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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 我国的金属矿床钻探仍采用单一的 岩心钻探技

术
。

国外在七十年代就综合应用 了 岩心钻探和岩屑钻探技

术
。

六十年代金刚石岩心钻探所 占比例在 以上 而 目

前仅 占 左右
。

出现这种变化的 主要原因是 取岩屑钻

探方法效率高
、

成本低
。

因此 我们除 了继续发展人造金

刚石钻探技术外
,

还应重视取岩屑钻探技术的 开发和应用
。

近十几年来 人造金刚石钻探技术的研究与

推广应用
,

使我国的钻探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

平
。

但纵观世界地质钻摘柏勺发展历史发现
,

我国

目前的钻探技术水平只相当于国际上七十年代初

的水平
,

即处于以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技术为标

志的阶段 采用的是单一技术
。

而国外在七十年

代就已开始应用综合钻探技术了
。

国外的实践表明
,

在金刚石钻探技术的基础

上
,

发展综合钻探技术
,

比采用单一的金刚石取

心钻探技术
,

经济效果更好
。

所以
,

我们一方面

应继续挖掘现用金刚石钻探技术的潜力
,

同时要

抓好综合钻探技术的开发工作
。

否则
,

我们与国

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

综合钻探技术
,

系指各种碎岩方式的取岩心

钻探和取岩屑钻探的综合应用
。

它改变了仅采取

圆柱状岩心的技术方法
,

但与钻探与物化探测井

技术的
“

综合
”

又有区别
。

后者仅是通过钻探提

供测井仪器的下井通道 不从井内取任何岩样

综合钻探技术仍要求取出有代表性的钻探岩心或

岩屑样品
。

岩心钻探工艺已是众所周知的
,

当前

的关键问题是研究取岩屑钻进的新工艺
。

过去
,

我们只承认岩心是获取地下地质资料

的重要依据
,

现在要改变这荆专统的认识和作法

是不容易的
,

但若不突破这个框框
,

就不能实现

我国钻探技术的新跃进
。

七十年代初
,

金属矿产勘探技术先进的国家
,

金刚石岩心钻探的工作量占总进尺的 以上

但近十几年来
,

取岩心钻探的比例急剧下降
,

目

前仅占总进尺的 以下
。

相反
,

取岩屑钻探的

比例却迅速上升
。

其主要原因是取屑钻进可大幅

度地提高钻探效率和降低钻探成本
。

例如
,

澳大

利亚的一个金矿 我们实测到的气动冲击锤取屑

钻进的机械钻速为 米 先 据介绍 该地金刚

石绳索取心钻进的班效率为 米 而气动冲击锤

取屑钻进的班效率高达 一 米 成本仅为金

刚石钻进的
。

这种高效率低耗的钻探技术特

别引人注目
。

国外采用的取屑钻进方法
,

钻孔的地质编录

不需要物化探测井的配合
,

所以
,

尽管我国的物

化探测井技术还在研究之中
,

但并不影响综合钻

探技术的应用
。

在上述金矿的勘探中
,

取岩屑钻

孔的比例高达 个孔
,

取岩心钻孔仅占

个
。

可见
,

该矿区主要是靠岩屑掌握地

质情况
,

取岩心孔仅作为验证手段
。

随着取岩屑钻进技术的彻“ ,

钻孔口径也有

变大的趋势
。

过去我们曾据国内外经验把 级口

径 毫米 作为主口径
,

近来对一些西方国家

考察后发现
,

级口径 毫米 用量较大
。

笔



者认为
,

增大口径无疑会提高钻探成本
,

但在以

取岩屑钻进为主要手段的条件下 适当增大取心

验证孔的口径
,

对提高验证资料的可靠性是必要

的 所增加的施工成本与取岩屑钻进带来的经济

效益相比
,

是微不足道的
。

我国曾盲目地推行过无岩心钻进
,

并造成 了

损失
。

因此
,

有部分同志一听用不取岩心的钻进

法就担心
。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

这里所讨论的取

岩屑钻进并非只打一个光孔
,

什么岩样也不要

只是将岩样的形式由岩心变成 了岩屑而已
,

而

且在技术上要千方百计地保证取出有代表性的

岩样
。

在我国的金属矿产勘探中推广取岩屑的钻探

方法
,

笔者认为必须从地质规范和钻探技术两个

方面进行变革
。

当然最基本的还是钻探技术的变

革 使之既能实现高效低耗
,

又能保证取到合格

的岩屑样品
。

关于这套技术的具体构成 已有不

少文章作过介绍和评述 本文不再重复
。

根据国

外的经验和发展动态
,

可以认为
,

这套技术的核

心部分是用双管全孔反循环钻进工艺
,

配长行程

给进的钻机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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