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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孝感

为了拓宽地质市场
,

扩大第二产业
,

我

队于 年底承接了湖北潜江市和江苏淮阳

市两大盐井工程
。

钻孔均为 左右的深

孔
,

孔径较大 潜江盐井开孔
,

终 口

淮 阳 盐 井 开 孔
,

终 孔
,

且孔斜要求严格
,

终孔顶角不大

于
“ 。

而两大盐井工程均为第三
、

四 系沉积

地层
,

且软硬互层
,

易引起钻孔弯 曲
。

据我

们 了解 目前还没有较理想的大 口径 系列纠斜

钻具
。

在潜江盐井施工中
,

我们 自行设计了

重锤冲击式纠斜器
,

并用于盐井纠斜
,

取得

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

结构及工作原理

结构及特点

该钻具主要 由冲锤和重锤两部分组 成
。

冲锤部分由上接头
、

冲击套筒等组成
,

通过

上接头与钻杆柱相连
。

在冲击套筒底部焊有

限位悬挂板
,

它起限位和悬挂重锤的作 用
,

限位悬挂板中心孔上端是一球面凹槽 与活

接头球面相匹配
,

中心孔下部有
“

的长倒

角
,

以便加重杆可以在
。

范围内摆动
。

重

锤部分主要 由活接头
、

加重杆
、

岩心管
、

管

靴等组成
,

通过活接头和限位悬挂板与冲锤

部分联为一体 图
、 。

工作原理

该钻具主要利用重锤原理
,

由于限位悬

挂板的限位作用
,

当钻具在孔内处于 自由悬

挂状态时
,

它将活接头部分限定在钻孔轴线

位置
。

另外
,

在设计钻具时
,

冲击套筒外径

大于岩心管和管靴外径
,

这样
,

钻具下到斜

孔内
,

重锤在 自重作用下偏离钻孔轴线
,

呈

白然下垂状态 当钻孔顶角大时
,

紧靠钻孔

刁刁刁

⋯⋯

口口
工工工

图 悬挂状态

下帮
。

再通过冲击钻进
,

实现钻孔顶 角 下

垂
。

具体操作

首先将纠斜钻具下至井底
,

再将纠斜钻

具提离孔底 一
,

静止 一 后
,

缓

慢下降钻具至孔底
,

借助钻杆柱 自重将钻具

压入一小部分
,

即孔 底岩层内
,

然后平稳均

匀地 下提动钻杆柱
,

通过升降机手把控制

下放钻杆柱
,

实现冲击钻进
。

操作时应注意几点

下钻前
,

要在加重杆以及活接头

圆弧表面涂抹滑润油
,

保证加重杆上下活动

灵活
,

重锤摆动灵敏
。

上下 串动钻杆柱时
,

一定要均匀
,

切忌猛提猛放

钻杆柱 串动行程控制 在 以



接头外径
飞 了, 一一冲击套筒长度 。

澎一一冲击套筒顶部盖板的厚度
。

,

钻具纠斜角度 夕

主要 由钻其的结构和钻孔 口 径 大 小 决

定
。

实际应用时
,

可根据纠斜要求进行设 计
、

调整
,

下列近似公式可估算 出纠斜角度

八口
一 ’

。十 一 了。带
一

舀

式中 刀一

一钻孔 日 径 什、 刀 “

一管 靴

外径 了, 一一加熏杆长度
。

一兴心

管
一

长度 二 》
。

上述公式只有在钻孔顶免多 魄
一 月 ‘

了 了

图 癸 工作状态

内
,

严禁超过冲击套管有效长度

冲击频率在 一 次 。 之间

炼一回次冲击钻进深不得超过岩

心有效容纳长度
。

钻进一回次后
,

起钻换用与该纠斜钻具

岩心管同径的短钻具
,

延伸钻 进 一
,

再换与原孔径同级的带超前导正短钻具扩孔

至导向孔底 ,

扫掉 “ 狗腿
” ,

即可恢复 正 常

钻进
。

如纠斜强度不够
,

可多次纠斜 每次

纠斜必须间隔 一
。

特别注 意 的 是

该 纠斜钻具钻出的是一个小于原孔径的导向

孔
,

须通过扩孔才能实现纠斜 目的
。

允许最大偏斜角

及 纠斜角度

钻具允许最大偏斜角 廊

根据钻具的结构
,

当钻具处于压缩状态

时
,

最大偏斜角可依据下列近似公式确定
,

一
,

二 以 ‘ 军夏万于一一 飞又一

乙气不 一 少

式中 瑟、

—
一

冲击套筒内径 。 叽一一活

憋 才
一

实用 “原钻孔顶角和
·‘

二程飞

时
,

钻具重锤部分处于悬挂状态
,

而不靠孔

壁
,

纠斜角度就等于原钻孔顶角
,

即一次可

达到纠垂
。

设计钻具时
,

应充分考虑 △ 与

之间关系
,

若 △夕
,

钻具下井后
,

很 可能

将加重杆墩弯或墩坏整个钻具
,

造成 纠斜失

败
。

在设计 中
,

还 可根据钻孔弯曲超差情况

及 纠斜角度
,

适 当选择钻具结构
,

通过改变

钻具 中的
、

和刀
‘ ,

来调整造斜强度
。

钻具适用条件

由于该钻具是纯冲击纠斜钻进
,

而 巨是

采 用管靴作钻头
,

因此
,

只适用干泥岩
、

粘

土岩
、

砂岩等比较松软地层
,

不适 用硬岩
,

并且 只能用干大 口 径顶角 漂纠垂钻孔
,

纠

斜深度一般不超过
。

使用情况及效果

我队在潜江市盐井施工 孔时
,

因

她层及钻进工艺等因素
,

致使钻孔弯曲超差
,

时倾角
。 ,

钻进至 。时则为
。 。

根据要求
,

在使用狼牙棒和扩孔纠斜无效的

情况下
,

我们采用重锤冲击式纠斜器迸行 纠

斜
。

‘

了转 篆 页



真空下气相分子的平均 自由程增大
,

蒸

发粒子 与气体分 子的碰撞次数减少
,

能量损

失减小
,

有助于提高镀层与基体的结合力和

成膜质量
。

真空中
,

除活性反应离子镀外
,

均无化

合物生成
。

若使镀层与金刚石发生反应
,

在

可能的前提下
,

仍须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化学

反应
。

真空镀法的缺点是设备较复杂
,

因而

投资大
。

非真空 下 的 固 相接触 与化学反应

有关这方面的报道甚少
,

这里仅根据笔者

的 工作 结果粗略讨论如下

将经过活化处理的金属粘结剂粉末
,

与

适量金刚石进行热压烧结
。

烧 结过程中金刚

石表面会有前述 。二

和 等

碳 化物生成
,

也有 室
、 。 儿 等中间

化合物 金属间化合物 生成
。

这说明
,

非

真空下的 固相接触
,

在烧结常规工具的温压
·

条件下
,

即可满足碳化物和金属间化合物生

成的热力学条件
,

无须有意设定化学反应的

温度
、

压 力和时间
。

用低温沉积法将强碳化物形成元素包覆

于金刚石表面
,

然后在工具要求的温压条件

下烧结
,

每粒金刚石表面均形成连续的碳化

物薄膜
。

试验 中已出现的 碳 化 物 有
、

、 。 和
。

等
。

说 明 形 戍

碳化物的温度范 围很宽广
,

对压 力几乎没有

要求
。

由此可以确定
,

非真空下金刚石
一

与某

些金属形成碳化物的热力学条件并不苛刻
,

而与 具制作工艺 相吻合
。

本研究始于 年
。

年开始在地质

钻头中试用
,

后于 年应用到石材
、

建材

切割锯片
。

迄今仅科研收入已达 万元
,

车间利润 万元
,

工厂利 润 近 万元
,

其中外销收入近 万元
。

销售产 值 逐 年 上

升
,

国内外用户订货踊跃
。

文中 “ 润湿性的测定 ” 一节
,

系由北京

科技大学金属材料系冶金专业硕士生宋 月清

同志攻读学位时完成 郑凤祥工程师参加了

年前的工作
,

在此谨致谢忱
。

, ,

叭
一 ,

,

以 ‘

上接封四

纠斜位置在 孔底 粘土层 钻孔直

径为
,

纠斜钻具采用卯 岩心管
,

长度为
,

加重杆采用功 圆钢
,

长度
,

冲击套筒采用功 地质管外焊
‘

钢筋制成
,

长度
。

根据上述公式 计 算得

纠斜角度
“ ’

采 用该钻具 纠斜
,

扩孔到
,

用

保定产 一 型小 口径罗盘测斜仪测得钻孔

顶角为
“ ,

纠回顶角
“ ,

与计算甚本相符
。

特点与不足

, 特点

在软地层中纠斜效果明显
,

纠斜

弓虽度大

通过调整钻具结构
,

可改变钻具

造斜强度的大小

加工简单
,

造价低

易于掌握
,

操作简便
。

不足

只能 纠顶角
,

不能纠方位
,

且只

能 纠顶角上漂的钻孔

能冲击
,

但无法实现回转钻进
,

钻进效果低 夕

不适用硬岩地层 纠斜
。

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