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稳定作用
。

泊 比重

一 型乳化油的主要性能 当钙
、

镁离子的浓度高达 时
,

一 型乳化油为棕黑色透明液体
,

溶 它仍可保持良好的润滑性 表
。

于水后形成乳状液 室温下的粘度为 一 厘 用 一 型乳化油与皂化溶解油在室内

钙离子浓度对 报系傲的形晌 衰

序序号号 乳化油类型型 钙 离 子 浓 度

仪 《 〔

一 , 硬 ‘

,, ,,

,, ,,, 了 〔

,, ,,, 叮
。

卜 几几

侧试仪器为 一 型钻井液眼擦系数测定仪 沮度为 一 ℃、

乳化液浓度为 乳化液是经 小时酬七后侧试的

进行钻进瓷砖的对比试验表明 前者比后者的平

均时效高
。

用的是口 毫米的人造孕镶金

刚石钻头 瓷砖的可钻性为 一 级 乳化液浓

度为 压力 公斤 转速 转 分 泵量

升厂分
。

结 论

非离子 类乳化剂的浓度不同
,

值也不同 不是一个恒定值
。

温度是影响非离子乳化剂 值和

乳化油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酒精在乳化油中可阳氏乳化剂的

值
。

准 一 明乳化油原料来源 “ ,

加工简便

一 型乳化油具有抗高钙离 的能

力 还可提高某些硬岩的钻进速度

用 一 印 绳索取心冲击回转

钻具钻进
“
打滑

”

地层的实践

高从 高

内蒙古有色地质一 队

年我队 机在某矿区西部施工

号钻孔
,

使用 一 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

具 冶金部第一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探矿技术研究

所研制
,

钻进厚层
‘’

打滑
”

地层
。

全孔用冲击回

转钻进总进尺 米
,

获得较好效果
,

现介绍如下

施工条件概况

地质 情况与 钻 孔技术参数 号

钻孔设计深度为 米
,

开孔倾角
,

方位 角
“ ,

所钻地层除开孔段和终孔段 有少量硅化灰

岩外
,

其余为花岗斑岩
、

英安斑岩
、

夕卡岩互层
,

可钻性 一 级
。

设备及钻具 钻机 丫一 型 配

电动机 水泵 吉林 型变狱泵
,

配 电动

机 钻杆 必 钻头 必
、

万

型孕镶人造金刚石钻 头 稳压罐 旧软气

瓶改制 测斜仪 型定盘 斜仪 冲洗液

清水 十 金属切削膏 聚丙烯酸胺
·

技术参数 转速 为 三一 转 分 钻版



为 公斤 回转钻进泵量 一 升 分
,

冲击回转钻进泵量为 升 分 回转钻进泵压

个大气压
,

冲击回转钻进泵压为 个大

气压
。

使用效果

提 高 了钻 进 效 率 号孔孔深

米
, ‘“

打滑
”

硬岩层占 以上
。

使用绳索

取心冲击回转钻具后 小时效率比纯绳索取心回

转钻进明显提高 表
。

在孔深 米断层破碎带处 曾下入一次

普通绳索取心 回转钻具
,

钻进 分钟后
,

只进尺

米 使用胎体硬度 的阶梯钻头
。

而与该回次相邻的上
、

下两个回次使用绳索取心

冲击回转钻具钻进 〔用胎体硬度 的平面

唇形钻头
,

结果分别取得了 小时进尺 米和

小时 分进尺 米的较高效率
,

显示出

一 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具钻进坚硬
‘ ’

打滑
”

岩层的优越性
‘

衰

岩岩石名称称 岩 石石 钻 进进 钻头胎体体 对比孔段段 进尺尺 时效效 时效比比

可可可钻性性 方 法法 硬 度度 ‘米 ‘米 ,, ‘米 ,, “ 了

夕夕卡岩岩 、 回转转 】】
。

《川川

冲冲冲冲回回
。

】

花花岗斑 岩岩 ,, 回转转 阶梯 眯 呀
。

川川

冲冲冲冲回回 叮卜 ‘川川

英英安斑 岩岩 回转转 匆 》
。

咬 川 ,,

冲冲冲冲回回
。

凡 硬
。

加
。

’’ 呀
。

【

注 回转和冲回分别表示绳索取心回转钻进和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进

增长 了回 次进尺
,

提高了岩心采取率 使 少 了岩心堵损
。

如 钻孔全孔 采取岩心

用绳索取心冲击回转方法钻进时
,

岩心管处于振 共 米 钻进 个回次
,

平均采取率为洲
‘, 。 ,

动状态 岩心能顺利进入岩心管 减少 了岩心堵 而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进比绳索取心回转钻进采

塞现象和由此而造成的频繁亨满 从而提高了回 心率提高 几。 ,

平均回次进尺增长“ 衍米
,

对比

次进尺和岩心采取率
。

另外 绳钻取心方便 减 结果见表
。

裹

钻钻 进进 进 尺尺 采心长度度 采取率率 采心回次次 平均回次进尺尺 次进尺比比

方方 法法 《米 米
‘ 。 一次 ‘米

,, 州与 ,,

回回 转转

冲冲 回回 吕

注 同表

提 高 了钻 头使 用寿命 号钻孔

使用钻头共 个
,

其中绳索取心回转钻进用 个

胎体 以下 钻头
,

平均 寿命为

米
。

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进用 个 胎体

以上 钻头
,

平均寿命 米 钻头寿命较前

种钻进方式提高近 倍
。

增强钻 头时不同硬度地层的适应性 选用

对软
、

硬地层都有很强适应性的钻头 是提高提

钻间隔进尺的关键 绳索取心钻进带冲击方式与

纯 回转方式相比 前者能使钻头对不同岩石有更

好的适应性
。

如试验中选用了较高硬度胎体钻头
,

结果对软
、

硬地层都有很强的适应性能
,

减少了由

地层变化发生不进 尺现 象而被迫提钻换钻头的

时间
。

有利于钻孔防斜 我队在同一 矿区相同地

层中共施工 个钻孔
,

以 冲击回转钻进 为上的

和 号孔弯曲度较小 《表

其余 个钻孔的方位角都随孔深的增加而祝、一定



方向增大偏斜
,

其中还有两个孔的顶角有下垂趋

势
。

这是因为用冲击回转钻进时
,

钻头在回转钻

进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个脉动冲击
,

改变了纯回转

钻进的碎岩方式 减少了岩石各向异性等因素对

钻孔偏斜的影响
,

故有利于钻孔防斜
。

班

孔深 《米 及相应深度对应钻孔弯曲 度
一 川川

‘‘

’’ ’’

吕
‘‘ ’’

竺竺
’’ ‘‘

绍绍绍绍 四
’’ ’’ ‘‘ ‘‘

竺竺 竺竺 瑟瑟 携携 丝丝
吕 片

「
‘‘

污
’’’’

几
‘‘

‘‘ ’’

号孔用 一污 冲击器进尺 米 占孔深

的

粤钻孔弯曲度分 子为倾角 分母为方位 角
。

几点认识

使用 一 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具钻进

致密坚硬
‘

打滑
”

地层
,

还具有如下优点

不 易发生埋钻 事故 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

进方式所需 要的泵压
、

泵量都比较大
,

孔底冲洗

充分 保持孔内清洁
,

不易发生卡
、

埋钻事故
,

为安全生产提供 了有利条件
。

有利 于排除钻 杆内壁的泥 皮 厂

孔 自开孔至 米处使用绳索取心回转钻进
,

由

于冲洗液破乳
,

液面上有大量漂浮物
,

在钻具离

心力的作用下
,

这些漂浮物首先在上部钻杆内壁

挂上一层泥皮 使打捞器和内管无法通过
,

取心

时只好先将挂泥皮的几根钻杆提出 再进行操作
。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绳索取心的意义
。

当换

用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具工作 分钟后
,

因要处

理冲击器故障将其提出
,

此时发现钻杆内壁原来

的泥皮已掉光
。

投入打捞器时可顺利地通到孔底
。

后来继续使用冲击回转钻具钻进
,

绳钻钻杆内壁

再没发现挂结泥皮的现象
一

我们分析 这除与泵

压
、

泵鳞增大有关外 更主要的是由
一

于钻杆内冲

洗液的水锤波作用
,

破坏了冲洗液中
“

破乳粒子
”

原惯性运动规律的缘故
。

有利于排除冲击器造成的井故 使用普通

冲击器钻进
,

由于冲击器接在外岩心管上
,

一旦

冲击器的某部分被扭断
,

往往使钻孔变成不易排

除的
‘ ’

浏反
”

事故
。

而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具的

冲击器是接在内管上
,

与外管无连接处
,

当冲击

器被扭断时
,

可以提钻处理
。

如果外管部分被扭

断
,

可先下打捞器将内管及冲击器捞出后再处理

外管故障
,

避免
’“

铁眼
”

故障 如某孔似 米深

度时 曾发生过冲击回转钻具外花键管扭断事故
,

用七奎方法很快就将事故排除
。

使用 一 钻具的主要故障

卡簧座
、

内管接头丝扣 变形 在施工过程

中
,

卡簧座下头和内管接头丝扣下端曾多次发生

喇叭状变形
,

使内管无法通过受振环
,

造成打捞

岩心失败
,

被迫提钻处理
。

提引环根部定位槽断裂 一 钻具

的冲击器与内管靠提引环连接
,

使用中测得梅一

个提引环只能使用 一 小时就从定位槽开口处

断裂
,

并且提引环套 的定位键只能用 一 个

回次就会脱落
。

导正接手上保径合金脱落 钻具 哟保径

合金是用胶合剂粘固的 仅经 一天钻进几乎所有

合金全部脱落
,

我们改用铜焊法后就不再发生这

种现象
。

特定接 头弯曲 变形 钻具内管上部的特定

接头是挂在提引环上的
,

所使用的两根特定接头

都发生相同位置和相同方向的曲弯变形
。

使用 一 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具钻进

坚硬
“

打滑
”

地层的实践表明
,

该钻具在孔内容

易启动
,

工作可靠
,

效果明显
、

易损件寿命长
。

在施工
一

号孔时
,

冲击回转钻进共进尺

米
,

基本上只使用一套 一 钻具 其主

要部件没发生任何故障 说明该钻具技术性能先

进 质量较好
。

故在坚硬岩层中施工 配备使用

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具
,

将是推厂
’

绳索取心钻进

技术不可缺少的环 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