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0年代世界钻探技术的发展特点

`

一
~ 耿 瑞

长期以来
,

钻探被视为地质矿产勘探
、

工程地质勘察
、

石油天然气和地下水资源勘

探与开发的主要技术手段
。

进人八十年代以

来
,

钻探技术应用领域 日益广泛
,

队伍不断

扩大
。

形成了包括科研
、

设计
、

制造
、

开发

和承包在内的钻探工业体系
。

许多国家都有

钻探行业组织
,

广泛开展技术合作和学术交

流
,

促进钻探工业的技术进步
,

将钻探技术

推向高级的发展阶段
。

概括有如下特点
:

一
、

新的需求促使其应用领 域 不断 扩

展
。

.
地质矿产勘探钻孔从浅部几十米

、

几

百米以内发展到千米以至三千到四千五百米

的深度
。

*
地质矿产勘探和某些工程勘察使钻探

施工从陆地发展到江河湖海
。

*
除地质矿产和工程地质勘察而外的钻

探应用领域发展很快
,

特别是用于工程基础

处理的注浆孔和钻孔桩
、

铆桩
、

连续墙
、

爆

破孔
、

监测孔和军事目的试验钻孔等
。

*
钻孔直径从常规口径发展到大和特大

直径
。

.
钻孔倾角从垂直孔

、

小倾斜孔发展到

深度超过千米的水平孔及大倾斜孔
。

钻孔方

向从不可控向可控发展
。

*
水井从常规井径发展到大型集水井

、

多井底定向井
、

回灌井
、

改良土壤的排灌井

获广泛应用 `

, 地热勘探与开发应用日益广泛 ; 矿泉

钻探引起关注
。

*

考古事业用钻探手段已在发展
。

*
随着城市地质

、

环境地质
、

环境艺术

工作的兴起
,

钻探技术应用 出现 了新 的需

伦

一
一

J

求
。

*
超深钻井在苏联已取得巨大 科 学 价

值
, 1 9 8 5年的深度已达到 1 2 5 0 0米

。

二
、

钻探工艺方法不断创新与发展
。

.
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岩心钻探旨在不提

钻取心 (取样 ) 的钻探工艺方法
,

包括绳素

取心和水力或空气反循环取心
,

绳索取心与

冲击器相结合
、

绳索取心和螺杆钻相结合
、

绳索取心孔底换钻头新技术
。

目前
,

绳素取

心孔径已有完 整 系 列
,
A QW L

、

B QW L
、

N QW L
、

H QW工
、

卫QW L 和 CH D
一

76
、

CH D 一 1 0 1
、

CH D一 1 34 , 绳索取 心除 矿产

岩心钻探外
,

还用于水平孔
、

工 程 地 质 钻

孔
、

水文地质钻孔等 ; 绳索取心已发展用于

超深孔3 0 0 0~ 4 5 0 0米的钻孔取心 , 水力与空

气反循环已用于三百米以内第四系冲积层和

砂矿钻探以及中硬岩层的 煤田
、

铁矿 等 钻

探
。

*
发展了能大幅度提高硬岩钻进效率的

动载碎岩工艺方法
,

如冲击
、

冲击迥转和震

动钻进
。

产生动载的动力源有落体锤或钻头
、

机械式冲击器或震动器
、

高压液流和压缩空

气
。

地表震动器和冲击锤 (T O p H A M M E R )
、

冲击钻头用于较浅第四系和风化岩层钻进
,

风动潜孔锤用于基岩和第四系跟管钻进
,

在

瑞典深度达 55 0米
,

如遇水不多可达 1 5 0 0米
。

液动冲击器可用于千米以内硬岩
、

坚硬岩层

钻进
。

苏联的一种与绳索取心结合的机械式

震动器 (牙嵌式 ) 可防止岩心堵塞并提高了

钻进速度
。

*
发展了孔底动力钻具

。

涡轮钻
、

电钻

和螺杆钻已由油井钻探移植到地质钻探
。

在

定向钻进中打可控定向孔和随钻测量系统已

结合采用
。



*
一项很值得注视的利于在复杂覆盖层

和渗漏不稳定岩层钻进和水平孔钻进的双迥

转器钻进 ( D O U B L E H E A] ) D IR L IL N G )

方法
,

又称跟管钻进方法 ( s im
一 “ as s

sy et m )

和屏 蔽 钻 进 方法 (S H I E月 ) D R I L LI N G

S Y s ET M )已开始应用
。

其实质是处 于下部

的迥转器驱动高强度套管钻进
,

处于上部的

迥转器驱动钻杆及钻进系统在套管内同步钻

进
。
内管钻进系统可用取心钻头

、

牙轮钻头
、

潜孔锤
、

扩底钻头 ( O D E X )
、

绳索 取 心
、

反循环取心
、

螺旋钻
、

螺杆钻等
。

这些方法

在隧道施工
、

水文水井钻探和建筑物下面敷

设管线等场合得到广泛应用
。
1 9 8 6年国际矿

山设备展览会上瑞典
、

西德
、

日本等厂商展

示了此项技术
。

*
反循环钻进向多种方式和多种用途发

展
。

高效率的钻进是由高速破碎岩层并将岩

屑迅速排离孔底和送至地表来决定的
。

反循

环介质包括液体
、

气体
、

雾化
、

抱沫和充气

泥浆
,

通过泵吸
、

泵压
、

喷射和气举等方式

来实现的
,

视不同工况要求选用
。

其优点就

在于高速度将岩屑 (岩样 ) 排至地表
,

减少

二次破碎
、

延长钻头寿命
,

大幅度提高综合

效益
。

钻孔直径愈大
,

产生岩屑愈多
,

循环

介质输人和排出通道截面与流速差愈大
,

唯

有反循环才能使岩屑由钻杆中心快速排至地

表
。

现代大 口径水井与工程孔除了某些条件

下利用无循环介质
、

用螺旋 钻
、

冲 抓 钻 或

挖斗施工外
,

广泛发展反 循 环 钻 进
,

在美

国用气举反循环钻进
,

其深度 已 达 6 0 0 0 英

尺
。

一

三
、

钻探用碎岩磨料和钻头不断变革和

多样化
。

最突出的是出现了高强度
、

高耐磨
、

热稳定性好的单晶人造金刚石和聚晶体
、

复

合体
。

孕银钻头几乎全部用人造金刚石
,

其

钻头寿命平均为表银钻头的三倍
。

表银钻头

正大力发展粗粒人造金刚石
、

聚晶体和复合

体
,

并已取得很好的效果
。

其它用途和型式

的钻头也有显著进步
。

。
美国 G

.

E
.

公司
“
M B S

”

系列和西欧

D E B E E R S
“
SO A ”

系列和苏联 超硬 材料

研究所研制的以及我国生产的若干人造金刚

石品种
,

均能适应孕银钻头的质量要求
。

热

稳定性从六十年代的 85 0℃逐步 提高到现在

的 1 2 0 0℃左右
。

* 出现了热稳性好的用微粒金刚石 (几

微米到 1 00 微米以内 ) 制成的
“
卫CD

”

聚晶

体
,

呈三角形
、

立方形或园饼形
。

代表性的

如D E B E E R S生产的
“
S卯 d盯 3

” 、

G
.

E
.

生产的
“
G e

ose
t ”

、

住友电气生产的
“
S
um

-

i id a-- D川
。 ” ,

都已在表镶钻头钻进中硬至硬

岩层取得了效果
。 “ S yn d睬 3 ”

立方聚晶在

花岗岩用 B QW L钻头钻速达 3 7
.

6 厘米 /分
,

钻头寿命为 1 07 米 , 用
“

勿
n d ax 3

”

三角形

聚晶在煤田钻 N QW L 钻头平 均钻头寿命达

5 5 0米左右
。

*
所谓复合片或 复合体 ( S tr at aP 眼

、

oC m p os iet ) 实质是
“
卫田

”
薄层与

“

W C”

薄片的复合
。

八十年代从油井移植到固体矿

产地质钻探和爆破孔
。

首先在煤田中硬以软

岩层见效
。

瑞典克瑞留斯和美国澳大利亚长

年公司 19 8 6年在世界矿山设备展览会上均推

出此种转速要求不很高的切削型绳索取心和

底喷式钻头
。

*
为适应各种钻探应用需要

,

钻头品种

多样化表现在除保持并提高传 统 的 硬质 合
`

金
、

金刚石
、

刮刀
、

牙轮
、

镶齿牙轮
、

滚刀
、

螺旋
、

冲击钻进等所用钻头外
,

八十年代重

视开发了适应性强的广谱金刚石孕镶钻头
、

梳齿状钻头
、

小接触面 (减小所需钻压 ) 钻

头
、

冲击回转钻头
、

冲击反循环钻头
、

潜孔

锤钻头
、

空气饱沫钻进和反循环钻进钻头
、

定向钻进钻头
、

各型单双管三层管取心钻头
、

孔底更换式钻头
、

大 口径水文水井和工程钻

孔钻头
、

组合式刮刀钻头
、

组装式牙轮
、

滚

刀
、

滚盘式钻头
、

扩底式和
“
O D E X

”

钻头
、

以及与钻头相关的扩孔器
、

稳定 器 和 配 重

等
。



*
超过5 0厘米以至 1

.

0 米
、
1

.

5 米
、

2
.

0

米至 6
.

0 米以上的大直径
、

超大直径钻头设

计理论与实践日趋完善
。

对付各种岩层的刀

具组合 日趋标准化
。

英国 C
.

卫
.

P七Ot t 提出

的大直径回转钻头设计六
“
S

”

要素 <S u ct 主。
t ub e一吸引管

、

S五r ou ds 一护罩
、

S kl r t s一

镶边
、

S u n k en
s a d d k s

一鞍形支架
、

S h
a P e一

形状
、

S y 功m e tr y一对称性) 对设计反循环

钻头颇有借鉴
。

四
、

钻探装备的革新与进步
。

钻探磨料
、

工艺方法和装备之间是相互促进的
。

钻探方

法的多工艺
,

必然要以钻探装备的多功能为

条件来实现
。

*
常规岩心钻机 为适应金刚石快 速钻

进
、

绳索取心
、

液动冲击回转
、

无岩心钻进

等工艺的需要
,

对立轴式钻机作了较大的改

进
,

如立轴大通孔
、

转速多档次
、

增长立轴

行程
、

自动定心卡盘
、

机械拧管
、

提高参数

仪表精度
、

用多种动力和装载型式以适应不

同工况等
。

* 七十年代开发的滑道式全液压动力头

钻机
,

八十年代蓬勃发展
。

由于一次行程可

达三米
,

能发挥绳索取心优势
,

减少频繁倒

杆堵塞岩心现象
,

其综合经济效益在美
、

苏

实用证明可提高 25 ~ 5 0%
。

以电为动力的全

液压动力头钻机可实现高度机械化
、

自动化
,

如加拿大 J K S B 一 30 H 动力头钻机
,

已实现

单人按钮操作
。

比利时 D B H 1 5 0 。深尺全液

压钻机配有微处理机控制钻进参数
,

被称为

开创了钻探时代新纪元
。

*
地质岩心钻机

、

水文水井钻机
、

工程

地质与基础工程施工钻 机重视向 多功 能发

展
。

回转冲击
、

潜孔锤
、

螺旋钻
、

牙轮钻
、

正
、

反循环
、

空气泡沫洗井等
,

已是设计制

造钻机最常采用的功能
。

*
适应第四系复杂复盖层

、

卵砾石层
、

不稳定地层的双迥转器
、

双管钻柱
、

跟管钻

进系统
,

各种反循环钻探设备正盛行于世
。

* 钻深 1 5 0。米以内浅尺地质岩心钻机
、

钻深 1 5 0。米以内浅尺水文水井钻机
、

钻深 10 。

米以内浅尺地质勘察用钻机和取样钻机
,

很

多国家都有完整系列
。

八十年代美
、

苏
、

日
、

加
、

澳均已有钻深三千米钻机
,

西德
、

苏联
、

美国分别有一万四千米
、

一万五千米
、

一万

七千米超深钻机
。

* 用于大斜度与水平孔的钻机能力目前

已达 1 5 0 0米
。

用于新领域的沙漠地区钻机
,

海底取样钻机
、

砂矿钻机
,

边远地区飞机吊

装式钻机
,

大 口径基桩钻机和连续墙钻机都

已形成商品
。

*
高压水射流钻孔

、

热力破碎法钻孔设

备已在石矿开采中获上业性应用
。

*
世界已出现二十余种

“
MW D

”

系统
,

并出现了
“ 口) C”

辅助钻进系统
,

微机控制

自动操作的钻机亦已问世
,

预示着钻探装备

未来向高技术发展
。

*
钻探配套用泵已不完全用活塞泵

。

根

据钻孔特点与所用工艺方法有离心泵
、

隔膜

泵
、

螺杆泵
、

反循环抽吸泵等
。

液压马达直

接驱动的
“
CA T ”

轻型泵已成系列
。

.
钻探用管材发展很快

。

要适应各种工

艺钻探与取样
、

护勺L的需要
。

为多数国家接

受的美国
“
D C] 〕M A ”

标准不断充实完善
。

新型双壁钻杆
、

伸缩式钻杆 (浅的工程钻用 )
、

快速连接钻杆
、

轻型钢质薄壁钻杆
、

轻合金

钻杆
、

1分8 6 年获美国专利的日本
“
S SD R ”

钻杆
、

瑞典克瑞留斯
“
S E

”

螺纹高 扭 矩 钻

杆
、

红
J

T K ”
薄壁双管

、

长筒取心 (6 米 ) 绳

索取心钻具
、

塑料内衬管
、

塑料井池管 ”
.

…

都在大力发展
。

除了在不同应用领域中钻探

取样强调尽可能采取原状岩心外
,

实践已证

明岩屑
、

岩粉 (加测井 ) 亦能反映地层情况
,

这是八十年代正在倡导的一项取心取样的变

革
,

伴随而来的是钻杆的改变
,

从而开发了

各种双壁钻杆
,

包括内管是塑料的
,

外管是

轻合金的双壁钻杆等
。

五
、

钻探循环介质的演进
。

钻探循环介

质泛指清水
、

低固相
、

无粘土相
、

空气
、

饱



山东玲珑金矿田采矿权属

纠纷处理情况介绍

玲珑金矿田位于招远县境内
,

面积约 40

乎方公里
,

保有黄金储量数拾吨
。

矿田内现有机械化生产矿山七个
,

其中
:

国营矿山一个
,

县办集体矿山两个
,

乡镇办

集体矿山四个
。

另外还有一百多个村办集体

采金单位
。

采金人数 1 9 8 5年底为8 5。。余人
,

其中
:

国家招远金矿 2 2 3 6人
,

地方金矿 6 2 6 4

人
。

是我国的重要产金基地
。

近年来
,

玲珑金矿田各矿山企业发展较

快
。

但由于历史和管理上的原因
,

矿田内开

采缺乏统一规划
、

合理布局
,

各矿山之间的

矿界没有明确划定
,

再加上没有矿产资源法

规做依据
,

致使采矿权属纠纷长期未能解决

并日益激化
。
1 9 8 3年

,

国营矿山和地方矿山

为争抢资源
,

互相以爆破手段
,

炸毁对方生

产巷道
,

炸断了钢轨
、

风管
、

水管
,

震倒
、

震伤了作业工人
,

一度造成停产
。

对此中央

领导做过批示
,

省委
、

省政府和有关部门曾

多次组织工作组进行过处理
。

但 由于矿界未

划定
,

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

纠纷事件仍时有

发生
,

并且争议点越增越多
,

井下多处新开

巷道
、

打透矿房
,

重复交错工程越来越多
。

由于各方集中争采富集矿段
,

致使采空区迅

速扩大
,

不仅造成重大不完全隐患
,

也使矿

山领导和群众的生产情绪受到很大影响
,

关

系 日益紧张
。

1 9 8 6年起矛盾又趋于激化
。

沫等
,

在钻进过程中起到冲洗岩粉
、

冷却
、

润滑钻头
、

平衡地层压 力和 保护 孔壁 等作

用
。

喷射钻井所利用的高压水射流
,

是提高

效率和保证质量的重要 因素
,

因而深受注视

并不断研究演进
。

*
低固相泥浆的应 用

,

除用优质瑰土
、

改性城土作泥浆材料外
,

开发了若干高分子

聚合物添加剂
,

根本改善了泥浆性能
。

*
适应不同钻进工艺与地层条件

,

开发

了一百余种钻进液添加剂
。

包括聚丙稀酸盐
’

类
、

腐植酸类和丹宁类
、

纤维素类
,

用作泥

浆的加重
、

增粘
、

絮凝
、

稀释
、

降失水
、

防

塌
、

润滑
、

堵漏等
。

*
开发了深井

、

超深井
、

地热井的高温

泥浆
;
开发了盐类矿床钻探用特种饱和溶液

泥浆 ; 发展了空气
、

泡沫
、

雾化
、

充气泥浆

循环介质
。

幸发展了泥浆固相控制
、

净化与回收技

术
,

在某些工程钻施工时采用了合乎环境保

护的闭路循环系统
。

泥浆钻进液理论研究在

指导钻探实践中起了显著作用
,

如泥浆流变

学研究
、

平衡压力钻井理论研究
、

地层稳定

性研究
、

漏失层测试与分类的研究等
。

* 泥浆仪器更新换代
。

淘汰了五
、

六十

年代的旧式仪器
,

按A J
》
1标准形成一套全新

泥浆测试 (含水泥测试 ) 仪器
,

诸如旋转枯

度计
、

气压失水仪
、

润滑性测定仪
、

粘度系

数测定仪
、

电泳仪
、

高温高压失水仪
、

高速

搅拌仪
、

P H 监测仪
,

以及现场泥 浆自动监

测记录控制系统等
。

以上发展特点说明
,

八十年代钻探工业

随着整个工业新技术革命的潮流
,

不断向高

级钻探技术迈进
。

为了适应未来飞速发展科

学技术的形势
,

仍然需要进一步完誉提高其

工艺
、

方法和装备
,

要突破若干 尚未突破的

领域与难题
。

要加强研究
、

设计和管理
。

在

走向高级钻探技术领域的阶梯上努力创造与

开拓
。

(地质犷产部勘探技术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