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砂金钻探双回转钻进法

内蒙冶金地质勘探 公司砂钻攻关组

我公司于 年开展金矿勘探工作
。

矿

区的阶地与河谷多含砂砾石
, 结构松散

,

砾

石直径大达 毫米
,

且含金层大部分在

含水层以下
,

给勘探工作带来很 大 困 难
。

年曾试用班加钻进行勘探
,

但效率

低
,

棍层严重
,

劳动强度大
,

遇到大于取样

管的砾石就无法钻进 , 采用井探
,

如含金层

在含水层以上
,

一般能达到地质取样要求
,

可是当遇到含水层
,

因排水困难
,

至使多数

探井中途被迫停工
。

后又调来 型砂钻

进行勘探
,

由于地层砾石大 而 且 多
,

外管

井壁管 难于穿过
,

采心合格率低
,

严重

影响钻进效率和质量
。

与此同时
,

还试用过

岩心钻
,

用井壁管跟管护壁和内管钻进
。

在

钻进中发现
,

内外管易卡住 吃套层
,

烧

钻头
,

遇到砾石时外管钻头易坏
,

往往无法

继续钻进
。

尤其是外管不 能 超 前
,

混层严

重
,

采样率有时高达 以上
,

影响取

样的代表性
。

年
,

在公司党委的统

一领导下
,

组织
一 ”

三结合的砂钻攻关小组
,

在总结 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

研究分析了

过去试用过的几种勘探方法中
,

认为岩心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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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钻具加压系统示意图
。

加压钢丝绳 , 主动钻杆 ,

二外管。 钻杆 岩心管
加压卡块 月 加压接头。

外管肋骨钻头 ,

图 双回转传动示意图

内份回抽移 ,
·

外甘回转幼

仍有可取之处
,

针对岩心钻所存在的主要问

题
,

经过反复讨论
,

决定采用岩心管和井壁

管同时逆向回转与分别加压的 “ 双回转钻进

法 ” 。

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有关部门的
、

密切配合下
,

群策群力
,

进行了钻机改装设

计和相应的钻具改革
。

经 过 两 个多月的试

‘、
、,



验
,

克服了种种困难
,

终于取得了成效
。

一
、

钻机改装
用北京 型钻机回转器带动外管回

转
,

用 米钻机回转器伞齿轮另行制作
了一个小回转器

,

安装在外管回转 器 上 方

米处
,

通过主动钻杆来带动内管钻进和

取样 图
。

为了搬家轻便 , 变速箱
、

升降机
、

加压
器均采用北京 型钻机的部件

。

下回转
器和上回转器之间用链条传动

。

操纵牙嵌离
合器可使内

、

外管分别回转
。

上回 转 器 有
、

”
、

转 分三个反向转速 , 下回转器则

有
、 、

转 分三个正向转速
。

上回转 器

有枢轴
, 升降钻具时可让开孔口

。

内管由加
压钢丝绳通过主动钻杆加 压 给 进 , 与此同
时

,

通过主动钻杆上的卡槽及加压接头上的
卡块 图

,

将压力传给与加压接头相连

的外管
。

钻具加压系统如图 所示
。

钻机配
用的动力为 。一 型 马力柴油机

。

升降
钻具的三脚架用今 岩心管制作

。

二
、

钻典
外 管 是 用 单 根 长 毫 米 的

中 接手料直接车扣连接组成 的
。

其下

端接中 毫米无内出刃的肋骨合金钻头
, 角

硬合金 块分 组密集镶焊
。

外 管上

相连
。

心管
,

长 米
,

下接

通过上述两个钻孔的初步试验与比较
,

可以看出双回转钻进法的优越性
。

四
、

几点体会
、

外管回转能穿过砾石及时跟管护壁

和超前钻进
,

避免了井壁坍塌
,

采样合格率

达到
。

、

由于内
、

外管逆 向 回 转
,

防止了

内
、

外管卡抱和钻头退扣事故
。

同时
,

可 以

顺利钻穿活动转石
。

、

内外管回转灵活
,

减少内管操作程

序
·

缩短辅助时间
,

平均小时进尺达 米
,

并可技需要分别调整内
、

外管的进尺先后
。

、

为延长外管钻头寿命
,

减少外竹回
转阻力

,

并使岩心不致遭到破坏而便于 “ 烧
结 ” 取心

,

在粘土砂砾层 不含金层 钻进
时

, 以外管钻头落后于内管钻头 即内管钻

进
、

外管扩孔 为宜
。

、

在含金层钻进时
,

为了尽量减少混

层
,

提高采样的正确性
,

或遇含水 层 钻 进

时 ,
为了能及时护壁不致坍塌或涌砂

,

都应

采取外管钻头超前钻进护壁
,

内管 后 跟 采

心
。

但由于外管超前钻进时往往破坏了岩心

原来结构
,

不易 “ 烧结 ” 取心
,

此时就应 日

同径抽筒或胶皮活瓣钻头来抽拿岩心
。

五
、

存在问题
、

双回转钻进仍没能完全避免混层
,

小 毫米无外出刃的合金 钻 头
。

由于内管
作反向回转

,

故其上部与 小 反丝 钻 杆 连
接

。

主动钻杆规格为 小 毫米
。

三
、

生产试验效果

本着试验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
,

选择了

两个有代表性的生产孔进行试 验
。

一 个 是
号孔

,

砾石较大 , 另一个是设计深度较

大的 号孔
。

此两孔的主要经济技术指

标与 年用 型砂 钻 施 工 的。 号 孔
地层与 号孔基本相同 对比如下表

。

采出的岩心是否正确地反映客观地质情况
,

尚需采用井探或钻孔对比进行校验
。

、

受两个回转器中心高度的限制
,

外
管单根长度仅为 的 。毫米

,

因此外管总

成连接处增多
。

又由于丝扣同心度的偏差
,

外管总成如蛇形
,

回转时阻力很大
。

当井深
超过 米后

,

外管回转就很困难
。

曾采用肋

骨钻头以加大井壁间隙
,

效果不太显著
。

、

在孔浅搬家频繁的情况下
,

这套机
组仍感到笨重

。

另外
,

钻进砂砾层速度快 回

次钻进时间短
,

升降钻具频繁
,

劳动弧度大
。

样率

格拓

采合样数

格个

采合
数样个采时尺

米

小进钻间咐纯时孙完 成

井 深

米

机型钻类

型 。 几丁 下
。 。

几下 百 砾石层厚
,

砾径大

双回转
。 砾石层厚 砾径 毫米

双回转 砾径 毫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