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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钻绳索取心钻具的研制与应用

黄 振 国

核 工业 部华东地劫局劫探工程科技术开发研 究所

系列绳索取心钻具
,

既保持了现用砂钻钻进的工艺特点
,

又发

挥了钢绳打捞内管技术的方便性
。

从而能保证取出原生矿样
,

并降低

工人的劳动强度
,

实现钻进的高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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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传统的吊锤冲击
,

抽

筒取样的砂金钻探工艺技

术
,

由于设施简单
,

技术

难度小
,

投资少
,

搬迁方

通过了核工业部组织的技术鉴定
。

现已开始

推广使用
。

取样器的结构与辅助工 具

便
,

所以在国内被广泛采用
。

但是
,

这种技

术工艺一直存在着取心质量不高
、

金粒串位

和钻杆提 出内管影响生产效率提高等问题
。

面对当前国内砂金勘探钻机数量多
,

经

费紧张
,

而且新型空返连续取样砂钻尚未用

于生产的情况
,

如能尽快地改造现行砂钻技

术
,

使其进一步提高取心质量和生产效率
,

仍是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

系列 绳 索 取

心钻具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而研制的
。

系列绳索取心钻具
,

保持 了 原 砂

钻的外管冲击的简单工艺
,

又移植了岩心钻

探的绳索打捞内管技术
,

卜

并采用半合管结构

取样器
,

从而提高了砂矿的取心质量和钻进

效率
。

系列绳索取心器规格 有
、 、

毫米
,

能满足不同口径砂金钻孔和 工 程

钻孔的钻进取样要求 并能与多种砂钻机和

工程钻机配套使用
。

通过 个钻孔的生产试 验
,

证 明

系列绳索取心器是成功的
,

并于 年 月

系列绳索取样 钻 具 包 括 取 样 器

外管总成
、

内管总成 和打捞 器 两 大 部

分
,

结构如 下 图
。

主要机构及 工 作 原 理

是

定位机构 定位机构由 弹 卡 挡 头
、

扭簧
、

弹卡室
、

弹卡块 及套管 鞋

内台肩 等 组 成
。

当 内 管总成沿外套管

下放时
,

扭簧使弹卡块张开一定角度
,

并沿

外套管内壁向下滑动
,

一旦内管总成中的内

管鞋 落到内管脚的内台肩上时
,

内管总成

中的弹卡块正好进到弹卡室部位
,

弹卡块上

部与弹卡挡头底部的间隙为 毫米
。

这

时弹卡块在扭簧的作用下继续张开
,

使其两

翼贴附在弹卡室的内壁上
。

由于弹卡室内径

较大
,

而其上端的弹卡挡头内径较小
,

并且

由于弹卡室内壁上焊有两条均匀分布的筋
,

所以在钻进过程中
,

内管总成不可以上下串

动
,

但能随旋转的外套管一起旋转 以免因

相对运动而造成弹卡块和弹卡室的磨损
,

保

证外管进尺和内管进样同步进行
。

扶正机构 在投放内管总成时
,

由

庄曰旧尸术日日日叹﹄技口巴玉扭组探,一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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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绳索取心钻其结构圈

于拉套 的外径和外套管的内径相差仅 毫

米
,

可起到较好的扶正作用
。

由于内管鞋外径

和套管鞋内台肩处的内径尺寸仅差 毫米
,

保证 了砂矿样不能进人到这个微小的间隙
。

这既避免了内管投放不到位
,

或卡住内管总

成的故障
,

又较好地扶正内管总成的下部
。

内管总成的上部主要由拉套和弹卡挡头之间

的微小间隙来实现
。

打捞机构 打捞机构由内管总成 中

的打捞筒
、

拉套 和打捞器的支 承 杆
、

剪刀块
、

扭簧 及销轴 等组成
。

捞取砂

矿样时
,

连接在钢绳下端的打扮器
,

在外套管

内下放到内管总成 仁端
,

剪刀块在打 捞 筒

内张开
,

抓住内管总成
,

提升打捞器
。

打捞筒

往上提升时
,

便把拉套拉紧
,

拉套的楔而通过

弹卡压缩弹簧
飞

收拢弹卡 使内管总 成 与

外管总成脱离
,

而被捞 出地面
。

安全脱卡和干孔送入机构 安全脱

卡和干孔送入机构
,

由打捞器的加力套
,

导向套
,

导向杆
,

定位套
,

支承杆

等零件组成
。

当打捞内管总成受阻时
。

只需

把钢绳 自然放松
,

由厚壁管加工成的加力套

便 自由落下
,

和导向套一起顺着导向杆打击

在定位套上
,

罩住剪刀块尾部的定位套
,

在冲

击力作用下向下滑动
,

将剪刀块尾部收缩在

其内
,

卡在打捞筒内的剪刀块便 自然脱卡
。

在干孔钻进时
,

为避免内管自由下落的

冲击破坏
,

可用打捞器把内管总成送到预定

位置
,

然后用上述办法安全脱卡
。

为进行超前取样和二次 取 样
,

系

列绳索取样器还配备了在套管内进行冲击的

内吊锤和超前取样钻具
。

为适应在含水层中钻进取样
,

在内管总

成的内管脚上可配备不同形式的阀
。

钻进技术与工 艺

同步取样的技术和 工 艺 系

列绳索取样器在取样质量上的最大优点是
,

能使外管与内管同步进尺
,

并用 半 合 管取

样
,

因而
,

取样质量好
,

甚至可取到原生结

构的砂样
,

没有金粒串位和孔底留金现象
。

这种可取原生结构样品的优点
,

同样可在工

程勘察钻进 中得到发挥
。

使用这种取样器进行同步取样时
,

首先

把内管总成通过外套管投人或由打捞器送到

孔底的预定限位
,

取样器的定位机构和扶正

机构即将内管总成定位和扶正
。

冲击和回转

外管时
,

吊锤的冲击力和机械回转力便通过

弹卡挡头
、

弹卡块及弹卡室上的二条筋传到

内管总成上
,

使内管 总成和外管同步前进和

翻



回转
,

原生的砂矿样便通过套管鞋
、

内管鞋

进入到半合管中
。

当一个钻程完成时
,

’

便从

套管口下入打捞器
,

用钢绳将内管总成打捞

出地而
,

将另一套内管总成投人孔内
,

继续

钻进
。

将打捞上来的内管总成中的半合管拆

开
,

可取出有代表性的砂矿样品
。

超前取样 在含大砾石的砂矿层中

钻进
,

常产生难以穿过
、

成孔率低
、

取心率

不足等故障
。

对此
,

系列绳索 取 样 器

专门设计有内管超前取样功能
,

可有效地钻

穿砾石层和胶结层
。

在进行超前取样时
,

把

内管总成的半合管和内管鞋卸去
,

拧上比半

合管小一级的合金钻头和岩心管
,

用打捞器

把这种组配的内管总成送到孔底
,

脱卡后取

出打捞器
。

用钢绳把内吊锤吊到外套管内
,

置于内管总成上
,

然后用手拉动或用机械拉

动钢丝绳
,

使内吊锤直接冲击内 管 总 成 系

统
。

较大的冲击力可使钻头打击 并 击 碎 砾

石
。

在钻头下面的直径小于钻头内径的碎石

块
,

可进人岩心管
,

一并携出地面
。

超 前取

样钻进
,

一次可进尺 米左右
。

待超 前 钻

进完成后
,

仍可通过绳索装置将井内钻具改

变成同步取样的组合形式
。

二次取样 当孔内有残留砂样时
,

必 须 进 行 二次取样
。

作法是先把内管总成

投放到位
,

用钢绳把内吊锤 吊到孔内
,

对内

管总成冲击 一 次
。

残留砂样便可进人到内

管总成的半合管中
,

然后取出内吊锤
,

用打

捞器将内管总成提出
。

二次取样可以取到层

位基本未扰动的砂矿样
。

件 涌水层的取样 砂金矿地层处在地

下水很丰富的含水层时
,

当内管总成在套管

内上下提动
,

往往由于有水而产 生 抽 吸 作

用
,

导致涌水和涌砂
,

严重地影响地质取样质

量
,

甚至造成无法钻进
。

钻到这种地层时
,

可采用外管快速冲击钻进法
,

尽快把外管打

人隔水层位
。

如果一次进尺不能打人隔水层
,

也要尽量增加套管内的安全砂 样 柱 长 度 至

米
,

以便制止涌水和涌砂
。

然后
,

采

用笼式簧片内管底阀取样
,

其平均取样率可

达 左右
,

能满足地质要求
。

钻进试验效果

系列绳索取样钻具先后在 我 局 两

个大队与人力班加钻
、

机动班加钻及黄金一

型 钻 机 配 套
,

进行 同步取样试验和钻穿大

砾石层和胶结性地层的超前取样试验
,

以及

涌水地层的取样试验
,

均取到了 预 想 的 效

果
。

生产试验表明
,

系 列绳索取样 钻

具
,

能够实现外管进尺与内管取 样 同 步 进

行
,

并取刹原生的矿样
,

因而有效地提高了

取样质量
,

满足 了地质要求
。

据统 计
,

试验

中同步取样次数占取样总次数的
,

打扮

成功率
,

取金矿取样率为 左右
。

从而验证了这种取样器的结构合理性和工作

可靠性
。

在某砂金矿点
,

经钻进验证孔的实

践证明
,

取心器所取样品质量合格
,

得到地

质人员的确认
。

在另一砂金矿点
,

用新钻具

比抽筒取样的效果好
。

由于采用了绳索取 百技术
,

从而大大地

提高纯钻率和工作效率
,

减轻了工人的劳动

强度
。

据统计
,

在用两套内管总成轮换使用

时
,

平均不到 分钟便可取出一个

毫米的砂矿柱样
。

如首次 试 验 的 一

孔
,

终孔深 米
,

钻进中用轻型钻塔和简

便卷扬机打吊锤
,

一套取样器取样
,

人操作
,

实际钻进 个台班
,

台班效率 米
,

人 班

效率 米
,

比抽筒取样钻进效率提 高 左

右
,

共取样 次
,

其中
,

二次取样的次数达

次
,

同步取样的次数占总取心次数的
,

全孔取样率
。

该孔 穿 过了含泥质

的松散粉砂层
、

粘土层
、

粉砂粘土层
、

极松

散细砂层和粗砂层
,

以及粒度不等的砾石层

取上的最大砾石直径 毫米
,

均取 到 了

足够的原生砂矿样
。

用二次取样工艺均可把

井内残留砂样取尽
。

系列绳索取心器
,

由于配 备 了 内



吊锤和超前钻具
,

在钻到大砾石层或胶结性

地层时
,

可进行超前取样
,

因而提高了钻进

难钻地层的能力
。

在某工地进行 对 比 性 试

验时
,

用黄金一 型钻机
,

用 公斤重 的 吊

锤冲击套管
,

用扁铲处理套管内的砾石及胶

结粘土均未奏效
。

而在同一工地 采 用

钻具
,

配合内吊锤和超前取样钻具钻进
,

都

顺 利 地 穿 过难钻层
。

小时即可钻 完 一

个 米左右的钻孔
。

涌水地层的取样是砂金矿钻探中的一大

难题
。

在某砂矿点钻进时
,

采用笼式簧片内

管取样阀
,

在三个涌水孔进行了同步取样试

验
,

平均采取率
,

取样成功率
,

打

捞成功率
。

该型钻具
,

设计有多种内管底阀
,

可确保

对绝大多数地层的取样
。

特别是其中的光筒

阀
,

结构简单
,

适用面广
。

将这种钻具移植

于工程地质钻探取样
,

也可获得理想效果
。

参加该钻具研制工作的有刘毅中
、

刘远

庆
、

左锡惠
、

胡美克和刘迎春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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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在博山召开

钻探生产管理现场会

今年上半年
,

山东一队完成了全 年 工 作 量的
,

台 月 效 率 为 米
,

钻 月 效率 米
,

小

时效率 米
,

纯钻率
。

山东公司完成全年钻

探工作量的 纬
,

台月效率达到 米
,

停 钻 率达

到 米
,

主要钻探经济技术指标 居 冶金地质系统

之首
。

为总结交流钻探生产管理经验
,

山东冶金地

质勘探公司于 年 月 日在一队驻地博山

召开了钻探生产管理现场会
。

参加会议的有山东公司的有关人员和华东
、

山

西及福建公司等单位的代表
,

共 人
。

山东公司经理

王熙友同志主持了会议
。

会上
,

山东公司一队介绍

了地质项 目管理和钻探生产管理 方面 的 经 验
,

兄

弟公司代表也交流了钻探生产管理与承包方面的经

验
。

一队钻探工人还为代表们进行了钻探操作技艺

表演
。

一队的如下经验受到代表们的一致肯定

一 以首钢公司
、

一公司第三 分 公 司 为榜

样
,

发扬拼搏精神
,

争创 “ 一流一水 ” 。

二 狠抓地质项目管理工作
,

完善钻探承包

贵任制
,

推行 “ 钻探米工资含量包干 ” 分配办法
,

调动职工积极性
,

推动钻探生产
。

三 搞好劳动人事
、

计划财务
、

设备材料等

管理工作的配套改革
,

促进钻探承包
。

四 依靠技术进步
,

推广绳索取心技术
。

抓

好金刚石钻探技术配套 设备
、

钻具
、

工器具
、

护

壁润滑材料等
。

执行施工设计和钻探规程
,

实行

科学打钻
。

五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

提高队伍素质
。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
,

要把这些经验带回去
,

认

真推广
,

不断提高本单位的钻探生产水平
。

〔张宝生供稿 〕

使用 中南冶金地质金刚石制品厂的钻头
。

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