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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分框了望儿山金矿区中深孔绳索取心钻进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其产生的原因
,

从技术和管理两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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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儿山金矿床深部找矿工作
,

钻孔深
、

地层复杂
,

年以来共打了 个孔
,

进

尺
,

平 均 孔 深
,

最 深
。

该 矿 区 历 年 的钻探 技术 经 济指

标
,

都低于全队平均水平
,

因此
,

探讨解决

该矿区钻探技术难题的对策是必要的
。

历年金刚石钻头使用寿命
,

同全队平均

水平相比
,

列于表
。

表 历年金刚石钻头寿命 对比表

矿区地质条件

第四系由松散的泥
、

砂及粘土组成
,

厚

口口 径径 望儿一妇妇 全 队队

,,

中中 冲 名

中中 乃

平平均均 万 石

度 巧一
。

其下是混合花 岗岩
,

中粒结

构
,

含 长 石 一
、

石 英 一
。

单轴压人 硬度为 一
,

研磨性为
,

可钻性珊 一

级
。

破碎岩石研磨性较强
,

金刚石钻头胎体

磨损快
。

少数中细粒花岗岩坚硬致密
,

单轴
。

压人硬度 以上
,

研磨性 以

下
,

可钻性 级
,

钻进时效很低
,

且有时打

滑
。

由于地层节理
、

裂隙发育
,

故钻进中常

出现掉块和漏失 以下还有多层漏

失
。

东北 向断裂构造为主要导矿
、

储矿构

造
,

产状变化较大
。

断裂构造控制蚀变带及

矿体的分布
。

蚀变带由绢英化碎裂花岗岩
、

石英脉及断层泥组成
。

金矿体赋存于蚀变带

中
。

存在的问题

金刚石钻头寿命低

二 年为普双
、

绳索混合钻进
。

从表 可以看出
,

该矿区金刚石钻头寿

命比全队平均水平低得多
,

致使钻探成本增

局
。

金刚石钻头寿命低的原因是 ①岩石破

碎
,

研磨性强 ②钻头质量差且不稳定 ③实

行
“

米工资含量包
二 ”

后
,

机台无相应的配套

措施
,

约束机制不健全
,

只顾短期效益
,

例

如
,

为提高小时效率增加小班进尺
,

拼钻

头
、

抢进尺
,

尤其向孔底投石子研磨
,

并以

强力规程钻进
,

使钻头胎体磨损快 ④对钻

头选择
、

使用不当
,

例如用软胎体钻头钻进

硬岩层
,

在该矿区是不适用的 ⑤钻孔漏失

不用乳化液钻进
。

润滑措施不当
,

钻进效率低

由于孔孔漏失
,

习惯于顶漏钻进
,

竟至

冲洗液中不加乳化剂
,

只是往钻杆上涂润滑

脂
,

虽能起一定润滑作用
,

但效果不理想
。

人们误认为润滑脂越稠
、

涂得越厚越好
,

但

事实上正相反
。

用 冲 口径钻至 后
,

孔 内阻力增大
,

电流升高
,

转数只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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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了追求效率
,

又要 加大钻

压
,

因而增加了断钻杆或烧钻的事故因素
。

孔内事故多
,

辅助时间长

该矿区历年纯钻率和停工率与全队对比

见表
。

表 历年钻进时间利用对比表

年年度度

纯纯钻率
,

停停 〔率
,

望儿

从表 看出
,

该矿区钻进时间少
、

停工

率高
。

尽管都用了绳索取心钻进
,

却没能发

挥其优越性
。

孔 内事故多的原 因
,

一是护堵措施不

当
,

孔内出现坍塌 二是岩石破碎
,

钻杆接

手磨损快
,

脱扣次数多 三是绳索钻杆磨损

己超过使用标准
,

由于资金不足
,

未能及时

更换
,

只能坏一根换一根
。

辅助时间长的原

因
,

一是绳索钻杆单根长
、

易弯曲
,

内管总

成投放速度慢
,

到位率低 二是钻头寿命

短
,

上大钻回次多 三是下人套管多
,

固定

不牢等原因
,

处理也增加了辅助时间
。

施工管理跟不上

由于考
·

核制度不严
,

有章不循的现象时

有发生
,

如 ①不按单孔技术设计施工
,

提

前换径
,

遇到破碎带后又起出套管扩孔 ②

用管钳子拧卸绳索钻杆
,

钻杆夹扁后内管总

成下不去 ③不严格按标准配制冲洗液 ④不

按岩石物理性质选择钻头
,

致使钻头过早报

废 ⑤钻头不排队使用
,

易出现大孔段扩孔

或挤夹钻事故 ⑥由于生产准备不充分
,

影

响正常施
。

人员技术素质偏低
,

操作不熟练

有些钻工上岗前未经技术培训 有的班

长竟以临时工代班
,

由于对孔 内情况不 了

解
,

‘

常因判断错误造成井内事故 个别
“

老

钻
” ,

习惯于钢粒钻进粗放型的操作
,

对金

刚石钻进的严细要求不适应
。

建议采取的对策

完善金刚石钻头考核办法
,

将钻头寿

命与
“

米工资
”

挂钩
,

建立完善的自我约束机

制 实验 一 型钻探微机多功能监测

系统
,

选用合理的钻压和时效
,

并设置其

限
,

要求每班打印出钻压及时效曲线
,

超过

上限的
,

要给予经济制裁 使用金刚石钻头

微机管理信息系统
,

并及时进行信息反馈

防止盲目投石子研磨钻头 劳动竞赛时
,

应

将钻头寿命也列人考核指标
。

加强金刚石钻头的人库验收管理
,

不

合格的决不能人库
。

要选用金刚石 品级为

凡 以上
、

胎体硬度 的钻头
。

推广使用 以聚乙烯醇 为主体

的无固相冲洗液或超低固相冲洗液
。

一般漏

失地层可用长春冶金地质专科学校研制的
一 型 无 固相

‘

冲洗 液 或 一

一 无固相冲洗液
。

在漏失严重的地层

应加大 的浓度
,

加硼砂胶凝堵漏
,

或

用 一 型随钻堵漏冲洗液
。

继续推广

使用 堵漏剂和回灌技术
。

实验压力平衡

钻进
。

配备足够量的套管
,

一旦堵漏无效
,

即下入套管隔离
。

要合理确定 中 以径的
。

换径深度
。

堵漏后返水的钻孔
,

都应加皂化油钻

进
,

以提高钻进效率和钻头寿命
。

要合理投人
,

更换磨损严重的钻杆
。

实验 系列钻具
,

提高内管总成投放速

度
。

做好物资材料准备
,

以免影响施工
。

严格考核制度
,

加强施工管理
。

单孔

技术设计一经审查批准
,

即不得更改
。

严禁

以临时工代班
。

分队长
、

机长和工程员要分

开轮流去现场
。

对于工程技术人员
,

机台工

作要分工到人
,

继续开展机台标准化建设
、

小组活动和工序管理
。

加强钻工的技术培训
,

提高其技术素

质
。

要
“

走出去
、

请进来
” 。

要尽早将那些年

轻有为
、

懂技术
、

肯钻研的青年充实到重要

工作岗位上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