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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钻探施工中
,

常遇到绿泥滑

石片岩
、

滑镁岩
、

纤维蛇纹岩
、

绢

云母千枚岩
、

炭质板岩及粘土页岩

等水敏岩层
。

这些岩层一般较松软
,

亲水性强
,

吸水膨怅
,

易造成钻孔

缩径和层层脱落 形成空膛
。

钻杆易

在空膛处折断
。

有时因此导致孔段

报废
,

不仅造成经济损失
,

也耽误

了工期
。

为防止水敏性岩 层 的 危 害
,

年开始研究沥青泥浆
。

近来室

内外试验已取得较好效果
。

试验证

明沥青泥浆具有孔壁造膜
、

低失水

量
、

低固相
、

润滑性好等特点
,

对

降低井故
,

提高台效有显著作用 还

土粉
以膨润土粉为好

,

普通粘土粉也可用
。

要求土粉粒度 目
。

。

纯碱

纤维素
,

以中
、

高粘度为好
。

三 试验情况

年 月在 队 分队峰崖矿

区进行了生产试验
。

使用沥青泥浆共打了三

个孔
,

也在另外二个钻孔部分使用了沥青泥

浆
,

均取得了较好效果
。

按三个全用沥青泥

浆的钻孔计算
,

共钻进 米
。

号孔
,

深 米
,

毫米 口 径 号 孔
,

深
米

,

毫米 口 径 , 号 孔
,

深
米

,

毫米 口 径
。

经济技术指 标 对比

如表
。

。

地层

该区地层较复杂
,

给钻探生产造成很大

困难
。

岩层产状较陡
,

一般在
”

之间
,

遇层角局部孔段在
”

之间
,

变化频繁
,

易造成钻孔弯曲 破碎层和水敏岩层较多
,

易造成空膛和沟槽孔壁
。

钻杆拆断后不易寻

头
,

使井故恶化
,

在处理过程中因岩层松软

易出歧孔
,

严重影响生产
,

甚至孔段报废
。

该区岩层有两大层
,

上部为千枚岩
,

下

部为灰岩
。

矿层在千枚岩与灰岩接触带处
。

一般见灰岩钻 米即可停钻
。

因此钻孔大部

都在千枚岩层中钻进
。

千枚岩中夹层较多
,

岩性变化复杂
,

如钙质千枚岩
、

炭质千枚岩
、

绿泥石千枚岩
、

含碳绿泥绢云母千枚岩
、

绿泥

绢云母千枚岩和铁白云质千枚岩等
。

其中水

敏岩层和石英夹层较多
,

软硬互层频繁
。

如

表

桃探找案川“

有原料尖源 “ 、

成本低
、

配制简便等优点
。

沥青泥浆概述

一 沥青在泥浆中的作用

沥青珠粒聚集一体时
,

涂抹在其它物体

表面
,

有较好的隔水性 抗水性
,

因此有

降低失水量
、

遏制水敏岩层的吸水等作用
。

沥青分散在水中所显示的性质与普通油
脂分散于水中的特性相同

,

因此具有较好的

润沿性能
。

沥
’丁呈乳化胶拉分散在水中

,

能提高胶

体的稳定性
。

二 沥青泥浆的主要组份及质蛋要求

沥青 能应用的沥青种类

号沥青
,

煤焦汕
、

原油裂解后的

渣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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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所见 米 司有水敏泥化层 层

和松软破碎层 层
,

累计厚度为 米
,

占全孔的
。

钻进时易塌落和跑斜
,

从

以往施工钻孔看
,

大部钻孔倾角下垂和跑方

位严重
,

钻孔中途卡钻多
,

出歧孔多
。

。

使 用效果

沥青泥浆有造膜性能和低失水的

作用
,

使较复杂的孔壁得到了保护
。

总结钻

孔资料得知
,

所有钻孔在深度超过 米后

多出现上下钻时受阻
。

主要原因是 在软层

中的石英夹层较硬
,

当软层泥化后
,

出现空

膛
,

孔径局部妇
‘

大
,

然而较硬的石英脉处孔

径未变
,

因此孔内断断续续的出现了石英环

壁
。

所以上下钻时孔内多次受阻
。

同时在处

理受阻扫孔时也最易出歧孔
,

从而导致报废

工程量
。

使用沥青泥浆的 孔
,

井壁情况

有了根本的改善
。

在钻进 米深的 过 程

中从没发生过上下钻受阻的事故
,

也没发生

孔底夹钻事故
。

该孔是本区深孔中井故最少

的钻孔
。

表 是使用不同泥浆的钻孔井内事

故比较
。

润滑性能好
,

钻进回转阻力小
,

可采用高转数大压力规程钻进
。

使用沥青泥

浆的三个钻孔
,

全部使用现用钻机的最高转

数钻进
。

在钻头口 径 小 毫米和孔深 米

的情况下
,

实用钻进转数 功转 分
。

降低水泵和钻杆磨损效果显著
。

使用沥

青泥浆
,

水泵的检修时间比使用其他泥浆降

低
,

钻杆磨损轻
,

所用钻杆全是 旧的
,

已

钻过 米以上
,

但没因磨损而更换过
。

山

此可见沥青泥浆的润滑性能是较好的
。

固相低
,

胶体率
、

稳定性
、

触变性

和不破乳性均好
,

所以泥浆的质量较稳定
,

孔

内排粉好
,

孔底清洁
,

防止了烧钻
、

夹钻事

表

泥 浆 类 型 孔深 米
井 故

, 、 时
分歧孔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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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胶 泥浆

即 ⋯
孔

尸

沥 青泥浆

口

次次 数数

故
。

钻具放在孔内 小时 , 提升时仍无阻力
。

流动性好
,

粘度调节幅度大
,

根据需要
在保证主要性能不变坏的情况下

,

可从 秒

调至 秒
。

在灰岩中使用没有破乳现象
,

也

不变质
。

关于沥青泥浆机理的探讨

一 沥青泥浆的组成

沥青和粘土颗粒用物理方 法 制 成 沥青

膏
,

做为分散相
,

水为分散介质
,

形成

水包油型乳化沥青泥浆
,

构成了沥青乳化胶

体体系
。

此种泥浆含油量较高
,

一般可调到

一 亦可按需要再增加
,

因此具有
次油基泥浆的性质

。

二 乳化胶粒的形成

我们认为
,

土粉起隔离沥青汕珠聚结的

作用
。

制成的乳化胶粒性能稳定
。

乳化过程

如下

搅拌后沥青在水巾被分散成小珠粒时
,

各液相间总分界面急剧增大
,

同时各自由表

面能储量也强烈增大
。

根据 热 力 学 第二定

律
,

液珠表面具有很大自由能储量 的体系是

不稳定的
,

将自发地向着自山能储量减弱的

方向进行聚结
。

因此
,

若无 物 质 隔 离各油

珠
,

则油珠将重新聚结形成油水分离
。

通常

这种吸附在油珠表面上起隔离作用的物质为

表面活性剂等化学药剂
。

为降低成本
,

我们用枯土 粉 做 吸 附物
质

,

在搅拌过程中使土扮顾粒吸附于油珠表
·

面 ,

形成包围圈后即可得到较稳定的乳化胶

粒
。

其结构形式基木上有如下两种

了
一 ﹃

阳



第一种构造形式如图
。

当油珠大于粘
土颗粒时 , 比油珠小的粘土颗 粒 被 油 珠吸

附
,

待吸附饱和后再遇其他油珠
,

则被粘土

颗粒阻止了互相合并的机会
。

因此便形成了

较稳定的乳化胶粒
,

第二种构造形式如图
。

分散后的粘土

颗粒是不均匀的
,

微米的 颗粒
,

膨润土

约占 以上
。

分散后的油珠也不均匀
,

小

于 微米的虽占少数
,

但也有一定的数量
。

因此较大的土粒便吸附了较小的油珠
。

此类

被吸附的特别微小的油珠
,

其单珠再无能力

吸附土粒了
。

因此它们的表面就没得到保护

物质
。

所以小珠之间就聚结合并为一体
,

形

成油膜包围了粘土颗粒
。

此刻从外表面来看
,

又成为一个较大的不稳定的油珠
。

该油珠又

开始吸附粘土颗粒至饱和为止
,

便形成了第

二种形式的较稳定的乳化胶粒
。

以上两种乳化胶粒的性质相同
,

都有较

稳定的外保护层
。

三 沥青泥浆的稳定性

沥青泥浆经离心分离试验
,

在 转 分

时
,

不能被分离
,

证明已达到乳浊液程度的

胶体体系
。

而其他粘土泥浆经此试验
,

均有

不同程度的分离现象
,

因而它们仍是处于悬

浮液状态的胶体
。

在实际使用中也证明沥青

泥浆有较高的稳定性
。

泥浆中的分散相是乳化胶粒
,

分散程度
越好

,

则稳定性越高
。

分散程度与粒子尺寸

成倒数关系
。

在沥青泥浆中
,

乳化胶粒的尺

寸较小
,

约在 微米左右
,

所以泥浆稳定性

较高
。

乳化胶粒是由水
、

粘土和油组成
,

其比

重低于纯粘土颗粒的比重
,

从而也提高了分

散程度
,

提高了稳定性
。

四 沥青泥桨的性能

沥青泥浆的一般性能如表
。

表

恕
一

川鞘
一

洲鱿钊
一

目州
一

赢
注 ①其它优质泥浆第二 次失水量为

。

②千枚岩有造浆性 ,

枯度
、

比重都有增大的现象
, 我们根据实

际需要
,

粘度控制在 秒左右
, 比重

,

失水量 以下
,

在本矿区效果较好
。

沥青泥浆的特殊性能如下
。

造膜性能

该泥浆中因含有 左右的沥青
,

使失

水量降低
。

在循环过程中与一般泥浆的失水

过程相似
,

也在孔壁上留有一层泥皮
。

但这

种泥皮与普通泥浆的泥皮不同
。

普通泥皮只

是由水
、

粘土胶粒聚集组成的
,

仍是泥质亲

水性物质
,

因此再次被水冲刷
,

泥皮就会被

破坏
。

而沥青泥皮是由沥青和少量的粘土胶

校混合组成的乳化胶粒构成的
。

在下述情况

下它在孔壁上会形成一沥青膜 其一
,

由于

钻杆在孔内有上下和回转运动
,

会使附在孔

壁上的组成泥皮的乳化胶粒的结构被破坏
。

这时沥青珠又重新暴露出来
,

并开始聚结,

合并后附着在孔壁上 ,

构成了沥 青 膜 其

二
,

沥青泥皮吸附在孔壁后
,

过一段时间也
会沥青化

,

形成沥青膜
。

由于沥青膜抗水性

强
,

再次遇水冲刷时也不易被破坏
。

试验证

实测失水的泥饼经风干或烘干后自然沥青

化
,

不裂不卷不脱
,

近似涂一层 沥 青 的程

度
。

沥青膜能隔水
、

降低失水量
。

我们是用

侧第二次失水的办法
,

测试隔水能力的
。

其
方法是 测完第一次失水后

,

将失水仪过滤

器内之泥浆倒掉
,

但泥饼不动
,

再将被测的

泥浆装人过滤器内进行第二次失水测定
,

此

次测得的失水数据称之为第二次失水量
。

泥

浆性能不同
,

第二次失水量也不同
,

这样就

可试验 出各种泥皮的透水程度
。

也可用浸泡

法试验沥青膜的隔水护壁功能
。

用中 毫米
口 径合金钻进取出的滑镁岩岩芯做岩样 其
主要成分和岩性如下 含滑石

,

菱

镁矿
,

呈块状和片状
,

裂度大
,

松
散

、

软
、

滑
,

吸水后松软
, 泥化严重

,

用

浸泡法测试其泥化情况见表
。

低 固相和润 滑性

沥青泥浆固相含量为 左右
,

如有
特殊需要时还可增减

。

固相低对提高钻进效



率作用较大
。

泥浆中的沥青含量为 一 左右
。

由

于沥青含量较高
,

所以具有次油 基泥浆的性

质
,

因此润滑性也随着增大
。

经中南矿院测

阻器测试证实
,

其润滑程度与皂化油浓度为
。 的乳化液的润滑程度相似

。

表

制备与使用

制造沥青泥浆需先将沥青制成沥青裔
,

再制成泥浆
。

根据需要按配比数 量 将 沥 青

膏
、

纤维素
、

水一次投人搅拌机内
,

搅拌
·

分钟即可成浆使用 表
。

表

岩样规格 ⋯泥浆数

一

毫米
‘

最

失水量

分

浸泡泥
化时 间

时

岩样变

形悄况

加量 备 注一引一类

清水 义
‘

泥 化后 自
行变形

加 料 ⋯
沥青膏 一
纤维素

水

按 千料计算

泥化不 自
变

,

触 动
变形

泥

桨

泥化少 自
变 触 动
变形严重

泥浆使用管理要求 循环槽 长度 米以

上
,

每隔 一 米设挡板 沉淀箱和水源箱

各一个
,

容量 立方米以上 使 用过 程中

严防清水混人 , 回次进尺超过 米须清理一

次循环槽
,

回次进尺不超过 米时可每班清

沥青泥

浆

不泥化
,

只 表层变

一次
,

沉淀箱内沉淀岩粉 、度超 、孟
一

。寸清

粉一次 , 在钻进过程中泥浆是 有 正 常 耗损
的

,

应注意补充新泥浆
,

发现 值 低于

时
,

必须及时加人高沥青含量的泥浆
。

中国金属学会探矿技术研讨会论文选登

破碎混合岩单管人造金刚石钻头试验报告

鞍 山 冶 金地质勘探公 司 宋福林 王开志 吴金环 赵醒义

中 南 矿 冶 学 院 袁公显 刘继兴

鞍山 也质公司在棉花地区钻 呆施工中
,

遇到离地表 米的混合岩
,

裂隙发

育
,

硅化程度也较高
。

采用双管人造金刚石

钻头钻进时
,

岩芯堵塞严重
,

钻 进 效 率很

低
,

而用单管人造金刚石钻头钻进
,

则钻头

寿命显著降低
。

。年 月
,

鞍山地质公司

与中南矿冶学院达成试验高效长寿的单管人

造金刚石钻头的协议
。

协议要求 钻头寿命

从原有的 米提高到 米 , 时 效 从 原 有的

乒米增加到 米
。

通过几个月的研究和试

验
, 已完成并超过了所要求的指标

。

试验结

果晕 钻头平均 寿 命 为 米
,

提 高 了

佣声 时 效 平 均 为 米
,

提 高 了
夕沁

、

‘

单管人造金刚石钻头结构

考虑到所钻岩层具有研磨 性 较 强 的特

点
,

以及在钻进过程中由 于岩粉粗糙不匀和

孑底不平引起钻具较强烈 均振动
,

因此
,

在

制造钻头时
,

除了选用质量较好的金刚石以

外
,

中南矿冶学院探工教研室通过近年来的

科研实践
,

采用了预合金粉末作为胎体的粘

结剂
,

细粒碳化钨作骨架成分
,

从而提高了

胎体的密度和硬度以及包镶金刚石的能 力
。

一 胎体硬度对钻头性能的影响 采

用不同胎体硬度的钻头在混合岩中试验的结

果见表 及图
。

试验钻头的金刚石均为 目
,

强 度 为

公斤
,

金刚石浓度
,

钻机转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