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旋转平面上
。

范围内的任何位置均可夹扭

钻杆
,

从而满足了扭管时空间位置变化的需要
。

为夹紧钻杆
,

钳内镶有四块长形合金
,

接触面积

大
。

还设计有自动调节机构
,

保证了夹紧力的对

称性
,

在较大扭力下
,

不会造成钻杆变形
。

使用这种装置
,

可根据钻杆外径尺寸选用相

应的扭管钳
,

拧上及卸下钻杆用同一把扭管钳
,

仅改变
。

的上下夹紧方向
,

工作十分方便
。

该扭管机在浙江有色地质勘探公司三队进行

了生产试验
,

经近一年的长时间工作考验
,

性能

良好
。

周汉青供稿

绳索取心安全装置

在绳索取心钻具设计中
,

安全脱勾装置是一

个有代表性的环节
,

为了安全可靠
,

目前已设计

出多种类型
,

但各有其不足之处
。

如金属锥形销

结构
,

结构虽简单
,

但难以保证准确的拉断强度
,

废件更换也不方便 如靠重力滑动件 筒 的脱

勾装置
,

在大倾角钻孔里有失效的可能
。

本文所

介绍的安全装置 见图
,

是靠拉力轴 向上移动
,

通过钢球 带动球套 对弹簧 进行压缩
,

当弹

簧压缩到一定长度后
,

钢球 进入夕院体 的凹

安全姚 结构示愈图

摺内
,

从而使拉力轴解放
,

安全脱出
。

这种结构可

通过预失挤寸弹簧的标定调节
,

达到准确的设计拉

脱值
,

使机构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

该机构是由冶金部第一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探

矿技术研究所研制的
。

周汉青供物

砂矿钻探方法的选择和钻孔质且指标探讨

张 运 钧

地质矿产部勘探技术研究所

由于砂矿是某些稀有金属
、

贵金属
、

有色金

属及部分非金属的重要来源
,

并有易找
、

易采
、

易选
、

投资少
、

收效快的特点
,

因此
,

许多国家

都相当重视砂矿的勘探与开发工作
。

我国的砂矿

开发工作
,

目前正处于发展初期
,

钻探技术方

法还不完善
,

人们对于如何优质高效地进行砂矿

勘探
,

如何选择砂矿钻探方法
,

如何评价砂矿钻

孔质量等问题
,

正在探索与研究
,

本文就此谈谈

个人浅见
,

以与同行商榷
。

砂矿钻探方法的选择

砂矿的钻探方法包括多种具体方法
,

它与钻

孔结构
、

钻探设备
、

工艺
、

取样方法
、

取样工具
、

取样工艺等密切相关
。

下面就以钻探方法为主
,

结合各技术环节加以探讨
。

一
、

钻进方法的选择

就砂矿钻探而言
,

钻探是基础
,

取样是关键
。

取样往往决定了整个砂矿勘探的质量
。



钻进与取样虽然一般是分别进行
,

但二者相

辅相成
,

互相制约
,

故选择钻方法时
,

首先要考

虑取样问题
。

此外
,

还要综合考虑设计孔深
、

孔

径及某些特殊要求
、

经济效益等因素
。

因此
,

研

究
、

比较各种钻探方法的技术特点是必要的
。

目

前
,

根据井底破碎岩石过程中所施加的外力的性

质与方法
,

砂钻又可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冲击钻进法一
一

一包括钢丝绳吊锤冲击套管

钻进 钢绳抽筒钻头
、

劈刀 冲击钻头 等冲击

钻进 大口径抓斗冲击钻进
。

回转钻进法 —主要指无循环冲洗液的慢

速回转钻进法 即干钻
,

也包括有循环冲洗介质

的回转钻进法 如空气反循环连续取样回转钻

进
,

以及无泵反循环钻进法等
。

冲击回转钻进法 —
司

包括潜孔锤钻进
,

牙

轮钻头钻进
,

钢丝绳冲击和回转复合钻进等
。

振动或振动回转钻进法
。

以上四种钻进方法所适应的范围大致如表
。

钻进方法

冲击钻进

冲击回转

钻 进

回转钻进

振动或振动

回转钻进

砂 钻 钻 进 方 法 选 择 参 照 衰 衰

适 应范围及钻孔结 构参数

第四纪地层
、

松软腐植上
、

耕土
、

粘土
、

砂质粘土层
、

含泥量高的小卵石层
、

砂层
,

粒径较小的砂砾 石层

适宜孔深 米
。

常用 口径
,

毫米

砾石含量较 多的或中等粒径的卵砾石层
、

风化基岩
、

砂砾石层
、

碎石层
、

硬砂层
、

松散破碎层
、

永冻层

适应孔深 米 常用孔径
, ,

毫米

塑性大的枯土层
、

硬质粘土层
、

坚硬岩层
、

基岩
、

巨砾
、

永冻层
、

含泥质的砂砾石层
、 ’里硬砂岩

、

海滨砂矿

适宜孔深 一 米 常用口 径
, , ,

毫米

粒径 毫米左右的砂砾层
、

松散砂层
、

砂土层
、

枯土层
、

海滨砂矿等

适宜孔深 一 米 常用孔径 】 ,

毫米

实践证明
,

冲击钻进是最基本的方法
。

但只

靠单一的施工方法
,

往往达不到最佳效果
,

而应

灵活多样
,

分层选用或综合应用多种方法
。

目前

以冲击回转或振动回转复合钻进方法的钻进效果

最佳
。

二
、

钻孔结构的选择

钻孔结构的设计
,

除应充分考虑地质条件
、

孔深
、

取样方式
、

护壁措施
、

设备类型及地质要

求等几个相互联系的因素外
,

一般宜用
“
一径到

底
”

的结构方案
。

钻孔直径的合理选择
,

应 以满足地层 中

以上的岩矿心样品能顺利地进入套管为原

则
。

具体应按套管内径和砾石直径 指砂样中的

最大砾石直径 之比值大于 来选择
。

要求穿过

矿层及钻入基岩的终孔直径应分别不小于 毫

米和 毫米
。

对深孔可采用多级 口径结构
,

但同一矿层

应尽量采用同一口径钻进
。

三
、

钻探设备及工具的选择

砂钻设备的选择如同其他环节一样
,

应充

分考虑技术要求
、

施工条件和经济合理性
。

应选用低转速
,

大扭矩
,

具有冲击
、

回转
、

振动等多种功能的钻机
。

为便于搬迁
,

应尽可能

选择自行式或拖车式
。

目前我国用于砂矿钻探的

主要设备性能见表
。

应根据钻进方法
、

地层条件
、

钻孔深度和

结构尺寸等选择钻进工具 见表
。

四
、

钻进工艺的选择

主要应根据地层条件选择钻进工艺
。

不同

的钻进方法的钻进工艺参数列入表
。

根据钻进中有无套管护壁
,

和套管护壁与

取样深度之间的相对位置
,

以及由此影响钻进操

作程序的差异
,

通常将钻进工艺分为四种基本

类型

套管超前钻进工艺一一套管护壁钻进

深度始终超前取楠呆度
,

在套管内进行分层
、

分

段取样
。

适用于松散的
、

流动性的含水地层
,

效

果稳定可靠
。

平管钻进工艺一 一套管护壁钻进深度

与取样深度保持在同一深度五 适用于中等硬度



主 要 砂 矿 钻 探 设 备 性 能 衰 表 钻 进 工 具 选 择 沙 照 衰

钻钻机型号号 钻进功能能 钻 孔孔 钻进进 动 力 机机 钻 塔塔

直直直直 径径 深度度 功 率 及及 类 型型

毫米 米 装载方式式 及高度度

一 冲 击击 开孔 马力力 四皿塔塔

工工程钻钻 回 转转 终孔 柴油机机 米米

二二二二二二 轮轮轮

拖拖拖拖拖拖车式式式

一 冲 击击 马力力 桅 杆杆

工工程钻钻 回 转转 柴油机机 米米

振振振 动动 二 轮轮轮

拖拖拖拖拖拖车式式式

一 冲 击击 】 手扶拖拖 钻 架架

砂砂 钻钻 回 转转转转 拉机牵牵 米米

引引引引引引式
,

二二二
轮轮轮轮轮轮拖车车车

一 振动或振动动 一 马力力 桅 杆杆

砂砂 钻钻 回转 冲击击击 小型履履 米米

或或或 冲 击回回回 带拖拉拉拉

转转转
,

回转转转转 机 自行式式式

一 冲 击击 马力力 桅 杆杆

砂砂 钻钻 回 转转 艺 履带拖拖 米米

拉拉拉拉拉拉机 自自自

行行行行行行式式式

一 冲击回转转 同 上上 桅 杆杆

砂砂 钻钻 冲 击击击击击 米米

回回回 转转转转转转

套 管

套 管 鞋

勺 形 钻

螺 旋 钻

单
、

双层岩心管
、

双璧钻管

硬质合金钻头

钢粒钻头

牙轮钻头

潜 孔 锤

筒 口 锹

冲击钻头

抽筒钻头

钻钻进工具具 钻 进 方 法法

冲冲冲击击 冲击回转转 回转转 振动或振动回转转

套套 管管

⋯⋯⋯⋯
套套 管 鞋鞋鞋鞋鞋鞋

勺勺 形 钻钻钻钻钻钻

螺螺 旋 钻钻钻钻钻钻

单单
、

双层岩心管
、、、、、、

双双璧钻管管管管管管

硬硬质合金钻头头头头头头

钢钢粒钻头头头头头头

牙牙轮钻头头头头头头

潜潜 孔 锤锤锤锤锤锤

筒筒 口 锹锹锹锹锹锹

冲冲击钻头头头头头头

抽抽筒钻头头头头头头

衰

法

振动或振动回转

各 种 钻 进 法 所

的稳固地层
。

跟管钻进工艺一一护壁套管钻进深度

滞后取样深度
,

在套管下端采用小径钻具进行钻

进
、

取样
。

它适用于套管确实无法超前钻进的地

层
,

或遇到含有大砾石
、

巨砾
、

坚硬岩层
,

以及

基岩等特殊条件
。

而且取样钻头不得超过套管一

个取样长度
,

应尽量实现管内取样 或补样
。

无套管钻进工艺 —整个孔是裸眼钻

用 主 要 今 傲 襄

钻钻进方法法 主 要 钻 进 工 艺 参数数

冲冲击钻进进 钢绳吊睡冲击钻
, 一 毫米 口径时

,

锤重 一 公斤
,

行程 一 米
,

冲击次数 一 次 分
。。

毫米 口径时
,

锤重遵 公斤
,

行程 一 毫米
,

冲击次数 一 次 分
。。

采用抽简钻头钢绳冲击钻时 行程 一 米 冲击次数 一 次 分
。。

冲冲击回转转 冲击行程
、

冲击次数等技术参数与冲击钻进的工艺参数相同
。。

钻钻 进进 转速一般在 一 转 分
,

扭矩在 一 公斤
·

米
。。

潜孔锤钻进工艺参数请参阅其他有关规程
。。

回回回 一 般 回转钻进转速 不得 大 干 转 分 以切转 、分左右为宜
,

扭矩在 一 公斤
·

米范围
,,

转转转 钻压 一 公斤
。。

钻钻钻 采用无泵反循环钻进
,

转速为 一 转 分
、

压 力 一 公斤
,

提动预率 一 次 分
,

提动高度度

进进进 一 毫米
。。

采用小径合金钻具在套管下部进行回转钻进
,

转速在 转 分左右 压力 公斤
。

钻进前孔内内

适适适当灌注清水 钻进时 适当提动钻具
。。

当采用钢粒钻具在套管下回转钻进时
,

转速在 转 分左右
,

压力 。。 公斤
,

第一 次投砂 为为
一 公斤

,

以后补给一般 一 公斤
。

钻进时系采用干钻
,

不得使用循环冲洗液
。。

振振动或振动动 振动倾率 一 次 分
,

激振力 一 公斤
,,

回回转钻进进 偏心力矩 一 公 斤
·

厘米
,

回转转速 转 分左右
。。



进和取株 它只适用于永冻层
,

个别胶结好的稳

定地层
,

已确认不含矿的表土层等
。

一般不用这

种方法
。

为保证钻探质量
,

钻进中必须遵守下列钻

进工艺规定

砂矿钻进一般不允许使用循环冲洗介

质来冷却钻具与护壁
,

必须用套管护壁
。

对于护壁套管的回次进尺长度
,

回转

速度要有一定的限制
。

一般第一个回次进尺 开

孔 可钻到 一 米
,

以后每回次不得超过

米
。

在好地层中
,

当采取率大于 时
,

其

回次进尺长可增加到 米以内
。

当遇到流砂层
、

淤泥层
、

承压水层
、

涌砂层以及可用
“

拔管
”

取

样的地层时
,

才允许不限回次进尺
,

快速穿过
,

以后再取样
。

钻进中套管的转速一般应低于

转 分
,

以免扰动样品
。

护壁套管每进尺一个回次
,

都应进行

一次砂样进样率的探测和计算
,

如果进样率低于
,

应停止钻进
,

及时采取措施
在极松散地层中

,

钻速较高
,

但进样

率往往不够
,

克服的办法是 选用较大的钻孔口

径 严格限制回次长度 及时排除存在于套管鞋

或钻头下的堵塞物 减少冲击锤的重量与行程

降低套管的回转速度或提高振动频率 相应地放

慢套管进尺速度等
。

在永冻层中钻进
,

可适当地向钻孔里

加注热水或蒸汽
,

以帮助融化冻层
,

但必须严格

控制加入 量
,

并一定要在套管内取样
。

五
、

取样方法和工具的选择

用什么样的取样工具
,

主要应考虑取样方法
、

地层条件及设备能力等因素
。

目前所使用的各种

取样方法和其适用范围以及相配合的工具均列于

表
。

取 样 方 法 及 工 具 选 择 今 照 衰

取取样方法法 取样工具具 适 用 地 层层

抽抽 彼彼 提砂简抽筒钻头头 除去未破碎的大砾石
,

坚硬岩层
,

墓岩以外的松散地层
,

含水层
,

淤泥
,

泥浆及孔内积水等
。。

回回 转转 钻 斗斗 细一粗砂层
,

松散破碎层
,

含小砾石的砂砾层层

单单单管或双管钻具具 有一定胶结性地层
,

含水砂砾层
,

坚硬地层
,

枯土层
,

巨砾
,

永冻层
,

基岩及能进行
‘’

拔管
,,,

取取取取样地层
。。

勺勺勺形钻
,

螺旋钻钻 胶结性较好的地表彼盖层
,

枯土层
,

砂质粘土层
,

含水砾石的粘土层等
。。

打打 入入 单管或半合管钻具
,,

胶结性比较好的地表砚盖层
,

砂质枯土层
,

含水砾石的粘土层
,

砂层以及能进行
“

拔管
”

取取

抓抓抓式取样器等等 样的地层
,

滨海沉积层
。。

筒筒筒 口 锹锹 不含水或含水很少的地表腐植土层
,

枯土层
,

含少 砂砾的粘土层
。。

抓抓 取取 抓 斗斗 含有直径在 飞米的卵砾石
、

砾石地层
,

砂砾层
,

枯土层
,

含水砂砾层等
。。

反反循环环 双壁钻管管 松散的碎石层
、

砂层
,

含小砾石的砂砾层
,

砂质
,

粘土层
,

经破碎后的砾石
、

卵石层等
。。

六
、

取样工艺的选择

取样工艺受方法和工具的影响
。

提筒取样 要求提动频率为 一

次 分
,

提动行程 一 米
,

每取一次样
,

其

上下串动次数为 一 次
。

回转法取样 转速在 一 转 分左

右
,

最高不要超过 转 分
,

压力在 一 公

斤
。

在坚硬岩层 中回转取样时
,

转速可 以适当

提高
。

打入法取模 其工艺参数与冲击钻进

工艺参数相同
。

抓取法时 抓斗落下的高度不应大于

米 不同的地层应选配不同的愕片
。

空气反循环连续取样 要求有足够的

风量和合适的风压
,

以保证足够的气流上返速度
。

一般用 个大气压
,

一 米 的压风机
。

与钻进工艺相应的四种取样工艺

套管内取样工艺一一始终在套管内取

样
,

每取完一 个样后
,

套管内始终保留 一

米的岩样柱作为砂塞
,

然后再钻进一定深度
,



如此循环完成钻取任务
。

平管取样工艺 —取样深度和套管钻

进深度保持一致
。

这种工艺只适用于能保证采取

率的好胶结层及不含水地层的取样
。

套管下面取样
一

一取样长度必须控制

在 一
,

米
,

取样后应立即跟管护壁
。

这种工

艺只适用于遇到巨砾
,

坚硬岩层及基岩
、

流砂层

等条件
。

无套管护壁取样工艺一廿适用于永冻

层
,

个别胶结性好的稳固地层
。

砂矿钻孔质量指标

砂矿钻探工程质量指标与岩心钻的质量指标

基本一致
。

在编制我国砂矿钻探规程时
,

经与同

行商讨
,

现拟出以下四个方面的质量指标 原为六

项指标
,

此处将四
、

五
、

六合写为一条 —编者
。

一
、

砂样采取率

矿区平均采取率必须达到 一
。

非矿层 包括基岩 平均采取率一般不得

低于
。

单样采取率一般应在 一 以内
,

全

孔单样采取率的合格率应达到 以么
某些粘性强及易于松散地层的采取率应有

所差别
,

前者应少于后者
。

由于某些复杂地层条件影响
,

虽经努力
,

有

时仍达不到上述规定时
,

根据需要与可能
,

由

探矿与地质部门协商另拟指标
。

岩矿心采取率按下式计算

岩矿心采取率
实际测量得到的松散体积数

所采岩样的理论体积数

由机台人员将取出的岩矿心样品置入盒

中
,

并进行编号和妥善保管
。

二
、

岩矿心 砂样 采取规格

一般应分层分段连续取样
,

不得间断或

混淆
。

取样长度视钻孔中地层层次
、

含矿情况等

因素而定
。

一般每个样长为 一 米
,

含矿比

较均匀时可达到 米
。

在含矿层或换层部位
,

取

样长度宜小一些
,

一般控制在 一 米
。

对已经确认的非含矿层或含矿极微的地

层
,

以及其他特殊地层
,

取样长度可适当延长或

不取
。

要求全孔单样取样长度的合格率须达到

以九
对于某些复杂的砂矿层

,

由于地层条件的

限制
,

确实无法按要求的规格取样时
,

可由探矿

与地质双方另行确定指标
。

三
、

钻孔深度

钻孔深度设计
,

主要视矿层埋深条件而定
,

同时考虑矿化特点及地质工作要求
。

一般钻孔必

须钻到并取样到基岩或底板 米左右
,

着松散

层特别厚时
,

以穿透矿层为原则
。

及时准确地测量换层
、

矿层顶
、

底板位置

和终孔深度
。

孔深误差率不超过千分之五
,

超差

时应及时重新丈量
,

并校正报表
。

四
、

简易水文地质观测与原始报表及封孔

应观测钻孔的初见水位
,

终孔后测一次终

孔水位
,

每班至少观测 一 次
。

对冻结地层及

其他特殊地层应进行观测
、

记录其埋深和厚度
。

钻进中遇涌水
、

涌砂或漏水时
,

均应及时记录其

深凰
机台必须指定专人在现场及时认真地填写

原始记录 用钢笔
。

据地质设计要求
,

需要做封闭的钻孔
,

一

般可用粘土
、

砂土等物填实 被封闭的钻孔
,

一

般须在孔 口中心设立木桩或水泥桩标志
,

并在桩

上注明勘探线
、

孔号 农田里的峻工孔
,

封孔可

不设标志
,

但必须立即测定钻孔坐标
。

今 考 文 献
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