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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贺州市黄秆冲矿区孔内事故及处理实录

陈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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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广西贺州黄秆冲矿区第一个普查勘探钻孔施工中，由于在简单事故处理中措施不到位，造成了事故加事

故的恶性事故。经过对事故的处理，为后续的施工积累了一些经验。详细介绍了事故情况及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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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在广西贺州市黄秆冲矿区开展矿山普查勘

探工作，在施工第一个钻孔至孔深 &() 3 时，发生了

孔内埋钻事故。在处理埋钻事故的过程中，又连续

发生了多起恶性的孔内事故（ 俗称事故加事故）。

现就事故的处理经过介绍如下。

!" 基本情况

!# !" 地层情况

该钻孔地层是：# 6 *# 3 为泥岩、半风化泥岩；

*# 3 以深为砂岩、粉砂岩，局部硅化（ 矿体）、破碎，

可钻性等级为 , 6 ) 级。

!# $" 设备情况

78 % $ 型岩心钻机，配 "&+, 柴油机；钻塔是自

制的 * 3 人字形斜塔；钻具有 9&&#、’& 33 硬质合

金单管，9’& : *+ 33 硬质合金双动双管，9*(、,( 33
金刚石单动双管；9,# 33 内丝钻杆。

!# %" 钻孔结构及参数

该孔设计孔深为 ""# 3，倾角 )#;、方位角 "’#;。

开孔口径 &&# 33，下入 9&#) 33 套管 "& 3 后采用

9’& 33 孔径钻到 *# 3，以下是 9*( 33 金刚石单

动双管钻进至 &() 3。终孔口径原设计是 9*( 33。

$" 孔内事故及处理过程

$# !" 埋钻事故

在钻至 &() 3 时由于孔内岩粉、岩屑较多，以及

操作人员处理不当，导致发生埋钻事故。通过强力

起拔、打吊锤处理均无效后，我们决定用千斤顶来

顶，在顶的过程中，又造成了新的事故。

$# $" 钻杆插钎事故

我们用 *, < 千斤顶来顶孔内钻杆，在顶上 #= $

3 后，由于阻力太大，钻杆被顶断，强大的弹力释放

使钻杆断头冲上孔口 & 3 多高，冲脱提引器、垫叉

后，插进孔内，造成了钻杆插钎事故。经探孔，原孔

内钻杆头部（俗称“死头”）位置在 "# 3 处，插钎钻

杆头（俗称“活头”）位置探不到。

我们决定用反丝钻杆来反上孔内的钻杆。下

9*( 33 反丝母锥在 "# 3 处，反上了 * 个单根共 ")
3，即“死头”位置在 $) 3 处。继续下反丝母锥，在

$, 3 处对上插钎钻杆“活头”，由于钻杆插下时与孔

壁夹挤得很紧，反钻杆时回转阻力大，钻机憋车严

重，我们考虑如果强力反杆可能会引起设备损坏，同

时也想一次性把插钎钻杆全部提上来，因此在主动

钻杆上部接上吊锤，通过边用钻机油缸顶边打吊锤

的方法，起初效果明显，已打上了 #= , 3。但是此

时，事故又发生了。

$# %" 孔内多头断杆事故

由于打吊锤时，钻机振动很厉害，钻机分动手把

突然从卷扬位置跳到卷扬、回转位置，主动钻杆高速

正转，孔内的 ’ 根反丝钻杆有 + 根被甩脱在孔内。

由于该孔是斜孔，套管口以下至 *# 3 以上泥

岩孔段孔径超径较大，加上插钎钻杆在孔内互相挤

压，我们反复压弯与锥子联接的钻杆下去均碰不上

钻杆头。为此决定起拔 9&#) 33 套管，用 9&&# 33
钻具扩孔，在扩到 $& 3 时，碰到了反丝钻杆头部，下

9)’ 33 母锥反上反丝钻杆 & 根及母锥 & 个，并反上

了 & 个正丝插钎钻杆锁接头。此时孔内有 + 个钻杆

头（正丝钻杆“死头”在 $) 3 处；正丝钻杆“活头”在

$, 3 处；两根插下的反丝钻杆头部位置尚未探到）。

继续下母锥在 $, 3 处碰到钻杆头，但反复锥不进。

下捞钩扶正再锥也无效。下钻具去扫孔，扫到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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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就扫不下，并且起上来发现钻头外径有磨铁的痕

迹，由此判断反丝钻杆头肯定还在 !" # 以浅。于是

我们反复在 !" # 以浅来回探孔，终于在 !$ # 处锥

上了 % 根反丝钻杆。此时孔内只剩下 !" # 处的“活

头”和 !& # 处的“死头”。在以下的处理中，我们一

直坚持先锥上部断头的原则，几个来回就把插钎钻

杆反上，只剩下一个母锁接头在 ’’ # 处。当“ 死

头”钻杆也反到 ’’ # 处时，巧合的事情又发生了。

!" #$ 两断头平齐

因孔内 % 个断头都在 ’’ # 处，母锥又锥不进

去。于是决定扩孔到 ’’ # 处，用钻具猛!锁接头，

使“活头”往下跑，使 % 个断头错开后，再下母锥，终

于锥上了“ 死头”钻杆 ! 根。此时判断插钎的锁接

头应该往下落，于是下钢丝钻头去打捞，果然在 &%
# 处顺利地捞上了插钎锁接头。此时，孔内只有一

个钻杆头，而且下部孔段孔壁坚硬，不易超径，应该

很容易对上钻杆头，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 %$ 铁片挡住钻杆头部

在反到 &% # 处时，锥子又锥不上钻杆头，下钻

具去扫也扫不下，估计可能是有岩石掉块挡住了钻

杆头，于是用 )*$ ## 钻具扩孔，在扩孔的过程中还

发生了两次小事故，一次是钻头脱落，一次是导向管

脱落，但均顺利地处理上来。在扩到 &% # 后，下

)*$ ## 钢丝钻头下去打捞，捞上了一块钻杆头的

碎片。原来是在用钻具猛!钻杆头时，!烂了的

“死头”钻杆（ 锁接头已先反上）碎块下落所致。捞

上铁块后，很顺利地反到了粗径钻具，并反上了“ 脑

袋”和内管。接下来，我们在征得地质方面同意后，

用透孔的办法，在下了上部套管后，改用 )"’ ## 钻

具钻进，达到地质目的后终孔。

&$ 几点体会

黄秆冲矿区是一个新矿区，在没有前人经验可

借鉴的情况下，我们边摸索边施工，为下一步的钻探

生产积累了丰富的施工经验。在处理孔内事故的过

程中，我们遵循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原则，但是由

于一些细节上的疏忽导致了恶性孔内事故发生，通

过对这次事故的处理，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经验体

会。

（$）在用千斤顶强力顶钻杆时，孔口钻杆一定

要有良好的防止插钎措施。应该用夹板夹紧钻杆并

且绑好提引器。这次我们虽然用铁丝绑紧了垫叉和

提引器，但是钻杆被顶断后，仍然被挣脱造成插钎事

故，给下一步处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在处理此类孔内多头钻杆时，应从上到下，

先反上部钻杆，后反下面的钻杆。钻杆不太紧时，应

尽量用公锥。但是公锥不易对上事故头，并且吃扣

没有母扣紧，在孔内钻杆丝扣很紧时，容易反断公

锥。在使用母锥处理插钎事故时，要避免下过头部

位置，防止母锥被卡。

（+）在施工此类钻孔时，泥岩孔段应全部下入

套管隔住。因为钻进斜孔时，泥岩段易造成钻孔超

径，在发生钻杆脱扣或折断时，不易对上事故钻杆头

部。

（!）这个事故虽然发生在浅孔段，可以说是一

个简单事故，但由于处理中采取的措施没有到位，造

成事故加事故。通过此次事故处理，也积累了一些

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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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一号”完成富钴结壳资源与环境调查科考任务

, , %--! 年 $$ 月 %. 日下午，中国“大洋一号”船全面完成我

国《国际海底区域研究开发“ 十五”计划》代号为 /0$-" 1
$’2 航次科学考察任务，胜利返回广州黄埔港。

据该航次首席科学家杨胜雄介绍：“大洋一号”远洋科学

考察船于 %--! 年 & 月 & 日从青岛起航，开赴太平洋国际海

底区域执 行 中 国 大 洋 科 学 考 察 任 务，历 时 $$+ 天，航 程

$*$!+3 % 海里，完成了以富钴结壳资源与环境调查为重点的

科学考察任务，为富钴结壳矿区申请工作做好积极准备。

圈定一块满足商业开发规模所需资源量要求的富钴结

壳申请区是我国制定的《 国际海底区域研究开发“ 十五”计

划》的主要目标之一。从 $**. 年以来，中国大洋协会组织

“大洋一号”和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海洋四号”船在中、西

太平洋进行了多个航次数十座海山的富钴结壳资源调查。

杨胜雄说：/0$-" 1 $’2 航次是在原有航次资料和其他

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从中优选出品质较高、资源前景较好、地

形合适的目标区海山作为调查重点区域进行补充加密调查，

通过实施加密地质取样和摄像照相调查，进一步查明富钴结

壳分布状况，了解矿床特征，初步圈出这些海山的富矿区块；

并对上述海山区开展重磁、浅剖、地震等地球物理调查，进一

步了解这些海山的结壳分布与沉积地层、火山活动、地壳结

构等关系；估算调查区的富钴结壳矿产资源量。同时，还在

上述海山区开展环境调查，在结壳调查区进行声学多普勒海

流剖面测量、温盐深测量和箱式（ 多管）取样和相应的水化

学、沉积物地球化学分析，收集矿区申请必须的基础数据和

资料，为将来的富钴结壳矿区申请工作做好准备。

（据, 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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