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冲击器
,

钻进 一 级硬岩 米
,

平均回次

进尺 米
,

提高一 ,

平均时效为

米
,

小时效率提高 一 ,

实践初步证

明
,

冲击回转钻进是提高
“

打滑 ” 层钻进效率的

有效途径之一
。

脚踏实地 抓好基础 工 作

多年的生产实践
,

使我们得出一个很重要的

结论 金月拓钻探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用好金刚石

钻头
,

使之高效率
,

长寿命
,

低成本
。

而用好金

刚石钻头的关键在于有比较合理的钻进工艺和严

绷勺工作作风
。

这就要求我们从基础工作抓起
,

从作风抓起
。

加强技术培训
。

金网拓钻探是一项新技术
,

对我们来说
,

许多问题不熟蕊 因此
,

摆在我们

面前的第一项任务是学
。

如何学呢 我们的措施

是 一是走出门去学
,

年冬
,

派出九人学习

小组去 队取经 二是举办金阿拓钻进训练班

集中学
。

三年来
,

我们共举力钻探训练班四期
,

每期 一 天 三是订购技术资料发给大家自己

学 四是进行技术考核
,

岗位练兵 五是学中干
,

干中学
,

遇到疑难问题请教有经验的同志
,

如中

南矿冶学院的老师
。

在实践中摸索出比较合理的钻进工艺
。

这

里主要指钻孔结构
、

钻具级配与钻进规程的选择
。

由于我队施工矿区的复杂层处于钻孔深部
,

不可

能以套管护壁
,

所以
,

宜简化钻孔结构
,

用必

奄米口径开孔至硬盘
,

下套管后
,

改用必 毫米

口径钻进至终孔
。

在钻具配备上
,

我们考虑本区地层比较复杂
,

岩层破碎
,

若把必 奄米钻杆换成必 毫米钻杆
,

不仅起下钻时的激动压力增加
,

而且在同样泵量

下
,

冲洗液上返速度约增一倍
,

这就意味着冲洗

液增加三倍能量
,

冲刷井壁岩层
,

很可能加剧地

层的不稳固程度
。

因此
,

我们采用必 毫米粗径

钻具配万 毫米钻杆柱
。

在钻进工艺操作规程方面
,

我们规定了 “一

严 ” 、 “

二听
” 、 “

三看 ” 、 “ 四提升
” 、 “

五

坚持
” 、 “

六不准
”

的操作制度
,

并着重强调

选择钻头
,

做到岩层与钻头对号钻进 参数得当
,

禁止盲目加压 精力集中
,

实行回次专人操作

不马虎钻进
,

为钻头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

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

促进生产
。

由钢粒

钻进改为金冈拓钻进
,

是一次较大的工艺变革
。

因此
,

在现场管理上必须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
,

以适应这一变革
。

我们为做到钻头
、

扩孔器的排

队轮换使用
,

坚持了钻头 扩孔器 分孔一次投

入
,

分班使用的制度 为及时分析钻头变相
,

建

立了《损坏金冈拓钻头报告单 》的事故报告制度

为提高工人学习技术
,

用好钻头的积极性
,

建立

了钻头 ‘扩孔器 使用奖惩制度 为加强钻头 扩

孔器 原始资料的收集
、

整理
,

从中分析
、

了解

生产中的薄弱环节
,

建立了 《金冈拓钻头钻进登

记卡》
、

《金冈拓钻头月底盘存表 》
、

《金月拓
钻头综合评价表》等

。

由于我们做了以上工作
,

金冈拓钻头寿命逐

年提高
,

年为 米
,

年 米
,

年 米
,

年在钻进硬层多
,

使用软胎体钻

头多
,

并采用冲击回转钻进 一般降低寿命

左右 的情况下
,

平均钻头寿命也还达到 米
。

几年来
,

我们在推广小口径人造金冈拓钻进

中
,

虽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

但存在的问题还很

多
,

如金刚石钻头的非正常磨损率还较高
,

钻进

断层尚未找到很理想的取芯工具等
。

但我们

有决心克服 目前存在的薄弱环节
,

不断提高我队

的探矿工程水平
。

打好金刚钻 台年创六千

广西冶金地质 队 机台

我们机台组建于 年
,

现有职工 人
,

大

部份是 年以后进队的青年工人
。

年推犷

人造金冈拓钻探技术以来
,

钻探台年实进尺先后

达到了三千米
、

四千米
、

五 千米和六千米
。

八年



来
,

我们使用人造金刚石打完了 个钻孔
,

最深

钻子 米
,

钻探总进尺 米
,

钻孔质量均达

到了地质设计要求
。

钻探单位成本最低为

元
,

还不到 年以前钢粒钻进钻探单位成本的

一半
。

各种钢材消耗量比过去下降了三分之二左

右
,

八年为国家节约资金 万多元
。

年 至

月份
,

我们又完成钻探进尺 米
,

钻探成本

降低了 万多元
。

寄希望 不 断摸索新方法

年 月
,

机台正式推广人造金冈拓钻进

技术
。

我们把这项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

看成是加

快我国地质勘探步伐的希望
。

在彻
‘ 使用初期

,

由于我们对这项新技术的性能
、

操作方法
、

技术

要求处于摸索阶段
,

往往因为堵芯或其他各种原

因造成回次进尺少
、

井内事故多 容易烧钻
,

钻

头扩孔器磨扬立大
,

也出现或钻探单位成本比钢

粒钻进高的情况
。

面对这些问题
,

个别同志产生了

一些想法
,

怀疑这玩艺儿是不是真象书本上所说

的有那么多优越性
。

针对机台的思想反映
,

我们组

织钻工座谈了使用金冈拓钻进中的问题和体会
,

帮助钻工充分认识新技术从出现到成功
,

最终代

替旧技术必然要经过一番曲折和付出一定艰苦努

力
。

从而使钻工对每一个钻进回次都十分重视
,

先后坚持了每六分钟
、

十五分钟和三十分钟一次

观察并记录进尺数的办法
,

统计对比了十几万个

在各种不同岩层中钻进的技术参数
。

机长梁桂泽

是推广新技术的带头人
。

他经常在井场
“

连轴转
” ,

一干就是几天几夜
。

他和钻州门一起
,

把在各种

不 同岩层钻进中统计的各种数据加以分析对比
,

不断摸索不同地层
、

孔段的钻进参数
,

还注意把

在钻进中出现变形的扩孔器
、

钻头和磨损消耗快

的旧扩孔器
、

旧钻头带回来
,

组织钻工分析研究
,

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
,

终于理出了一套排队使用
、

合理配备的好办法
。

此 外
,

钻工们也注意从实际

出发
,

把钻头水 口的深度
、

宽度
、

形状进行了多

次修整 对各种不同的钻头采用什么样的转速最

好
,

进行了长期的摸索
,

总结出
‘

冰流畅通最

重要
,

钻具定要组配好 、 轻压慢转扫好井
,

回次

进尺少不了 ”
的经验 进入正常钻进时

,

还提出

“
细观察

、

勤思考
,

聚晶钻头用中速
,

孕镶钻头

快转好
,

恒压给进效率高
”
的做法

。

这些做法先

后在黄瓜酮
、

大树脚
、

新菜园
、

龙头山
、

五指山
、

巴力六个地区应用
,

都取得了好效果
,

使井底排

书瀚头或扩孔器磨损过大
、

烧钻
、

堵芯等问题都

得到了合理解决
。

年仅用了四个月
,

人造金刚

石钻进就取得了台年进尺 米的成绩
,

比

年提高了 米
,

单位成本比钢粒钻进略有下降
,

初步展现了新技术的优越性
。

下决心 认真管好 新技术

人造金冈拓钻进
,

和其它新技术一样
,

只有

随着人们刘它的认识的不断加深
,

操作和管理的

不断加强和完善
,

才能充分发挥效能
。

这个认识

和实践的过程
,

实际上就是为新技术的推广扫清

一切人为障碍的过程
。

在刚使用的那个阶段
,

把

金冈拓钻头放在井场
,

大家随便用
,

班里的同志

求胜心切
,

换钻头成了家常便饭
,

说换就换
,

很

少具体地分析钻头与岩层的适应情况
,

结果达不

到高效率
、

低成本的 目的
。

后来我们通过分析研

究
,

认识到钻头并不是万能的
,

需要我们科学地

管理它
,

使用它
。

首先
,

我们请地质技术人员上

地质课
,

讲本矿区的岩层结构和岩性
、

分层情况
,

使大家对本区各种地层条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

然后请有关钻头制造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上技术

课
,

讲人造金冈拓的合成
、

钻头的制作
、

各种钻

头的性能和最优适应岩层
,

使全机同志有一个统

一的认识
,

在观察岩层变化和选用钻头上
,

做到

科学
、

合理
,

让每一个钻头
、

每一粒金刚石都发

挥它应有的效能
。

机长梁桂泽工作严细认真
,

钻

头施工到什么深度
,

有什么样的岩层
,

需要什用

么样的钻头
,

他都心中有数
。

由于坚持了科学地

分析岩层
,

使用钻头实行了严格的管理办法
,

钻

头寿命逐年提高
。

钻头年平均寿命从 年的

多米提高到 年的 米
,

一 年 一 月

份又提高到 米
。

钻探效率也逐年提高
,

年台年实进尺 米
,

年平均台月实进尺 米
,

台年实进尺和 台月实进尺分 别 比 年提高了

和 米
。

年在大厂地区第一次突破了台

年进尺 米
,

年平均台月实进尺 米
,

台年



进尺和台月进尺又比 年分别提高了 米和

。米 同 年以前的钢粒钻进台年进尺相比

翻了一番
,

钻探每米单位成本只有 元
,

比

年下降了 元
,

只等于 年以前大厂地区

钢粒钻探单位成本的一半
。

我们还注意抓好钻工的技术学习和纪律教

育
,

养成一个讲科学
、

守纪律的好作风
,

先后四

次制订和修改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
。

八年来
,

一

直坚持技术学习不间断
,

技术练兵不松劲
。

机台

每月二次生产会
,

一次技水分析会
。

每班做到班

前会分析情况
,

班后会总结经验教训
。

副机长刘

火流是抓机台技术学习的热心人
,

他坚持一点一

滴地讲
,

发动大家一例一例的分析
,

一项一项的

体会
,

不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

使全机同志

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

前任班长刘爱生
,

坚持在

课堂上听
,

书本上啃
,

实践中摸
,

掌握了一套方

法
。

在地当班长的年月里
,

没有发当生八小时 以

上的井内
、

机械和人身伤亡事故
。

年和

年
,

日本和美国专家先后来我机参观
,

看到钻工

们的操作
,

都伸出大拇指赞扬大家的操作技术熟

练
。

青年班长高文 年进队后
,

把精力全部放

在打钻上
,

年接任班长后
,

月月完成钻探任

务
。

年以来机台施工的钻孔都在大厂矿田有

名的巴力
、

龙头山等地区的复杂层
,

几乎每个钻

孔都有一百多米风化层
,

施工中途常有溶洞和流

砂层出现 五十年代老一辈钻工曾付出过巨大努

力
,

没能完全征服它
,

我们这一代采用小 口径金

冈拓钻进新技术
,

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

终于征服

了
。

在复杂地层创台年实进尺 米的好成绩
。

攀高峰 不 断创造新记 录

通过几年的实际
,

使我们认识到 只要有决

心
,

学好科学
,

用好新技术
,

把干劲和技术紧密

翅丝吉合起来
,

搞好机台管理
,

小 口 径 的优越性

就会充分发挥出来
,

生产就会突飞猛进 机长梁

桂泽是全队多年的劳动模范
,

他时时处处身先士

卒
。

一次
,

钻机在施工中突然遇到流砂层
,

需要

扩孑沙反管
,

他在井场连续大干了两天两夜
,

累了

洗个冷水脸
,

饿了啃 口冷馒头
,

一直坚持到突破

复杂层进入正常钻进才下山
。

机长带了头
,

钻工

们学有榜样
,

赶有目标
。

在 号孔的施工中
,

遇到了罕见的大裂隙
,

要灌五十多包水泥
,

因为

数量大
,

只能在水池中搅拌
。

为了轴寸司抢速度
,

同志们不怕化学快干剂对皮肤的腐蚀
,

一起跳进

水池搅拌水泥
,

保证了钻孔施工正常进行
。

由于

我们把大干精神和科学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
,

生

产不断创造新纪录
。

年创台年进尺 咪
,

台月实效达 米
,

匕一 年提高了 米 钻探

成本节约近七万元
。

年平均台月实效达

米
,

年提高了 米
。

年 一 月份
,

台月

效达 米
,

进尺 米
,

完成年计划的
。

回顾我们坚持金刚石钻进的八年
,

可以说是刷新

钻探效率的八年
。

冶 金 部 地 质 探 矿 工 作 会 议

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
, ,

冶金部地质探矿工作会

议于 年 月 日在南京召开
。

参加会议的有各冶金

地质勘探公司
、

队
、

研究所的领导
,

院校教师
,

探矿工

程技术人员
,

钻探工人以及负责地质勘探技术装备工作

的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共 人
。

这次会议总的指导思

想是
,

加速探矿工程的技术改造
,

大力推广以人造金刚

石钻进为主的新技术
,

提高经济效益
,

尽快实现探矿工

程现代化
,

更好地为地质找矿服务
。

会议交流了推广人造金刚石钻探新技术和探矿管理

方面的经验
。

与会代表反映
,

这些经验来自现场
,

产生

于实践
,

内容实在
,

切实可行
,

很受启发
。

许多单位对

照典型经验找到了差距
。

冶金部地质局副局长张福霖同志 向大会作了报告
,

总结了三年来冶金地质探矿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主

要问题
,

并对今后探矿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

与会代表

认为
,

对三年来探矿工作的基本总结是客观的
,

对今后

的规划是切合实际的
。

通过这次会议的充分讨论
,

与会

代表统一 了思想
,

统一 了认识
,

对完成探矿工程的技术

改造增强了信心
。

这次会议对开创冶金地质探矿工程新

局面一定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

会议表彰了推广 人 造金 刚石钻探新技术的先进单

位
,

计 个勘探公司
,

个大队
,

个分队
,

个机台

以及科研
、

院校
、

钻头厂
、

车间等 个单位
。

会议于 月 日圆满结束
。

本刊通讯 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