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忍

单 管 反 循 环 钢 粒 钻 进 中 的

几 个 操 作 问 题

一
、

几个基本关系

一 送水量与反水量的关系

在钻具拮构及规格不变的条件下 喷嘴内孔小头

道径 毫米
,

喳嘴内雄度 度
,

扩散管上 口 道径

毫米
,

下 口 直径 毫米
,

喉径 毫米
,

通过喷嘴的

水量越大
,

反水量越大
。

但是反水量的增大
,

也有一

个极限
。

据 队的地表献教 拮果见图 可以着

出
,

送水量 以下均指实际通过喷嘴的水量 在 一

升 分之简时的反水量最大
。

因而在实钻中
,

使水

量按要求达到孔底
,

是确保钻进工作正常进行的基本

条件之一
。

否 就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

图

喳嘴插入 毫米 喷嘴捕入 毫米

喳嘴择入 毫米
。

二 岩心管内岩心的多少和块度同反水量的关

系

我卿曾向岩心管里放入不同数量和块度的岩心作

过测瀚
,

发砚装入完整或较大块度的岩心时
,

反水系

数下降为原有的 装入 一 一 毫米的碎块

时
,

反水系数再降为原有的
。

这靓明
,

由于岩 少

管内的岩心块度和数量不同
,

使岩心与管壁简的过水

断面产生了变化
,

从而产生了不 同 的 反 水阻力
。

目

前
,

在极破碎岩层钻进中的回次进尺
,

低于较破碎或

半破碎岩层钻进的回次进尺
,

就是这个原 因 所 造 成

的
。

所以
,

在实钻中只有随管内岩心的增长而不断滑

大水量
,

才能保持正常钻进
,

也才能提高回次进尺
。

三 回次进尺长度同反水接头下部岩心管长度

的关系

当钻进较破碎或半破碎的岩层时
,

由于岩心与管

壁之尚的过水断面较大
,

在钻进过程中所产生的扣碎

岩屑也较少
,

反循环水的流通 或 补 充 通路较通

惕
,

因而使用较长的岩心管就可以较大地增长回次长

度弓如用短岩心管
,

刻将限制回次进尺的增长
。

当钻

进极破碎的地层时
,

由于岩心与管壁之简的过水断面

精小
,

在钻进过程中产生的栩微岩屑又较多
,

反循环

水上升时的阻力增大
。

因而使用较短的岩心管时 ,

尚

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反循环水的上升阻力
,

有利于提

高回次进尺
,

反之
,

则会使回次进尺减少
。

四 水量与砂量同钻进的关系

水量不足将不起或略起反循环的作用
,

如果水量

过低
,

不仅不能进尺
,

还可 能 烧 钻
。

投砂量过多

或孔内砂量过多
,

钻头底部铜粒排 不起 来
,

就会

不进尺
,

或发生其它事故
。

二
、

操作方法

基于上述认澈
,

和在实践中取得拯徽教 的基础

上
,

我们总拮出的一些操作方法是

一 钻具在下孔使用前
,

必须做好检查

喷嘴和扩散管是否堵塞
,

其 袜 扣 扭接是否牢

固

啃嘴捅人深度是否在要求范围 毫米左右

之内

钻具耗扣部份是否完好
,

是否扭接牢固
。

二 降下钻具距孔底 。 米时
,

必须送水
,

拜

待水流惕通后找好水量
,

再慢慢开草扫到孔底
,

不能

把钻头道接捅到钻粒或钻粉内
。

三 送水量一般应由小到大
,

具体要看孔深及

冲洗液种类等因素确定
。

根据我们的拯教
,

送水量可

采用下列参数

孔深 米 清水 升 分 泥浆 升 分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忍习

以上系指送入孔内的水量

四 回次投砂量及投砂方法
。

在 一 极岩石中钻进
,

回 次 投 砂 一 公斤为

宜
,

叙岩石中钻进
,

一 公斤为宜
,

毅岩石中钻

进
,

回次可投 一 公斤 均指 毫米孔径
。

投砂

方法 用一次投砂
。

五 必须使用优质铜粒钻进
。

铜粒规格质量最

低要求 道径 一 毫米 平 均抗压强度不低于

。。一 公斤 粒 合格率在 以上
。

六 钻头斡数在 棘 分以上
。

七 钻进中的朝心压力要比纲粒单管钻进时为

小
,

尤其是钻进极破碎的岩层时更应适当降低
。

如使

用 毫米的钻头钻进 一 毅岩层时
,

轴心压力一般

在 一 公斤之简 在九叙以上岩层钻进时
,

在

一 公斤之简
。

使用 毫米钻头钻进时
,

轴心压力

一般在 一 公斤之简
。

八 使用双斜边水 口钻进
。

水 口斜边为
。 ,

上竟 一 毫米
,

下宽 一 毫米
,

高为 一

毫米 均指 毫米孔径
。

九 当钻进块度较大 一般在 毫米以上而且

较软的地层时
,

下部岩心管的长度为 米以上 块

度较小 毫米以下 时
,

为 米左右
。

十 采取岩心
。

当钻进中发现岩 心堵塞或孔内

有阻力时
,

可道接提升钻具 如为正常钻进
,

在回

次进尺籽了时停水干钻 一 分钟
,

即可采上岩心 如

钻进岩层的块度较大
,

用以上方法均不易采取
,

在孔

内比较清洁时
,

可在回次进尺将要精束前 精 小 邃 水

量
,

拜钻进一段后再停水干采岩心
。

三
、

回次钻程中最容易发生的一些简题及其处理

方法
。

一 钻具下去后不进尺
。

主要原因和处理方法

为

钻具本身使用不良
,

或根本不起反循环作用
。

这可能是由于喷嘴捅入深度不对
,

或扩散管反扣而使

喷嘴捕人过多和扩散管歪斜
,

在下钻之前 又 未 进 行

检查而造成的
。

对此
,

可用加强钻具检查 的 方 法 避

免
。

降下钻具时过快过急
,

将钻头捕入钻粉内
,

或

岩粉多
、

送水量小
,

下扫的快
,

形成干棘
,

不起反循

环作用
。

如发现得早
,

可将钻具提至孔内残留钻粉的

上部
,

然后开事慢慢重新扫下 如发现过晚
,

孔内钻

粉已全部干扭在钻头内
,

需提升钻具
。

在硬岩层中钻进时孔内铜砂太多
。

如用增大水

量的方法不能解决
,

只得提升钻具
,

清扫孔底
,

诚

少孔内纲粒
。

深孔钻进时水泵作用不良和水压太小
,

钻杆中

途跑水较多
,

使钻具到底时 有时还扫不到底 由于

水量不足
,

微起或不起反循环作用
。

这须彻底检修水

泵
,

用增大水泵能量的方法解决
。

二 钻进中突然不进尺
。

主要原因和处理方法

为

发生突然不进尺后
,

如焉上发现水龙管晃动
,

井内憋水
,

而且不能再继擅钻进
,

这是由于冲洗液不

清洁
,

把脏物吸进井堵住喷嘴所致
。

这需立即提升钻

具检查
。

大块岩心堵塞
。

钻进中仍然通水
,

反循环作用

正常
,

而且钻具迥韩无阻力
,

这是岩心堵塞的表现
。

这应立即将钻具提离孔底
,

并使之悬空迥斡
,

然后再

慢慢扫下
。

如果岩心塞堵不严重
,

而处理的又及时
,

这样处理一般是可以奏效的
。

三 钻进 。 米左右后
,

进尺效率显著下降
,

而

且发现整束或孔内响声很大
。

主要原因和处理方法是

所钻岩层较破碎
,

但破碎的岩块较大
,

而使用

的钻头水 口太宽太长
。

这用精小水 口 的方法处理
。

开始钻进时的水量较大
,

容易在进尺一段后孔

内发生响声
。

这可将钻头压离进尺长度后
,

用精小水

量重扫到底的方法处理
。

四 钻进中孔内有响声
,

进尺不正常
。

主要原

因和处理方法为

水量过大
,

将铜粒全部排起
,

钻头唇面直接磨

孔底岩石
。

这用精小水量的方法处理
。

水量过小
,

孔内纲粒太多
。

在钻进中威党有阻

力
,

提动紧滞
,

有时压起一至两个牙后仍然有响声
,

有阻力
。

这应立即用增大水量或提钻 扫 孔 的 方法处

理
。

钻进中压力过大
,

尤其 是 钻 进 籽了前压力过

大
。

这用减轻孔底压力或提升钻具的方法处理
。

所钻岩层很破碎
。

这应以窄水 口钻头
,

及时提

动稠顺的方法处理
。

五 回次进尺较多 一般是一米以上
,

而且

进尺很正常
,

但提钻时却取不上岩心
。

主要原因和处

理方法为

在钻进较完整的岩层中采岩心时
,

停水沉淀和

于扭的时简太短
,

岩心卡的不牢固
。

这应适当增长停

水干采时简 但必须在孔内清洁的情况下
,

或 最胳

精小水量钻进一段
,

然后干采
。

冲洗液不清洁
,

脏物堵塞扩散管喉径
,

使钻具

下翰 真



占

世代生成致密块状的拓榴石
、

透辉石
,

粘晶度很差
,

或晶粒极微小
。

晚世代的拓榴石
、

透辉石 为 自形

晶
,

粗一 中一拙粒状集合体和脉状体
,

我佃迭加于早

世代拓榴石和透辉石以及矽灰石之上
,

井沿着晶隙和

裂隙发育
。

氧化物阶段 是继接触交代作用后残余热水溶

液的高温作用阶段
。

以生成大量磁数矿为标志
。

磁跌

矿呈 自形
、

半 自形晶粒状集合体
,

有时呈脉状
、

致密

块状产在透辉石
、

拓榴石矽卡岩中
,

且往往共生有金

云母
、

椽泥石等合水矽酸盐
。

但阳起石多被磁跌矿穿

捅交代
。

可晃磁铁矿是在部分含水矽酸盐以后晶由
,

而与其后的含水矽酸盐同时大量共生
。

当磁铁矿形成

后
,

有赤跌矿生成
,

井有赤跌矿被交代形成穆 磁 跌

矿
。

穆磁跌矿的生成表明溶液中氧离子浓度降低
,

硫

离子浓度增高
,

并向硫化物阶段过渡
。

硫化物阶段 是本矿床最重要的成 矿 作 用 阶

段
,

生成大量的金属硫化物和相应的热液触变
。

这个

阶段的成矿时简
,

开始时相当于高温热液作 用 的 末

期
,

而后包括整个中温热液作用过程
。

在硫化物当中
,

辉相矿多与椽帘石
、

金云母
、

钠

长石
、

栩云母等热液触变产物伴生
,

交代透坏石
、

钙

绍拓榴石
、

斜长石及透因阳起石等早期形成矿物
。

而

其他硫化物 较多地与椽泥石化
、

蛇救石化
、

硬石膏

化和部分箱云母化等伴生
。

可兄辉如矿晶山 时 简 较

早
,

井有辉相矿被黄铜矿交代的现象
。

上按 真

不产生反循环或变成正循环
。

这必须用清除冲洗液内

脏物
,

彻底检查钻具和正确掌握水量的方法解决
。

所钻岩层非常破碎
,

而且毫无粘性
。

这可用增

厂厂厂

图
上接头 检输杆 上推状块 下

雄状块

长干采时简的方法解决
。

四
、

几个具体简题

一 如何检查扩散管与喷嘴是否在同一中心拔

上的题固
。

整套钻具装配完毕后
,

往往由于加工上的

原因而使扩散管与喳嘴之简不在一条中心撇上
,

这容

易造成反循环作用不良或根本不起 反 循 环 作用
。

因

之
,

应进行检查
。

检查过程参看图
。

先将与喷嘴内雄度相同的上雄状块放入喳嘴
,

再

将与扩散管内雄度相同的下摊状块放入扩散管内
,

然

后将检嗽杆由上雄状块的中空孔内捅入
。

如能顺利通

过下滩状块的中空孔 此孔直径比检敬杆大。 毫米
,

合乎要求
,

否则要重新检查修理
,

直至能通过为止
。

二 如何防止钻杆中的石块或其他杂物落进堵

塞喷嘴的固题
。

为了避免发生这类事故
,

可在述 接 喷 嘴 的接头

①上
,

扭一个 诱 毫米的钻杆接手 如图
。

以上是我们近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点握骇
,

仅供同志们参考
。

孙以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