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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造金刚石钻进中烧钻原因的分析和处理意见

首钢地质勘探公司 谭策纵

在金刚石钻进过程中
,

工作稍有疏忽
,

就容易发生烧钻
。

据研究部门测定
,

金刚石

钻头在孔底
,

每转一圈
,

温度就要升高
。

如在钻进中停止送水一分钟 转速以

每分钟一千转计
,

金刚石温度将升到
。。 ,

那就早开始碳化了
,

当 然 会出

现烧钻事故
。

烧钻后
,

轻则钻头不能继续使

用 ,

重则使钻头
、

钻具和岩石烧成一体
。

我
公司近几年在人造金刚石钻 进 的 孔 内事故
中

,

烧钻事故竟占 左右
。

一 烧钻的原因

水泵不合 用 目前我国已定型的钻探
用水泵

,

不能更好地满足 人 造 金 刚石钻进

工艺要求
。

主要是泵压低而泵量大
。

众所周

知
,

金刚石钻进的孔壁间隙和岩心管内外管

的间隙通常是 毫米左右
,

加之钻头水
口 窄

,

这样
,

冲洗液的压头损失就比钢粒钻
进时的大

,

何况压头损失又随孔深而增加
。

我们从 年的 起烧钻事故发现
,

有 起

都是在大于 米的深孔中发生的 只

有一次小于 。米的深度
,

这说明钻孔深

度与水泵压头损失的关系
。

所以说
,

在金刚

石钻进中
,

水泵泵压如果不能足以将冲洗液

及时送到钻头底部以冷却钻头
,

烧钻事故是
极易发生的

。

人造金刚石钻进所要求的泵量
,

如按

公式计算 以钻头公称最大直径

毫米计
,

实际只需 升 分左 右
, 即使考

虑其它漏渗损失
,

最多有 一 升 分也就

够了
。

然而目前所用往复泵或螺杆泵泵量均

为 升 分左右
,

钻进中多余的泵量在地面
“分水回流 ” ,

从而可能造成泄压和泵量不

均
。

如果用螺杆泵
,

还有乳化液使定子橡胶

膨胀造成水路不通的可能
,

导致定子与转子

干磨而烧结
。

我们有一机台在三天之内就出

现了五次烧泵 ,

为此
,

改用橡胶已磨薄了的
旧定子

,

但由于泵压太小
,

孔内稍有 , 点阻

力
,

就只见水泵转
,

不见冲洗液送进去
。

看

来
,

螺杆泵用于泵送皂化油等配制的乳化冲
洗液未必适合

,

除非定子橡胶的性能得到改

善
,

或彻底改变定子的制做材料
。

。

钻杆接手密封性差
,

发生漏水泄压

我们遇到三次这样的烧钻情况 烧钻前从孔
口返回的冲洗液正常

,

烧钻后送冲洗液仍然
不整泵

,

孔 口还有冲洗液返出
,

而烧钻的原

因是钻杆接手漏水
。

接手漏水主要是机加工

中
,

把公母接手原设计
“

的密封角
,

图方

便改成了
“

角
,

密封性就差 了
。

使得 冲洗

液沿每个接手缝隙跑失
。

所以孔口 看到的冲

洗液 “返 ” 出
,

乃是一种假象 “循环 ” ,

实
际上冲洗液并未到达孔底

。

用旧 钻 头单管钻进
,

容 易烧钻 我们
就在这种情况下烧钻三 次

。

原 用 小 钻

头
,

其内外水槽深为 毫米
。

旧钻头打

单管
,

往往是因内径磨大到 不 能 继 续打双

管
,

而金刚石出露尚好
,

弃之可惜
。

忽视了

内水槽 已接近磨平
,

所以
,

在钻头水路阻断
的情况下

,

钻进时间很短就发生烧钻
。

。

岩心堵塞后 ,

须繁提动 钻具 ,

产生反

效果 金刚石钻进
,

靠卡簧作用取心
。

堵心

后如不及时上钻
,

而用传统的钢粒钻进经验

去提动钻具
,

那就适得其反
,

岩心会卡得更

死
,

如再配合加压
,

烧钻就不可避免
。

这种

情况下的烧钻
,

往往十分严重
。

操作不 当也会烧钻 岩 层 由 硬 变软
时

,

应该减压而未减
,

往往会使钻头水口 埋

在岩层里
,

冲洗液通不过
,

岩粉排除不了
,

钻头冷却不了
,

导致烧钻
。

二 预防烧钻的措施

加强对操作人员的技术教育
,

提高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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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技术水平
。

改善钻杆接手的密封性能
。

。

不使用内水槽磨平了的钻头
。

使用性能好
、

泵压不低于 大气压的

水泵
,

如有条件
,

争取使用变量泵
。

三 对烧钻事故处理的意见

根据多次处理烧钻事故的经验
、

教训表

明
,

人造金刚石钻进的烧钻事故
,

打吊锤处

理很少见效
,

所以最好是用以下方法

拉 或项 这种方法的应用情况是 已

察觉井下有烧钻迹象
,

而钻具尚能回转
,

千

万不要关离合器
,

迅速用升降机将钻具向上

拉
。

如升降机来不及挂提引环
,

可用加压油

缸将钻具向上顶
。

。

连拉带顶 当钻具 已经烧结
,

完全不

能回转
,

则升降机和油缸同时并用
,

连拉带

顶
。

目的是使孔内钻具从被烧分界面拉断
,

然后把孔内剩下来的钻具磨耗掉
。

但须防止

拉断
、

顶断上部不该断离的部分
。

强反 如用上述方法无效
,

可用反丝

钻杆强力地将孔下钻具从被烧界面反断
,

剩

下的部分
,

用有效工具磨耗掉
。

人造金刚石钻探是一项新技术
,

对预防

和处理烧钻的方法还在摸索中
,

以上意见不

当之处
,

希同行们指正
。

牙 形 刺 —一 种 准 确 的 地 质 计 时 器

牙形刺 牙形石
,

是一 门重 要 的微 体化

石
。

它和抱粉
、

介形虫 和藻类等微古生物一起
,

在 我 国石

油地质工作 中起 了重 要作用
。

国际上对牙形刺的地质意 义

给予很高的评价
,

称它为最准确的 “ 地质计时器 ” 。

口
南京古生物所 展出的牙形刺化石 标本 , 一 般只有

毫米那么大
,

最 大的不 过 毫米
,

肉眼 勉强可

见 见图
。

粼
牙形刺的放大形态

牙形刺作为一 门化石
,

具有个体丰富
、

种类 繁多
、

演

化迅 速的特点
。

这是其他大化石 所不 能 比 拟的
。

对那 些找

不到大化石的 “ 哑地层 ” , 它的作用就更大了
。

在石油勘

探 中
,

由于钻孔 打到大化石 的可能性极小
,

所 以只能通过

从小 块岩心 中寻找徽体化石来对比深部岩石
。

牙形 刺斌 存于从寒武 纪到三迭 纪 的海相地层 , 迄今尚

未发现在陆相地层产出
。

公斤样品中
,

往往可发 现成千

上万个牙形刺化石
。

它 们主 要产 于石 灰岩中
, 泥 岩

、

砂 岩

中也有
,

而 以富含有机质 和大化石较多的岩层最密 集
。

‘

据报
,

当不 同时代 的标准化石 同处于一个层 位 甚至 一

块手标本中时
,

牙形刺可 以帮助判 定 应 依 哪个化石为 标

准
。 牙形刺基本上是一种飘 浮生物

,

不受 海底地貌限 制 ,

所以新的种属迁移很快
,

分布很广
。

而底 栖 生 物 如 碗足

类
, 则 因地形限制 , 可能展布不广 , 甚至 在某些 特殊情况

下 ,

会遗留下过时的老化石 的残余 ,

与新化石 混 在一起 ,

造成所 谓化石 “ 孑遗 ” 问题
。

牙形刺的加工过程是 在野外 采 集 公 斤样品

一般是灰岩 , 室 内破碎至 厘米的碎块
,

在 的

醋酸中浸泡至灰岩样品溶解后进行浮选
,

或直接在 双 目镜

下挑出化石 鉴定
。

牙形刺是一种什么生物 目前仍不清楚
。

有人认为 牙

形刺属于牙索动物
, 也有人认为 属于蟠虫一类 动物

。

每个

牙形刺化石只是动物体的一部分 ,
也就是说

,

每个化石 并

不代表其生物个休
。

一个牙形动物体 内可 以包含 许多个不

同属
、

种的牙形刺化石
。

所 以牙形 刺的古生物命名
,

其 属

名与种名都是形 式属
、

形 式 种
。

牙形 刺化石的化 学成分主

要是磷 酸钙类 的复杂有机物
,

故能用醋酸从灰岩和泥岩 中

分离 出来
。

牙形刺化石是十九世纪中叶 由俄国人潘 德尔首先 发现

和 描述
。

当时并未引起地质界 重视
。

五十年代 以后 ,

由于

实验室条件 的改善
,

从碳酸盐 地层分离出大 见化石 ,

使化

石种属 急剧 增加
,

成为鉴定和对比 海相地层的有力武 器
。

目前国外对各地质时期基本上都建立 了化石 带
,

如 三迭纪

有 个化石带
。

我 国五十年代就有人从 四 川
、

贵州泥盆系地层 中发现

了牙形刺化石
。

六 十年代 北京大学和南京古生 物所进一步

傲了工作
。 目前各省石 油及地质系统 已经或正在 开展 这项

工 作
。

相信随着这类化石 的重 要性逐渐被人 们所认识
,

牙

形刺的工 作将逐步 伶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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