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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
,

我公司有 的钻机转入胶东金矿

区施工
。

为了在金矿勘探过程中推广金刚石钻探
,

将

金刚石钻进工艺的研究
、

金刚石钻探最小合理口径的

探讨
,

列为我公司重要的研究课题
。

为此
,

从 年

开始
,

在三个金矿坑道中进行了刻槽取样和模拟对比

试验
,

研究确定金刚石钻探的口径
。

年
,

我公司

一队在平度旧店金矿区投入两台金刚石钻机
,

开展金

刚石钻进工艺的试验研究
。

两台金刚石试验钻机分别

采用
‘

与 毫米钻探口 径
,

用一 般提钻取心钻

进方法施工
。

年
,

两台钻机完成试验
、

生产工程

量 米
’ ’ ‘

台月效率 米
。

年完成工

程量 米
,

两台沾机平均台月效率达到 米
。

钻

探效率的大幅度提八, 为胶东金矿区推广金刚石钻探

开创了新局面

一 旧店金矿区的地质特征及岩石概况

根据矿化特征
,

该金矿分为硅化破碎蚀变岩型和

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
,

金矿带连续性较差
,

围岩蚀变

较强烈
。

主要岩石是硅化
、

绢英岩化花岗岩和黑云母

条带状混合花岗岩类
,

造岩矿物主要是石英
、

长石
、

云母
,

其中石英含量约占
,

长石占 以上
。

矿

物颗粒细
,

结构致密
,

胶结硬度大
。

矿田 号脉坚硬
、

弱研磨性的岩石较多
,

钻头打

滑现象较严重
,

仅个别孔段遇到过强研磨性岩层
。

为

了探讨该区岩石物理机械性能对可钻性的影响
,

选取

部分有代表性的岩心
,

进行了镜下定名
,

并在地矿部

周口店试验站做了可钻性测试定级工作
。

根据现场观察和实钻情况
,

选出 种岩心试样

编号 一 ,

其研磨性变化由强到弱
,

岩石可钻性

变化由高到低
。

如 一 号孔
,

属
、

号岩样的岩心

占该孔岩心累计长度的
,

岩石坚硬而研磨性

最弱
,

钻头打滑情况最为突出
,

试验初期效率只有

米
,

时 因此
,

‘

我们选这两种岩石作为力学性能

测试
、

研究的 重点
。 、

号岩样测试结果如下 肖氏

硬度为 肖氏单位 左右 压入硬度为
’ 纵波速度为 摆球式硬度计的弹跳

硬度范围为 左右 岩石可钻性定级为 一 级
。

从岩样的测试定级可以看出
,

解决金刚石钻头打

滑问题
,

是研究该区金刚石钻进工艺的重点
,

两年的

工作实践证明
,

该选题是正确的
。

二 金刚石钻进工艺的摸索

钻进参数的选择 旧店金矿区岩层倾角为 一

几因此施工的斜孔倾角应在
“

左右
,

钻柱的侧压

摩擦阻 力是相当大的
,

而金刚石钻进的水举作用
、

离心力的卸压作用也有一定影响
,

所以钻压损失很大
。

如 年施工的 一 号孔
,

开始用常规钻压
,

较高

的转速 转 分
,

钻进效率很低
,

遇到条带状强

钾化弱研磨性的
、

号岩石
,

钻头打滑现象更严重
,

新的金刚石钻头只钻进一个回次
,

金刚石出刃就几乎

被磨光
,

将钻压增加到 公斤也不进尺
、‘

人 毫米

口径
。

经研究认为
,

钻头的压力必须达到避免钻头的

表面摩擦
,

才能改变打滑状态
,

因此
,

地表上施给的钻

进压力必须充分考虑到钻压损失的影响
。

如在 一

号孔
,

钻进深度 米时
,

我们试验了 厂半唇

面交叉式
,

号钻头
,

由于这种钻头唇

面积比一般钻头减少一半
,

使钻头唇部单位面积的压

力增加一倍
,

所以钻进 号岩石的小时效率达到 米

左右 、
克服了钻头打滑

。

年
,

将川 毫米口径的

钻压施加到 公斤以上
, , 厂 口 径的钻压施加到

公斤以上
,

使台月效比 年提高了一倍以上
,

这充分说明了在金矿区金刚石钻进中采用合理大钻压

的必要性
。

增加钻压
,

在于促使金刚石 刃的切岩作用
,

如果

等到金刚石刃已经钝化
,

钻头唇面呈抛光状态时
,

再

增加压力也无济于事
。

只有在钻头有出刃时增加压力
,

才能提高钻进效率
,

并维持孕镶钻头的 自磨出刃
。

当

然
,

增大钻压应考虑动力
、

设备
、

钻杆柱
、

钻头的承



载能力
,

不能盲目地增加
。

泥浆的选用 金刚石钻进效率与冲洗液的固相

含量有关
。

一般来说
,

固相含量高对钻进有不利的一

面
,

但是在实践中发现
,

钻进坚硬弱研磨性地层时
,

采用乳化泥浆冲洗液对金刚石钻头有其独特的优点
。

因为泥浆冲洗液中的砂粒
、

岩粉粒在钻头唇部和岩石

间有一定的滞留磨削作用
,

不仅磨损了钻头胎体
,

更

重要的是有助于金刚石出刃
。

只有金刚石有出刃时
,

才能以大的钻压使金刚石刃 切入岩石
,

克服或减少钻

头打滑现象
。

我们曾做过 泥浆净化的多次试验
,

发现净化得越好
,

钻进效率降低的幅度越大
。

如在

一 号孔钻深 米的一个回次中
,

头 分钟进尺

米
,

这时从孔 口流出的冲洗液污浊不清
,

含有较

多的泥砂岩粉
。

为了探讨净化对钻速的影响
,

向泥浆

池中撤下 的干粉
,

分钟后从孔口流出清晰

的白色乳化液
,

净化效果很好
,

但是钻速却明显降低
,

甚至使钻头处于打滑状态
。

该回次进尺 米
,

效率

只有 米 小时
,

提钻后检查钻头
,

除唇面抛光发

亮外未见异常现象
,

所钻岩心属 号岩石 , 为了进一

步证实这个问题
,

继续用净化后的冲洗液又钻进了

个回次
,

累计进尺 米
,

钻速仍然在 米 小时左

右
。

当钻孔深 米时
,

换用乳化泥浆冲洗
,

并采用

超大钻压 毫米口径加压 公斤 钻进
,

钻进效

率上升到 米 小时左右
。

可见
,

钻进坚硬弱研磨性岩

层
,

辩证地认识乳化泥浆冲洗液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

三 合理口径的选择

金矿品位变化系数大
,

矿化不均匀
,

矿体连续性

差
,

合理地选择钻探口径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为此
,

我公司于 年在三分队
、

四分队施工的金矿探采坑

道中
, 进行了不同规格刻槽取样与品位化验对比

,

并

进行了探井与钻孔品位统计资料的对比分析工作
,

为

金刚石钻探口径的选择提供了一定依据
。

在两种不同类型金矿的穿脉坑道中
,

沿矿体刻槽

取样
,

用重叠法套取
,

采样规格从 到
,

化验分析统计合格率如表所示
。

·

蚀变岩型 由表可以看出
,

蚀变岩型金矿除

规格 是槽宽
,

是槽深 的平均合

格率为 外
,

其他规格的样品平均合格率均在

以上
。

规格与
、今 毫米口径金刚石钻进

所采岩心的直径 一 毫米 相当
,

但金刚石钻

探的采心率质量高
,

并基本上能保持岩心的原生结

构
,

因此对蚀变岩型金矿选用必 毫米规格口径是可

信的
。

石英脉型 表中金青顶石英脉型金矿所取样品
,

小于 规格的样品分析合格率均较低
,

以

往根据钢粒钻进的技术状况
,

将女、 毫米钢粒钻进口

径作为试用的最小允许口径
,

在工作还不太充分的情

况下
,

结合金刚石钻进质量特点
,

本次初选沪 毫米

口径的金刚石钻孔进行试验
,

经几年的实践证明
,

能

达到地质要求
。

不同规格采样化脸分析合格率统计衰

金金金 矿矿 取样规格
、

样品数
、

合格率 金金

矿矿矿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的的
类类类类 火 火 洲 含含

型型型型 量量

八

合合合合合 样样 卜卜 样样 之、、 样样 、、 样样
‘‘

样样 合合合格格格格格 品品 口口 品品 口口 品品 口口 口口 口口 品品 格格格
率率率率率 数数 格格 数数 格格 数数 格格 口口口 格格 数数 率率率

率率率率率率率率 率率率 率率 数数 率率率率率

蚀蚀变变焦家家

岩岩型型新城城 》》》

石石英英金育育

脉脉型型顶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网脉型金矿 在网脉型金矿区
,

对同一位置钢粒

钻进岩心和探井刻槽取样资料作了对比
,

其品位和厚

度相差都较大
,

说明钢粒钻进不能作为该区探矿的主

要手段
。

鉴此
,

我们采用必 毫米口径金刚石钻进
,

作为该区的试用口径开展试验工作
。

四 几点体会

针对金刚石钻头在坚硬岩层中钻进打滑的问

题
,

采用合理的大钻压
、

低转速及乳化泥浆洗井综合

治理工艺
,

比单一的技术措施效果显著
。

在一般情况下
,

金刚石钻进规程是不允许使用

过大压力的
,

但在特殊条件下
,

灵活掌握压力参数是

必要的
,

合理的大钻压必须配合低转速钻进规程
。

在金矿勘探中
,

金刚石钻孔口 径的选择一直是

个有争议的问题
,

经岩心与探井槽样的初步分析结果

比较
,

对蚀变岩型和石英脉型金矿分别采用了
,

户

毫米的口径是可行的
,

但必须考虑矿体和岩层的具体

情况
。

关于口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开展研究
,

不同口

径钻进的时效及成本的比较也值得作综合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