），受大宗矿产品需求影响，以社会资金为主的
矿产勘查所占比例不断缩小，围绕国家需求、生态文
明建设、社会需求不断进行结构性调整。 以财政资金
为主的基础地质调查、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与灾害地
质、地质科技投入资金所占比例逐年上升［３］ 。

图 ４　地质勘查投入结构比例变化［３］

２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６年 ４月　



地质勘查投入区域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实施，西部地区地质勘查投入比例逐年上升，中部地
区比例不断缩小，东部地区一直保持投资低位。 西部
地区已成为中国地质勘查的主战场。 如图 ５所示。

图 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不同区域地质勘查投入对比［３］

2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钻探工程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2．1　矿产品价格暴跌，勘查市场不规范，导致矿山
企业、金融资本投入下降

探矿权不像物产、地产那样价值清晰。 一块探
矿权，其下埋藏的矿产和找矿潜力，看不见、摸不着，
其价值取决于一纸勘查报告的描述。 过去几年，国
内探矿权转让市场上，靠勘查造假获得暴利者并不
鲜见，造成国内勘查市场混乱，令投资者吃尽苦头。
国内矿产勘查投入已连续几年下滑，除矿业的周期
性以及国家财政投入退出竞争性领域外，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矿产勘查市场的诚信危机。 有的矿产勘查
投资者买了假矿床，或被假品位“忽悠”，血本无归。
面对勘查市场乱像，勘查投资者望而却步。
2．2　国家财政投资的地质勘查项目，岩心钻探工程
将可能逐渐减少

在国家财政偏紧的大趋势下，中央财政资金虽
未见减少，但是服务领域、对象的拓宽，不再投向商
业性的矿产勘查的审计要求，使得公益性地质调查
中的岩心钻探工程逐渐减少。 在矿山企业矿产勘查
投资、金融风险矿产勘查投资下降的叠加因素下，矿
产勘查钻探工作量从 ２０１３ 年起，已连续 ３ 年下降，
２０１６年估计还要继续下降。
2．3　地质勘查及钻探工程“产能”过剩

近些年来，很多专家学者建言、呼吁，最常见的
用语都是“矿产勘查亟待加强”。 实际上与国外相
比，我国的地勘队伍规模十分庞大。 况且这支队伍
要政策、要资金，不是以需要，而是以现有人数来制
造任务，寻求满负荷运转，以至于抢了后人的生计，
相互砸起了“饭碗”。 时下的矿产勘查，也处于产能

过剩的状态［４］ 。
我国地勘单位曾有八大部门，号称“百局千队

百万大军”，加上目前的民营地勘企业，现有规模十
分庞大。 截至 ２０１４年底，全国共有具各类地质勘查
资质的地勘单位 ２５７４ 家；其中，有甲级资质的国有
地勘单位 ８８５ 家；具有地质钻（坑）探资质的 １３４４
家，以 ２０１４年地质勘查完成钻探工作量 ２７４１ 万 ｍ
计算，平均每家具有钻（坑）探资质的单位大约仅有
２万 ｍ钻探工作量，折合货币工作量只有 １ 千多万
元人民币。
在钻探工程施工领域产能过剩的同时，钻探装

备制造和研发同样存在产能和产品过剩问题。
2．4　环保理念下地质勘查和钻探工程空间趋于收缩

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和生态建设的深
入推进，加强环境保护尤其是生态脆弱区环境的保
护已成为国家和全社会关注的头等大事。 目前，我
国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共建立
了 ２７００多个，保护面积超过了 １５０ 万 ｋｍ２，占国土
面积的 １５％以上。 自然保护区数量激增及面积扩
大化的趋势，对地质勘查的工作范围和空间形成挤
压，一些具有良好找矿前景的勘查区不得不中途而
退。 如青海省在青南地区设立的 ３ 个整装勘查区，
尽管大部分区域与保护区并不重合，也有巨大的找
矿潜力，但还是有 ２ 个勘查区因生态保护等多种原
因而被迫退出［５］ 。 这一问题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矿
产资源丰富、地质工作程度相对较低的陕西、宁夏、
甘肃、西藏、青海、新疆及黑龙江等省区感触更深，钻
探工程所受影响最大。 如青海省南有大的三江源自
然保护区，北有横跨青海、甘肃两省的祁连山自然保
护区，再加上其他几个保护区，使得青海省的地质工
作范围被极度压缩［５］ 。
2．5　找矿为主的地质岩心钻探深度变浅，导致地质
钻探技术含量下降，门槛进一步降低
采矿业遭遇寒冬

［６］ ，位于矿业链前端的矿产勘
查受到极大影响，大力实施“深部找矿”，“开拓第二
找矿空间”的建言渐渐被“拒绝呆矿”的呼声淹没。
前几年，勘查深度明显过大，形成一批“呆矿”，占用
了宝贵的勘查资金。 如国内大规模立项勘查铁矿，
增加储备，以期争得铁矿价格的谈判话语权，但深埋
在 １ ～２ ｋｍ 以深、含铁 ３０％左右的“铁矿”，不管是
大型、特大型，还是亚洲最大，也未能为铁矿价格谈
判添上一枚小小的砝码。 而这些并不能形成矿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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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数字，却困惑了高层决策，误导了资源配置。 河
北省 ２０１６ 年提出一般不再布设 １０００ ｍ以深的铁矿
钻孔。 钻孔深度的变浅，无论是对钻探设备和机具，
还是对钻探工艺方法的技术性需求都会大大降低，
钻探施工门槛进一步降低，能够承担钻探施工的队
伍会更多，竞争环境更加严峻。 同时钻孔变浅，会直
接导致每米价格的降低，钻探施工队伍的盈利空间
也被大大压缩。
2．6　地质钻探工程队伍扩大服务领域面临新问题

地质钻探工程队伍伴随矿产勘查业至少已经历

过两轮大周期调整。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国家面临
严重经济困难，无法支撑过大的地质队伍，地勘队伍
撤并了一批，大批职工精简下放、退职甚至返乡务
农。 ８０ ～９０年代地勘队伍再陷困境，通过利用技术
上的优势开展多种经营，扩大服务领域，谋求生存和
发展之路。 目前，如果地勘钻探单位再次从山区、野
外重返城市，将面临更严峻的竞争环境。 无论是非
开挖铺管、建筑基础灌注桩，还是地铁、隧道、水工环
等施工，这些行业的专业从业者，他们已经掌握了技
术，拥有了雄厚的资金，并且对这个行业的市场、政
策更加了解，地质钻探队伍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
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已经没有优势，竞争力已远不如
２０世纪 ８０ ～９０年代时期。

3　“新常态”下地质钻探工程面临的机遇
虽然煤炭、铁矿石、石油等资源价格大幅下跌，

但是资源需求并未大幅减少，仍处于高位。 未来几
年地质勘查岩心钻探工作量仍将有相当的规模。 同
时，钻探工程的应用领域将继续扩展，有些领域的钻
探工作量还会增长，现有钻探技术还不能完全适应
新的发展需求，发展机遇仍在。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
的自我调整优化、中国深化改革红利的不断释放，以
及“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实施，预计矿业和能源
行业会先后逐渐复苏，地质勘查行业将面对新的机
遇。
3．1　深部科学钻探是未来引领钻探技术发展，奠定
地质钻探技术应有地位的重要平台

虽然深部找矿勘探将更趋于理性，但是“第二
找矿空间”的探寻、深部地质科学问题的研究不会
停滞，深部科学钻探仍是全球和中国地质科学家亟
盼的重大工程。 继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７］之后，
汶川地震科学钻探［８］ 、庐江—枞阳矿集区科学钻

探［９］ 、西藏罗布莎科学钻探［１０］ 、于都—赣县矿集区
科学钻探［１１］ 、相山铀矿深部科学钻探［１２］ 、松辽盆地
科学钻探（松科 １ 井，松科 ２ 井）［１３ －１４］ 、东南沿海
（漳州）深部地热科学钻探［１５］

等重大深部科学钻探

项目先后实施，有效促进了地质钻探技术的发展。
２０１５年 ６月，中国地质调查局深部探测中心成

立。 随着地壳探测工程培育性启动计划———深部探
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的深入开展，以及地质调查
事业的发展，钻探工程界正在为全面开展“入地”计
划进行技术装备、运行机制、人才队伍和组织管理等
各个方面的准备。 作为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
项的内容，１３０００ ｍ 科学超深井钻探技术方案的研
究已经启动［１６］ 。 未来将面向国家能源资源和环境
保护的重大需求，不断向深部进军，这无疑为钻探工
程技术发展提供了良好平台。
3．2　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是地质钻探的主要战
场之一

我国地热能资源以中低温地热资源为主，储量
大、分布广。 浅层地热能资源量相当于 ９５ 亿 ｔ 标
煤，年可利用量约 ３．５亿 ｔ标煤；常规地热能资源量
相当于 ８５３０亿 ｔ标煤，年可利用量约 ６．４亿 ｔ煤；增
强型地热能理论资源量相当于 ８６０ 万亿 ｔ 标煤，约
为 ２０１３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２０ 万倍［１７］ 。 ２０１４
年 ２月，国家能源局强调要积极有序推进地热能开
发利用。 要求到 ２０１５ 年全国地热能供暖面积力争
达到 ５ 亿 ｍ２，地热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１０ 万 ｋＷ，地
热能年利用量折合标煤 ２０００ 万 ｔ，到 ２０２０ 年，地热
能开发利用量达到 ５０００万 ｔ标煤，基本形成完善的
地热能开发利用技术和产业体系。

２０１５年，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开辟新途径，中
国地质调查局全面完成了 ３３６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浅
层地温能评价调查；在西藏措美古堆地区钻获 ２０５
℃的高温地热；我国干热岩钻探深井施工也超过了
３０００ ｍ［１８］ 。 目前，全国经正式勘查并经国土资源储
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地热田有 １００ 多处，年可开
发地热水资源总量 ６８ 亿 ｍ３ 。 全国地热可采储量，
是已探明煤炭可采储量的 ２．５ 倍，其中距地表 ２０００
ｍ以内储藏的地热能为 ２５００亿 ｔ标煤。
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离不开钻探技术，地热钻

探是地质钻探的重要组成部分，３０ 多年来的实践积
累了丰富经验［１９ －２０］ 。 同时，相对于石油勘探，地热
能的钻探难度和风险相对较低，又具有行业归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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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优势，应将中低温深部地热资源、干热岩资源、浅
层地温能的开发利用纳入我们的视野和业务范畴。
3．3　海洋地质钻探风生水起，前景广阔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坚持陆海统
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
综合管理能力”战略，吹响了我国从海洋大国向海
洋强国进军的号角。

海洋地质钻探方面，２００７ 年，由中国地质调查
局勘探技术研究所开发的水力反循环取样钻探技术

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主持的海南感城海域锆钛砂

矿资源调查中应用取得成功之后，海洋地质钻探有
了长足进步。 ２０１４ 年，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
工程研究所研制的 ＴＫ系列取样器具在南海北部陆
坡 １７２０ ｍ超深水海域完成了钻探取样工作，标志着
我国已具备海洋超深水钻探取样作业能力，使我国
跻身国际上少数几个可进行深海资源勘探开发的国

家之列
［２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由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

勘查院实施的莱州三山岛北部海域金矿床详查项目

顺利结束，探获中国首个超大型海上金矿。 多数钻
孔设计在海域，水深 ５ ～１０ ｍ，最深达 １５ ｍ，最大钻
孔深度达 １９７３．４６ ｍ，探明金矿资源量 ４７０．４７ ｔ［２２］ 。
近年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调查研
究所等机构亦在沿海地区开展近岸海洋地质环境和

地质灾害调查项目，在海上布置了一定数量的地质
岩心钻探工程。

国家重大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研
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水工程钻探船、深水工
程钻机、深水取样器及深水自动探测器，可进行地质
钻探、工程勘察、矿产勘探、天然气水合物等调查研
究［２３］ 。 ２０１５年，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海底 ６０ ｍ 多用
途钻机在南海 ３１０９ ｍ 海底海试成功。 该钻机质量
仅为 ８．３ ｔ，可在几千米海底下遥控作业。 海底钻机
研制成功，进一步拓展了钻探工程作业空间。

近日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 １００项重
大工程，其中第 ２６项是“发展深海探测、大洋钻探、海
底资源开发利用、海上作业保障等装备和系统。 推动
深海空间站、大型浮式结构物开发和工程化”；第 ６０
项是“推动致密油、油砂、深海石油勘探开发和油页
岩综合开发利用”。 此外，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
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枠已通过审议，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５月 １日起正式实施。 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
为钻探技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中国地质调查局拟

以天然气水合物的勘探和试采为主攻方向，兼顾全
海域的大洋科学钻探，开展大型钻探船的研制，这对
地质钻探来说是一个极有前景的全新领域。
3．4　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工程快速增长，钻探技术
服务民生再立新功

我国是地质灾害频发国家，每年因地质灾害造
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十分巨大。 国土资源部作
为地质灾害治理行业的中央监管机构，目前已制定
多项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灾害治理资质评估机制，加
强地质灾害治理行业监管力度。 根据枟２０１４ 中国国
土资源公报枠［２４］ ，２０１４ 年全国共发生各类地质灾害
１０９０７起，其中滑坡 ８１２８ 起、崩塌 １８７２ 起、泥石流
５４３起、地面塌陷 ３０２起、地裂缝 ５１起、地面沉降 １１
起。 造成 ３４９人死亡、５１ 人失踪、２１８ 人受伤，直接
经济损失 ５４．１亿元。 ２０１５ 年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
８２２４起，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地质灾害发生数量、造成
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减少 ２４．６％、
２８．３％和 ５４．０％。 此外，２０１５年全国共成功预报地
质灾害 ４５２起，避免人员伤亡 ２０４６５人，避免直接经
济损失 ５ 亿元。
鉴于我国地质灾害频发情况，政府对地质灾害

治理的关注不断提升，投资不断增多。 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我国地质灾害防治投资规模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７．５２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２３．５４ 亿元，年均复
合增长率达到 ２１．５７％；地质灾害防治项目个数由
２２４７ 个增长到 ３６９８４ 个，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３２畅３２％。 行业专家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地质灾害治
理行业规模依然会处于扩张阶段。
中国地质调查局探矿工艺研究所，从一个主要

从事钻探技术研究的研究所，转而从事地质灾害治
理、地质灾害监测技术的研究，并直接参加了三峡链
子崖危岩体治理、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船闸锚固等 １１
项重点工程，实现了从地质钻探领域全面向地质灾
害防治技术领域进军的华丽转身

［２５］ 。 地质灾害防
治离不开钻探技术，全国快速增长的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为地质钻探技术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3．5　我国首次大口径钻孔救生成功，矿山救援中钻
探技术优势突显

２０１６年 １ 月 ２９ 日，在山东平邑石膏矿坍塌事
故中被困井下的 ４ 名矿工，通过大直径救援钻孔成
功获救。 这是我国首次大口径钻孔救生成功，也是
世界第三例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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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国内矿山救援成功案例几乎都采用井下救

援的巷道掘进方式，但在巷道掘进之前，都要从地面
快速打通小口径钻孔，用于与井下被困人员进行通
讯联络及给养，也就是俗称的“保命孔”，这些钻孔
的施工，要求速度快、质量高，需要先进的钻探技术
支撑。 而在平邑石膏矿坍塌事故救援现场，除了快
速打通小口径的“保命孔”，向井下投放食物和饮水
外，巷道掘进救援无法实施，大口径钻机打孔救援方
案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

此次救援成功，地质钻探技术发挥了特殊的优
势，也为今后钻探技术在矿山救援中的更广泛应用
树立了典范。 但是在本次救援中，使用的主要大型
装备仍是国外产品，矿难事故区的地层破碎复杂性
也给钻探技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无论是救生
钻进装备还是钻进工艺都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２６］ 。
3．6　非常规能源勘查钻探施工走出一片新天地

前几年，我国煤炭、铁、铜、铝、锰、铅、锌、金等重
要矿产勘查工作向西部新区和中、东部深部转移，未
来受理性决策和资金制约，东部地区固体矿产勘查
深度会有所限制。 但是页岩气、油页岩、油砂、天然
气水合物等非常规能源勘查工作的钻探工程在不断

增加，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仅页岩气累计勘查投入就超
过 ２３０亿元，钻井 ７８０ 口［２］ 。 这些非常规能源勘查
钻探工作量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固体矿产
勘查工程量减少的缺口。 有的钻具生产厂家近两年
用于页岩气钻探施工的大直径绳索取心钻具销售额

成倍增加，也从侧面反映了页岩气钻探工作量的快
速增长。
3．7　区域地质调查及其他新的地质工作需求，需要
地质钻探技术支撑

截至 ２０１４年底，１∶５万区域地质调查和 １∶２５
万区域地质修测面积分别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３１畅７％和 ６１．７％。 中国管辖海域 １∶１００ 万区域地
质调查实现了全覆盖

［２］ 。 其中，“十二五”期间，中
国地质调查局 １∶５万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调查
完成 １０７万 ｋｍ２和 ９１ 万 ｋｍ２。 １∶５ 万水文地质调
查、地质灾害调查、环境地质调查分别完成 ３７ 万
ｋｍ２ 、５５万 ｋｍ２ 、１７ 万 ｋｍ２ 。 １∶２５ 万土壤质量地球
化学调查累计完成 １９５ 万 ｋｍ２ 。

上述地质环境调查、地下水污染调查、农业地质
调查、地球化学勘查等工作，需要一定的钻探技术手
段［２７］ ，因而促进了浅层取样钻探工作量恢复性增

长，浅层取样钻机销量大幅增加。
3．8　南极钻探实现突破，有望续写中国极地钻探新
篇章

２０１１年，吉林大学成立了极地研究中心，开展
冰层钻进技术和冰下基岩钻进技术的研究。 ２０１３
年，极地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跟随中国第 ２９ 次南极
科学考察队完成了中国南极昆仑站的深冰心钻探项

目任务，成功钻取了一支长达 ３．８３ ｍ 的冰心，标志
着中国极地深冰心钻探实现零的突破。 ２０１５ 年，极
地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跟随中国第 ３２ 次南极科学
考察队在昆仑站钻取出一段长度达 ３．８９ ｍ 的完整
冰心，打破了单段冰心长度纪录，表明我国在深冰心
钻探装备技术方面达到国际水平。 世界各国加码南
极科考，既有科学目标，又有经济动机。 冰层以下的
矿产资源的勘查逐渐会公开化、合法化。
极地研究中心开展了大量钻进工具和钻进工艺

的研究
［２８ －２９］ ，研发的极地深冰下基岩取心钻探设备

２０１５年已运抵南极，近期有望进行世界上首次针对
极地冰下基岩的科学钻探。 为了防止对南极环境的
污染，对钻井液技术进行了研究试验［３０ －３１］ 。
3．9　地外天体取样技术研究方兴未艾，钻探技术助
力深空探测

地外天体采样是研究地外天体起源、演变的重
要手段，未来一段时间内，地外天体采样仍将是深空
探测任务中的热点之一。 目前美国、俄罗斯、日本、
欧洲等主要航天组织都已实施过地外天体采样任

务。 国内很多高校和研究院所也正在对地外天体采
样的相关理论和关键技术展开研究。 目前国内正在
开展具有约 ２ ｍ钻取采样能力的钻取采样机构的研
制［３２］ ；对采样机具和月壤之间相互作用进行了模拟
实验研究［３３ －３４］ ；对月球钻探取样用的钻头和钻具进
行了研究

［３５ －３６］ ；对月岩的存在形式和主要物理力学
特性进行了调研分析，以期为月岩取心钻具设计、钻
进工艺确定提供依据

［３７］ 。
我国在地外天体采样技术研究方面起步相对较

晚，与航天强国还有一定差距，随着我国探月工程的
推进，计划将在 ２０２０年前后发射探测器实现月球样
品采样返回任务。 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
作。
3．10　“一带一路”以及“走出去”等战略实施为地
质钻探行业发展带来想象空间和机遇

２０１５年 ３月 ２８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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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联合发布了枟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枠。 提出要拓展相互
投资领域，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
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
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
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
链。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给矿业带来无限的
发展机遇，给包括地质钻探工作在内的诸多行业带
来新的发展机会。

２０１４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将“一带一路”基础地
质调查与信息服务计划列入全力推进的“九大计
划”之中。 通过对“一带一路”涵盖区域的基础地质
调查工作，为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信
息服务。 该计划分为周边国家重要成矿带对比研
究、全球矿产资源地球化学与遥感调查、全球矿产资
源信息综合与服务等三大工程，为国内地勘单位和
矿业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提
供战略靶区；同时，指导我国边境地区地质找矿和资
源环境评价，提升地质矿产国际合作的层次和效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极为丰富，是世
界矿产品的主要供给基地。 “丝绸之路经济带”处
于古亚洲成矿域和特提斯成矿域交会地带，是巨大
的非能源矿产的成矿域，包括了许多不同矿产资源
的成矿带，如昆仑山成矿带、祁连山成矿带、天山成
矿带等。 加强以上地区的勘查和研究，将增加矿产
资源的供给，缓解我国的矿产资源“瓶颈”。 此外，
重大工程建设的工程地质勘察，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的地质灾害勘察选址等都将大有作为。

“一带一路”还将实施大量铁路、公路、港口等
大型建筑工程，其中相关的地基基础工程、地下水开
发工程也是钻探工程延伸的领域，我们曾经在这些
领域颇有建树，应当继续施展我们的“拳脚”。

4　地质钻探工程未来前景分析
4．1　地质勘查钻探工作量可能进一步回落

显然，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中国经济的“新常
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过程，都不是一个短周
期波动。 矿业回暖不会早于总体经济大势，作为产
业链前端的地质勘查领域通常也不会早于矿业率先

回暖。 目前，世界矿业企业还在严寒的冬天里。 国
外大型矿业公司市值大幅缩水，初级勘探公司市值
的缩水达 ９０％以上，大家熟知的钻探产品制造商

Ｂｏａｒｔ Ｌｏｎｇｙｅａｒ的股价亦是如此。 该公司 ２００７ 年在
澳大利亚 ＩＰＯ上市，股票指示性价格在 １．７６ ～２．１
澳元，总市值达到 ３１．２ 亿澳元。 但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日查询仅有 ０．０５ 澳元。 改革开放后，国内与国
际经济大趋势亦步亦趋，同步性明显。 另外，前一段
时期有国家、地方财政对勘查项目的支持，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还有一些未结项目支撑，２０１６ 年及以后一
段时间困难将更加凸显。 因此，预计未来几年地质
勘查岩心钻探工作量可能会进一步回落，但即使跌
去一半，仍将有相当的规模，不会像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
后期那样几乎所剩无几。
4．2　新领域、新业态的“非常规”钻探技术需求将
进一步加大

地质岩心钻探工作量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增长，
至 ２０１２年达到顶峰。 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快速回落，而
且回落的速度要快于前几年的增长速度，还可能进
一步回落，地质岩心钻探产能将严重过剩。 然而，地
质岩心钻探之外的新领域、新业态的大量“非常规”
钻探工作量则市场广阔。 如前面提到的地质环境调
查、地下水污染调查、农业地质调查、地球化学勘查
等工作促进了浅层取样钻探工作量恢复性增长；中
低温深部地热资源、干热岩资源、浅层地温能的开发
利用增长迅速，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０００ 万 ｔ 标煤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０００万 ｔ 标煤，将会运用大量的钻探工程；政
府对地质灾害治理的投资不断增多，离不开钻探技
术的支撑；不断增加的非常规能源勘查工作，也是地
质钻探工作迅速增长的新的应用领域。
4．3　地质钻探行业新情况、新变化，亟需先进钻探
技术和装备的支撑

随着我国重要矿产勘查工作向西部新区转移以

及非常规能源勘查工作的开展，现有的钻探技术方
法已不能较好地满足野外施工需要。 万米科学钻
探、深部干热岩钻探面临安全、质量、经济、工期等方
面的挑战，需要先进钻探技术装备应对；以受控定向
钻进技术为依托的对接井、水平井技术需求越来越
广泛；海洋地质钻探、极地钻探、地外天体取样以及
深部高地应力岩石取样、海洋水合物保压取样等方
向的科技创新还在路上；绿色勘探和安全要求，倒逼
钻探装备、泥浆材料生产企业技术改造和升级；“互
联网＋”及“工业 ４．０”风头正劲，每个行业都希望抓
住机遇，搭顺风车。 对钻探装备制造行业而言也不
能无所作为，大批量的钻杆产品制造自动化，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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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高价值钻探设备定制化的趋势已经出现。 新的
需求还包括钻孔水力采矿、地下储气工程、钻孔快速
救援等，均需要钻探工程技术支撑。 这些地质钻探
行业新情况、新变化，将给钻探装备制造、技术研发
机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4．4　环保理念要贯穿于钻探工程的始终

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大量自然保护区的建
立，迅速增长的地热资源及非常规能源的开发利用，
无不体现出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自然保护区的
建立压缩了地质勘查工作空间，生态文明和找矿突
破战略行动都是国家战略，做到既要保护生态环境
又要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必须要走绿色勘查之路。
今后的钻探工程，无论是在自然保护区进行的地质
岩心钻探，还是在城市开展的建筑施工钻探，都要始
终坚持环保的理念，适应“新常态”下的环境保护、
绿色低碳的需求。 如生态脆弱区钻探，往往需要恢
复植被，必须修建栈道和高架钻场，国外甚至是直升
飞机搬迁钻探设备物资，因此应采用轻便钻机、铝合
金钻机、铝合金钻杆等轻便钻探装备，使用环保冲洗
介质，设计多分支孔等，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
城市进行钻探施工中，要降低噪声、减少粉尘等。
4．5　“去产能”、“调结构”势在必行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我国地质勘查投入合计高达
９８４１亿元，巨大的投资，造就了地勘行业的空前繁荣，
也为产能过剩埋下了伏笔。 具有地质勘查资质的单
位从 ８００ 家左右，增至 ２５７４ 家，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非油
气年末勘查从业人员从 ２４．０ 万人增至 ５９．８ 万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非油气勘查技术人员从 ５．１万人增至
２５．３万人。 随着矿业形势的下行，现有的地质工作已
经无法满足庞大的地质勘查队伍的业务需求，地勘行
业出现“产能过剩”。 未来几年，我国矿业形势将持续
下降，矿产勘查产能将持续过剩。 因此，“去产能”、
“调结构”是地勘单位当前首要任务。 一方面，紧密配
合国家战略，调整和扩大业务范围，走进城市，走向海
洋，走出国门，实现自身业务水平的转型和提升；另一
方面，应充分利用好国家为“去产能”制定的一系列政
策，妥善处理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引起的人员失业问
题，推动产能的优化和升级。
4．6　地质钻探行业或将出现兼并重组

工信部、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前几年曾联合发
布枟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
见枠，通过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促

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市场竞争力。 企业间的
兼并重组正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一个越来越突出的

亮点。 近期较有影响的有南车北车合并，中冶并入
五矿，一个是机械制造业，一个是工程施工业，这两
个行业，与钻探工程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 而国
外钻探工程行业的有影响的并购则是芬兰的山特维

克（Ｓａｎｄｖｉｋ）公司并购瑞典的 Ｈａｇｂｙ 公司和澳大利
亚的 ＵＤＲ 公司，瑞典的阿特拉斯· 科普柯（Ａｔｌａｓ
Ｃｏｐｃｏ）公司并购加拿大的 ＪＫＳ Ｂｏｙｌｅｓ公司和美国的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公司。
国内外这些兼并案例，应该对我们钻探工程行

业的从业者有所启发，一个企业要想在“新常态”下
生存和发展，需要认真剖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是什
么？ 短板又是什么？ 企业间的取长补短，兼并重组
或许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5　结语
时至 ２０１６ 年，中国现代地质调查和找矿事业已

历经百年。 同时，２０１６ 年又是“十三五”开局之年，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第三阶段开启之年。 总体看，我
国矿产资源的国情没有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态
势没有变，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支撑作用没
有变，地质工作的先行基础地位没有变，中国走向世
界的脚步没有停止，今后及相当一段时期，地质调查
和找矿勘查的需求仍在，地质钻探前途依然光明。
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出发，不断开发适应新需求的新技术，拓展我
们的工程空间。 但是在国内“新常态”不期而至、世
界经济“再平衡”的大环境下，短期的困难是显而易
见的。 困难要想快一点过去，必须要忍受阵痛。 对
地勘行业而言，去产能就是既要瘦身又要健体。 以
往是做大，今后主要是做强。
地勘行业调结构已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钻探工

程自身亦是如此，在服务常规的找矿勘查的同时，要
关注地质钻探新的服务领域，如深部科学钻探、地热
能及非常规清洁能源勘查、海洋钻探、地质灾害防
治、生态环境钻探、地外天体和极地钻探等。 同时，
还应面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积极“补短板”，扩
大服务范围。
地质钻探行业的施工、科研、制造单位在“去产

能”、“调结构”、“补短板”的同时，还要坚持钻探技
术进步，留住“人才”。 要有持久战的决心和耐心，

８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６年 ４月　



优化业务结构，保持技术和经营实力，应对困难和挑
战，迎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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