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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地质系统冲击回转钻进的现状与展望

向震泽

冶金部第一 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探矿技术研 究所

作者简介 年毕

业于中南矿 冶 学院
。

年在第一冶金地质

勘探公 司一 队任探矿 技术

员
。

年后 在公 司探矿

技术研 究所工 艺室工作
。

现任该 室室主任
、

探矿 工

程师
。

先后研制成功

型 液动 冲 击 器 和
型绳索取心冲击回 转钻 其

。

近年来 冶金地质系统的 冲击 回转钻进技术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

本所研制的 丁 型冲击器已 系 列化推广 其钻进工作 ,
、

使用地区范困
、

最大钻进深度均居全 国首位
。

主要经脸是 坚

持科研为生产服务的 方向 缩短科研周期 重视成果推广 完

善推广新技术的组织管理措施 加强与生产单位的协作
。

今后 应进一步开展冲击回转钻进与高转速金刚石钻进
、

绳索取心钻进
、

不提钻换钻头钻进及水力 或空气 反循环钻

进的合理组合研究
。

发展与现状

冲击回转钻进是一种钻进硬岩的先进技术
,

在国

内外已被广泛应用 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早在 年
,

冶金地质系统就进行过冲击回转钻

进的探索性工作
,

年正式立题开展研究
。

经过八

年
、

两个阶段的工作 现已初步推广
。

年以前 我系统华北
、

西北
、

四川等公司的

有关地质队
,

从地矿部和二机系统引进了射流式和阀

式冲击器
,

并开始试用
。

冲击器属于冲击一回转类

型 即以冲击载荷为主 单次冲击功达 一 焦耳
,

冲击频率仅 一 赫兹
。

钻头上焊有尖顶刃角为 一

“

对称式或 一
。

负前镶的硬合金块
,

只适用于

钻进巩 一 姗级的岩层
。

比纯回转钻进机械效率提高了

以上
,

并有助于减少孔斜和提高岩矿心采心率
。

但由于要求有大规格水泵配套
,

操作人员技术熟练等

条件 所以
,

限制了它的发展
。

至 年
,

我系统冲

击回转钻进量不足 米
,

年后 基本上不再使

用这种类型的冲击器
。

从 年开始 液动冲击回转钻进进入第二个发

展阶段
,

即回转一冲击钻进
。

它的特点是 以回转为

主
,

同时施给钻头 如人造金刚石孕镶钻头 一个高

频脉冲载荷 其冲击频率达 赫兹
,

单次冲击功仅为

一 焦耳
,

改善了原来纯回转方式的破碎岩石效果
,

体积碎岩量增加
。

因而
,

也有利于孕镶钻头出刃 防

止了钻头
“

打滑
”

成为钻进硬岩的一种有效手段
。

根

据国外资料和实践经验
,

我们研制成功了

循用于必 一 必 毫籽 径
,

适用于必
一 必 毫米孔径

,

适用于必 一必 一 毫

米孔径 的正作用液动高频回转一冲击钻其 这些冲

击器的工作频率可根据岩石特点进行调整 既可实现

高频冲击
,

又可实现低频冲击
。

年后又研制成功

了
, ,

型绳索取心式冲

击回转钻具 并及时向全国柑
‘ 从而推动了我国人

造金刚石钻探技术的普及
。

目前
,

冶金地质系统已把这种冲击器作为攻克硬

岩 提高生产效率
,

减少孔余汹必备器械
。

全国的冲

击回转钻进技术也得到了较快的榔
’ 。

一 年
,

全国冲击回转总进尺量仅 万米
,

而 一 年间
,

应用 系列冲击器的总进尺量达到 万米 这种冲

击器已在冶金
、

有色
、

地质
、

二机
、

煤田
、

化工
、

建

材
、

水电等系统的 多个勘攘人 多个机台推广

应用
,

总投产量达 多套 最大钻进孔深已达

米 经济和技术效果普遍较好
。

例如 鞍 冶金地质 队 年使用

冲击器后
,

硬岩层平均小时效率提高 回次进尺

各例中时效与钻头寿命及回次进尺长度的提高比例

均指与金刚石纯 回转钻进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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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内蒙有色地质一队 年应用导

绳索取心式冲击回转钻具 试验进欣 米 小时效率

提高
,

平均回次长度提高 钻头寿命提高一

倍 并消除了钻杆内壁的结垢现象 陕西地质 队

年使用 型冲击器 共进尺 米
,

平均时

效提高 回次长提高
,

钻头寿命提高了

冶金地质 队
,

年使用 了 绳索取

心式冲击回转钻具
,

钻进近 米 平均小时效率提

高 一 回次进尺长度提高 一 。、, ,

钻头寿命

提高了
“石

。

研 究与推广冲击回转
钻进的体会

冶金系统冲击回转钻进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 从

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手也不足
,

但近年来仍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
。

本所研制的 型冲击器与国内其他类型的

冲击器相比
,

在投产量
、

捆
一面以及总进尺量方面均

居于首位
。

回顾这段工作 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
、

缩短科研周期
,

加快科研进度

为弥补本课题人手不足
,

在工作中采用一条龙的

作业方式
。

即从收集资料
、

图纸设计
、

生产试制
、

外

委加工
、

组装调试
、

性能测定
、

生产试验
、

鉴定筹备

等工作
,

均由课脚丝且一包到底
,

一环扣一环地工作
。

这种工作方式 虽加重了课题设计人员的负担
,

但避

免了分口把守而产生的互不衔接的现象
。

另外 还特

别注意克服科研工作中的 一点之 见
”

即在一两套钻

具取得初步效果后 先不急于做结论
,

而是抓紧投入

批量试验 以获取有代表性的资料与认识
。

如

年 型冲击器在浙江冶金地质公司取得初步

效果后 第二年我们又试制了 套钻具 到 个勘探

队扩大试验
。

和 型钻具也是如此
在 年取得效果后 年又分别试制了 套和

套
,

到 个勘探队进行生产考验
。

结果
,

这三种钻具

的研究周期都没超过两年
。

实践证明
,

这种工作方式

可以获得更全面的资料
,

加快了科研工作的进度
。

二
、

做好技术培训与服务工作
,

加快推广应用

为使基层单位用好冲击器 从 年起我们共派

出了 多人次
,

到全国 多个勘探队进行技术指导

与服务
、

讲学 先后举办了 期技术培习班
,

对来自

全国各系统的 多名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进行了培

训
。

此外
,

还与各使用单位保持联系
,

通过信函和其

他方式开展技术咨询
。

年以来 姗妾待来访人员

多人次 复函巧 余件
,

及时地沟通技术信息 加

快了新技术的推广
。

三
、

协助使用单位健全新技术推广管理措施

实践表明 凡推广工作开展较好的单位 都有比

较健全的组织管理措施
。

相反 有的单位由 操作者

没有调 尤新钻具的经验
,

现场配套设施不全 又缺少

推广资金等
,

使新技术的 切金推
’

工作停停打打 发

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因此 协助各使用单位制汀竹理

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归纳起来
,

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应

纳入推厂
一

工作之户 , 各单位领异应币视新技术的推
一工作 要有

一

专门技术骨干负责推
“ ‘

工作 冲对工

人进行技术培训 应有足够的推
’ ‘

资金和合理的奖

励措施 特别是在试用阶段效果不稳定的时候 不能

影响操作者的包干节约提成奖金 要做好水泵
、

高

压胶管
、

冲击器配件
、

金刚石钻头的准备工作

今后的设 想

近年来 液动冲击器的研制
一

与推
‘

虽然进展较快
,

但就冲击回转钻进技术而 汀 乃处 发展的中期 为

使这项新技术进一步地发展与完善 今后准备从以下

几方面开展 工作

一
、

研制矿山坑道用液动冲击器 地表钻探用常

规口径 必 一 必 毫米 的冲击器系列 前已从本

完成
、

而冶金矿山的坑内金刚石钻探工作嗽正在增长
,

因此 解决金属矿山的硬岩钻进问题
,

研制适 矿山

水平孔
、

仰孔钻进用的 型冲击器
,

是今后的工作

之一
、

二
、

解决冲击器泵 过大的问题 冲击

器要有 一 升 分的工作泵徽
,

型要求泵

量达 一 。升 分
,

这远超出纯回转钻进所需要的泵

量
。

由于金刚石钻进刑犬间隙小 人泵狱会导致大的

泵能损失
,

同样的水泵 在冲击回转钻进中会由此而

降低钻进深度
。

有人曾利用 型冲击器作小泵最

升
‘

分 钻进 刃验 结果钻凿岩石的功率不足 仅

能起到对岩心管的颤动作用
,

减少岩心堵塞 而钻速

提高不大
。

所以 进一步研制高效能冲击器和能量反

射器
,

开拓小流量
、

低泵压下正常工作的新型冲击器

是十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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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加强冲击回转钻进机理与钻头的研究 我国

现用的冲击器是配人造孕镶金刚石钻头使用的
。

用细

卑剑狗孕镶金刚石克取岩石的冲击原理
,

尚无先例
。

因

此 应进一步研究其冲击回转过程中的碎岩规律
,

以

改善钻进工艺参数的组合
,

提高钻岩效果
。

现场冲击回转与纯回转钻进均使用同一种钻头
,

确有不合理之处
。

应充分利用金刚石单晶
、

聚晶
、

复

合体
,

立方氮化硼等多种磨料
,

研制适合于冲击回转

钻进用的新钻头
。

四
、

加强冲击回转钻具与其他钻具的组合研究

上面介绍的两举且合钻具
,

即冲击与纯回转钻进组合

的 型
、

型钻具和冲击与绳索取心钻进组

合的 钻具说明
,

把不同功能的钻进方法合理

组合
,

是完善钻进法的一个新途径
。

根据这种认识
,

当前应抓紧完善和开发以下几种新钻具

进一步作好绳索取心式冲击回转钻具的系列化

工作
,

并改进机构 提高功率指标和可靠性
。

②把冲击回转技术与不提钻换钻头技术相结合
,

进一步发展不提钻换钻头技术工艺性能
。

国内已研究

成功不提钻换钻头技术
,

并已投产
。

但由于现用装置

会增厚钻头唇面
,

致使克取的月袱面积加大 在硬岩

中的钻岩速度将明显下降
。

如能把冲击器合理引入其

中
,

发挥各自的优点
,

弥补为主缺欠 就会形成一种

更先进的钻具
。

贾把冲击技术与反循环 水力或空气 钻进技术

相组合
。

八十年代初
,

冶金矿山系统宝尤验成功水力单

管反循月雄心钻进方法 明显地减少了辅助时间
,

提

高了钻探效率
。

对于空气反循环连续取样技术
,

国内

正处在开发阶段
。

为使这种钻进法有效地钻进硬岩

或砾石
,

研制带冲击器的反循环钻具
,

势在必行
。

④把冲击器引入大口径水文工程钻探
。

随着国民

经济建设的发展
,

石油天然气钻探
、

水文地质和工程

地质钻探工作量正在增加 它们多见于 级以下的软

岩
,

而且口径大
,

施工中常遇到砾石层
,

火成岩和硅

化沉积岩层 给施工带来困难
。

为此 把冲击器合理

地运用到这类大口径钻具上
,

也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

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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