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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钻探事故中的几个辩证关系

李伟男
洲

孔内事故是钻探施工的大敌
。

发生孔内事故
,

不仅延误钻探施工进度
,

严重时
一

还可能报

废钻孔
,

造成人力
、

物力的极大浪费 如果处理不当
,

会损坏机械设备
,

甚至造成人身事故
。

怎样防止和处理孔内事故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

观世界的改造
。 ” 孔内事故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

,

涉及面也比较广 ,

要想在战胜孔内事故这

个问题上得到自由
,

就必须以毛主席的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等光辉哲学著作为武器
,

深

入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
,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

逐步认识事故
,

掌握事故
,

制服事故
。

这里

谈谈个人的初步体会
,

不恰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

向事故作斗争
,

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
、

处理好六个关系 二
、

抓好 “
五字基因 ” 三

、

保护好孔壁
。

一
、

处理好六个关系

这里只讲前两个问题
。

动 , 三 麻烦和省事

责任制
。

先讲处理好六个关系 即 一 敢干和慎重 ,

四 胸中有数和盲目乱干 五 预防和处理

二 主 动 和 被

六 责任心和

敢干和慎皿

“ 在战略上我们要获视一切敌人
,

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 ”

毛主席为对敌斗争

所规定的这一战略原则
,

在向自然作斗争时也完全适 用
。

在对待孔内事
「
友的问题上

,

我们怎

样理解战略上藐视或者说敢干这一思想呢 这一思想强调 了 “ 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 这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

任何事物 邹有它 自身的运动规律
。

孔内事故也是这样
,

只有通过实

践
,

认识
、

掌握了这些规律
,

才有可能防止事故的发生
。

例如 钻进缺水
,

就会烧钻 , 孔壁

坍塌不处理好
,

就会埋钻等等
。

掌握了事故的规律性
,

我们就可 以采取措施控制它
,

把转化

工作做在前头
,

防患于未然
。

这就 是在 戊口沃上藐视事 饮
,

也是 书故可 以 涛 匕的认识华础
。

如

果我们不是在战略上藐视事故
、

刃体就会产二巨古刘次 “ 不可避免
一

沦 ” ,

就会被 卜故吓住
,

八事故

面前畏难泄气
,

因而也就不能战胜事故
。

同时
,

我们在战术 上义要重视事故
,

就是说
,

操作

上要慎重
。

只敢干而不慎 重
,

也会遭到失败
。

为什么呢 毛主席说 “ 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



夕

是常有的
,

透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杜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 ” 。

事故发生的规律是能够认

识的 , 但由于受某些条件的限制
,

人们的认识与实际情况一般说不会是完全符合的
。

我们对

事故规律的认识之所以受到某些限制
,

是因为钻探施工有两大特点 一是工作对象 经 常 变

化
,

不是孔位挪了
,

就是岩层变了 , 二是工作面在地下
,

看不见
,

摸不着
,

掌握情况只能靠

判断
。

在实际工作中
,

正确的技术措施常常依赖于正确的情况判断
。

若判断与实际有出入
,

措施当然也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见效
。

因此
,

虽然在战略上讲
,

事故可防
,

但如在实际操作

中不慎重
,

不认真
,

仍会造成事故
。

所 以
,

针对钻探工作的特点
,

应当采取 “
多留心

,

细分

析
,

对症下药近实际 ” 的对策
,

客观地 分析事故规律
,

掌握事故发生的预兆
,

采取正确的技

术方法战胜它
。

实际工作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认为 “ 铜墙铁壁 ” 没有问题的钻孔
,

由于麻痹大意
,

盲

目乱干
,

往往造成事故 而有些地质条件复杂的钻孔
,

由于思想重视
,

操作谨慎
,

反而不会

出事故
。

主动和被动

在和事故作斗争中
,

有时把事故制服了 , 取得了正常生产的主动权 但也有时事故一个

接一个
,

造成生产上的被动局面
。 “ 矛盾着的双方

,

依据一定的条件
,

各向粉其相反的方面

转化
。 ” 主动与被动

,

正常生产与事故
,

也是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的
。

这

里
, 重要的是转化的条件

。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

就能依据客观规律性来掌握这个 转 化 条

件
。

凡是反动的东西
,

你不打
,

它就不倒
。 “ 打 ” 就是条件

。

钻孔里孕育着可能造成事故的

条件
,

你不去改变这个条件
,

待它成熟了 量变到质变
,

就 会发生事故
。

比如说 孔内岩

粉多了
,

是发生事故的条件
,

如果在钻进中不注意扫孔
,

不去把 “ 岩粉多 ” 这个出事故的条

件改变成不出事故的条件 —孔内清洁
,

那就会丧失主动权
,

正常生产就可能转化为事故
。

再如 钻杆有了裂痕或磨得太薄了
,

是断钻的条件 , 如果不及时把它换掉
,

改变可能发生断

钻的条件
,

那就会发生断钻事故
,

使主动转化为被动
。

麻烦和省事

麻烦和省事
,

是对立的统一
。

实际上 ,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
,

真正的省事是没有的
。

毛主席

说过 “在杜会主义事业中
,

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
,

不付出极大努力
,

总是一帆风顺
,

容肠

得到成功
,

这种想法
,

只是幻想
。 ” 省事和麻烦只是相对而言

,

比较一个
“
大的麻烦 ”

来说
“小麻烦 ” 就是省事了

。

如果在平时工作中贪图省事
,

有问题不 及时解决
,

等问题成了堆
,

解决起来当然麻烦
。

问题就是矛盾
。

矛盾只有靠斗争才能解决
。

要斗争
,

就不能伯麻烦
。

钻
探工作也是这样

,

不麻烦一下 把预防工作做好
,

隐患没有消除
, ’

发展起来就要造 成 大 事

故
。

向事故作斗争
,

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费力气
,

不动脑筋
,

存侥幸心理
,

是必定要碰壁

的
。

对预防事故来说
,

不要因为怕小麻烦而带来大麻烦 不要伯孔上麻烦而带来孔内麻烦
。

孔上的预防工作尽管麻烦再大
,

比较一场严重孔内事故来说
,

总还是小麻烦
。

总之 ,

不能因

小失大
,

不能怕处理预防性的问题化费几十分钟或几小时
,

而导致大事故的发生
,

结果浪费
几天

、

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时间
。

胸中有数和 , 目乱干

在钻探施工中
,

做到胸中有数
,

尊重科学
,

可以防止或减少事故的发生 希里糊涂
、

盲

目乱干 , 就非出事故不可
。



胸中有数
,

就是要确切地掌握情况
,

对孔内的一切情况和变化都要掌握住
。 ‘

例如 孔壁

哪一段坍塌
,

哪一段漏水
,

哪一段掉块
,

哪一段超径过大
,

哪一段缩径
,

哪一层岩石软
,

哪

一层岩石硬 , 孔内积有多少岩粉
,

有多少残留岩石
,

有没有脱落岩心 , 井下钻具哪 些 磨 损

了
,

有什 么缺陷
,

采取了哪些预防事故措施
,

效果如何
,

等等
,

都应 当 了如指掌
。

有些事故

之所 以处理时间长
,

就是由于孔内情况 包括钻具情况 不明
,

处理方法自然也就不可能那

样近于实际
。 “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派千正确的决心

,

正确的决心来派千正确的到断 , 正

的判断来琢千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
,

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 的 思 索 ” 。

处理事

故
,

也和打仗一样
,

不掌握孔内情况
,

一 切判断
、

决心
、

处理方案自然也都错了
,

那就只能

是希里糊涂
,

盲目乱干
,

正是毛主席所批评的 “ 惜潜懂懂地乱处皿一顿 ” 的工 作 方 法
。

所

以
,

了解孔内情况是处理事故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

这一点
,

我们必须做到胸中有数
。

一般来
说

, 孔内情况不明或弄错
,

不外三种原因 一是工作不细心
,

不注意掌握情况 , 二是 当班出

了事故
,

害怕负责任
,

不敢如实反映情况
, ‘

歪曲了事故真相 , 三是有些现象还没认识到
,

有
待于通过实践去认识它

。
‘

总结我们的经验
,

在处理事故的过程中
,

从头到尾一定要认真细致

地作好记录 , 处理方法及处理效果
,,

孔内情况的变化
,

钻具的更换
、

变形情况等等
,

都要详

细记录
,

做到胸中有数
,

避免盲目孔干
。

预防和处理

事故
,

应该以预防为主
。

俗话
一

况 “再好的刀 口药
,

不如不拉 口 ” 。

前面已经说过
,

事

故是可以预防的
。

掌握了它的规律 , 把预防工作做到家
,

事故是可 以避免的
。

但也有这种情

况
,

虽然也做了不少预防工作
,

到头来还是出了事故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不外乎这

样四个原因

第一
,

对事故规律没摸准
,

据此采取的预防措施自然难以收效
。

例如 本来是 投 砂

少
、

孔壁间隙小引起夹钻
,

却误认为水量大而夹钻
,

于是减小水量
,

当然不能解决问题
。

‘ 一

第二
,

在采取了预防措施后
,

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
,

没有及时采取新的预防措施
。

旧的

矛盾解决了 , 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

例如 为了预防孔壁坍塌
,

采用泥浆洗孔
,

但使用过程中

不注意泥浆失水量过大
,

孔壁泥皮太厚
,

结果造成粘钻事故
。

第三
,

针对某些事故可以采取预防性的技术措施加以避免
,

但由于操作上一 时疏忽也会

发生另一种事故
。

例如防止 了干钻事故
,

又出了跑管事故等
。

第四 ,

虽然事故规律摸准了
,

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
,

暂时还没有可靠
、

有效的预防措

施
。

我们强调了在事故问题上以预防为主
,

但要防止另一种偏向
,

即只注意预防
,
一旦出了

事故就畏难松劲 ,

不去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处理
,

甚至有的另开新孔
,

希望能在新孔做
好预防工作不再出事故

,

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

实践证明
,

尽管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
,

由于前

面说的四个原因
,

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
。

一旦发生事故
,

就应当认真细致地分析

事故情况
,

采取有效措碗迅速加以处理
。

实际经验还告诉我们
,

任何处理事故的方法都不可

能是尽善尽美的
,

有它有利的一面
,

也有不利的一面
。

因此
,

处理事故一定要发动群众
,

多

提方案 , 进行对比
,

选用有利 因素多
、

不利因素少的方案
,

同时
,

还要考虑到后果
,

万一这

种方法无效
,

还有第二步甚至第三步棋可走
。

这样
,

处理事故的工作就会主动得多
。

班任心和资任制

几年来我们搞了一整套生产管理制度
,

各项管理制度中最重要的还是责任制
。

责任制不

阅



可少
,

但更关键的是责任心
。

责任心是责任制的灵魂
。

没有极端负责的责任心
,

责任制是执

行不好的
。

因此
,

必须确立完全
、

彻底为人 民服务的思想
,

在工作中才能做到极端 地 负 责

任
。

没有这一条
,

只抓钻杆
、

钻头
、

泥浆
、

泥球
,

单纯地就制度论制度
,

就技术沦技术
,

是

不能战胜事故的
。

综上所述
,

在对待 事故问题上
,

可以概括为三个反对和四个提侣
。

三个反对 反对麻痹大意对付干 , 反对胸中无数盲 目千 , 反对歪曲事故原因真相
。

四个提倡 宁肯孔上大麻烦
,

不找孔内小麻烦 认真细致
,

多动脑子 , 积极预防
,

正确

处理 加强责任心
,

严格责任制
。

二
、

抓好
“

五字基因
”

一般来说
,

常见事故主要有以下五种

埋 钻

埋钻的主要原因是孔内岩粉太多
,

一旦遇到断钻或停钻
、

停水不及时提起钻具
,

都会造

成埋钻事故
。

这类事故多数属于操作上的问题
。

由于孔壁突然坍塌而造成埋钻事故
,

是 极 少

的
。

因此
,

如果孔内能经常保持清洁
,

注意及时排除岩粉
,

即使遇到断钻
、

停钻或冲洗液停

止循环
,

也不会造成埋钻事故
。

夹 钻

多发生在钢粒钻进中
,

尤其在钢粒钻进换合金钻进或合金钻进换钢粒钻进时最 容 易 发

生
。

各个回次投砂量不均
,

冲洗液量时大时小
,

使孔壁间隙一段大一段小
,

都容易造成这种

事故
。

发生这种事故也怕孔底残留钢粒粉太多
,

弄不好往往加重了事故
,

夹钻变成埋钻
。

糊 钻

也叫粘钻
,

多发生在钻进粘土质岩层而使用泥浆洗孔的时候
。

问题就 出在泥浆 的 性 能

上
。

钻进粘土质岩层时使用失水量大的泥浆
,

由于泥浆中的水分大量渗 入 岩 层
,

使泥装变

浓
,

再掺上岩粉等杂物
,

就形成了稀泥状的粘稠物
,

其粘滞性很强
,

冲洗液不易把它排开
,

这样就造成了糊钻事故
。

卜飞

烧 钻

千钻采岩心 喷反作用失灵孔底冲洗液不循环 双管钻进 内外钻头距离过
一

长
,

孔底没送

到水 , 钻具损伤
,

密封不严
,

漏失过多
,

实际送到孔底的水量过小 , 扩孔干钻
,

等等
,

都容

易发生烧钻事故
。

断 钻

断钻杆
,

断钻头
,

断岩心管都有
。

最常见的是断钻杆
。

断钻杆有内因和外因
。

内因是使

用的钻杆有隐伤
、

过度磨损或丝扣车的不合要求 吃刀过深 等 , 外因有 压 力过大
,

孔内

岩粉过多或其他原因造成钻具回转阻力大
,

钢粒夹钻等
。



念

分析以 上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

可 以归纳为五个字
“

洗 ” 、 “ 清 ” 、 “ 检 ” 、 “

提好 、

“ 砂 ” 。

我们把这五个字 叫做发生事故的 “ 五字基因 ” 。

意思是说发生事故的五个 基 本 原

因
。

这五个字的含意是

洗 冲洗钻孔要得当
。

冲洗量适当
,

冲洗液保持清洁
,

防止干钻
,

使用泥浆洗孔时要保

证泥浆质最
。

清 保持孔内清洁
。

要勤扫孔
。

检 细心检查钻具
。

钻杆应定期检查分类
,

把质量较差的钻杆放在钻柱上部使用
。

有隐

伤或磨损过度的钻具要加以更换
。

提 停水
、

停钻要及时把钻具提离孔底
,

避免埋钻或粘钻
。

砂 投砂方法和投砂量要适宜
。

特别是更换钻进方法时要使用小钢粒
、

旧钻头
、

少投砂
。

当前
,

在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 ,

冶金地质战线形势大好
,

钻探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

这就更加要做好事故的预防工作
,

只要认

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
,

用 “ 两论 ” 指导打钻
,

向事故作斗争
,

就一定能够 战 胜 事

故
,

加快地质勘探步伐
,

为大打矿 山之仗作出更大的贡献
。

瓢
多 找 富 、 矿

为了加速钢殊工业的发展
,

当前冶金地质工作

的一项带有战略性的任务 就是要大力加强富铁矿

的找矿工作 尽快地勘探出更多的符合质量要求的

富矿 保证高炉
、

平炉吃上精料
。

铁矿石是钢铁工业的重要原料
。

铁矿石的消费

与钢产 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

据粗略沾计 每

生产 吨钢
,

大约要 吨生铁 建设一个年产

万吨的钢铁厂 如果用的是含铁 、 的贫矿
,

每生产 吨生铁 约需要 吨矿石 则每年要开采

万吨矿石 为了保证企业持续生产几 十 年 例

如 、 年 需要 预先 准备好 千万到 亿吨

铁矿石储
。

利用开发条件好的富矿 对加速钢铁工业的发

展 有着无可比拟 的 优 越 性
。

例 如 炼 吨 生
铁

,

富矿只要 么吨矿石 凌矿 则 要 一 。吨 以

采矿的基建投资计
,

富矿比贫矿大致节 约 一 半
。

富矿不藉选矿而直接入炉 贫矿则要预先选矿
,

因

此要增建选厂
。

炼铁前
,

粉矿都要烧结成团矿 块

矿
。

采 吨富矿
,

块矿占 左右 粉 矿 约 占

吨贫矿 选矿后得到 吨精矿 全为

粉矿
。

贫矿烧结的基建投资比富矿贵一倍
。

据有关

方面提供的参考性数字 建设一个年产工 万 吨 生

铁的企业所需要的投资 如果是富矿
,

只需 、

亿元
,

贫矿则要 亿元
。

在节约 人 力
、

设备

和缩短建设周期等方面
,

富矿比贫矿也有粉很大的

优越性
。

我国幅员辽阔
’

各种富铁矿类型均有发现
,

并

有着良好的成矿条件
,

只要我们坚持党的 基 本 路

线 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找富铁矿的重要意义 广泛

发动群众
,

加强富铁矿成矿规律的研究
,

采用新技

术
,

就一定能在短时间内突破富铁矿的找矿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