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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志院士酝酿和策划编写一部中国的钻探科学技术发展史为时已很久了。近年来，经

过积极筹划，组织编写，现已成书出版。这是我国钻探工程界的一件值得庆幸的盛事。刘

院士是我国钻探界的资深学者，涉猎石油钻井、探矿工程各个领域，对我国钻探事业的发

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我国钻探工程的发展历程知晓甚深。因此，他是《中国钻探科学技

术史》一书最理想的主编人。该书全面系统地记述和总结了我国钻探技术发展全貌，为我

国全体钻探工作者长期辛勤所获成果作出了肯定。

英人李约瑟很早收集整编了《中国科学技术史》，把我国历史早期在数学、天学、地学

等方面的成就业绩作了记述和肯定，成为名扬世界的巨著。由于以往许多专业科学成果缺

乏必要的记载，致使失传，十分可惜I《中国钻探科学技术史》详细记述了我国钻探领域从

古至今的发展进程和重大成就，实际上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我们希

望我国各行各业都能写出本专业的科学技术发展史，那将会汇结成一部全面系统的新的中

国科学技术史，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本书的出版为此伟大事绩起了一个先行的带头作用，

这是本书另一隐含的重大意义。

我国的钻探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既属历史悠久，又具有特色。它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为

生产、生活而奋斗的特点。它的发展与我国的水利、采盐、采气、采水、矿产资源开发等

一系列国计民生重大事业密切相连，所以钻探工程的发展与国家繁荣富强息息相关，成为

不可少缺的一环。

编写一部科学技术史，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记述过去，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发展未来。所

以说，一部史书会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继往就是吸取过去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iJiI，开来

就是力求更加合理地促进本专业的发展和提高。

从《中国钻探科学技术史》中我们可以看出，--f-j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当时客观特定条

件(社会制度和生产水平)的制约，这是决定性的；与此同时，其发展结果又受人们主观

能动性(事在人为)的明显影响。一千多年前，人们为了获取生活必需的水、盐等矿产，采

用了钻探技术。当然，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采用简单的冲击方式。但是，我们的能工巧

匠充分利用了当地特产竹筒和竹篾索的优越特性和他们的高超技艺，宋代发明小口径卓筒

井钻探法在清代打出了当时世界最深的一IZl超千米盐气井。可是，当时打一IZl井的难度和

耗时耗资是十分巨大的。

全国解放以后，我国的钻探技术有了飞速发展。这与有利的客观条件有关，更是广大

钻探工作者辛勤工作取得的。但是，对比50年代与80年代的发展状态，使我们认识到科

学技术不应局限于学习一国的经验，必须广览博采，择优而学，学习各国最先进的经验；同

时，应结合本国的实情，走自己发展之路，才能达到更胜一筹的水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钻探工作的服务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钻探技术迅速向水利、建筑的基础工程，地质灾害防治，环境调查保护等领域扩展。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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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李世忠教授是新中国地质院校中探矿工程系的创建人，是探矿工程学科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探矿工

程系系主任达z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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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自贡市，古称自流井，是我国古代钻探科学技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蕴育着

这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第五大发明的摇篮。自贡市拥有逐渐为全世界钻探工程界日益瞩目

的“盐业历史博物馆”，其展示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紧随盐业发展起来的钻

井、固井、修井、打捞、防止钻孔弯曲以及卤水集输等全套技术}自贡市还拥有我国古代

钻探的绝无仅有的丰富古籍和档案资料；还拥有一批多年从事古钻探史研究的专家；更值

得骄傲的是，整个自贡市就是一个古代钻探的大型展览场，树立着高达50--一100 m各式各

样的古钻塔群和建于1935年的世界最深的橥海井(深度1001．42 m)，这口井持续生产卤水

与天然气达160多年(1835"-1989年)，堪称世界之最。

此外，近些年来，国内外科学技术史学者有一种新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钻探科学技

术的萌芽、诞生、技术突破、成熟与发展传入西方后，对全世界勘探与开发石油、天然气、

岩盐、卤井起到了启蒙、奠基、开创性的推动作用，改变了人类燃料资源的结构，从而促

进了西方工业的迅猛发展。科学家们回顾，在工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性历程中，动力资源的

改革(例如从蒸气到石油)使工业水平及与其配套的新工艺、材料都跃上一个新台阶，上

升到一个新水平。因此，在美、英、德等工业发达国家出版的石油工程书籍和钻探手册中，

开篇总是介绍一些中国的古代钻探史料，有的附图示意，有的将钻探科技的这一伟大创造

发明及其对石油天然气、井盐开采和其后对固体矿产探采技术的巨大贡献与影响，誉称为

是继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之后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不仅如此，古代中国人民还先后多方面、多层次、广泛地对世界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这些科学技术的起源、发展均已载入历代的重要经典史册。上至《周礼》、

《管子》、《庄子》、《史记》、《汉书》、《晋书》、《三国志》；中至《华阳国志》、《博物志》、

《山海经》、《水经注》、《丹渊集》、《太平广记》、《梦溪笔谈》、《东坡志林》、《资治通鉴》⋯⋯，

下至明朝的《蜀中广记》、《天工开物》、《四川盐法志》以及清朝的四川各地有关《县志》、

《州志》、《府志》等等，对许多科学技术的情况都做了记载和描述，其作者涉及到古代享有

盛誉的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和画家。可惜，限于当时的文化出版条件，资料难免显得有

不同程度的偏颇与不够完整。但使后人惊异的是：中国古代前人历尽艰辛，留下了如此浩

瀚的典籍供后人去发掘参考。

这些历史典籍充分说明，历史上中国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现曾居世界领先地位。最近，

由美国科学家罗·坦普尔(Robert K．G．Temple)编辑的名为《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

度》(CHINA--Land of Invention and Discovery)的一本新书里，他得到英国著名科学史专

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许可，从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套巨著计划出7

卷25部，计约2000万字，截止至1994年已出版15部)中浓缩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精华100

例。坦普尔认为：“迄今为止尚未披露的最大秘密之一是，我们所生活的近代世界原来是中

国和西方成分的极好结合。”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展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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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志

1998年5月4日

O见‘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序言P．16．[美]罗伯特·K．G．坦普尔。21世纪出版社．199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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