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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唯一一家专业从事铀矿地质综合研究的我国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瞄准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简称高放废

物）地质处置这一世界性难题，与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技术合作，建立了钻孔设计与施工、地质条件评价和

地球物理测量等一系列场址评价方法，其中钻孔电视、钻孔雷达、水质测井等方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鉴于这些

成就，该院高放废物处置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王驹，今天荣获中国地质学会颁发的第一届黄汲清青年地

质科学技术奖。此奖将于2002年10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仪式。  

    我国的高放废物处置研究，始于1985年，虽然比发达国家晚了15至20年，但汲取了国外的经验教训，走出了

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路线，并得到国际著名专家的肯定。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主持该项研究的王驹提出的我

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三步曲”式的技术路线，即“选址---特定场址地下实验室---处置库”，缩短了研究周期和

同国外研究水平的差距。1999年至2001年，该院与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以我国高放废物处置库重点预选

区---甘肃北山为研究对象，开展场址评价方法学研究，首次在我国建立了钻孔电视、钻孔雷达、水质测井等场址

评价的系列方法，获得了国内首张孔深达500米的钻孔雷达和钻孔电视图像及含有雷达与电视图像的综合柱状图，

为评价北山场址的适宜性奠定了基础，所获成果得到我国有关部门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高度评价。  

  

    2000年至2001年底，该院高质量地设计并施工了难度极高的我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第一批钻孔。利用这两口

钻孔，在我国创造性地开展了深部地质环境研究，建立了一整套研究方法，集成了一套现场钻孔水质测量装置，测

试深度可达1000米，首次获得了深部地质环境的第一批数据和样品，包括深部地下水的温度、压力、酸碱度、氧化

还原电位等；获得了两个钻孔的钻孔电视和钻孔雷达图像，还获得了关于花岗岩深部地质环境全新认识。此项研究

的完成把我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

日本等国专家专程考察北山，并表达了合作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2002年至2004年继续与该院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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