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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了运用 一 型
、

一 型冲击器的钻进效果
。

提出 了改变冲击回

转钻头合金 刃角的方向
,

可以控制钻孔弯曲的新认识
。

推荐 了延长 一 型冲

击阀与阀座寿命的结构 方案
。

年
,

我公司推广应用 一 型液动冲

击器
,

月份以前完工 个钻孔
,

纯冲击回转进

尺 米
,

平均时效 米 月份以后换用

一 型冲击器
,

共完工 个钻孔
,

进尺 米
,

平均时效 米
,

日进尺 一 一米
,

月进尺 一

米
,

并解决了该区多年存在的严重孔斜问题
,

钻

孔质量全优
,

年节余 万元
。

年运用冲击

回转钻具在石家铺子大理岩金矿的钻进中
,

配合

其他措施
,

进行综合治理
,

有效地钻过了蚀变破

碎带
,

共完工 个钻孔
,

进尺 米
,

解决了以

往未解决的岩矿心采取率问题
,

质量全优
,

荣获

地矿部科技成果四等奖
。

现将应用研究情况综述

如下
。

施工 情况

地质概况

大阳 岔矿 区所钻 岩层有紫色含钙泥质粉砂

岩
、

灰色微晶灰岩
、

含生物碎屑海绿石鲡粒微晶

灰岩和砖红色含铁泥质白云岩
,

其中夹石膏矿

一 层
。

岩石级别为 ’一 级
,

宜用合金钻进
,

但

破碎带发育
,

钻孔漏失严重
,

加上大部分岩层具

有层状和条带状构造
,

极易造斜
。

以往用合金回

转钻进
,

孔斜平均每百米超差 以上
。

石家铺子金矿
,

主要岩性为白云质大理岩与

千枚岩互层
,

普遍夹有硅质条带
,

平均岩石级别

级
。

自开孔至终孔全是蚀变破碎带
,

硬脆碎
,

极易被水冲蚀
,

使用活塞隔水双管钻具岩矿心采

取率仅
。

大阳岔矿区

该区以往采用的是大八角合金
、

针状合金双

动双管钻进
,

长期 以来存在着严重孔斜问题
,

钻

孔径常达不到普查报告标准
。

年该矿区转入

评价勘探阶段
,

对钻孔质量要求更高
。

为此
,

我

们采用表镶金刚石钻头钻进
,

孔斜虽减轻
,

但成

本猛增
,

一台半钻机
,

一年亏损约 万 多元
。

用 一 型小径冲击器配 毫米大径

钻头的效果 用 一 型冲击器打 毫米口 径
,

冲击效果很好
,

但孔斜仍然严 重
,

咪弯曲
。

改用反向切削 刃钻头后
,

控制 了孔斜
,

钻进效率

成倍提高
。

用 一 冲击器钻具钻进的效果

用 一 型冲击器
,

从未发生岩心堵塞
,

米以内的小时效率达 多米
,

岩心采取率 叭,

以

上
。

大阳 岔矿区三种钻进方法取得的各项技术经

济指标对比于表
。

石家铺子金矿区

年该矿区全部使用 一 型冲击器
,

用 嚎米和 毫米 口 径钻进
,

低固相泥浆

洗井
。

声于冲击回转钻进进尺决
,

岩心不堵塞

有效地保护了岩矿心
,

完工的 个钻孔没有出现

过空管
,

采取率达
“、以上

,

回次进尺由原来的

一 米提高 米左右
,

解决 了该 区矿心 难



大阳岔矿区三种钻进方法的效一 裹

方 法

年

双动双管

合金钻进

年

单动双管

金刚石钻上

年

单动双管合金

冲击回转钻进

卜

。

,

﹄为万口︸勺工﹄,勺一卜乙总进尺 米

台数月 个

台月效率 米

纯钻时 《小时

时效 米 时

回次长 米

孔内事故效 〔

采取效

每百米弯曲度

完工孔数 〔个

优质孔数 个

材料成本 元 米

单位成本 元 米

。

。

。

。

。

八

年还使用了天然金刚石表镶钻头冲击回转钻进和

人造孕镶金刚石钻头回转钻进试验
,

均因钻进量不多

而未列出
。

石家摘子 矿两种钻进方 法的效 衰

钻钻 进进 孔 号号 回 次次 时 效效 采取率 质

方方 法法法 进 尺尺 米 评 定定
‘‘‘‘米 岩 心心 矿 心心心

合合
。

及格格

金金金 及格格
回回回 及格格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合合
、

,, 优秀秀

金金金 及格格
回回回 《

。

未验收收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冲冲 ,,
。 。

优秀秀

击击击
。

优秀秀

回回回 优秀秀

转转转
。

召 优秀秀

优秀秀
。

优秀秀

注 匡 珍分别是
、 、

年施

采的问题
,

为评价该矿床取得了可靠的地质资料

两种钻进方法的钻进效果列于表
。

综合分析与探讨

一 型与 一 型冲击器的对比

一 型冲击器比 一 型 冲击器结

构简单
,

调试容易
,

易于掌握
。

在同样的条件下

由于它的冲击频率和冲击功高于 一 型
,

所

以钻进效率高
。

分析两种冲击器所钻钻孔资料可

看出
,

一 型的 时效平均提高
,

一 米孔段提高 石
。

一 型 冲击器进

尺 米
,

岩心采取率
“、 ,

时效 米

一 型冲击器进尺 米 岩心采取率
,

时效 来 两者在正常钻进时泵压接近
,

一般稳定在 一 个大气压
,

米以上可达

个大气压
,

启动泵压 一 型为 升 分
,

而

一 型冲击器必须在 升 分方可启动
。

冲击器口径与钻孔口径的配 合问题

由于液动冲击器比一般纯回转取心钻具工作

时所需的泵量大
、

泵压高
,

所以其液能损失也随

之加大
。

因此
,

采用小径冲击器打大口 径钻孔
,

可增大月训犬司隙
,

减少泵压损失
。

年在复兴

屯矿区使用 型和 一 型冲击器打 毫

米口径钻孔 泵压高达 个大气压
,

一 型

则高达 个大气压
,

不 能 停钻倒杆
,

以致把水泵

曲轴顶断
,

缸头顶裂
。

而用 一 型冲击器钻

进 毫米和 毫米口硕到狗钻孔
,

泵压只有 一

个大气压
。

打 毫米以上口 径的钻孔
,

还是用

强度较高的 一 型冲击器为好
。

我们认为
,

只要控制女对 斜和弹郑虽度
,

将冲击器用于比其

大一级或两级 口栩狗钻孔较为合适
。

这种级配可

减少液能损失和由于泵压减小而降低对钻具各部

连接的密封要求
,

同时也便于使用高粘度
、

低固

相的泥浆
。

液动冲击回转钻进对冲洗液的要求

液动冲击回转钻进所用的冲洗液最好是清

水
。

太阳岔矿区所有钻孔都漏失
,

用清水能充分

分挥发冲击器的作用
,

并延长其使用寿命
。

石家铺



子金矿区地层严重坍塌漏失
,

为降低钻探成本
,

曾试用普通的高粘度泥浆 比重
,

粘度 秒

以上
,

但不适于冲击器
。

若改用普通的 低

固相泥浆
,

钻孔又严 重漏失
,

岩矿心被大量溶蚀
。

经试验
,

确定用 一 一 卜分散低

固相泥浆
。

实践证明
,

它不仅能保护岩 矿心
,

而

且很适合于冲击回转钻进
。

全年进尺 米
,

时

效比合金回转钻进提高 以上
。

这种泥浆的配

方是 水 粘土粉 碱 粉
。

按此比例配料搅拌
。

再加入

〕
,

并搅拌均匀
。

所得泥浆比重为一
,

失水量 毫升 分 个大气压
,

漏 斗粘度

秒
。

它虽然粘度高
,

但流动性好
,

正常钻进

时泵压为 一 个大气 压 泵量为 升 分
,

固

相含量低
,

因而减少 了对冲击器部件的磨损
。

切削具刃 角方向与对孔斜的影响

内阳岔矿区的地层极易造斜
。

根据冲击回转

可以减少孔余柏勺经验
,

我们进行了合金冲击回转

钻进
。

结果
,

第 一个孔仍出现严重孔斜
,

后改用

小冲击功 泵量 升 分
、

轻压 〔 一 公斤

钻进
,

钻孔打到 米时
,

钻孔弯曲达
。

研究

发现 由于合金的 刃角为
、

斜角
,

钻进时斜向

冲击破碎岩石
,

这对控制易斜地层的孔斜不利
。

于是决定进行反镶切削刃的钻进试验
,

结果钻孔

打到 滓汾寸
。

钻孔顶角仍为
,

继续延 深到

米时
,

顶角增至 效果明显
,

而且这种镶嵌

方式使合金减少崩刃
。

这一发现
,

不仅为本矿区找

到一条防斜的新途径
,

而且对其他易斜矿区的防

斜与钻孔弯曲的理论研究工作有启发
。

据此
,

我们

采用正镶与反镶两种钻头不控制钻头进规程进行

混合钻进
,

后由于现场用于回转的合金缺乏
,

便用

大八角柱状合金钻头钻进
。

由于磨后的底刃 形状

多种多样 一字形
、

反向的
、

斜角形
、

三角形等
,

结

果所施工的 个钻孔平均每百米弯曲度仅
‘ ,

再次证明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

为了 探讨孔斜与

刃角的关系
,

下面结合本矿区的地层作一些初浅

的论述
。

本矿区的地层倾向东南
,

倾角 一
。 。

年使用合金回转钻进时
,

它的弯曲规律是顶层进
。

当弯曲顶角达
、

以后
,

弯曲就明显减少 超

过
’

后
,

钻孔基本不再弯曲
,

这时钻孔轴线与

岩层的倾面近于垂直
。

钻孔的弯曲方位都大致垂

直于岩层走向
’

一
。

年施工钻孔实际

资料见表
。

年旅工钻孔的有 曲价况

孔孔深 米

顶 角角
晶晶从从 ’ 竺竺

方方方位角角角角角

顶 角角 咚咚 几几 竺竺 柔柔柔方方方位角角角

顶 角角 心心 竺竺 竺竺竺
方方方位角角角 ,

顶 角角 。。

执执 几几 竺竺
方方方位角角角角角 了了 吕吕

顶 角角 。。

摄摄 柔柔柔柔方方方位角角角角

注 所有钻孔均为直孔
。

根据冲击回转钻进破碎岩石的原理
,

它是由

冲击和回转两种机械碎岩方法联合作用
,

在切削

具上同时作用着两个方向的力
,

即回转方向的回

转力 和轴心方向的静压力
。

及冲击力 , ,

两

者相辅相成 使切削具除冲击碎岩外
,

还具有切

削碎岩的作用
,

即回转剪切两次冲击间造成的已

经产生裂纹但没有崩离的脊部
,

从而获得有效的

进凡 图 中示出了合金回转钻进
、

冲击钻

进 及冲击回转钻进 。 三种碎岩过程的特性
。 ‘

勺口
《 方 》

「

一
尸

、、门

图 三种钻进 方法碎 岩过程示 愈图



从图 可以看出 切削具的 刃角与中心

是对称的 一字形
,

因此
,

在载荷的作用下 产

生的碎岩洞穴和裂纹也是对称的
,

而图 和

图
,

由于切削具有一个斜角 显然它产生的

碎岩洞穴和裂文是不对称的
,

刃角的前方大于刃

角的后方
。

切削刃在回转力矩 作用下
,

剪

切碎岩就朝斜角的前方逐渐变深
、

像犁一样剪切

岩石
。

而且 剪切的深度要比单纯的回转钻进深得

多 这也是它钻进效率高的重要原因
。

另外
,

从

资料介绍
,

用压模压碎岩石时 在压模与岩层层

面交角小的方向
,

有较大的碎岩洞穴 见图
,

少少少

图 大阳 岔矿区钻孔匆 曲 规律

,只人夺户声

图 刃 角对 冲穴的影响
。

因此
,

将使 钻孔表现向最小阻力方向弯曲

的规律
,

即
‘ ’

顶层进 图
。

这一点完全符合

大阳岔矿区的弯曲情况
。

切削具刃角与大阳岔岩

层在睁载 回转 和静动载 冲击回转 联合作

用
一

「碎岩状态见图
、 、

图 正向 刃角 回转切岩状态

图 正向 刃角冲击回转碎岩状态
‘‘,人,

侧

匕匕匕
于于尧叱石石,乙今矛冬屯屯

、、、、、、、、、产一 一 一一一一 一 、

图 压棋对不同 产状岩石的破碎 规律

如果将合金斜角的方向反向 反镶切削刃
,

则碎岩与剪切的请况与上述状态不同 图
。

当

然这并不等于钻孔就一定向相反的方向 ‘顺层

偏斜
,

因为如图 所示
,

钻孔有一主导力将

图 反向 刃角冲击回转碎岩状态

向顶层进方向偏斜
,

负角面又正好与岩层面垂直
,

阻力较大
,

尽管有斜向力 相平衡
,

其碎岩

洞穴裂纹在斜面下部要宽 洞穴中心可接近切削

具的中心
。

另外
,

回转力矩 上的离心力并



未改变
,

所以改变切削刃的方法
,

只能减少钻孔

弯曲
,

特别是在易斜地层中使用冲击回转钻进时
,

将切削刃改为一字形或者采用反向削切刃
,

是减

少钻孔弯曲的一种有效办法
。

至于它的剪切碎岩

作用
,

由于前面有一个负前角
,

同样可以剪切岩

石
,

只不过不像犁一样碎岩罢了
。

对 一 型冲击器阀及阀座的改进

在生产使用中
,

冲击器阀极易折断
,

阀的端

部和台肩
,

以及阀座与阀接触的部位很容易打卷

和崩撼 这个部件力口工复杂
,

价格昂贵
,

一个阀

仅能使用 一 小时
,

严重影响生产
。

为此
,

进

行了如下改进 图 加大阀台阶的直径
,

以增大限位接触面的面积 在限制座的上端

面镶入一硬缘胶垫圈
,

利用其弹牲抵消部分冲击

能量
,

使
“

硬碰硬的
”

矛盾得以缓冲 减少

阀的通水直径 增大壁厚以减少阀的折断
。

改进

后的阀
,

使用寿命大大延长
,

现在一个阀和阀座

可以使用几百小时
。

阀 阀簧 原与 月 平 胶垫 阀座

一一一一
、、峋

一一一一

图 改进后的 阀 与 阀座结构 图

一刃

一下 了 石 ,了 ,了 犷 二 , ,下
’

召 。 以犷 ,, 心

材 召 召‘ 一丫 ‘

咫 浑 出 艺 详 一 一 〔 子℃ 巧 一〔

一万 一 一 四脾 一

一 比 一
一

一 了 一

一七一 一 一 云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浑 吸

绳索式方便提引器

自从有了
“‘

关门山提引器
”

以来
,

起下钻就不用

攀登钻塔摘
、

挂提引环了
。

但是挂
“

立轴管
”

仍要上

塔
,

进行高空作业
。

我队利选银同志
,

在机长和技术员的帮助下
,

试

验成功了绳索式方便提引器
,

钻工可不上高空操作
,

而且结构简单
,

容易加工
,

深受现场欢迎
。

该提引器是在原
“

关门山提引器 的基础上增添

了一个滚轮支架
,

并在水接头的提梁 联接一个麟菇

头
,

在蘑菇头内固定一根必
、

长约 一 的

钢丝绳
,

钢丝绳的另一端悬到地面
,

钻工能拉到它即

可
。

挂立轴管时
,

先将提引 器 降到离地面 左

右
,

将悬在地面这端的钢丝绳从滚轮支架中穿过并拉

回到地面
。

在升上提引器的同时
,

用人拉紧钢丝绳的

下端
,

待提引器渐渐上升靠近麟菇头时
,

稍微用力拉

紧一 下钢丝绳
,

就很顺利地达到挂立轴管的目的
。

起

下孔内钻具时
,

应将钢丝绳从滚轮支架中抽出
,

悬挂

在场房旁边 不防碍操作的地方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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