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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金刚石钻探技术的配套问睡

李 伟 男

西南有色地质勘探公 司

十多年来推广金刚石钻探技

术的实践
,

使我们逐步认识到技

术配套工作的重要性
。

本文结合

我公司的情况
,

谈谈个人的认识
。

新技术配套中存在的问题

我公司从 年开始试验人造金刚石钻进新

技术
,

到 年底逐步铺开
,

现已在 个地区推

广使用
。

目前开动金刚石钻机 余台
,

占本公司

开动钻机总台数的
。

随着这项新技术的推犷
口

应用
,

工程质量明显提高
,

机台效率比钢粒钻进

提高了 一 ,

岩矿心的完整性和采取率

以及钻孔弯曲情况也得到改善
,

现场生产面貌发

生了根本变化
。

尽管如此 全公司的台月效率仍未突破

米
,

纯钻率也只达到
,

井故率一般为 左
右

,

其主要原因是技术不配套
。

钻头不配套

我公司钻探施工的岩层
,

硬岩少
,

软岩多

完整岩层少
,

复杂破碎岩层多
。

适于孕镶金刚石

钻头钻进的岩层
,

仅占所钻岩层的 一
。

如

两个完成工作量最多的钻探队 钻探工作量约占

全公司的
,

此比例数还要小
。

尽管金刚石钻

头在硬岩中可获得高时效
,

但由于适钻岩层量所

占比例较小
,

因而不足以对全局产生较大的影响
。

的岩层仍要采用旧的钻进工艺施工
。

一

度曾用聚晶人造金刚石钻头试钻较软 一 级

的大理岩
,

但时效比合金钻头要低 以上
。

可

见
,

由于缺少适用的配套金刚石钻头
,

因而就不

能充分发挥金刚石钻进技术的优越性
。

钻具不配套

例如 队在林槽山地区用绳索取心钻具钻

进 一 孔时
,

用 毫米口径施工到 米

遇氧化粉矿 土状矿
,

钻孔连续坍塌
,

钻具差

多米下不到底
,

准备下埋头套管隔离
。

但因现场

没有必 毫米的绳索取心钻具
,

致使不能下必

毫米口径的套管
,

只好用 ② 毫米钻头扩孔至

米
,

下入 毫米埋头套管 米
,

再用必 毫米
口径绳索取心钻具继续钻进

。

该区用同样的办法

处理了 个钻孔
,

总共多扩孔 米
,

造成了浪

费
。

这说明
,

一个口径的绳索取心钻具
,

不能适

应复杂岩层钻进的需要
。

再如
,

原配的夹持器不好用
,

上下钻时不得

不使用夹板操作
。

多米深的钻孔
,

上下一次钻

具就要多用 个多小时
。

这说明
,

现场只有先进

的绳索取心钻具
,

而无良好的配套机具
,

金刚石

钻进的先进性也难以发挥
。

复杂层护壁工艺技术不配套

由于施工区复杂层所占比例大
,

从而给钻探

施工带来了困难
。

钻探过程中常遇到的坍
、

掉
、

流
、

缩
、

裂
、

洞
、

漏
、

涌八大护壁难题
,

本区大

部分都有发生
。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
,

如 队研

制的 一 型防塌剂
,

公司研究所研制的芭燕

芋粉冲洗液
,

以及公司推犷
曰

使用的膨润土粉底固

相泥浆等
,

虽使护壁问题得到缓解
,

但仍未根本

解决
,

致使辅助时间过长
,

生产效率下陈

技术配套的依据和各环节的相互关系

新技术的配套
,

首先应尽力做到
“
因岩施钻

” ,

根据岩层特点选配合理的装备技术与工艺
。

各环

归尹术,﹄技丈山色探尸一钻



节的关系
,

可用如下关系式近似地表示

钻
岩石久护

头一工艺一设备

璧措施一钻哥日咭构

让娜认

岩层是钻进的对象
,

通常不随人的意志而改

变
。

人们只能根据它的特点
,

采取相应的技术措

施去适应它
。

钻头是开凿岩石的工具
,

是决定生

产效率高低的关桩
。

要想获得好的效果
,

钻头必

需与岩石适应 工艺必须满足钻头的要求 装备

则要保证工艺的实现
。

另一方面
,

护壁是巩固已

经钻取的成果
,

又为继续钻进创造条件
,

二者是

相辅相成的
。

护壁措施的选择是否合理
,

主要取

决于岩层的特性 在钻进目的
、

钻进工艺和护孔

方法确定之后
,

钻孔的合理结构也就不难确定
。

可见新技术的配套必须遵循各环节的内在联系
。

同时
,

新技术配套要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

实际上有些环节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
,

需要在

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改进
。

例如钻进工艺技术的配

套就是如此
。

新技术配套 的主要内容

新技术配套的内容多
,

涉及面广
,

而且随着

技术的进步
,

它所涉及的范围会越来越广泛
。

根

据当前的技术现状和生产要求
,

现阶段的配套内

容
,

可用方框图概括表示
。

方框图中的内容均属各项技术间的
“

小配

套
” 。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
,

新工艺
、

新

方法将不断涌现
,

必然会出现一个
“

大配套
”
的

问肠
。

例如金刚石回转钻进
、

绳索取心钻进
、

冲

击回转钻进等工艺方法的配套 清水洗井
、

低固

相浆液洗井
、

无固相浆液洗井和空气洗井的配套

定向钻进
、

无岩心钻进
、

反循环连续取心钻进
,

以及电算在钻探生产上的应用技术的配套 搬迁
、

修路
、

平整地盘机械化设备的配套 等等
,

都属

于横向的大配套问题
。

而且钻探新技术只有达到

上述两种配套的水平时
,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探矿

生产的面貌
。

搞好配套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培养
、

充实技术力量
,

提高队伍的技术素

质 当 前
,

生产现场技术力量不足
,

知识老化
,

主主 机机

钻机机

变 泥浆泵泵

动力机机

钻塔及其附属设备备

剐剐 机机机 仪 表表

泥桨拢拌机机机 钻进参数表表

扭管机机机 小口 径测斜仪仪

绳索取心绞车与夹持粉粉粉 泥浆侧试仪器器

具
、

放大镜镜

工工艺技术术

与岩性适应的钻头头

复杂层取心技术术

防治料技术术

护璧技术术

冲洗润滑材料料

操作工艺艺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器 具具
钻钻钻钻钻钻钻钻钻钻钻 具具具 全套扭卸

、

打打
附附口钻具具具 级配钻杆杆杆 捞工具具

液动冲击钻具具具
’

各种取心钻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具

防斜纠斜工具具具 绳索取心钻具具具
。

钻什移 长兀兀

与与定向钻具具具 扩孔舒
、

卡衡衡衡 及活动工作台台

其他常规工具具

钻钻 头头

适应各种岩层的金刚石钻头头

配冲击回转用钻头头

配套合金钻头头

其他特种钻头头

新技术配套 卜要内 容 方枢图

工人技术素质不高
,

已成为技术进步的一个障碍
,

影响着新技术配套的落实
。

解决资金问题
。

新技术配套是需要资金的
。

如一套必 毫米口径的绳索取心钻具
,

就需要七
、

八万元
,

试验一套新的取心钻具也要几百甚至上

千元
,

所以
,

没有资金
,

技术配套工作就无法落

实
。

从目前情况来看
,

资金问题最好采取多渠道

的办法解决
。

加强科研力量
。

技术配套与技术开发阶段

一样
,

都需要加强科研与试验
。

公司一级的研究

力量应当与全系统相配合
,

重点是研究如何把科

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

为相 配套工作进行适应



性的研究
。

必要时
,

也可开展一些应用性的研究

但必须密切联系本地区的生产实际
。

新技术配套应与改革承包相结合
。

当前

在进行钻探工程承包过程中 如何把配套与承包

结合起来 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

现在有一种

把二者对立起来的苗头 即在承包任务时
,

不重

视技术配套 认为用较多的精力和资金去搞技术

配套
,

会影响承包任务和经济指标的完成
。

新技

术配套无凝 有利于生产水平的提高
,

有助 于承包

任务的完成
,

但也应该承认
,

由于钻探工作的多

环节性和施工地层的复杂多变
,

发挥技术效果要

有一个适应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很可能在一些

局部环节上出现一些暂时性的不利影响
。

然而
,

切不可因噎废食
,

而应把新技术的推广配套与任

务承包结合起来
,

全面考核
。

’

搞好科学管理
。

管理工作的好坏
,

直接关

系到推广配套工作的效果
。

笔者认为 当前在推

广配套工作中 应抓好四件事
。

搞好矿区施工技术设计和钻孔施工设

计
。

这是钻探技术管理工作的总纲
,

设计的编制
、

执行
、

检查 和 总结
,

包含了技术管理的主要部分
。

这项工作可以使用
“ ”

工作法
。

建立
、

健全技术责任制
。

做好包括多

方面
、

多环节的技术配套工作
,

比单项技术工作

复杂得多
。

因此
,

只有建立
、

键全技术责任制
,

才能保证其合理筹划
,

统一指挥
,

科学配合
,

有

条不紊地进行
。

抓好工程质量管理
。

探矿工作必须为

地质找矿这一中心工作服务
,

不断提高工程质量
,

确保地质工作的可靠性与高效率
。

当前 应尽量

减少完工后的质量补救工作
,

力争在施工中确保

各项质量指标
。

做好后勤工作
。

新技术的推广配套工

作进展很快
,

而与此密切有关的设备管理
,

物资

供应
,

以及机械修配等工作
,

也必须适应这种发

展形式
。

防 泵 压 表 损

地质钻探用的泥浆泵压力表
,

在现场很容易损

坏
。

一只普通的压力表
,

有时使用几天就被破坏
,

防

震压力表的寿命通常也不超过 个月 即使是质量

好的防震压力表 其寿命也不过半年左右
。

为此
,

已研究出多种压力表防损装置
,

并取得

了一定效果
,

但仍不够理想
。

泥浆泵憋泵
,

是压力

表损坏的主要原因
。

当泵压突然升高
,

并超过表的

额定限度时
,

对表的损坏最大
。

本文介绍的安全装置
,

其结构如图所示
。

它由

上腔体
、

下腔体
、

滑阀
、

胶圈 等组成
。

将

其装于泵空气室与压力表之间
。

当泥浆泵工作时
,

空气室内的压缩空气从安全器的下腔体进入
,

滑阀

随着泵压升高 或降低 而上下活动
。

当滑阀上升

到上腔体的空腔台阶时 如果泵压继续升高 由于

滑阀的阻隔作用
,

上腔台阶内的空气将不再继续增

压
,

从而防止了冲击泵压对压力表的破坏
。

这时

压力表所承受的压力低于其额定压力值
。

通过改变

安全器上腔体的容积
,

即能适应表的不同量程要求
。

对于当前用的 或 泥浆泵
,

这个安

坏 的 安 全 器

全值可定为 公斤 厘米
’

或 公斤 厘米
,

安全器结构示 愈圈

这种安全器不会引起压力表失真 结构简单

造价低廉 防损效果明显 压力表的使用期限一般
可延长 倍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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