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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里多点岩心定向钻具新进展

张粉远 英时雄

中国有色全属工 业总公 司矿产地质研 究院

器 年通过冶金部鉴定的 一 型多点

防钻岩心定向钻具
,

先后在鞍钢大孤山铁矿
,

黄

河小浪底水库进行了生产试脸、 两年来在辽宁有

色地质劫探公司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

院等单位的协作下
,

对钻具的结构和使用技术进

行了改进
,

尤其是破碎地层的岩心定向技术
,

取

得了翻的进展
,

使我国的岩心定向技术
,

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瓦 本文介绍近两年来岩心定向技术

的进晨情况
。

大孤 山铁矿试验效果

一 年施工情况

大孤山铁矿是我国的大型露天矿之一
,

目前

开采深度为 未 为保证深部开采边坡的称定
,

鞍钢矿山研究所设计了岩心定向钻探工程
,

由桂

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和辽宁有色地质勘探公司负责

施工
。

地质要求为 尽可能全孔采取定向岩心
,

岩心采取率要达到 以上
,

如破碎孔段无法进

行岩心定向
,

则要求采用特殊工艺
,

取得非扰动

岩心 在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泥浆
,

以保证水文

资例的准确性
。

年共施工 个岩心定向孔
。

钻孔倾角
“ ,

钻孔深度 一 未 所用设备为

一 型钻机
,

吉林一 型泥浆泵
,

米

斜塔
。

每班除配备 名钻工外
,

另配两名定向人

员
,

负责钻具装配
,

仪器使用
、

维修和定向岩心

的地面处理 机台还配备两名地质人员
,

负责定

向岩 已哟 编录和侧里
。

钻孔施工情况见下衰
。

, 月 年 岩 心 定 向 钻 孔 吸 及 坟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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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地质条件复杂
,

断层错动频繁
,

破碎带

多
,

使岩心采取率得不到保证
,

原生结构遭到破

振 本次果用了新研翻哟半合管
,

成功地取出了

非扰动岩心
,

能够真实地观察到破碎岩伪存】原生

结构
,

并对每一管破碎岩心都拍摄了彩色照片作

为地质资料保存
。

但在 朋通年的施工中
,

对破碎

岩层未能进行岩心定向
,

同时
,

在已定向的岩心

中
,

精度还不高
,

成功率较低 由于目前尚未制

定出评定定向精度等级的国家标准
,

我犷瑕据经

脸甘定 多点仪器的诸读数误差在
。

以内的为

一级 一 为二级 为三场 大于

犷 为不成瑰 以此计算成功率
,

则 年的总

成功喇又为
。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开孔倾角太大

。

受钻塔的限倒
,

开孔摘角

在 一
。

之间
,

靠重力定向的仪器灵敏元件

的定向精度不高
,

从而增大了定向误差
。

随钻条件下钢功岁】稳定性不够
。

有些定向

器的钢球是在静止条件下定向的
,

而 一

型定向器中的钢球则是在运动状态下定向
。

钢球

在定向过程中
,

由于钻具受到复杂的震动影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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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误差
。

操作上的失洗 由于缺乏经验
,

在定向器

的调整
、

装配和钻进操作过程中
,

有时出现失误
,

影响定向效果
。

钻具单动性能欠佳
。

当时所用的双管总成

是生产现场拍勺普通部件
,

如调整不当就会因摩擦

阻力大而出现内外管联动
,

致使装定向器的内管

发生较快的转动而影响定向精度
地层原因

。

软
、

硬互层变化及岩心频繁堵

塞等
,

造成部分回次定向失耽
二 年施工情况

在总结 年工作的基础上
,

我犷树钻具结

构进行了部分改进
。

为增加展动状态下钢璐澎 稳

定性
,

增加了辅助摆装氮 为改善双管的单动性
,

改进了其总成机拟 此外
,

对刻刀的结构也作了

相应哪】改进
。

年初试制成功了可直接观察的模似定向

器
,

并在辽宁有色地质勘探公司机械仪器厂进行

了地面模似试验
,

其装置见照片
。

试脸证明
,

改进后的定向元件
,

在展动状态下具有良好的称

定愧 其最大摆动误差小于
“ 。

改进后的定向

器
,

钻孔倾角以
。

为最佳
,

转速以

转 分为宜
年 月

,

使用改进后的装
,

在原矿区

号孔继续进行岩心定向施工
翔

孔深 米
,

开孔倾角
。 ,

方位角
。 。

总共定向 次
,

可检查误差的有 次
,

占
,

其中误差小于
”

的有 次
,

占 一
,

大于 的 回次仅占
。

上述效果得到使用单峨边约肯定
。

在 号子哟施工中
,

定向失妙的有 回

次
,

占总巨效的
。

失效原因如下

属受自书因素形晌的有 地层旅侧环能对

月 甲 月厄网 月 日 皿

接 次 岩心堵塞环进尺 次
。

属人为因素形咭心】有 者心上无侧幼成翻

线严兹旋转 次 仪器故冲 次 其他 瓦
可见

,

如能严格操作
,

消除人为因翻的杯弃
岩心定向的成功率可望提离到 沁

三 破碎地月岩心定向

我国原有的岩心定向钻具均不适于对破碎

层定向, 而解决破碎地层的岩心定向问愚 对于

岩体力学钓研究与设计工作
,

又有特殊的 几
为此

,

年末即肴手研究解决破碎地层的岩心

定向技术 经分析比较
,

确定采用半合借岩心定

月 片 叫月 口 己尺 口 甲月 闷户 牙 , 『刀已 月 刁叮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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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方氛
璐 年 月试制完毕

,

并成功地进行了地表

试脸
。

同年 月在大孤山丫韵 号孔中进行

了生产试脸
。

该孔设计深度为 米
,

方位角
“ ,

倾角
。 ,

共定向“ 回次
,

其中半合管定向 个

回次
,

进尺 朱 采取率达
。

定向成功

次
,

成功率为
。

此次试脸的成功
,

解决了我国破碎地层岩心

定向的技术难肠
,

为岩体工程的研究又提供了一

种有效手民 现正进一步研究破碎岩心的固结问

硬
,

使其在地面处理过程中
,

不致过分破碟 照

片 为 号孔破碎地层的定向岩心
。

黄河小浪底水库勘测工程试验情况

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勘侧规划设计院开展套

钻助合新工艺的需要
,

我们用 一 一 型

多点随钻为心定向钻具在黄河小浪底水库

号孔进行了取定向岩心试验
,

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
。

试验条件 一 型钻机
,

泥

浆泵
,

钻进孔深 米
,

开孔方位角
。 ,

开孔倾

角
。 ,

取心 口径 毫米
定向悄况 合计定向 个回次 岩心采取率

侧试结构面 纸 定向误差范围 。一 “ 。

本次试验的成功
,

为适应特种工程需要而进

行大 口径多点岩心定向工作
,

提供了经验
,

同时

也给 型多点岩心定向钻具系列配套打下了

基础
。

岩心 定向技术水平分析

一 型岩心定向钻具的主要特点是多

点随钻定向
,

即在一个定向钻进回次中
,

有多个

一般为 个 仪器在钻进过程中顺序打印
,

实

现多点定向
。

仪器随钻工作
,

单独侧株 其主要

优点是 每回次可以多次定向
,

不怕岩心断转
,

提高了定向的可靠性
。

同时
,

个仪器可以互相

校正
,

算出定向误差
,

从而简化了定向工序
。

由

于不随钻测斜
,

班性或非磁性矿区都可应用
。

不

足之处是不能在直孔条件下应用
。

钻孔倾角在
“

以下时
,

可靠性较态 和国内外目前常用的定向

钻具相比
,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与单点端面定向类型的仪器相比
,

以瑞典

克瑞留斯公司的杆式定向器 为例
,

这

种仪器为单点定向
,

构思新颖
,

结构巧妙
,

采用

顶杆伸缩模似岩心端面形状
,

钢球打印记录最低

点位置 但与 一 型定向钻具相比
,

钢针

模似性能欠佳
,

定向误差较大
,

且误差无法发现

与补偿 如果岩心断开后对招环上
,

则下部岩心

不能定向
。

此外
,

因不能随钻
,

须专门回次完成

定向工作
,

增加了现场操作工序
。

与多点随钻测斜类定向钻具相比
,

以美国

伊斯特曼 公司的多点照相式岩心

定向钻具为例
,

这种钻具是采用侧面刻线
,

随钻

测斜
,

照相记示拍勺方式
。

可实现多点连续定向
,

无需专门测斜
,

定向数值可互相校正
,

并可在垂

直孔中实现岩心定向
。

与 一 型定向钻具

相比
,

月环足之处是使用较为复杂
,

成本高
。

需

用无磁管材
,

不适用于磁性矿区
。

目前
,

欧美国

家多使用此类定向钻具
,

主要用于石油钻井与工

程地质钻孑肠

综上所述
,

一 型定向钻具与国外的

定向钻具相比
,

有其独特之处
,

而将半合管取心

技术成功地用于岩心定向
,

解决了破碎地层的岩

心定向问题
,

使我国的岩心定向技术得到进一步

的完善与提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