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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斜孔钻探规程》

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2023年 7月，中国水利学会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经过立项论证和立项公示后，以水学 2023[90]

号文件，准许团体标准《水利水电工程斜孔钻探规程》立项。

本标准主编单位为长江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参编单位为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黄河勘测规划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长江三峡勘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湖南

中南水电水利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四川水发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

司。

2.主要工作过程

按照标准项目的特点及管理方式，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组建标准编制组，制定工作大纲。

2022年 12月，主编单位、参编单位正式组建标准起草团队，召

集钻探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业务骨干研讨标准编制的必要性。经过认

真研究，反复讨论后，确定了标准编制工作大纲。

（2）编制标准初稿

2023年 5月，编制组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水利水电

工程斜孔钻探规程》初稿。

（3）立项论证

2023年 6月，主编单位向水利学会提交立项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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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6月 15日，中国水利学会组织召开《水利水电工程斜孔

钻探规程》立项论证会议，专家审查意见为同意立项申请书适当修

改完善后立项。

（4）大纲审查

2023年 7月至 2024年 2月，编制组根据立项论证会专家审查意

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大纲审查稿。

2024年 3月 27日，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水利水电

工程斜孔钻探规程》大纲审查会，专家组同意通过大纲审查，要求按

照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提交征求意见稿。

（5）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年 4月，根据大纲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工作大纲，在编

写组内部进行分工，制订详细工作计划，开始修订工作。

2024年 6月，编制组按分工对《水利水电工程斜孔钻探规程》

初稿再次进行修改。

2024年 8月，编制组汇总《水利水电工程斜孔钻探规程》初稿

修改的意见。

2025年 02月 14日，编制组根据汇总的《水利水电工程斜孔钻

探规程》初稿修改意见，召开征求意见稿讨论会，根据征求意见稿讨

论会意见，编制组对规程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统稿，形成征

求意见稿。

3.主要起草人及承担的工作

序号 主要起草人 工作分工 单位

1 周治刚 主持编写 长江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2 肖冬顺
1 总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长江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3 卢春华、项洋 3 术语和定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长江岩

土工程有限公司

4 丁晔、邹德兵 4 钻探工程设计
长江岩土工程有限公司、长江勘

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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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帆、袁宜勋 5 钻探设备和器具的选择
长江岩土工程有限公司、长江三

峡勘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

6 胡坤生、夏骏、

王昶宇
6 钻探实施 长江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7 刘海峰、肖碧 7 钻孔试验与测试
长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勘

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8 黄炎普、侯炳绅 8 孔内复杂情况预防与处理 长江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9 胡郁乐、马明、

蒋国盛、曾立新
9 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长江岩

土工程有限公司

10 葛字家、李永丰、

刘秀宝
10 钻孔质量与验收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湖南中南水电水利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中水东北勘测设计

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11 姚震桐、任永佳 11 资料整理 长江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12 李勇 附录 A 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

所

13 蔡网锁 附录 B 四川水发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

司

14 王黄荣、朱看远 附录 C 长江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及来源依据

1.主要内容

本标准旨在适应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需要，规范水利水电工程斜孔

钻探工作。本标准适用于水利水电普通斜向勘察孔，也适用于大斜度

地质勘查孔和双向成对勘察斜孔。

本标准共分为 11章和 3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斜孔钻探工程设

计、钻探装备和机具的选择、钻探实施、钻孔试验与测试、孔内复杂

情况预防与处理、健康安全与环境保护、钻孔质量与验收、资料整理

等。

具体包括以下章节及附录：

1 总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钻探工程设计

4.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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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计依据

4.3 设计内容

4.4 孔身结构设计

4.5 钻进方法

4.6 工艺设计

5 钻探设备和器具的选择

5.1 一般规定

5.2 钻机

5.3 钻塔

5.4 钻杆和钻具

5.5 钻头

5.6 测斜仪器

5.7 附属设备和器具

6 钻探实施

6.1 一般规定

6.2 作业准备

6.3 钻机安装

6.4 钻塔安装

6.5 开孔作业

6.6 冲洗液和护壁堵漏

6.7 钻孔测斜

6.8 防斜与纠斜

6.9 双向成对斜孔施工

7 钻孔试验与测试

7.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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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水文地质观测

7.3 水文地质试验

7.4 综合测井

7.6 岩体变形试验

7.7 地应力测试

8 孔内复杂情况预防与处理

8.1 一般规定

8.2 孔内复杂情况的预防和处理

8.3 斜孔漏失的预防和处理

9 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

9.1 职业健康管理措施

9.2 安全管理及措施

9.3 环境保护及措施

10 钻孔质量与验收

10.1 一般规定

10.2 斜孔特殊要求

11 资料整理

附录 A 钻探班报表

附录 B 钻孔验收表

附录 C 钻孔孔斜测量记录表

2来源依据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为查明工程地质条件，往往要在地形条件

极为复杂的地区开展勘探作业，如山区、城镇、交通干线和跨江勘探

等。常规的平硐、竖井和垂孔等勘探手段存在周期长、资金投入大、

施工安全风险高等方面的不足。如采用斜孔钻探技术，可克服地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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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条件制约，更好地适应场地条件；而在复杂地质条件区域，针对性

地布置与地层产状大角度相交的斜孔，相同孔深可揭示更多地层，具

有明显的靶向优势。

主编单位近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水利水电工程大顶角超深斜孔

钻探技术的研究应用，先后在引江补汉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深圳罗

铁输水隧洞工程和深圳公明水库-清林径水库连通工程等大型引调水

或水资源配置工程地质勘察工作中进行斜孔钻探应用工作，积累了大

量宝贵的斜孔钻探技术经验教训和工程监测数据，为标准的制定提供

了基础研究资料。各参编单位也拥有丰富的斜孔钻探技术理论研究和

应用经验。

三、专利情况说明

无。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国内相关标准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水利水电工

程钻探规程》（SL/T 291-2020）。《水利水电钻探规程》规定了一般

钻探工作的作业准备、钻探方法工艺、冲洗液和护壁堵漏、钻孔取样、

孔内事故与质量验收等内容，整体性较强，对一般的水利水电工程钻

探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见。但未涉及斜孔钻探所面临的设备器材、

工艺方法和安全生产等问题，无法指导斜孔实施。

五、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预期效益（报批阶段填写）

无。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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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团体标准批准立项通知（水学 2023（9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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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大纲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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