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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部钻探技术是解决深地探测科技问题的必要手段之一。本文主要介绍了“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５０００ 米智能地质钻探技术装备研发及应用示范”项目方案,项目从构建大深度绳索取心钻孔口径系列、钻具级

配、装备配置等入手,开展了钻进智能控制、钻机关键技术与装备、高性能绳索取心钻杆、小口径高效系列钻具、环
保冲洗液体系与废浆处理技术、钻探技术装备集成与示范等研究,拟突破智能控制、自动化、轻量化与模块化等关

键技术,形成以绳索取心工艺为主体的特深孔地质岩心钻探装备与技术体系,为我国深部探测计划提供技术与装

备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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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ep drilling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necessary means to solv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blems in
deep exploration．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５０００m intelligent
geological drill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It starts from the conceptual design of great-deep wire-line coring
drilling diameter series,drilling tool classification,and equipment configuration,and is followed by R & D of
drilling intelligent control,key drill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high-performance wire-line coring drill pipes,

small diameter and high-efficiency series drilling tool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rilling fluid system and waste
slurry treatment technology,integr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drill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etc．The program
is aimed to achieve key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in intelligent control,portability and modularization;and build
the ultra-deep hole drilling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system mainly with the wireline core drilling process．It will
provide technical and equipment support for China’s deep exploration plan．
Key words:deep exploration;geological drilling equipment;drilling technology;ultra-deep hole;intelligent control

０　引言

深地探测是地球科学的最前沿,被看成是解决

人类面临能源资源和生存空间基本问题的必由之

路,深地开拓科技问题已提升到战略高度[１]。国家

万方数据



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勘查开采”重点专项 ２０ １ ８
年发布指南,将储备一批 ５０００ m 以深资源勘查前

沿技术,油气勘查技术能力扩展到 ６ ５００~１００００ m,
加快“透明地球”技术体系建设,提交一批深地资源

战略储备基地,支撑扩展“深地”资源空间。深部钻

探作为必要的技术手段之一[２－７],目前我国尚缺失

５０００ m 以深地质岩心钻探技术与装备,而油气钻井

与岩心钻探差异大无法直接应用。为响应党中央

“向地球深部进军”的号召,全面实施深地探测、深海

探测、深空对地观测和土地工程科技“四位一体”的
科技创新战略,亟需开展大深度智能地质钻探关键

技术与装备的研发,为探索地球深部奥秘、勘探深部

资源等提供有力的技术装备支撑。

１　国内外研究现状

深部固体矿产地质岩心钻探对象一般为变质岩

和结晶岩,要求全孔连续取心,多使用低固相泥浆,
小口径(Ø７６ mm)、窄唇面金刚石取心钻头配合高

转速(≥３００ r/min),钻杆采用薄壁结构(壁厚≤６.５
mm)为岩心绳索式打捞提供通道。目前,地质岩心

钻探钻深能力在 ４０００ m 左右[８－１０]。大口径低转速

石油天然气钻井工程中取心主要应用于沉积岩中,
通常在部分井段取心作业,其连续取心长度在几米

至几十米之间,石油钻井钻深能力可超 １ ００００ m。

１ ９ ６２ 年南非采用绳索取心技术创下 ４３００ m 岩

心钻 探 纪 录,终 孔 口 径 ５ ３ mm;１ ９８８ 年 加 拿 大

Heath and Sherwood 公司使用绳索取心技术钻成

５４２４ m 金矿勘探孔[１ １],终孔口径 ７ ６ mm;２０１ ３ 年

我国采用绳索取心技术完成 ４００６ m 深的莱州“岩
金第一深钻”[１２－１ ３],终孔口径 ７ ６ mm,至今仍保持

着我国最深岩心钻孔记录。地质岩心钻探在钻孔口

径、钻具型式、回转速度及钻杆结构等方面的独特

性,使得以大口径低速回转钻进和分段提钻取心为

主的石油钻井方法难以满足岩心钻探要求。国外经

验和国内探索证明绳索取心技术是大深度地质岩心

钻探的发展方向,我国尚需加强装备自动化智能化

及钻具管材和取心工艺研究,以缩短与国外钻探技

术水平差异。
欧美发达国家一直引领地质岩心钻探技术与装

备的发展。因立轴式钻机回次进尺短、倒杆频繁,送
钻精度低,多工艺适应性弱、安全性差、效率低,无法

满足高质量的取心工作,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西方国

家即完成了从立轴式钻机到全液压动力头式钻机的

转变[１４－１ ７]。进入 ２ １ 世纪,美国 Boart Longyear 公
司、瑞典 Atlas Copco 公司又陆续完成岩心钻机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升级,送钻精度大幅提升,钻杆操作

一键完成,大大改善了取心效率和质量,降低了工作

强度。自动化和智能化是地质岩心钻机的发展方

向。目前,我国 ３０００ m 以浅的中深孔钻机的主要

技术性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近年来又研制了

XD ３０DB 和 XD ４０DB 型交流变频电动顶驱岩心

钻机可适应 ４０００ m 以深钻探需求(见图 １)。装备

的钻深能力已不是我国岩心钻机研究的难点,自动

化和智能化水平低才是我国地质钻探装备与国外产

品的主要差距所在。
为适应深孔地质岩心钻探技术要求,国外开发

出有 Q 系列取心钻具及 V Wall 绳索取心钻杆,目
前我国开发的高钢级地质精密管材及高强度绳索取

心钻杆与之相比仍有一定差距[１８－２ １]。深部钻探实

践表明,当前我国市场上的绳索取心钻杆仅能满足

３０００ m 以浅的钻深需求,小口径孔底动力钻具和金

刚石取心钻头在高温、硬岩等复杂工况下的应用技

术还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提高。

２　５０００ m 地质岩心钻探技术体系构建

２．１　特深孔地质钻探现存技术问题

根据 《地 质 岩 心 钻 探 规 程》(DZ/T ０２２７ －
２０１０),特深孔指深度＞３０００ m 的钻孔,本文特指

５０００ m 地质岩心钻探钻孔。特深孔地质岩心钻探

“满眼”钻进的服役工况更加复杂,其将遇到的困难

与挑战可概括为:地层多变性、连续取心难、环空间

隙小、孔壁摩阻大、地表驱动难、送钻精度低、钻孔口

径小、钻具输出弱。随着钻孔深度的不断增加、工作

难度的持续增大,深孔施工过程中钻孔事故率大幅

度增大,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钻柱极限承载力低、
韧性不足致使钻杆断裂、螺纹拉脱,以及口径系列不

匹配致使冲洗液环空压力降偏大,易发生钻孔漏失

和孔壁不稳定等技术问题[７,１ ３,２ １－２３],采用常规工艺

技术难以满足钻探施工要求。
特深孔地质钻探现存技术问题主要包括:特深

孔地质岩心钻探基础准则与依据缺失,油气钻井与

岩心钻探工艺及装备差异大;大深度小环空高转速

地质钻探的载荷特性复杂、参数辨识困难及施工场

地受限;地质特深孔孔内工况复杂,长管柱导致钻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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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各国地质钻探装备钻深对比

Fig．１　Comparison of drilling capacity of geological drilling equipment by different countries

和扭矩的非线性传递、控制响应慢、控斜难度大、孔
内事故隐患多;地质岩心钻探薄壁外平管柱起下钻

和岩心打捞作业工序复杂、控制精度要求高;大深度

薄壁钻杆螺纹副机械性能受几何尺寸约束,管体精

度要求高、制造困难;复杂地层岩心易卡堵脱落、钻
进效率低,孔壁摩阻大,地表动力传递衰减大;地质

特深孔复杂地层小环空条件下护壁堵漏难、岩心易

被冲蚀及冲洗液排放污染等。

２．２　５０００ m 地质岩心钻探技术体系

针对特深孔地质钻探现存技术问题,拟构建的

５０００ m 地质特深孔岩心钻探技术体系,将以绳索取

心工艺为主体。在充分考虑大深度小环空高转速地

质钻探工况特点的基础上,确定特深孔钻探口径系

列与钻杆柱、套管柱规格,钻头钻具规格以及装备配

置的性能指标。通过对孔内钻杆、钻具及地表装备

的攻关研究,再经示范验证,并总结地质特深孔岩心

钻探经验制定出 ５０００ m 地质特深孔岩心钻探规程

或标准。最终形成 ５０００ m 地质特深孔岩心钻探技

术体系。
构建合理实用的 ５０００ m 地质特深孔岩心钻探

技术体系,最关键的是要针对地质特深孔岩心钻探

特点,搞好项目的顶层设计。为此,首先要确定特深

孔钻探口径系列,其次合理选择和设计好钻杆柱、套

管柱、钻头钻具规格。

２．３　项目总体目标及任务分解

项目总体目标是通过创新研发智能化、模块化、
轻量化钻探装备及配套的高效、低成本环保钻探工

艺技术,形成以绳索取心工艺为主体的 ５０００ m 地

质特深孔岩心钻探技术体系,经示范验证满足深部

探测和资源勘探需求。
根据项目总体研究目标 ５０００ m 智能地质钻探

技术装备研发分解成钻探装备、智能控制、孔内机

具、管柱管材、泥浆体系等 ６ 项课题。任务分解及技

术路线见图 ２。

图 ２　课题分工逻辑关系图

Fig．２　Logical diagram of the task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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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顶层技术设计

针对 ５０００ m 地质岩心钻探存在的技术问题,
基于经济性、安全性和工艺性为优化目标的钻探工

程设计方法,制定钻孔结构、钻具级配、装备配置等

准则,构建以绳索取心为主的特深孔多工艺地质钻

探技术体系。通过梳理分析了国内外深部地质岩心

钻探口径系列及管柱规格,厘定了基本外界条件及

相互关联要求,开展了特深孔岩心钻探环空水力学

计算与绳索取心钻杆的等强度设计[２４－２５],初步构建

了以绳索取心钻进工艺为主体的 ５０００ m 特深孔钻

探口径系列与钻杆柱、套管柱规格(见表 １),给出了

装备配置的性能指标(见表 ２)。

表 １　外径/内径计算优化的钻杆结构和套管程序

Table １　Optimization results of drill pipe structural parameters and casing program

开 次
钻孔直径/
mm

钻杆外径/内径/
壁厚/mm

钻杆接头外径/
内径/mm

套管外径/内径/
mm

套管接头外径/
内径/mm

钻深能力/
m

设计安
全系数

API 管材
钢级

一开钻柱 １ ５ ６ １ ３ ９.７/１２５.３６/７.１ ７ １ ４５.８６/１２３.３６ １ ７ ７.８/１ ６４.０ １ ７ ７.８/１ ６ ３.０ ４５００ ２.０ S１ ３ ５
二开钻柱 １ ２ ７ １ １ ４.３/１００.５４/６.８８ １ ２０.００/９４.５４ １４６.０/１ ３３.０ １４６.０/１ ３２.０ ５０００ ２.０ S１ ３ ５
三开钻柱 １ ０ １ ８８.９/７７.９０/５.５０ ９ ５.４７/６９.９０ １ １ ４.３/１０４.３ １ １ ４.３/１０３.３ ５０００ ２.０ S１ ３ ５

表 ２　钻探装备论证的配置参数

Table ２　Drilling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系 统 指　　标 参　数

钻进能力
H 规格(Ø８９ mm)/m ５０００
P 规格(Ø１ １４ mm)/m ３５００

钻架平台

井架型式 K 型

井架起升方式 液压驱动垂直起升

净空高度/m ４１
承载力/t １ ８０
二层台高度/m ２５.５/２６.５
导轨抗扭/(N·m) ２５０００

升降系统

单绳最大提升力/t １ ７
钩速/(m·s－１) ０~１.２
自动送钻速度/(m·min－１) ０~０.４

顶驱系统

额定/最大扭矩/(kN·m) １２/２２
转速/(r·min－１) ０~２００~６００
最大卸扣扭矩/(kN·m) １５

转盘系统
最大扭矩/(kN·m) ３０
转速/(r·min－１) ０~２００

绳索取心
绞车

单绳最大提升力/t ５
光毂提升速度/(m·min－１) ０~６０
容绳量/m ５ １００

自动猫道

最大管具直径/mm １ ７８
最大管具长度/m ≤１０
管具单根质量/kg ≤５００
平台高度/m ≤７.５ m

铁钻工

最大扭矩/(kN·m) ２５
旋扣速度/(r·min－１) １００
适用管径/mm １４０、１ １４、８９

自动井架
工

适用管径/mm １４０、１ １４、８９
适用管长/m ≥２７

泥浆泵

行程/mm １ ５０
泵速/(次·min－１) ０~１４３
缸径/mm １４０、１２０、１００、８０

４　地表钻探装备

针对特深孔地质岩心钻探的“薄壁管柱、满眼钻

具、金刚石绳索取心”等钻进工艺技术及机具配套特

征,立足于安全、节能、经济和高效的行业需求,基于

特深孔地质装备容量适用、运维节能、控制先进的动

力和拖动技术,开展装备轻量化、模块化、自动化、系
统化等的研究。制定 ５０００ m 地质钻探装备的总体

技术方案和部件性能参数,完成原位自升井架、变频

升降及送钻绞车、变频高速顶驱、变频取心绞车、自
动井架工、自动猫道、铁钻工和泥浆泵组的技术攻关

及图纸设计,推进重要设备单元和子系统的研制。
同时,开展 ５０００ m 井架的动力学响应分析,进行司

钻房人体工程学优化设计。

４．１　装备轻量化设计与设备研制

开展模块化、轻量化、快装性、易运输、占地小的

钻机结构设计,研发自带动力、原位起升的钻架平台

和长行程轻质顶驱导轨。同时,通过系统建模与动

力学分析,在融合不同钻进工艺、管柱组合、配套设

备的条件下,强化顶驱系统结构设计、动态参数辨识

及控制技术,研制适用于特深孔地质岩心钻探的电

传动直驱高速顶驱钻进系统。

４．２　井口作业自动化设备研制

研制的井口自动化作业系统主要包括自动加

杆、钻柱提吊、钻柱卡夹、钻(套)管拧卸、立根排放和

套管下放机构等 ６ 个部分,实现单根加接、孔口拧卸

及立根排放等工序的无人值守状态,同时针对绳索

取心工艺特征进行具体执行机构设计,并在整体作

业流程的系统化控制方面进行攻关。

４．３　高效钻进自动控制模式

通过监控与分析钻压、钻速、扭矩、泵压等钻进

主参数及机具反馈参数,在主机自动控制模式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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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地调整钻压、转速、泵量等可控参数,达到钻进

工艺与机具参数监测、钻进参数控制与钻进速度效

果之间的最优化匹配和实时动态平衡,即“自动钻进

控制模式”。在作业过程中,当在孔内岩层完整、钻
进参数稳定的状态下,控制系统显示进入此控制模

式,即开始自动控制钻进状态。

４．４　全钻场全流程的一体化集成控制系统

通过 PLC 技术、总线通讯技术及电气系统控制

技术,以人性化操作为设计目标,研究一体化集成控

制系统(即地质钻探电子司钻),加强工艺工序、安全

互锁及逻辑指令的系统研究,攻克一键作业的自动

化智能化系统的安全性、功能性等难题。
地表装备总体结构见图 ３;自动化集成控制系

统见图 ４。
图 ３　地表装备总体结构

Fig．３　General structure of surface equipment

图 ４　全程作业的自动化集成控制系统

Fig．４　Automatic integrated control system for the whole operation

５　孔内机具工艺

５．１　高性能薄壁绳索取心钻杆研制

大深度薄壁钻杆螺纹副机械性能受几何尺寸约

束,管体精度要求高、制造困难等问题,从构建管柱

口径系列入手,进行的特深孔地质岩心钻探钻孔口

径及管柱规格研究,构建了管柱口径系列(见表 １),
满足了大深度级配需求。基于 “满眼”钻进的管柱

载荷模型和管柱防护技术,完成大深度(≥５０００ m)
薄壁绳索取心钻杆设计,开展的管材材料优选与测

试研究,厘定了合金钢材料组分优化与钢级选用方

向,初步确定选用 S１ ３ ５ 钢级材料的第一种热处理制

度。合金钢性能参数见表 ３。揭示了多因素协同作

用下绳索取心钻杆的破坏规律与失效机理,研究的

超音速火焰喷涂防护技术提升了钻杆耐蚀性能,为
解决特深孔地质钻探钻杆在平衡其自重后剩余强度

值低、应付孔内复杂情况能力弱等关键问题提供技

术支撑。

５．２　小口径高效系列钻具研究

针对复杂地层岩心易卡堵脱落、钻进效率低,孔
壁摩阻大、地表动力传递衰减大等问题,开展绳索取

心钻具、孔底动力钻具和钻头工作理论研究,实现孔

底机具与绳索取心钻进工艺结合。
(１)大深度绳索取心钻具方面,开展工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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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优选的管材材料机械性能

Table ３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optimized pipe materials

钢 级
屈服强度/
MPa

抗拉强度/
MPa

伸长率/
％

冲击功/
J

硬度/
HRC

S１ ３ ５① １０３ ９ １ ０８５ ２４.０ １０５ ３４.０
S１ ３ ５② １０９ ５ １ １ ４５ １ ７.５ ８３ ３ ６.０
S１ ３ ５③ １ １ ３０ １ ２００ １ ５.０ ７ ６ ３ ９.０
BG１ ６０TT １ ２３０ １ ３ ３０ １ ６.０ １ １ ５ ４０.５
TP１４０V １０２ ７ １ ０８７ ２０.５ １４５ ３ ３.０
V１ ５０① １０８ １ １ ２２２ １ ９.５ ７ ７ ３ ９.５
V１ ５０② １ １０２ １ １ ５ ２ １ ６.０ １ ３０ ３ ６.５

①取心钻具结构优化设计理论研究;②到位报信机

构等关键部件设计;③大深度绳索取心钻具、组合型

绳索取心钻具研制与取心工艺研究;④不提钻换钻

头钻具研制等。
(２)高效孔底动力取心钻具方面,开展工作包

括:①全金属动力钻具设计理论研究;②高温高压密

封及可靠性研究;③水力部件设计与流固耦合仿真

研究;④孔内减速器、支承系统等关键部件研制;⑤
配套单动双管取心、强制取心系统研制等。

(３)高效长寿命金刚石钻头方面,开展工作包

括:金刚石钻头胎体配方、关键参数设计、切削结构

设计、制造工艺研究等。
通过孔内系列钻具的研制,以期满足 ５０００ m

绳索取心和提钻取心等钻进工艺需求。

５．３　绿色环保冲洗液体系与废浆处理技术

针对地质特深孔小环空客观条件下,面临的复

杂地层低固相护壁、压力平衡、护心困难等问题,研
制出耐温 １ ５０ ℃环保冲洗液体系。该冲洗液体系具

有成本低、较易降解(BOD５/CODCr 值为 ２ １.５％)
的特点,且 １ ５０ ℃高温下仍具有良好的流变性、降滤

失性及抑制性能。开发出凝胶堵漏浆液体系,凝胶

交联时间可控(３０~７５ min)、承压可达 ６ MPa,见图

５,在山西、广西及北京 ３ 个地质勘查孔现场堵漏试

验取得了较好的堵漏效果。形成的纳米复合水泥浆

体系,具有适宜的流动度、可泵期和凝结时间,初终

凝时间＜２５ min,而且固结体具有较好的抗压强度、
压折比及动静弹模比,其综合性能满足高温堵漏技

术要求。
通过对 ４ 个地质勘查孔冲洗液污染性分析与评

价,开展废弃冲洗液无害化处理技术研究,初步完成

适合于地质钻探废弃冲洗液的处理工艺及相应处理

配方,即“破胶—絮凝—氧化脱色”工艺,见图 ６。

图 ５　交联后的凝胶状态

Fig．５　Gel state after crosslinking

图 ６　废弃冲洗液处理工艺

Fig．６　Treatment process of waste drilling fluid

６　智能化钻探仪器装备

研究基于孔底在线数据、地表即时数据和岩心

快速测试信息等多源信息融合、决策与安全控制为

一体的智能钻进技术,开展大深度智能钻探技术与

装备研制,实现复杂地层孔内工况判别、钻进参数优

化,与钻孔轨迹优化控制,提高作业安全性、效率和

取心质量。

６．１　孔内数据测量传输技术

(１)针对钻进过程孔底数据难以获取的问题,研
究深孔数据检测方法,分别针对 ３ ５００ m(温度 １ ２０
℃以内)与 ５０００ m 内(温度 １ ８０ ℃以内)研制随钻

采集储存式测量仪与打捞式测量仪,测量温度、压
力、伽马及孔斜等参数并研究参数修正方法。研制

的随内管孔内信息参数测量与存储系统,检测参数

包括顶角、振动频率、角速度、温度、泥浆动压力以及

判断岩心堵塞情况等,为智能化钻进提供重要信息

指标。
(２)研制的基于绳索取心钻进工艺的孔内信息

传输系统,区别于石油行业脉冲发生器对泵量要求,
针对地质岩心钻探泵量小、口径小的特点,研究自适

应泵量的脉冲发生器和地面接收装置,实现孔内－
地面通讯连通(如图 ７ 所示)。

６．２　智能钻进控制技术

(１)钻进参数智能融合技术。综合孔底在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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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小口径绳索取心多参数无线随钻测量系统

Fig．７　Multi-parameter wireless MWD system for small diameter wire-line coring

据、地表即时数据和岩心快速测试信息建立“地面－
孔底”钻进过程检测数据,研究钻进过程数据智能融

合技术,提炼多源、异构、冗余以及不同时间尺度与

粒度数据的价值信息,提高数据的价值密度,实现多

源信息的数据级融合,对钻进过程操作提供指导与

参考依据。
(２)钻进参数智能优化与控制技术。分析钻进

操作参数与地层关系,建立基于数据驱动的孔底状

态的动态模型,描述各种状态的动态特征,并建立在

各种工况下操作参数调整的专家知识库;综合考虑

地层特征参数信息,结合孔底状态特征的动态模型,
研究钻进参数智能优化与控制技术,实现钻压、转
速、泵量等钻进参数的智能优化设计,达到最大安全

性与最大效率的控制效果。
(３)钻进过程智能判别与安全预警。对钻进装

备工况、孔底状态、地层特性、钻进轨迹等数据进行

特征级与决策级融合,提取钻进过程安全性状态特

征,实现对钻进过程状态进行判断,为钻进过程决策

与预警提供参考,并基于专家知识库信息,调整操作

参数规避异常状态,达到安全控制的效果。

７　结语

项目深化了“产学研用”合作模式,充分发挥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龙头企业、典型用户的互补优势,
优化了协同创新环境,从构建大深度绳索取心钻孔

口径系列入手,开展了复杂地层钻进智能控制、地质

岩心钻机关键技术研究与装备研制、大深度高性能

薄壁绳索取心钻杆研制、小口径高效系列钻具研究、
环保冲洗液体系与废浆处理技术、钻探技术装备集

成与示范等 ６ 个课题研究。拟突破智能控制、高效

钻进、轻量化与模块化等关键技术。预期形成的

５０００ m 地质岩心钻探技术体系,为建设“透明地球”
提供技术与装备支持,支撑扩展“深地”资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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