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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质 与 勘 探

十 祥栩检查上下特制接手林扣
,

在喷射发生

器部分
,

易产生应力集中
,

发生喳嘴脱扣
、

弯管破裂

情况
,

破坏了反循环作用
。

故每回次需全面检查钻具

各部件
。

十一 使用泥浆钻进时
,

其粘度不宜过大 不

得大于 秒
,

井保持清洁

十二 岩心管上瑞需放有抄网
,

防止钻进时中

颗粒岩粉流失
,

阻塞喷嘴和扩散管之简隙
。

为防止井

内杂质堵塞抄网
,

可用铁释撑开
。

六
、

几点体会和惫晃

一 喷射式反循环钻具
,

已在各矿区广泛应用
,

均获得成功拮果
,

是解决复杂地层钻进
、

提高质量的

有效途径
,

今后应大力推广使用
,

但有待 进 一 步 研

究
,

改进毅靛和操作方法
,

扩大应用范围
。

二 在硬
、

脆
、

碎复杂地层钻进
,

井底漏水
,

反

循环作用失效
,

这种情况如何提高岩心采取率仍未解

决
,

目前只能将钻孔漏水层处理好
,

方能使用
。

三 深孔钻进
,

常因水量达不到
,

井底反循环作

用失效
。

主要由于钻杆接头处水耗量大 , 喷嘴水压诚

小
。

应以具体悄况加以解决
,

如加长立根和立根简接

头密封
,

防止钻杆中途跑水 队钻杆止水剂
,

用

黄干油
,

拟据沫
,

混合均匀涂在接 头 处
。

一般用棉棋握
,

收到良好效果
。

其次加大送水址
,

将原水泵皮碗改成大皮碗
,

效果也十分好
,

华北

队已献墩成功
,

皮碗规格如图
。

四 在网北破

碎的复杂地层中
,

夹

层互换频繁
。

在钻进

过程中
,

岩
、

矿心破碎

如砂
,

悬浮混合 一起
,

难以 划 分 界 旗
,

使

用啃射式反循环钻具

要惧重
,

并注意钻进

勺勺自 二
尸尸

杯叉叉

过程中岩层变化
,

当遇到献
、

钻帮助璧明层次
。

图 大胶皮碗

硬不同层位时
,

立即提

总之
,

这种钻 对保蔽复杂地层岩心采取率是毋庸置

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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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队在某地勘探时
,

遇到硬
、

脆
、

碎的触变花尚

岩
,

一般在 一 毅
,

开始用锢粒钻进
,

岩心采取率仅

达
,

以后采用合金钻进
,

采取率虽达到要求
,

但

回次进尺只有 一 。 米
,

后采用钢粒钻进
,

投黄泥

采取岩芯
,

回次进尺达 一 米
,

效率较前有所提

高
,

但由于这种钻进方法的回次进尺仍然是偏低的
,

每个班上下管的次数多
,

工人体力劳动增加
。

在五好

竞赛运动中
,

学习和使用石纲勘探队反循环钻具的樱

赚
,

效果显著
,

砚将使用过程中的握墩教 写出供有

关同志参考
。

一
、

使用反循环钻具所取得的效果

一 提高了日进尺 应用井底喷射式反循环钻

具
,

于触变花尚岩中钻进
,

天内共进尺 米
,

平均每 日进尺 米
,

最高进尺达 米
,

而用钻

粒黄泥钻头和普通钻粒钻头钻进
,

同样时简
,

共进尺

米
,

每 日平均进尺为 米
。

由此看出在同样

条件下
,

前种钻具每 日平均要多进尺一米
。

二 台月效率
、

岩矿心
、

采取率高 如表 所示
。

年初岩矿心采取率分别为 和 以上
。

号

孔遇触变花阁岩
,

从井深 米至 米
,

应用

反循环钻具钻进后
,

在 天中进尺达 米
,

平均每

日为 米
,

于井深 米处
,

日进尺达

米
,

靓明中深的钻孔可使用这种钻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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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喷射式反循环钻具的体会

三 回次进尺高
。

号
、

号孔为同样岩石
,

号孔为反循环钻头
,

较 号孔黄泥钻头回次进尺高
。

二
、

主要优点

一 保赶岩
、

矿心采取率
,

在极难 采 的 岩 层

中
,

岩
、

矿心也能保靓在 以上

二 减轻了劳动强度
,

提钻次数也比粘泥钻头

降低玲勺

三 岩粉被冲洗液压到岩心管上部
,

提钻时能

被带出来
,

保持了井内清洁

四 可使井壁简隙变小
,

减少了钻孔弯曲

五 比枯泥钻头效率高
,

回次进尺由 。 米提

高到 米
,

最高达 米
。

三
、

技术操作上的几点体会

一 水量 水量过小
,

岩粉钻粒都集中在钻头

底部
,

狙搏阻力大
,

进尺少
,

采取率低
。

水量过大则

容易将孔底钻粒反于岩心管内
,

效率降低
。

水量正常

时
,

冲洗液惕通
,

操作无阻力
,

迥林正常
,

就能获得

好的效果
。

根据实际工作
,

初步认为井深在。一 米
、

一 米时
,

送水量分别为 一 升 分
,

一

升 分较为适当
。

并要求水泵排水量不小于 升 分
,

冲洗液最好使用清水或比重为 一
,

粘度 一

秒的泥浆
。

二 压力 一般应低于正循环压力 一
。

因为蔽钻具均用于破碎岩层
,

其硬度比同类岩石低
,

若采用的压力相等或过大
,

均容易产生岩心堵塞的现

象
。

用 毫米钻头
,

在 一 极岩石钻进
,

压力以达

到 一 斤为佳
。

三 投砂量 因其水量比较大
,

加上反循环作

用易将一部纲粒冲到岩心管内
,

不起刻 取 作 用
。

因

此
,

在同样条件下
,

比正循环投砂量要多 一
。

一般在触变花尚岩
,

投砂量为 一 公斤于 石灰岩 含

健石灰岩 投砂量为 一 公斤
。

投砂方法 最好将其装入薄胶皮套内 抵袋易堵塞

过滤网
,

不宜使用
,

从井 口投入
。

四 神数 鼓矿区使用的钻机为
一

型
,

动力为 局力柴油机
,

钻头道径 毫米
,

一般采用

一 神 分
,

但以 一 棘 分效果最好
。

五 钻头水口规格 高 一 毫米
,

底面积

占钻头的 ‘一 。。

水 口 短
,

钻进时朋短
,

拜易产生

堵水
。

水 口过小
,

增大阻力
,

影响循环效果
。

六 采取岩心阴题在一个回次胳了时要停水三

分钟
,

使岩心碎块落入井底
,

四
、

操作注惫事琪

一 五检查

上钻后
、

下钻前对各部钻具磨担 况必须进

行检查

下钻前
,

检查钻具过滤网是否幅通

每天检查一次喳嘴捅入扩散管的距离是否恰

当 捅入深度 一 毫米

每天检查一次弯管是否存破扣

上钻后应检查钻头变象
,

分析井底钻进情况

是否正常
,

分析井底钻粒是否适当
。

二 四不要

下钻时钻具应先离井座 一 来
,

水见适当后

再下降到井底
,

防止岩心
、

岩粉堵塞住钻头水 口

不用大锤敲打岩心
,

以防震坏钻具

没有提引好钻具前
,

不解开持盘
,

以防猛降

钻具到井底

钻井中不要减少水量
。

三 三提钻

若本次进尺比上个回次迸尺有显著
一

「降时
,

应上下稠整钻具
,

检查水量
,

但 水 量宜大稠不立小

稠
,

稠正水量后仍然无效时
,

应立即捉钻

井内有阻力
、

赳取声不正常
、

皮带强烈跳动

等
,

握过上下捉动钻具无效
,

应立即提钻

在钻进一个回次中
,

突然不进尺
,

稠正后无

效
,

应立即提钻
,

共原囚可能是 水泵送水业

变小 岩心管堵塞 钻具过滤网堵塞

喷射管松动与共同隙变动 弯管受震漏

水失去反循环作用
。

戏样品采集和加工粉尘浓度大小
,

关系工人身体健康及工作质量
,

是一个
很重要的简题

。

降低样品加工粉尘浓度
的初步献骇

一

文虽基本解决了中
、

胭碎
机的锡尘浓度

,

但还有待进一步工作
。

为推广交流袒驶
,

本刊特于发表
。

嵌云南地区
,

地形条件复杂
,

氧化

比较深
,

地球物理性质不显著
,

物探工作比救困

难
,

在这种情况下
,

物探队的技术人只
,

在共体

矿
‘

区蹲下来
,

课人
、

全面的收集查料
,

粽合研究
对士匕

,

打开了道流电法在云南地区的应 日局面
。

本刊所发表的金属矿床道流电法勘探工作的两个
阁题

,

就是鼓省物探工作中的一个粘果
,

供齐地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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