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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13年 1月，中国地质调查局下达“物探化探遥感钻探技术标准制修订” 地

质调查工作项目任务书,其中工作内容修订《工程地质钻探规程》（工作内容编码： 

12120113024200），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承担修订工作。  

编制周期：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完成《工程地质钻探规程》送审

稿及修订说明。 

（二）主要工作过程 

1. 项目组根据项目任务书要求和进度安排，2013年 3月编写了修订《工程

地质钻探规程》项目工作设计，按总体任务目标确定了工作部署方案、技术路线

和预期成果。2013年 2月 22日通过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组织专家对修订《工程地质钻探规程》项目工作设计进行了初审，提出了修改意

见。2012 年 3 月 3 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专家对本规程的工作设计进行了评

审，审查通过。 

2. 项目组收集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工程地质调查规范”、“电力工程

地质钻探技术规定”、“边坡勘察若干问题”、“工程地质勘察中钻探技术选用的探

讨”、“工程地质钻探安全规定”、“工程地质钻探质量标准”、“浅海水域工程地质

钻探技术方法和技术措施”、“静力触探技术应用研究”等资料百余份。为修订《工

程地质钻探规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3. 项目组开展了北京市地质工程勘察院、山东地勘局、陕西地矿局地质工

程公司、深圳地质建设工程公司、深圳孺子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水文工程

二队、河北第三水文地质大队等部分基层单位进行调研，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4. 2013 年 4 月，在河北保定召开了《工程地质钻探规程》修订研讨会，来

自自然资源部高咨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大学、地科院勘探技术研究

所、地科院探矿工艺研究所、陕西地矿局、山西地矿局、山东地矿局、北京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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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勘察院、上海岩土地质研究院、地调局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 20 余名钻探行

业知名专家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上，专家组提出了《工程地质钻探规程》修订

的内容，明确了修订题纲，确定了修订人员及分工。修订后的《工程地质钻探规

程》分为 15章，增加了声波钻进、气压封隔器压水试验等多项新技术内容。 

5. 在 2013 年 7 月 30 日前编写专家完成了《工程地质钻探规程》各自编写

的部分讨论稿。项目组根据编写专家编写的稿件，进行加工整理，形成了《工程

地质钻探规程》工作组讨论稿。 

6. 2013年 9月，在河北保定召开了《工程地质钻探规程》研讨会。来自国

土部咨询研究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市地质工程勘查院、天津市地质工程

勘察院、山东省地矿局、河南省地矿局、河北省地矿局、山西省地勘局、甘肃省

地勘局、上海市岩土地质研究院、中勘冶金勘察设计研究院、石家庄经济学院、

地调局发展研究中心、地科院勘探技术研究所、地科院物化探研究所等单位 20

多名钻探行业知名专家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就《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讨论稿进行

了研讨。会议认为，新修订的《工程地质钻探规程》内容全面，结构合理，具有

一定先进性，能够满足现代工程地质钻探工作需要。同时与会专家对《工程地质

钻探规程》的编写细节提出了多项合理化建议。 

7. 项目组根据研讨会专家意见，对修订的《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进行了修

改。简化了第五章工程地质勘察钻探内容，删除了工作布置部分；简化了第八章

特殊条件下钻进内容，删除了水上钻场选择的部分内容，并将其并入第七章。也

对《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讨论稿的一些细节进行了修改，形成《工程地质钻探规

程》征求意见初稿。 

8. 2013 年 11 月，在河北保定召开了《工程地质钻探规程》研讨会，本次

会议邀请了国土部咨询研究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探

矿工程编辑部、天津市地质工程勘察院、山东省地矿局、河南省地矿局、河北省

地矿局、中勘冶金勘察设计研究院、发展研究中心、勘探技术研究所、水环地调

中心等单位 20 多名钻探行业知名专家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就《工程地质钻探规

程》征求意见初稿进行了研讨。会上专家对《工程地质钻探规程》修订给予了肯

定，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认为：内容全面、丰富，框架结构合理。文字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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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长，篇幅偏大，似有“手册”的倾向，尚需精练和简化。有不少“操作要求”

条文表述不清晰、累赘、文不对题等毛病，需要进一步修改。 

9. 2014 年 1 月 15 日至 2014 年 3 月 10 期间，将修改后的征求意见稿通过

函调、网络调研等形式向全国本行业的大学院校、科研单位、专家学者、施工单

位和工厂等广泛征求意见，特别是征求了基层单位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一线工程地

质钻探工作者及技术人员等对《工程地质钻探规程》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其间，

共发出征求意见稿件 64份，回执 20 份，共 295 余条意见，采纳及部分采纳 290

条，未采纳意见 5条，意见汇总处理情况见意见处理表。将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

经归纳、分析和充分讨论后，对合理的意见和建议予以采纳或部分采纳，补充到

本规程中，同时完成《编制说明》初稿。 

10. 2014年 6月，在北京召开了《工程地质钻探规程》修订研讨会。来自

自然资源部高咨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地科院勘探技术研究所、地科院探矿工

程研究所、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与矿山装备分会、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山西地

矿局、山东地矿局、北京地质工程设计研究院、上海岩土地质研究院、中冶山西

冶金岩土勘察总公司、深圳孺子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 20余名钻探行业知

名专家参加了研讨会。本次会议对《工程地质钻探规程》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研讨。

确定了规程中钻孔口径系列、工程地质钻探冲洗液技术参数与岩心采取率指标等

技术问题。与会专家认为：《工程地质钻探规程》(征求意见稿)结构合理、内容

全面，是一部完整、规范、详尽、可操作性及实用性强的标准，具有一定的科学

性和先进性，对于规范和指导工程勘察钻探和原位测试技术发展，必将产生积极

的推动作用。也对《工程地质钻探规程》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见

附表 3，形成《工程地质钻探规程》送审稿。 

11. 2014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工程地质钻探规程》送审稿研讨会。本规

程编写专家和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等 20 余名专家参加了

会议。本次会议对《工程地质钻探规程》送审稿，逐条、逐段进行了审议，敲定

了送审稿。 

12. 2014年 11月，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组织专家对

《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进行了初审，认为规程涵盖了工程地质钻探的各项生产技

术要求及操作工艺规定，内容翔实、实用，达到了项目的预期目标。专家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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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该规程做适当修改后上报审查。 

13.2015年 3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北京对《工程地质钻探规程》修订成果

进行了评审，评审委员会认为，修订后的规程与原规程相比，增加了绳索取心钻

进、声波钻进、直推贯入取样钻进、孔内事故预防与处理等内容，体现了现阶段

工程地质钻探技术水平，对进一步规范工程地质钻探施工，推动钻探技术进步具

有重要意义。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评审，项目成果评定为优秀。 

14.2016 年-2018 年，起草组根据项目成果评审会专家意见，对《工程地质

钻探规程》及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完善。重点针对以下问题进行了修改：修订说

明不细、不具体；文字表达不够凝练、规范；孔口径、公称尺寸、工程口径等类

似内容应统一、规范；规程中一些量化的参数与原规程中的量化参数进行对比，

说明性能提高或优化程度；规程是供施工单位具体操作的依据，一些含糊的表述

建议进一步明确；减少不具有操作性的表述；土样质量等级的量化、与取样工具

和取样方法需要仔细斟酌；钻针对不同口径的钻进建议给出转速范围等。 

15. 2019年 7月-2020年 8月，起草组根据标委会水工环分技委秘书处初审

意见，对《工程地质钻探规程》送审稿、编制说明、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等进行

了大范围修改完善。 

1) 重新梳理规范性引用文件。 

2) 检查、修改不符合标准编写规范内容。 

3) 精炼了全文文字、语言。 

4) 文本、编制说明、专家意见汇总表日期更新至提交时间至当前时间。 “主

要工作过程”增加了标准审查和审查后的修改阶段。编制说明中编制工

作接续到当前送审时。 

5) 按国家标准委要求的十项内容，重新梳理、完善了编制说明。 

6) “意见汇总处理表”中：补充说明了“部分采纳”和“未采纳”理由。

将“分技术委员会审查会”上征求意见及处理情况纳入到《征求意见汇

总处理表》。 

16. 2020年 8月 20日，地质灾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在北京对《工程地质钻

探规程》（送审稿）进行了审查，审查未通过。会议认为，该标准编制组提供的

资料齐全，标准文本编写符合 GB/T 1.1-2020的要求。标准编制组充分收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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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行标准相关内容，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经验，借鉴了国际国内工程地质钻探的

先进方法，确定了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和具体指标要求，在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和

单位、行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制完成，编制程序规范。该标准相比上世纪 91

版规程，在工程地质钻探技术、方法、工艺和材料方面，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

会委员一致认为，该规范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按照专家意见（见附录）修改后

再审。 

17. 2020年 9月-2021年 8月，起草组根据标准审查会议意见，对标准送审

稿进行大规模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第二稿。重点针对以下问题进行了修改：标

准文本格式应严格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进行逐条修改；进一步聚焦

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区域工程地质调查、地质灾害勘查等；补充岩心编录、描述

方法的内容，删减与工程地质钻探无关的内容；重复内容较多，需进一步优化有

关章节的安排。 

（1）进一步聚焦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区域工程地质调查、地质灾害勘查等。 

 修改适用范围，聚集到个方面。 

 删除第 4章工民建；改写了 2、3、4、5、10、12、14、15章。 

 内容聚集：从 60页，精简至 30页。5万字减少至 2万字。 

（2）补充岩心编录、描述方法的内容，删减与工程地质钻探无关的内容。 

 增加了“地质编录”内容（见 10.4） 

 删除了第 11章：原位测试与水文地质试验 

 删除了第 13章：孔内事故预防与处理 

 删除了附录：动力触探修正系数表。 

（3）重复内容较多，需进一步优化有关章节的安排。 

 删除了第 4、7、8章重复内容。 

 改写了第 2、3、5、10、12、14、15章。 

 由 15章 65节，调整至 14章 44节。 

18.2021年 8月，地质灾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组织部分专家，再次征

求《工程地质钻探规程》的修改建议。共收集到修改建议 47 条。起草组针对专

家意见，对《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进行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终稿。 

19.2021 年 9月，地质灾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在北京对《工程地质钻探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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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审稿）进行了审查，审查通过。 

20.2021 年 10月-今，起草组针对标准审查会专家意见，对《工程地质钻探

规程》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报批稿。 

（三）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李小杰、郑继天负责修订第四章

总则、第六章钻探设备的选择与安装，负责统稿，多次修改规程版本，负责征求

意见，负责编写本规程的编制说明，负责组织召开 6次专家研讨会，负责标准送

审、报批工作；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孙建华教授负责修订了第一章范

围、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三章术语和定义和第五章设计；河南省深部探

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卢予北教授负责修订了钻探方法与钻进工艺；山东省地质矿

产勘察开发局孙丙伦教授负责修订了第八章 特殊条件下钻进；中勘冶金勘察设

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李玉京高级工程师负责修订了第十章钻孔样品采取与地

质编录；北京市地质工程勘察院张建良高级工程师负责修订了第九章冲洗液；山

西省第三地质工程勘察院孙智杰教授、上海市岩土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金清山教

授负责修订了第十一章质量要求和验收、第十二章健康、安全与环保、第十三章

技术报告与原始资料存档。标准的编纂、修改工作由李小杰、郑继天负责。 

（四）项目取得的主要成果 

1.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工程地质钻探规程（1991 版）的修订，满足了行业迫

切需求。 

2.规程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编制，体系了系统性和完整性和可操作性。规程对

于规范工程地质钻探施工、进行科学化管理，促进科技进步、保障工程施工质量、

提高工程施工效率、促进绿色勘查等，具有重要意义。 

3.规程转化应用了工程地质钻探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具有一

定的先进性。 

4.初步培养了水工环地质钻探标准制修订研究团队 1 个，团队核心人员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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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工程地质钻探规程》是规范工程地质钻探施工秩序、进行科学化管理的重

要依据，也是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保证工程质量、维护人身安全和生

态环境质量的指导性文件，是涵盖工程地质钻探全过程的操作技术指南。在政府

部门授权下，具有技术法规的性质。 

1  为使本规程修订后内容全面、翔实、合理实用，达到先进性、权威性，

根据项目任务书的要求，项目组成员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采用资料收集

与分析、基层地调单位调研、相关部门经验交流、专家咨询等方式,充分发挥现

代计算机网络技术，汇集现有的工程地质钻探新技术、新方法、新成果与资料，

经分析取舍，为制定《工程地质钻探规程》提供素材。 

2  引用和参照国标、自然资源部等系统有关水文水井钻探、岩心钻探等方

面的规程、规范，如《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DZ/T 0148）、《地质岩心钻探规

程》（DZ/T 0227）等规程为直接引用标准，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吸收目前较成熟

的工程地质钻探新设备、新材料和新技术、新工艺等，将内容作为参考采纳。召

开座谈会，聘请国内本行业研究机构、知名专家、学者，就《工程地质钻探规程》

编写框架和基本内容等进行讨论确定。 

3 本规程在文字表达上力求准确简明、通俗易懂、逻辑严谨。按国家《标

准化工作导则》（GB/T 1.1—2020）的规定作为本规程的编写制式和印制格式。 

（二）新旧规范水平对比 

新规范在旧规范的基础上修订，结合规范应用中遇到的问题、用到的技术方

法、存在的环境问题，采用先进的工作理念，使规范更加的系统，适合当前及未

来一定时期内的工程地质钻探工作。 

新规范在内容上增加了直接贯入取样钻进、声波钻进和定向钻进等新技术方

法的技术要求及其工作精度，修改完善了适用范围、特殊区域钻探要求、工程质

量要求等，增加了地质编录、职业安全与健康、绿色勘查要求等内容。 



8 

 

与原规程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a)  修订了 1991 版的第 1章“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见第 1 章）； 

b)  修订了 1991 版的第 2章“引用标准”（见第 2 章）； 

c)  增加了“术语与定义”一章（见第 3 章）； 

d)  增加了“总则”一章（见第 4 章）； 

e)  删除了 1991 版的第 3章“各类工程勘查钻探的工作要点”； 

f)  增加了“工程地质钻探钻孔口径及钻具规格”内容（见 4.4）； 

g)  增加“绳索取心钻进”、“直接贯入取样钻进”、“声波钻进”和“定向

钻进”内容（见 7.6、7.8、7.9、7.10）； 

h)  修订了 1991 年版的“水域钻探”（见 8.1）、“冻土层钻探”（见 8.4）

内容； 

i)  删除了 1991 年版的第 8 章“钻孔原位测试与水文地质试验”； 

g)  增加了“地质编录”一章（见第 10 章）； 

k)  修订了 1991 年版的第 7 章“钻孔原状土样的采取”（见第 11章）； 

l)  增加了“质量要求与验收”一章（见第 12 章）；删除了 1991 年版的第

9 章“工程质量基本要求”； 

m)  增加了“健康、安全与环保”一章（见第 13 章）；删除了 1991 版的第

10章“施工安全的基本要求”一章； 

n)  增加了“技术报告与原始资料存档”一章（见第 14 章）； 

o)  删除了 1991 年版的第 11章“机械仪器、专用工具的使用与维护”； 

p)  删除了 1991 版的第 12 章“机台管理”； 

q)  删除了 1991 年版的附录 A、B、C、D。 

 

1.新规范修订了适用范围 

91 版规范适用范围为“区域工程地质调查和各类建筑工程场（厂）址基础

工程地质勘察钻探”。新规范更加聚集到“区域工程地质调查中的钻探工作”。同

时规定，“场（厂）址地基勘查、专门工程地质勘察（高层建筑基础工程、线路

工程勘察等）中的工程地质钻探工作，可参照执行。” 

2.新规范更新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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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更优，可操作性更好。

了总则、设计、准备、钻进、编录、采样、资料归档等内容，逻辑性更强，可读

  鉴于此，新版规范对正文主要章节进行了梳理。从施工程序的角度，梳理出

第五章是“钻孔原状土样的采取”。逻辑关系不是很强，可读性也不强。

设备选择与安装”，第三章是“钻进方法与钻进工艺”，第四章是“水域钻探”，

  91 版规范正文第一章是“各类工程勘查钻探的工作要点”，第二章是“钻探

4.新规范框架更清晰，逻辑性更强

振动钻进：利用振动器产生的机械振动带动钻具破碎岩石的钻进方法。

得土样、气体样品和地下水样品的钻进方法。

  直接贯入钻进：在不回转的情况下，通过推进或振动使取样器贯入地下，取

和回转力的作用，使钻头切入土层的钻进方法。

  声波钻进：利用声波动力头产生的高频激振力、使钻具产生共振，借助压力

贯入钻进、振动钻进等。

  91 版规范没有术语和定义，新规范定义了 3 个术语，包括声波钻进、直接

3.新规范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DZ/T 0227 地质岩心钻探规程

DZ/T 0054 定向钻进技术规程

DZ/T 0053 液动冲击回转钻探技术规程

   AQ  2004 地质勘探安全规程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T 18376.2 硬质合金牌号  

   GB 6067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新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  

TBJ 12 铁路工程地质技术规则

DZ 2.2 地质钻探金刚石扩孔器

DZ 2.1 地质钻探金刚石钻头

DZ 1.1 金刚石岩芯钻探管材螺纹

GB 3423 金刚石岩芯钻探用无缝钢管

91 版规范引用标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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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规范增加了总则和设计，删除了各类工程勘查钻探的工作要点 

91 版规范“各类工程勘查钻探的工作要点”内容已经脱离现在的工作实际，

并且内容偏向于建筑工程地基、铁路地基、道路路基工程地质工作，与新规范的

定位不相符。 

新规范梳理了 91 版规范“各类工程勘查钻探的工作要点”内容，将有益的

条款保留下来，并重新编写了“总则”和“设计”2章内容。 

“总则”一章中，包括了“钻探目的”、“钻孔布置”、“钻孔深度”、“钻孔孔

径”内容。 

“设计”一章中，包括了“一般规定”、“施工组织设计”、“典型钻孔单孔设

计”内容。 

6.新规范删除了钻探设备选择与安装内容 

新规范删除了 91版中的钻探设备选择与安装内容，将该部分内容合并到“施

工准备”一章中。 

“施工准备”一章，除了保留了钻探设备选择与安装内容，增加了场地勘查、

道路修整、供水和排水、开孔等内容。新规范施工准备内容更丰富、更全面。 

7.新规范增加了工程地质钻探钻孔口径及钻具规格 

91 版规范缺乏详细工程地质钻探钻孔口径及钻具规格的要求。新规范要求

“钻孔口径应根据钻孔取样、测试要求、地层条件和钻进工艺等确定。对于采取

原状土样的钻孔，钻孔口径不小于 110mm；采取岩石力学试样的钻孔，钻孔口径

不小于 75mm；进行专门性试验的钻孔口径，按试验要求确定。失陷性黄土，钻

孔口径不小于 150mm。” 

表1 钻孔口径及钻具规格 

                                                                  单位为毫米 

钻孔 

口径 

钻具规格 

岩心管 套管 钻杆 绳索钻杆 

D d 代号 D d 代号 D d 代号 D d 

30 28 24 - -  R-RG 25 17 -  - 

38 36 30 C-EW 46 39 R-EG 33 24 -  - 

48 46 40 C-AW 58 49 R-AG 43 33.5 （R-ACS） 44.5 35 

60 58 51 C-BX 73 65 R-AG 43 33 （R-BCS） 55.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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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3 63 C-NX 91 82 R-42L 42 33 （R-NCS） 69.9 60.3 

96 92 80 C-HX 114 104 R-50L 50 39 -  - 

110 108 99.5 - 127 118 R-60L 60 48 -  - 

130 127 118 - 146 137 R-60L 60 48 -  - 

150 146 137 C-SX 168 154 R-60L 60 48 -  - 

注：D—外径，d—内径。 

 

8.新规范增加了绳索取心钻进、声波钻进、振动钻进、直接贯入钻进、定

向钻进等新技术新方法 

91 版规范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只是将那个时代成熟的钻探技术纳入了规

范。比如人力钻探、冲击钻探、金刚石钻探、潜孔锤钻探等等。随着技术的进步，

出现了绳索取心钻进、声波钻进、振动钻进、直接贯入钻进、定向钻进等新技术

新方法，发展到现在，上述新技术已成熟可靠，具备纳入新规范的条件。 

91版规范的钻进技术包括： 

冲击钻进 

回转钻进 

振动锤钻进 

新规范的钻进技术包括： 

洛阳铲钻进 

机械冲击钻进 

硬质合金钻进 

金刚石复合片钻进 

金刚石钻进 

绳索取心钻进 

振动钻进 

直接贯入钻进 

声波钻进 

定向钻进 

液动潜孔锤钻进 

气动潜孔锤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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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波钻进”，适用于砂土、粉砂土、黏土、砾石、粗砾、漂砾、冰碛物、

碎石堆、垃圾堆积物(包括木头、混凝土、沥青等)覆盖层，砂岩、灰岩、页岩、

板岩等软基岩层连续取心，钻孔最大深度可达 120 m；取心直径 100mm ～300mm。 

一般，先利用内层钻管系统取心钻进约 3 m，外层套管跟进至孔底。提取岩

心管时，外套管保持原位。岩心管和钻头继续向下钻进 3 m，套管跟进至孔底。

重复以上步骤直至设计深度。 

外层套管既可与内层钻管同时向下推进，也可超前内层钻管推进；或内层钻

管先向下推进，采集非扰动的连续岩心样品并提出钻孔后，再推进外层套管。 

钻进过程中的振动，使外层套管容易起拔。为了防止脱扣，内层钻管应为右

旋扣，并且钻进和取样时按顺时针方向回转。外层套管应为左旋扣，向下推进时

按反时针方向回转。 

“直接贯入钻进”，适用于未受压密实的土层。不适于沼泽湿地、陡坡等不

易安置设备及操作的场地，或坚硬的大砾石土层、岩石及硬质黏土等不易贯穿的

地层。 

直接贯入取样钻进无回转静压力压入岩土，遇阻力较大或不进尺时配备冲击

作用的钻进方法。此种取样方法方便、简易、便于野外取样，在进行土壤污染调

查取样时可优先选用。 

钻进时，将采样工具连接于钻杆末端，钻杆直径略小于采样器，其适用范围

在 12.7mm～54.6mm 之间（一般为 25.4mm）。采样时，将钻具贯入至预定深度进

行采样。样品采集后，将采样工具同钻杆一起提出地面。如需采集另一样品，将

钻杆重新连接新的采样器，贯入钻孔采样。 

“定向钻进”，适用于因地形、地面建筑物无法安装钻探设备的条件。当采

用定向钻进技术时，按照 DZ/T 0054 相关条款执行。 

9.新规范更新了水域钻探技术要求 

91 版规范，“水域钻探”单独一章，共 4 节，102 条，约 1 万字。随着技术

发展，该部分内容许多已过时，不满足现代水域钻探的要求。 

新规范中，将“水域钻探”内容进行了修订和更新，并将其作为“特殊区域

钻探”中的 1节内容。 

新规范要求，“江、河、湖、海等水域工程地质钻探，应借助水域钻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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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船、小型水上平台、索桥、桁架、排筏等）完成。本着适用、安全、经济、

简便的原则选择水域钻探平台。”  

对于钻探时机，新规范要求，“江、河、湖上施工宜选择在枯水季节和无风

季节，洪水汛期和大风季节不宜水上施工；海域钻探施工期宜选择在 6月底前，

台风和大风期间不应施工。” 

“钻探平台受水（潮）位变化上下浮动，孔口应安装补偿导向管，跟随钻探

船浮动，以控制钻进隔水保护套管不受水（潮）位变化而影响正常钻进。补偿导

向管和钻进保护套管之间应采取动态止水措施，长度为水（潮）位变化差的 1

倍～1.5 倍。钻进中，应及时观测水（潮）位变化，测算进尺数并修正因钻探船

上下浮动而引起的孔深误差。应随时观察锚绳的松紧程度，发现钻探平台受外力

影响而产生位移，应及时调整。” 

10.新规范增加了地质编录 

在工程地质钻探工作中，地质编录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91 版规范没有专门章节阐述地质编录的方法和要求。新版规范增加了地质

编录内容，并将其独立成章。 

新版规范要求，“钻进过程中，应由经过专业训练的技术人员进行地质描述

和编录。编录应及时、真实，按回次逐次编录。岩心编录、描述方法遵照 GB 50021

相关条款执行。” 

11.新规范增加了岩石样、水样采取技术要求 

在工程地质钻探工作中，岩石样、水样的采取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91

版规范缺乏岩石样、水样采样的技术要点。 

新规范新增了岩石样、水样采取技术要求。 

新规范规定，在采取岩石样时，宜采用金刚石钻头或硬质合金钻头钻进取样。

软质岩石及风化破碎岩石宜采用双层岩心管钻头钻进或绳索取心钻进。易冲刷和

松软的岩石宜采用双管钻具或无泵反循环钻进。硬、脆、碎岩石宜采用双管钻具、

喷射式孔底反循环钻进或冲击回转钻进。需要测定岩石质量指标时，宜采用外径

75mm双层岩心管和金刚石钻头取样。 

新规范规定，在采取水样时，取样前，取样器应先用被取水洗涤 2次～3次

后，方可取样。弱含水层取样时，应先降水提干，待孔内水位上升后取样；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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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范满足现代地质工作对岩心采取率的要求，提高了标准，详见下表： 

表2 岩心采取率 

地层 

采取率 

% 无岩心间隔 

m 
平均 单层 

黏性土、完整基岩 ＞85 ＞70 ＜1 

砂类土 ＞70 ＞50 ＜2 

风化带、破碎带 ＞65 ＞40 ＜2 

卵砾类土 ＞60 满足颗粒级配分析的要求 ＜2 

 

14.新规范增加了职业安全健康和绿色勘查要求 

91 版规范对施工安全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自然灾害防护、特殊地形施工

安全要求、孔内事故的预防与处理等。缺少职业安全健康和绿色勘查要求。 

91 版规范对岩心采取率要求总体较低，详细要求见下表：

13.新规范更新了岩心采取率等质量要求

直接参考相关标准规范。

  新规范删除了钻孔原位测试与水文地质试验内容。读者需要相关资料时，可

其详细的操作要点，比如《岩土工程勘察规范》等。

  然而，上述试验测试方法多有专门的操作规程，或者在成熟的技术标准中有

容比较详尽。

静力触探、旁压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抽水试验、压水试验、注水试验等。内

  91 版规范重要内容之一是钻孔原位测试与水文地质试验，包括动力触探、

12.新规范删除了钻孔原位测试与水文地质试验内容

件下的水质情况，不应含有油污等杂质。应及时送检。

层涌水量较大时，应先抽出 2 倍以上孔内水体积后再取样。水样应能代表天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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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范增加了职业安全健康和绿色勘查内容，并独立一章。 

在职业健康方面，新规范要求，施工单位应按照劳动保护法规和标准，为现

场施工人员配备相应的劳动保护用品。依据钻探施工地域、季节等特点，为现场

施工人员配备相应的急救器材、应急药品和防疫用品。应建立健全现场施工人员

健康检查、疾病预防、饮食卫生管理等制度，并认真执行。上岗人员在工作期间

应正确佩戴、使用劳动保护用品。施工现场应保证良好的通风条件，防止有毒、

有害气体对操作人员身体健康的影响。加强施工现场各类化学药品的管理，防止

因泄漏、溢溅等而威胁操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在安全生产方面，新规范要求，施工场地修建、钻塔基础加固、设备选型布

设以及施工场地安全防护设施等，应符合钻探设计和安全规程的相关要求。钻机

水龙头、高压胶管，应设有防缠绕、防坠落的安全装置和导向钢丝绳。施工现场

的高压气、液管路，稳压罐周围及化学药品堆放场所，应进行安全防护，并设立

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开钻前，应对设备安装情况、安全防护设施及相应的安全

措施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开钻施工。升降钻具前，应认真检查升降机的

制动装置、离合装置、天车、游动滑车、提吊工具及拧卸工具等，确保安全可靠。

操作升降机时，应当平稳，不应猛拉猛放。在升降钻具的过程中，不应用手触摸

钢丝绳。提放钻具或钻杆时，提引器切口应朝下。摘、挂提引器时，不应用手抓

其底部。 

在环保方面，新规范要求，施工场地确定后，应对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地质、

地貌、水环境、植被、生物、大气、土壤和人文环境等）进行调查，并应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制定实现环境保护标准和要求的具体措施。修建通往施工场地的

道路时，应避免堵塞和填充自然排水通道，并尽量减小设备搬迁过程对自然环境

的破坏或影响。施工场地应设置废泥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污水沟、污水

池或污水处理设备等。污水沟、污水池，应进行防渗漏和防垮塌处理。施工场地

设置冲洗液循环系统时，采用铁皮或塑料箱槽，确需挖掘泥浆池或循环槽时，底

部应做好防渗处理。配制钻探泥浆时，应优先选择无毒或低毒且易降解的化学处

理剂,不应使用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严重污染和损害的化学处理剂。在水库或水源

地附近作业时，禁止使用危害人、畜健康的泥浆材料和处理剂。位于农田、湖泊

或居民区附近的钻孔，禁止使用铁铬木质素磺酸盐、亚硝酸盐、红矾等对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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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易造成污染的化学处理剂，限量使用 CaCl2、NaCl 等处理剂。应尽可能使

用高分子聚合物或含钾类处理剂。钻孔施工中产生的废泥浆、废水、污水等，可

先进行沉降隔油处理后重复利用。需要外排的废水、污水应达到排放标准。应控

制和降低施工场地环境噪声，必要时安装隔音带和消声装置。施工设备和人员撤

离现场后，应将宿营地、施工场地，恢复到原来的自然地貌和景观。临时占用的

农田应进行复垦。 

15.新规范删除了 91 版规范第 11 章“机械仪器、专用工具的使用与维护”

和第 12章“机台管理” 

16.新规范删除了 91 版规范的附录 A、B、C、D 

（三）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规程是在广泛收集工程地质钻探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工程地质钻探工作现

状和需求，采纳了工程地质钻探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有关技术内容。内容

力求做到规程的系统性、完整性、实用性。为使本规程既简明扼要、适用，又避

免规程内容冗长和与有关的手册、教材重复，许多技术参数的计算公式没有编入，

只规定了选用的参数、数据区间或只注明经计算确定；规程中给出的数据或经计

算得出的数据作了规整处理，因此，在选用有关参数时可查阅相关规程、手册或

教材经计算确定。 

对于标准中的能够查到参考资料的条款内容，按照文献资料中的内容编写，

或者在参考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改写，并经过专家会议讨论最终确定条

款内容。做到规程中重要数据、章节的内容都有出处、有理由、有根据。 

对于没有参考资料的标准内容条款，需要先由项目组提出条款内容草案，再

通过专家会议研讨确定条款最终内容。 

（1）第五章“设计”内容，依托原标准改写，专家讨论后确定。重点突出

设计的可操作性，同时在实际钻探设计时，应贯彻“优质、安全、高效、低耗”

的原则，根据地质条件优化钻进工艺，以施工口径和深度配备设备。 

（2）第七章“钻进方法与钻进工艺”，专家会议认为，标准应涵盖工程地质

钻探所有技术方法，吸收最新、最先进的钻进方法和工艺。本章内容增加了振动

钻进、直接贯入取样钻进、声波钻进、定向钻进方法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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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八章“特殊区域钻探”，与原规程不同，修订后的规程把水域钻探、

岩溶地层钻探、滑坡地段钻探和冻土地层钻探列为特殊区域钻探，并着重编写了

钻进技术方面的规定，更新、细化了技术要求。 

（4）第十章“钻孔样品的采取与地质编录”，内容更丰富、全面，原规程仅

对原状土样采取方法、方式进行了规范，内容简单。修订后，规程对不同等级土

试样采取方法、方式进行了规范，包含了土样等级、钻孔取样器、取土器规格和

主要技术参数、土样的采取与送检、水样采取与送检等技术规定内容。新增了地

质编录要求条款。 

（5）钻孔口径系列及钻具规格确定。经专家会议讨论和参考《地质岩心钻

探规程》（见表 1）、《地质调查岩心钻探技术规程》（见表 1）、《建筑工程地质钻

探技术标准（见表 2）》和《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见表 3） 钻孔口径系列，

确定了工程地质钻探钻孔口径系列。工程地质钻探施工口径≤76mm 时，一般使

用地质岩心钻探设备、机具，所以口径 38mm、48mm、60mm 和 76mm，直接选用地

质岩心钻探钻孔口径；工程地质钻探施工口径≥76mm时,由于施工中取心取样的

特殊性，保留了常用口径系列 91mm、110mm、130mm 和 150mm。钻具规格参照地

质岩心钻探钻具 GB/T 16950进行了修订。 

表 1《地质岩心钻探规程》、《地质调查岩心钻探技术规程》钻孔口径系列 

规格代号 R  E  A  B  N  H  P  S  

公称口径 30  38  48  60  76  96  122  150  

 

表 2《建筑工程地质钻探技术标准（JGJ 87-92）》钻孔口径系列 

钻 孔

口 径

mm  

钻具规格  mm  相当于

DCDMA

标准的

级别 

岩心外管 岩心内管 套管 钻杆 绳索钻杆 

D  d  D  d  D  d  D  d  D  d  

36  35  29  26.5  23  45  38  33  23  -  -  E  

46  45  38  35  31  58  49  43  31  43.5  34  A  

59  58  51  47.5  43.5  73  63  54  42  55.5  46  B  

75  73  65.5  62  56.5  89  81  67  55  71  61  N  

91  89  81  77  70  108  99.5  67  5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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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8  99.5  -  -  127  118  -  -  -  -  -  

130  127  118  -  -  146  137  -  -  -  -  -  

150  146  137  -  -  168  156  -  -  -  -  -  

表 3《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 钻孔口径系列 

序列号 钻孔口径 序列号 钻孔口径 序列号 钻孔口径 序列号 钻孔口径 

1  76  6  200  11  358  16  625  

2  96  7  225  12  425  17  675  

3  122  8  252  13  485  18  725  

4  150  9  278  14  525  19  775  

5  175  10  316  15  575  
  

注： 1～4引自 DZ/T 0027。 

（6）工程地质钻探岩心采取率确定。参考《水利水电钻探规程》（见表 4）、

《铁路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见表 5）、《钻探、井探、槽探操作规程》（见表 6）、

《港口岩土工程勘察规范》（见表 7）、《建筑工程钻探技术标准》（见表 8）、《电

力工程钻探技术规程》（见表 8）、《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见表 9）

等标准，结合工程地质钻探实际工作，进行确定。  

表 4《水利水电钻探规程》(SL 291-2003) 

地层 岩心采取率% 

完整新鲜基岩 ≥95 

较完整的风化岩层、微风化岩层 ≥90 

较破碎的弱风化岩层、微风化岩层 ≥85 

软硬互层、硬脆碎、软酥碎、软硬不均或强风化 

根据地质要求确定 
软弱夹层和断层角砾岩 

土层、泥层、砂层 

砂层、砾石层 

 

表 5《铁路工程地质钻探规程》(TB10014-98) 

岩层 回次进尺采取率（%） 

土类 

黏性土 ≥90 

砂类土 ≥70 

碎石类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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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岩 

滑动面及重要结构上下 5m范围内 ≥70 

风化轻微带、风化较严重带 ≥70 

风化严重带、风化极严重带、构造破碎带 ≥50 

完整基岩 ≥50 

 

表 6《钻探、井探、槽探操作规程》(YS5208-2000 ) 

地层 岩心采取率% 

黏性土、基岩 ≥80 

破碎带、松散砂砾、卵石层 ≥65 

 

表 7《港口岩土工程勘察规范》(JTS 87-2010 ) 

岩石 一般岩石 一般随岩层 

岩心采取率% ≥80 ≥65 

 

表 8建筑工程钻探技术标准(JGJ-87-92)、电力工程钻探技术规程(DL/T 5096-2008)  

地层 岩心采取率% 

完整岩层 ≥80 

破碎岩层 ≥65 

 

表 9《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JGJ/T  87-2012) 

岩土层  岩芯采取率（﹪）  

黏土层  ≥90  

粉土、砂土层  
地下水位以上  ≥80  

地下水位以下  ≥70  

碎石土层  ≥50  

完整岩层  ≥80  

破碎岩层  ≥65  

（7）其他技术参数确定依据 

1）硬质合金钻进技术参数（《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表 2）确定，参考 DZ/T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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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修订。 

2）针状硬质合金钻进技术参数（《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表 3）确定，参考

DZ/T1048 -2014《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修订。 

3）金刚石复合片规格（《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表 4）确定，参考 DZ/T1048- 2014

《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修订。 

金刚石钻具规格代号与对应公称尺寸（《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表 5）确定，

参考 DZ/T0227- 2010《地质岩心钻探规程》修订。 

4）水域钻探平台（《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表 6）确定，参考 DZ/T0017- 91

《工程地质钻探规程》修订。 

5）双体钻探船载荷（《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表 7）确定，参考 DZ/T0017- 91

《工程地质钻探规程》修订。 

6）冻土试样等级划分（《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表 8）确定，参考 GB50324-2001

《冻土工程勘察规范》表 6.5.1修订。 

7）各类地层所用冲洗液性能（《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表 9）确定，参考

DZ/T0017- 91《工程地质钻探规程》修订。 

8）土试样质量等级（《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表 10）确定，参考 GB50021-200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修订。 

9）不同等级土试样的取样工具和方法（《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表 11）确定，

参考 GB50021-2001《岩土工程勘察规范》修订。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及
预期的经济效果 

目前，全国从事工程地质钻探的人员约 10 万，每年工程地质钻探创造产值

约 100亿元，行业迫切需要标准规范的统一指导。由中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

院负责起草的《工程地质钻探规程》（DZ/T 0017--91），1991 年月颁布实施。自

该规程颁布以来，在自然资源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工程地质钻探工作中发挥

了重要的技术指导作用。 

近些年来，工程钻探技术突飞猛进，新的钻探设备、新的钻探技术、新方法

层出不穷。在机械设备方面，出现了动力头钻机，直接推进钻机和超声波钻机等。

工程地质钻机的性能从单一的功能向多种功能发展；钻机的用途从单纯的钻探向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3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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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和测试兼顾的多种用途发展；操作和运转从人力、机械传动向液压传动和电

子自动控制的方向发展；钻机的类型从单一和分散的状态向适应不同要求和深度

的系列化配套方向发展。在取心方法方面，应用了绳索取心技术等。在压注水试

验中采用了充气（水）膨胀式封隔器等。新设备、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目

前，1991 年月颁布实施的《工程地质钻探规程》（DZ/T 0017--91）已不能满足

现代工程地质钻探工作的需求。 

新修订的《工程地质钻探规程》内容包括多工程地质钻探工程中各项生产活

动的技术工作要求及有关工艺操作规定，工程地质钻探规程设备配备、钻井工艺、

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等作出具体规定和要求，为工程地质钻探规

程设计、施工、管理等各项工作提供依据和准则。为灾害地质、环境地质、城市

地质等任务的完成和研究成果的提升服务。 

新修订的《工程地质钻探规程》可操作性强，对全国工程地质钻探工程施工

提供规范和指导；《工程地质钻探规程》结合国内工程地质钻探工程实际，依据

国家和行业现行规范、标准，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编制，是系统、完整的工程地质

钻探技术规程。《工程地质钻探规程》是规范工程地质钻探工程施工秩序、进行

科学化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是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保证施工质量、维

护人身安全和生态环境质量与保护的指导性文件。是涵盖工程地质钻探全过程的

操作技术指南，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美国《工程地质野外手册》中，对工程地质中钻进、采样、贯入试验等都做

出了具体规定。 

澳大利亚的《钻进手册》中，对钻孔、扩孔、金刚石钻孔、钻进中的问题,RC

钻井、小口径钻进、地层钻进、钢丝绳钻进,钻进设备、钻井液、岩心采取率等

做出了详细规定。 

印度的《钻探操作规程》中也包括了钻探和安全规程、钻井液等规定。 

《工程地质钻探规程》修订过程中，吸收借鉴了美国《工程地质野外手册》、

澳大利亚《钻进手册》中有关声波钻进、贯入钻进等方面的先进内容。总体看，

与国外同类标准相比，我国《工程地质钻探规程》内容更全面，更细致，可操

http://baike.baidu.com/view/872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42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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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更强。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规程是以 DZ/T 0017—91《工程地质钻探规程》为基础，结合技术进步和

实际工作需求对其进行的修订。本次修订，总结了目前的、新的工程地质钻探技

术和成果，为配合地质大调查工作的全面实施，提高我国工程地质钻探工艺水平

和技术服务质量，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本规程在编制中注意了与有关国家和部门（国标、自然资源部、石油部门、

城乡建设环保部门）制定的《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地质岩心钻探技术规程》

等规程和操作规程的协调，不存在冲突和矛盾。在安全生产和环保方面引用借鉴

了国家和有关部门相关标准的先进经验。 

本规程是自然资源部地质矿产行业推荐性应用标准，是规范今后工程地质钻

探施工的技术指南，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在政府主管部门授权下，具有技

术法规的性质。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工程地质钻探规程》以自然资源部行业推荐性标准的形式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规程在纳入自然资源部行业标准体系后，可作为工程地质钻探、设计、施

工和项目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参考依据和准则。对从事工程地质钻探的单位和技术

人员、施工人员都应严格遵守和执行。同时建议，因本规程只对当前较成熟的工

程地质钻探工艺技术作了一般性和原则性的规定与要求，各施工单位在贯彻执行

本规程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某些实施细则或补充要求；采用本规程时，还应

以下列标准或规程规范配合使用： 

（1）《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查规范》

（GB 500287—99）、《水文地质勘察规范》(GB 50027)、《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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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T 0148)、《地质岩心钻探规程》(DZ/T 0227)等规程和《工程地质手册》、《钻

探技术手册》。 

（2）各类工程地质普查、勘察规程规范。 

（3）地质钻探或相关的安全操作规程。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修订的行业标准，建议发布实施后，废止 DZ/T 0017—91《工程

地质钻探规程》。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