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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松科 2井岩芯是如何保存的

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市境内的全球第一口钻穿白垩纪的全球最大陆相地层的大

陆科学钻探井——松科 2 井获得了一批珍贵的“战利品”，那就是累计 4400 余

米的岩芯样品。

要想把松科 2井的岩芯保存好，就要先为它们进行“体检”。

松科 2 井岩芯从井下提取出来后，首先由钻探现场技术人员将岩芯按顺序进

行整理、清洗和拼装，紧接着还要对它们进行描述、扫描。

在地质科学家看来，松科 2 井的岩芯比黄金还值钱。因为，松科 2 井是目前

亚洲最深的科学钻探井，而岩芯，作为地下岩石的剖面截取物，来自深深的地下，

可以最直接地为人们提供丰富的地质信息。它们就像是一本本厚实详尽的地球历

史书，记录了松辽盆地白垩纪时期陆相沉积的历史。

地质学家拿到这些岩芯后，会对它们开展地质描述、图像扫描、高分辨率照相、

数据分析等工作，从而获取各个地层的基本地质信息，建立松辽盆地深部地层剖

面，寻求白垩纪气候变化地质证据，推断松辽盆地深部能源资源的情况。

不过，这些“宝贝”也很娇气，它们很容易就会碎裂，不仅不利于保管，而

且会大大降低重要的研究价值。所以，人们对它们的照顾要格外精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以下简称“实物资料中心”）

是松科 2 井岩芯野外现场管理和库藏保管的唯一机构。为了能够使参与松科 2 井

岩芯研究的科学家更直观地、全面地获取岩芯中蕴含的地质信息，同时减少岩芯

因受到温度、湿度、压力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造成风化和破碎的可能性，专门探

索研究发明了针对松科 2井岩芯的长久保存方法。

松科 2 井岩芯特别珍贵又很娇气

野外钻探现场岩芯 “体检”马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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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松科 2井地下提取上来的岩芯

钻探现场技术人员清洗刚出筒的松科 2井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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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松科 2 井岩芯的管理万无一失，实物资料中心派出技术人员进驻钻

探现场接收岩芯。钻探现场录井技术人员将岩芯移交实物资料中心后，实物资料

中心技术人员要在现场进行岩芯的清点核实，尤其是对已经在现场完成切割、浇

铸的岩芯，需要对其质量、数量进行核实，以确保岩芯处理质量，以及数量的准确。

按照要求，无论大小，松科2井岩芯每间隔10厘米或20厘米要贴上唯一的“身

份证编码”，包括钻孔名称、回次号、岩芯段等编号。装有岩芯的盒子两侧还标

有盒号和编录信息。

这些数据都会伴随着岩芯一起存入位于实物资料中心的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

钻探现场技术人员扫描松科 2井岩芯

实物资料中心技术人员清点核实松科 2井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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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科 2井岩芯切割示意图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岩芯运回实物资料中心前，松科2井现场指挥部、录井队、

实物资料中心三方的技术人员会对再次对这些岩芯进行核查，签字确认移交后方

可起运。

岩芯运回实物资料中心，面对的就是进一步的处理和保管。

松科 2 井岩芯呈圆柱型。工作人员会将它们沿垂直于横截面的直径方向，按

照 1:2 的比例进行切割处理，分成两部分。大的部分，可用于进行多次科研取样

和实验检测工作；小的部分，则将在进行抛光、浇铸等处理后，永久保存。

为了解决松科 2 井岩芯易碎的问题，实物资料中心专门研究探索出了一种使

其的长久保存的“妙招”，即：对易碎岩芯进行抛光、浇铸。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这种特殊处理的过程：

第一步，拼接。根据破碎前的相对位置，工作人员会将破碎的岩芯块在工作

台上进行整理，使各岩芯块之间的断口能够拼接整齐；之后，在每个岩芯块的横

截面圆周内侧涂覆一圈粘合剂，将岩芯块按照顺序依次进行拼接和粘合，使其恢

复圆柱状的体型。

松科 2 井岩芯长期保存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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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于横截面切割后松科 2井岩芯

拼接后的松科 2井岩芯

第二步，切割。取出这些圆柱形的易碎岩芯，按照岩芯直径 1:2 比例进行纵

向切割。

第三步，抛光。将岩芯体的切割面进行抛光，得到具有光滑切割面的待浇铸

岩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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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前后的松科 2井岩芯

待浇铸的松科 2井岩芯

抛光前 抛光后

第四步，把抛光后的岩芯体放置在透明 U 型槽内。将岩芯体的切割面朝下水

平放置，并在其外表面的弧底两侧，选择多个点放置粘结胶胶团；之后，取透明

U 型槽倒扣在岩芯体上，并使岩芯体外表面上的粘结胶胶团与透明 U 型槽的槽壁

充分接触，等待粘结胶充分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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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铸后的松科 2井岩芯

第五步，浇铸。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将盛有岩芯体的透明 U 型槽放好，让岩

芯体的切割面水平朝上，之后，把浇铸材料倒入透明 U 型槽中，岩芯体与透明 U

型槽之间的间隙全部被浇铸材料填满。

最后的步骤就是等待。等浇铸材料充分凝固后，易碎岩芯就完成了它的“重

生”，能够长久保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