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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卫吧生

锰被氧化
,

锰元素能保存胎体中
,

以增加胎

体 耐磨性
,

延长钻头寿命
。

“ 一次烧结 ” 金刚石钻头时
,

没有中温

和中压过程
,

连续两次升温到
“ ,

胎体还有孔隙
,

青铜易熔集成大团块
,

破坏了各组分的 “ 扩散均匀 ” 程度 , 而且在

高温时锰更易被胎体内部空气所氧化而成二

氧化锰
。

这种有害成分存在胎体内
,

会大大

降低耐磨性
。 “ 一次烧结 ” 的钻头胎体包镶

金刚石的能力差
,

金刚石刚磨损或尚未磨损

时
,

胎体 已经大量地磨损
,

造成金刚石未能

发挥或刚发挥就过早脱落
,

致使钻头寿命缩

短
。 “两次保温 ” 工艺能防止 青铜熔集

成大团块
,

又能防止锰被氧化
,

胎休苞镶金

刚石的能力强
,

使金刚石能充分发挥
,

钻头

寿命长
。

为了证实上述看法
,

我们在湖北省地质

实验室和省地质综合研究队进行胎体 “金相
分析 ” 。 “一次烧结 ” 的一号胎体和 “两次

保温 ” 的二号胎体都采用 号配方
。

分析结

果
,

在 “两次保温 ” 的胎体金相照片中
,

黑

色钓铅粒和白色的铜粒分布均匀 , 在 “ 一次
烧结 ” 的胎体金相照片中

,

铅粒和铜粒熔成

大块
。

现用图片代替照片作对比以示差别
。

两次保温 胎体金相示意图
一次烧结 ”

蒯本金相示意图

全国第二届探工 学术会议论文选登 ,

本刊有侧节

人 造 金 刚 石 深 孔 钻 进 的 实 践

曹 永 益

人造金刚石深孔钻进
,

是 目前我国发展

小 口 径金刚石钊探技术过程中 捉 出 的 新课

题
。

我队自 年推广人造金刚石钻探技术

以来
,

由于地质找征旧流要
,

施工的钻孔全

为 米以上深孔
。

为了突破和掌 握小 口 径

深孔钻进技术
,

我们利用现有的转盘钻机
,

在复杂地层条件下
,

通过实践
,

初步摸索总

结出一套小 口径深孔钻进方法
,

从而使我队

钻探生 产技术经济指标以较大的幅度超过了

同矿区大 口 径中深孔钻进的历史最高水平
。



年 月至 年 月
,

共开动 台 命 米
,

全孔采取率最高
,

最低
,

钻机
,

总进尺 。米
,

完成 。米以上深孔 一般终 孔顶角 一
。 。

最高台年 进尺 达

个
,

其中超千米孔 个
,

最大深度 乙米
。

米
。

八 三机 年 力至 年 川刁施

千米孔施工周期最短的仅 天
,

最 高 台效 工五个超千米孔情况如表列
。

米
,

最低单孔成本 元 米
,

钻头平均寿 施工矿区断层
、

裂隙发育
,

孔深 。

、 三机 年 月至 年 月所施工五个超千米孔情况

凡孔孔 孔孔 孔孔

终终孔深度 米

施施工天数数

消消耗钻头头 个平均寿命命 个平均寿命命 个平均寿命命
米米 米米 米米

消消耗扩孔器器

全全孔采取率率

终终孔顶角角
,, 一 ,,

水水泥堵诵固孔孔 次次 次次 共堵孔 天天 早强水泥灌浆浆 次次
次共 天天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破碎
, 主要要

单单 位 成 本本
。

了了 用 电铸钻头钻进进
元 米

说说 明明 技术练兵孔孔 无 烧 钻钻 无 烧 钻钻 钻 孔 位于 断 层层层

无无无无无 断 钻钻 上 ,

岩层复杂
,,,

用用用用用用 电铸钻头钻进进进

米赏遇漏失
、

坍垮和溶洞
。

以往用大 口径钻
进

,

效率低
、

质量差
、

事故多
、

弯曲严重 ,

中深孔台年进尺仅一 一 米
,

常 因 质

量
、

事故等原因造成报废
。

主 要 岩 层 为角

岩
、

硅化角岩
,

占全孔
。

其它有闪

长纷岩
、

长石斑岩
、

二长岩
、

花岗斑岩
、

石

榴石夕卡岩和磷铁矿
,

可钻性 级
,

研

磨性差异较大
。 ·

钻机全部为北京 型
,

带增 速转 盘
,

最高转数 。转 分
。

泵 全部 用 一

型
。

用 千瓦电动机或 马力柴油机联合驱

动钻机和泵
,

钻塔为两脚管子式
,

高 米
。

钻杆立根长 米
。

用中 热压孕镶钻 头
、

低

温电铸钻头和电铸扩孔器
。

全部配双管

钻进
。

钻进技术措施
。

现场安装和布置 井口预先挖灌

水泥基础
,

孔口留出斗形空间
,

套管下人后

水泥封固
。

目的是保证开孔正
,

钻出完整井
口 ,

避免转盘钻机主动钻杆 摆 动
,

打 坍井

壁
,

造成开孔超径和砂石漏入井内
。

基
台木须铺设卧枕

,

摆放平稳周正 , 安装钻机

时须使天车
、

转盘
、

井 口 三点成一线
,

减小

升降钻具的摆动
。

水沙味西
、

钻环糟用水

泥抹砌规矩
,

布置合理
,

要有防止泥水污物

流人破坏冲洗液性能的措施
。

拓环档不应短

于 米
,

坡度
,

水箱总客 从不小于

立方米
。

现场须配有 钻 具 架
,

具
箱

,

便于小 口 径管材
、

钻具及工具的存放
,

避免弯曲变形和污损
。

井身结构的设计 尽可能缩小钻孔 与

钻杆之间隙
。

一般采用两级 口 径
,

小 合 金

开孔钻进表土和风化层
,

利用孔 口的自然超

径下小 井口管
,

钻进丛岩 米后
,

换小打

钻进至终孔
。

开孔钻进技术措施 根据转盘钻机特

点
,

为了解决钻进稳定性和加压问题
,

采取

如下措施 回转器
、

主动钻杆和转盘大

盖之配合间隙严格控制在 毫米内
,

使运转

时不晃动
。

在转盘芯管底部
,

套管上端

安装一稳定套
,

给主动钻杆增加一个支点
,

使回转休和稳定套起到立轴式钻机上下卡盘

的扶正作用
。

这不仅解决回转稳定问题
,

而

且充分发挥了转盘钻机不倒杆的优点
,

对深

孔钻进有突 出的意义
。

将小 了若竹接手

及下端管鞋内径缩小至 空 长
,

车 匕一定锥
度

,

并将管鞋外径按实际孔径加 工
,

以避免



小 钻籽在大径套借中担动敲击
。

借鞋与井
壁紧配合不仅防止偏砂

,

固紧套管
,

还起扶
正钻杆

,

防止跑钻和下锐时换径台阶撞坏金

刚石钻头的作用
。

用 根小 主动钻

杆作钻钮加压针进
。

换小径钻进必须用

厚粗径钻具导正
,

钻进 一 米后方可撤去
。

下金刚石钻头前须进行磨孔捞碴
。

浅部地层钻进技木措施 米内

为不稳定地层
,

钻进时常遇 坍 垮
、

漏
、

涌

水
、

掉块
、

裂隙和榕洞
。

钻进技术措施以防

坍保壁为主 ,
具体要求 钻具要直

,

连

接要同心
。

为增加岩心管刚性
,

减少岩心破

碎堵塞 ,

应采用 米以内短钻具钻进 ,

并严

格选用卡簧
, 尽量不残留岩心

。

采用轻
压慢转适当小水量钻进规程 ,

防止高速钻进

打坍井壁
。

用好润滑剂 润滑不良
, 阻

力大时不要强行高速钻进
,

以防钻杆扭弯变

形
。

遇严重坍塌漏失
、

掉块 或 脱 落 岩
心 ,

应即采取固壁堵漏措施
,

严禁强行反复

扫孔
,

防止偏孔
。

。

深孔安全钻进注意事项 小 口 径深孔

钻进条件恶劣
,

常易发生烧钻
、

跑钻和钻杆

折断等井故
, 不仅处理困难

,

而且常伴随人

伤和机械事故发生
。

深孔安全钻 进 必 频 注

意 安装好井口 套管两端之防跑钻稳定

接手
,

杜绝跑钻事故
。

禁用外径过小 ,

水口
、

水糟严重磨损的钻头
,

正矶做到既要

保持井径间隙不过小
,

又要合理排队使用钻

头
, 反对不顾钻孔客观条件单纯强调钻头排

队使用的作法
。

否则泵压增 高
,

易 烧 钻
。

经常检查水泵和送水管道
,

禁用漏水接

手
。

每回次开始和终止时要冲孔排粉
,

防止岩粉浓聚糊钻
,

致使钻进阻力增大扭弯
或折断钻杆

。

用好减压平衡器
,

准确标

出井内所瓢压力
,

保证给进压力均匀稳定
,

以取得长回次进尺
。

防止钻压波动过大使钻
杆受扭变形或丝扣胀裂封闭水路造成烧钻

。

关键技术问题

深孔高转速钻进 除特 别 复 杂 地层

外
,

转速一般可达到 一 。。转 分
。

高转

速钻进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钻具笔直
、

同心
。

钻孔完整无超径
。

钻机回转
系统运转平稳无震动

。

润滑减阻减震
,

选好冲洗液用水
。

水质硬须用纯碱进行软化

处理
,

或改变润滑剂品种
,

防止破乳
。

钻孔

漏失时
,
采用乳化剂结合钻杆涂抹润滑荆进

行润滑钻进
。

防吐钻杆丝扣漏水 深孔钻进时能否
‘

保证有足够的冲佚掖通过钻头
,

满足钻进排
粉和冷却钻头之需 , 是深孔钻进中一个十分

重要跳问题
,

关键是防止钻杆漏水
。

一般采
用丝扣缠棉纱或垫板片

,

既麻烦 效 果 也 不

好
。

我伯经反复研究试验 , 将钻杆 毫米矩

形扣改为 毫米
,
立根锁按手扣改为 ,

锥
度的 毫米尖牙蜂纹

。

接手扣锥度和密封面
采用靠模加工 ,

钻杆及接手加工采用专用定

心夹具及检验套规以保证精度
。

挂手进行调

质处理似提高强度
。

调压给进 一般转盘钻机无液压给进

装置
,

靠升降氟带控制钻压 , 难以满足金刚

石钻进工艺的要求
。

为此
。

我们采用了简易

平衡杆减压装置和拉力表
。

用玉 米长今 钻

杆
,

一端加工出六方套
, 用时套在升降机六

方轴上 , 另一端挂重锤
。

平衡杆与升降机卷

筒半径以六方轴为支点组成一杠 杆 减 压 力
系

,
·

力比为
。

另利用卷筒内 齿圈与中
心齿轮之齿数比为一力系

,

通过制带 ,

使平

衡杆减压挂重与通过卷筒上之钢绳所提引的

钻杆重发生关系即可实现平衡减压
。

总的减
压力比 单绳提升时为

,

双绳提升时

为
, 。

水泥灌桨固壁堵漏 在复杂地层深孔

钻进中
,

考虑到小 口径井筒暴 露 的 自 由面

小
,

所需水泥灌注量很少
,

所以一般均采用

水泥灌浆固壁堵漏
,

尤其选用超早强快干水
泥

,

效果较好
。

在浅孔段有渗透性漏失和轻微掉块及局

部坍垮时 , 一般不急于水泥固堵
,

钻杆徐润

滑剂减震并适 当降低转速钻进
, 尽量钻到完

整岩层
,

一次完成固堵
。

在开放性漏失或高泵压产生 漏 失 的 地

层
,

应采用超早强快干水泥井口 灌注或提高
到漏失处上部进行降压灌注

。

遇较大裂隙溶

洞可投石子或喷灌氰凝架桥以阻滞水泥浆流

失
。

不必将过多时间花在堵漏上
,

只要破碎

带被水泥固结
,

即可采用钻杆涂抹润滑剂进

行钻进
。

当井内活动水景大
,

坍垮段长
,

并有超

径
,

孔较深时
,

必须采取过量连续多次水泥

灌注
。

硬脆碎地层钻进 钻进破碎地层常因

一 口 一



晨动造成岩心破碎而堵塞
。

堵心是造成效率

低
、

回次短
、

钻头非正常磨损的主要原因
。

我队在破碎地层中钻进采取以下措施 ,
’

取得

较好效果
。

采用双反喷射 钻 具 钻 进
。

金刚石钻头内外圆同心度高
、

椭圆度小
、

出刃好
。

选用的卡簧内径必须考虑到钻

头的内外径不同心度
,

尽量将卡簧装在离钻

头底部近处以采牢采尽岩心
。

严禁堵心

钻进或采取活动钻具再行钻进的方法处理堵

心
。

钻进时保持冲洗液润滑质量
,

给进
必须均匀

,

少变速
,

少调压 ,

少调泵量
,

保

持钻进稳定
。

存 在 问 题

日前深孔钻进所用设备和钻进方法
,

辅助时间长
,

劳动强度大
。

应配用变量泵
。

钻具
、

套管系列不合理
,

不能合理选

择井身结构
。

深孔用长寿高效钻头及相应钻进工艺

需加速研究
。

钻进规程参数仪表及冲洗液性能测定

仪器应研究解决
。

全国第二届探工 学术会议论文选登 , 本刊有删节

钻 孔 坐 标 计 算 尺

刘 安 华

广东冶金地质九三七队

在地质普查勘探工作中
,

钻探仍是一种
重要的技术手段

。

根据测定钻孔的顶角和方

位角的资料
,

进行钻孔测斜资料的整理及编
制有关图件

,

归结起来
,

其方法有两类 一

为作图法 , 另一为计算法
。

这两类方法在以

往许多资料和教科书中都有论述
。

但是
,

不

论作图法或计算法
,

都较烦琐
。

为此
,

我们

提出一种 “ 钻孔坐标计算尺 ” ,

以便计算和

作图
。

现简介如下

钻孔由于地层
、

构造
、

断裂
、

钻探机具

和施工等方面原因
,

往往会产生弯曲
,

不能按

设计方向钻进
,

特别在深孔和斜孔钻进中
,

其弯曲更大
。

钻孔弯曲的情况
,

在空间上是

一条连续曲线
。

在目前钻孔测斜工作中
,

还

不能做全孔的连续观测
,

只能用点测法
。

但
由于这些有限的点测数据存在于钻孔弯曲轴

线中
,

利用它有可能反映钻孔弯曲的实际情

况 , 问题在于如何合理地选用 已 知 计 算数

据
,

使计算成果符合或接近于钻孔实际
。

已知计算数据的采用和探讨

为了便于讨论
,

有关概念按《 地质与勘

探 》一九七八年第三期李学勤同志《 坐标法

整理钻孔测斜资料 》一文所述

测井深 测点所在的位置
。

控制井深 测点所 能代表 的最大

井深
。

控制井段 测点上风能代表的那

一井段
。

根据生产实践结果
,

采用木测点与

相邻上测点之中点至本测点与下测 点之中点

间的距离较符合实际
,

计脚 也较方便准确
。

顶角 实测钻孔的顶角
。

方位角 实测钻孔的方 位角
。

方位角差 △ 实 测钻孔方 位角 与

设计钻孔方位角之差
。

对顶角或方位角的采用
,

是否采用每一

测程上
、

下两点的顶角或方位角度数相加的

和被二除的角度值来代表该井段的顶角或方

位角呢 在生产实践中
,

当顶角没有上漂或

下垂及方位角没有变动或变动不大时
,

这样

求出的平均角度值与该测程上
、

下两点的实

测顶角或方位角度数相等或按近相等 见表

序号 行
,

用这些数据所 三出来的钻

孔弯曲线是符合或接近于实称的
。

但是
,

当

顶角上漂或下垂及方位角变动较大时
,

所求

出来的平均角度值与该测程上
、 一

卜两点实测

的顶角或方位角度数相差就较大了
,

只能代

表该测程之中点情况
,

而不能反映该测程上
、

下两点的实际情况 见表 序号 一 行
,

用这数据所作出来的钻孔弯曲曲线与实际情

况不符
,

误差较大
。

另外
,

由于角度平均后

其平均角度值为度分秒这样的精确单位
,

在
目前生产中不易办到

。

因此我们认为
,

如直

接采用该测点上的实测顶角或方位角的数据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