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讲

岩 矿 心的米取
、

整理和保管
·

李伟男
,

岩心钻探施工的主要 目的
,

是采取地下

标本 —岩 矿 心
。

对岩 矿 心的基本

要求
,

一是尽可能提高采取率
,

一是尽量保

持其代表性
。

提高采取率主要是解决两个 问题 一
、

在钻进中如何保护好岩 矿 心 ,

使之不受报

失 , 二
,

井底有岩 矿 心 ,

如何把它完好

地采取上来
。

岩心之所以受捐失
,

除钻进中切削具或

磨料的机械破坏作用外
, 还受冲洗液冲刷

、

岩心块之间和岩心同管壁之间撞击
、

磨耗以

及钢粒对岩心的剥蚀等等多因素的破坏
。

岩

心的磨捐程 度与操作技术有以下关系

钻进速度愈低
、

回次钻进时间愈长
,

岩心的破坏
、

磨耗愈严重
。

冲洗量愈大
、

清洗岩粉能力愈强
,

岩

心很失愈大
。

粗径钻具弯曲或丝扣不正 ,

钻具回转

摆动大
,

则岩心被撞击
、

破碎就严重
。

提动钻具次数愈多
、

钻头水 口愈大
,

则碎岩心落入钻头底部被压碎的愈多
,

岩心

很失愈大
。

钢粒投入量愈多
、

钢粒规格愈大
、

钻

头愈厚 , 则岩心很耗愈多
。

岩心堵塞如不及时提钻
,

岩心也要受

到严重很失
。

目前
,

为提高岩心采取率所采 取 的 措

施
,

约有以下几种 为避免冲洗液直接冲

刷岩心而采用双重岩心管 双动双管或单动

双管 , 为减少粗径钻具在回转 中 的 震

动
,

或使用钻诞
,

或 设 法 保持粗径钻具不

弯
、

防止孔壁间隙过大
,

或适当增加合金钻

头的合金组数 钻进中尽量不提动和少提

动钻具 , 被迫提动时 ,

也不提太高
,

且在不

影响正常钻进的情况下
,

尽 量 用 窄水 口钻

头 能用合金钻进 的地层就不用 钢 粒 钻

进
,

非用不可
,

也须在保持正常钻进的前提

下适当控制投砂量并用小规格的钢粒 , 用

反循环方法洗孔 , 努力提高台时效率
,

控

制回次进尺 ,

并在钻进中坚持
“
堵了就上

” 。

在采取岩心较困难的地层中钻进
,

目前

使用的保心钻具种类雏多
,

最常用的是双动

双管和喷射式反循环钻具 , 现简介如下

一
、

双动双管钻进

这种方法
,

适于在脆
、

碎
、

软 可用合

金钻进者 的地层中钻进
,

也可用以钻进粘

软
、

松散等怕水冲的地层
。

此种钻具的最大

优点是
,

能基本上解决冲洗液直接 冲 刷 岩

心 , 而且钻进中岩心块间的碎屑冲不掉
,

可

以此缓冲岩心的撞击
、

磨耗
。

双动双管钻进有八个操作要领
,

鱿是

一
“

内管不偏
” 。

即内管不要漏水
。

下钻

前要检查 , 球阀必须封闭严密
,

也有的是把
“

大脑

袋
”

加工成封闭式而不用球阀
,

但须在内管 部开

一很小的泄水孔
,

以防钻进粘软层时堵住内管里的

水
。

二 “
两米多长

” 。

是指双重岩心管长度一

般以 ” 米为宜 在双重岩心悴上部
,

可按需要

接长粗径钻具
。

三
“

压力均匀
” 。

是指根据进尺情况在钻

进中逐渐加压
,

不可忽加忽减
,

用直径 毫米

的双管
,

总压力一般为 、 公斤
。

四
“

距离适当
” 。

指内外钻头距 离 要 合

适
,

距离太短 ,

岩心会被冲刷流失
,

太长了
,

则冲

洗液又送不到钻头工作面
。

一般内外钻头 距 离 以

、 毫米为宜
。

钻进脆性岩层时长一些
,

钻进粘

性岩层时则可短一些
。

五
“

减少提动
” 。

钻进中尽量不提动或少

提动钻具
, 以免损耗岩心

。

六
“

调好水
” 。

冲洗量须与内外钻头距离



和岩石粘性大小配合好
。

距离长
、

粘性大
,

冲洗量

要大些
,

反之
,

冲洗量要小些 此外还应考虑孔壁

稳定情况
。

冲洗量的调节范围
,

按使用直径

毫米双管
,

一般可在 、 公升 分之间 如 双 管

口径大
,

可相应增大冲洗最

七
“

采心大压
” 。

指每一回次终了提升钻

具时加大压力采心
。

压力往往超过正常钻进的半倍

到一倍
。

加压后转一两分钟即可
,

时间长了会损耗

岩心或造成事故
。

岩心实在难采的
,

也可缩缩水
,

促使岩心堵塞
。

又 “

堵了就上
” 。

即在钻进中一旦岩心堵

塞就立刻上管
,

以免岩心磨耗
。

防上堵塞的 办法主

要是压力均匀和少提动
。

以上八点
,

有的是互相配合
、

联系的
,

例如 冲洗量大小和内外钻头距离长短有直

接关系
,

冲洗量应随内外钻头距离的加长而

增大
,

反之则减小
,

同时还要参照岩石粘性

加以确定 , 钻具提动次数多少
,

与冲洗量
、

钻头距离也有直接关系
,

如距离长而冲洗量

小
,

钻进就会紧滞
,

势必被迫提动钻具 , 岩

心堵塞与压力掌握和提动钻具有直接关系
,

过多地提动钻具
,

压力忽大忽小
,

岩心就易

堵塞
。

因此
,

各个环节必须紧 密 配 合
,

否

则
,

这种钻具的优越性就不一定能 发 挥 出

来
。

另外
,

要注意下管不要一插到底
,

要提

前送水扫
一

卜
。

二
、

喷射式反循环钻进

喷射式反循环 简称
“

喷反
”

钻具
,

适合于钻进硬
、

脆
、

碎岩层
,

能提 高 采 取

率
。

此钻具在钻进中
,

冲洗液是反向循环
,

岩心在管内近于悬浮状态
,

故能减少岩心块

的互相撞击
,

而碎岩心又能保存在管内不致

被冲到钻头底部再遭破碎
,

并能使孔内保持

清洁以减少事故
。

但其缺点是容易造成岩心

混杂 是反向循环造成的
,

再就是因采心

靠自然卡塞
,

不十分牢固
,

尤其当钻头处没

有大块岩心时就比较难采
。

喷反钻具又有弯管型 和 分 水 接 头 型

图 两种
,

目前常用的是后一种
。

这种钻

具的工作原理是 冲洗液沿钻杆进入喷咀
,

因喷咀内腔为锥形
,

喷咀 口断面小
,

冲洗液

通过喷咀则形成高速 大于 米 秒 射流射

入扩散管
,

从而在扩散管周围形成低压区
,

由于岩心管内外液柱的压差关系
,

使下部冲

洗液被吸上升
。

被吸上来的液体与喷咀喷出

的液体在混合室混合后
,

经泄水孔排出
。

排

出的液体一 郑分流向孔底
,

变为反 循 环 液

流
,

以冷却钻头和清洗岩粉
。

这样
,

水泵持

续地送入冲洗掖
,

即可持续不断地洗孔
。

这种钻具性能好坏
,

关键在于喷射器
,

而喷射器性能好坏
,

关键又在于三个参数是

否合适
,

即 喷咀 口 径
、

喉管内径和喷咀端

部与扩散管端部 的距离 如
。

喷 咀 门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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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是影响吸水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
。

吸水
,

是由于高速射流引起的
,

而射流速度直接同

两个因素有关
,

一个是在一定压力 下 的 泵

量
,

一个是喷咀的结构和规格
。

在喷咀各项

尺寸中
,

喷咀 口 径起决定性作用
。

喷咀 口 径如果太大
,

需要泵量也大
, 而

水泵能量有限
,

不能任意加大
,

同时
,

泵量

过大对保护孔壁也不利
。

喷咀 口径 如 果 过

小
,

则需要泵压要高
,

使用泥浆时也容易堵

喷咀
。

因此
,

选择喷咀 口径时
,

应当考虑所

用水泵性能
、

孔壁情况
、

冲洗液的种类
、

所

需反水量的大小等条件
。

一般说
,

在泵量一

定时
,

喷咀 日 径越小
,

射流流速越高
, 吸水

效率也越高
。

射流流速越高
,

需要的起始泵

量越小 即吸水范围广
。

用直径 毫米的

喷咀
,

在每分钟泵量 公升时即可吸水
。

钻进破碎岩层
,

宜选用 口径较 小 的 喷

咀
。

因为 第一
,

需要泵量不大
,

对保护孔

壁有利 , 第二
,

使用一种规格的喷反钻具
,

可以通过调节泵量来调节反循环水量
,

以适

应钢粒钻进的需要
。

喉管内径大小
,

也是影响吸水效率的一

个主要因素
。

在泵量和喷咀口 径一定的情况

下 ,
喉管直径愈大

,
对吸水愈有利

。

所以 ,

吸水量随喉管内径的增 尺而增加
。

但当喉管

大到一定值后 , 吸水效率就不 再 增 加
。

此

外
,

喉管直径的增大
,

还要受整套钻具外径

的限制
。

差距 见图
,

也直接影响 吸 水 效

率
。

差距过大
, 会加大射流阻力

,

降低吸水

性能 , 差距过小
,

会缩小喷咀与混合室之间

的过水断面
,

限制吸水通过
,

也要降低吸水

性能
。

一般钻进破碎岩层使用的喷射器参数如

下表 仅供参考

单位 毫米

友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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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泵量与吸水量之间有着重要关系
。

在一

定范围内
,

吸水量随泵量增加而增加
,
但并

不是无限度的
。

当泵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
,

吸水效率就不再提高
,

或者反而下降
。

不同

结构的喷射器
,

都有它的较高吸水效率的最

优泵量
。

这个最优泵量 , 要通过钻具地面试

验求得
。

这个关系表明
,

不能无限 增 大 泵

量
。

喷反钻进操作要点如下

下钻前必须严格检查钻具的吸水情况
。

新制

钻具须经地面的抽水试验
,

合格后再下孔使用
。

降下钻具千万不要一插到底
,

而要根据孔内

情况提前一段距离送水扫下

采用孔 口 一次投钢粒的方法
,

每个回次投入

不超过两公斤
,

可将钢粒包入午皮纸袋或包入泥球

中下投
。

,

冲洗最要根据钻具测定的泵最与吸水最的关

系以及钻进情况适当掌握
。

压力与转速可按正循环

钻进的参数调理
。

。

在矿层或具重要标志的岩层中钻进
,

回次进

尺一般不要超过两米
。

一旦岩心堵塞
,

钻具吸水阻力增大而使吸水

量下降
,

就须及时处理 一般方法是轻提钻具或稍

加大一点压力
,

如短时间处理不好
,

就应提升
。

。

钻进中要尽最少提动钻具
, 以免损耗岩心或

岩心堵塞

采取岩心是用沉淀自卡和千钻相结 合 的 方
法 提钻前先停泵沉淀 “ 分钟

,

然后不提钻具

干钻几转
,

促使岩心挤牢
,

再提
、

落钻具试试看
,

如已采妥
,

即可上管 如未采牢
,

还可把钻具下到

底重采
,

但应尽可能一次采牢 上管时要
“

一慢四

轻
”

即 慢速上升 轻刹车
、

轻 插 垫 叉
、

轻放钻

其
、

轻卸管
。

经常保持水源箱和排水槽的清洁 , 水浆进水

龙头一定要有网罩 ,



喷 反 钻 具 加 长
,

提 高 效 率 质 量
·

队生产组
·

近几年来
,

在硬
、

脆
、

碎地层 中 广 泛

采用喷射式孔底反循环钻具 以下简称
“

喷

反钻具 ”
钻进

,

对提高工程质量
、

加快勘

探速度起了一定作用
。

但长期以来 ,

在使用

中喷反粗径钻具的长度一般被局限在 、

米
, 因而不适应在完整地层 回次进尺长

钻进
,

束缚了这种钻具的应用范围
。

年内
,

我队对湖北地质局的喷反钻

具进行了研究改制
,

分别在硬
、

脆
、

碎地层

和完整地层中试用
, 已钻进 多米

。

改 制

的喷反钻具加长到 米
,

据 个钻孔的

统计资料表明
,

不但保证了岩矿心采取率
,

而且最高回次进尺也已超过了 普 通 钻具
,

小时效率几乎相等
,

有的则超过普通钻具
,

同时取得了防止孔斜的效果
。

岩心管使用期

限比普通钻具延长三倍以上 ,

钢粒消耗量减

少了一倍左右
。

钻具结构如附图所示
。

一
、

工作原理

在一定压力下的冲洗液流至喷 咀 接 头
,

因喷咀处直径变小 毫米
,

液体流速

避增
,

形成高速液流射入扩散器
,

在喷

咀与扩散器之间形成低压区
,

因压差关系
,

扩散器周围液流随同高速液流涌入 扩 散 器

内
,

经扩散器出水 口排出
,

一部份液流
,

在

一定压力下返上孔口 ,
一部份液流源源不断

地从孔壁与岩心管外之间隙
, 经钻头水 口及

钻头底部流向钻具中
,

补充扩散器周围之液

流
,

在岩心管内形成局部孔底反循环作用
。

二
、

钻具特点及适用范围

结构比较简单
,

加工比较容易
,
一般

野外队就能制做
。

分水作用较好
,

坚固耐用
。

适用于不同规格的钻具 为 中
、

小
、

小 毫米等
。

既适于在硬
、

脆
、

碎地层又适于在完

整地层中钻进
。

在 岭矿区用于七个钻孔
,

取得了优

质
、

高效
、

低消耗和安全生产的较好效果
。

三
、

注意事项
、

使用前检查好水泵 ,

保持其工作性能

良好
,

排水量要达到每分钟 公升以上
。

根据所用冲洗液的不 同种类
,

来调整

好喷咀和扩散器之间的距离
,

用清水时
,

构为

“ ’” 口 卜 ”” ‘碑

水

卜 ⋯卜
。 ” , ’ ”“ ‘

, “ 朴

⋯’
卜 ”

⋯
“ , 二“ 二、 , ,告“ , “ , “

⋯“ ’

⋯
”“ ‘ ” 、“ 户 ’

⋯⋯
。” ⋯,

⋯
, ”

·

⋯
“ ‘

岩心钻探的施工 目的既是为了采取地下

标本 —岩
、

矿心 ,

所以不仅是要千方百计

地把岩
、

矿心采上来
,

而且还必须认真整理

和妥善保管
。

在岩
、

矿心的整理
、

保管中
,

应着重注意如下工作
从岩心管中取岩心时

,

严禁把全管岩

心一下子堆落在一起
,

而分不出岩
、

矿心的

先后次序
。

必须先卸钻头再从岩心 管 下 取

心
。

敲打岩心管时
,

对块状岩心要小心地用

手接住
,

取出一块
,

按顺序摆好一块
,

并须

备有岩心槽
,

应把碎岩心按顺序打 落 在 槽

里
,

然后依次放入岩心箱
。

岩心装箱是按写

横排字的顺序排列
。

不怕冲蚀的整块岩心
,

要用清水洗净后装箱
。

岩心记录必须如实反映客观情况
。

块

状岩心要用油漆按规定书写编号
、

画好箭头

标志
。

岩心牌上的项目要填写完全
,

清晰
,

岩心箱要按规定规格加工
,

保证质量
,

箱外

要按规定写好标记
。

在原始记录上填写有关

岩
、

矿心的项目
, 必须以岩心记录为依据

。

装满岩心之岩心箱
,

要依次 放 置 稳

妥
,

避免混乱和翻倒
。

有怕水冲
、

蚀的岩矿

心 ,

应当盖好
,

以免淋雨
。

岩心箱上不能乱

放东西
,

以防污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