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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特殊的钻探孔内事故分析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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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一次特殊的、有可能造成钻孔报废的孔内卡钻事故的分析处理、总结，认为遇到事故时要分析清楚，

做到灵活主动，掌握处理事故的思路及技术方法，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避免及处理类似事故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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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我们在山西某地区施工基岩水井，该水

井设计深度 /## 0，所用钻机为 12 % &/# 型。在施

工至 $"# 0 时，由于人为原因，大拨叉掉入钻孔内，

给成井造成了一定的隐患及不可预测性，经过认真

分析，本着确保工期，稳中求妥，先成井后处理的原

则，将事故处理完毕，使该井得以顺利完工。

!" 地层概况及钻孔结构

该井 # 3 *# 0 为 4$ 粘土层，下入 5*)) 00 钢

管；*# 3 &&# 0 为奥陶系峰峰组，下入 5*"/ 00 钢

管；&&# 3 /## 0 为奥陶系上马家组、下马家组，地层

稳定。钻进至 *(# 0 时，测得水位 *"# 0，下入 5")*
00 钢管。在用 5"$$ 00 牙轮钻头钻进至 $"# 0 加

钻杆时发生了本次事故（见图 &）。

图 &! 钻孔事故钻具图

#" 孔内事故钻具状况

事故发生后，孔内钻具为：5"$$ 00 牙轮钻头

6 变径 6 5"&( 00 取粉管 6 $&* 0、5-( 00 钻杆。

提升钻具在 *(# 0 时卡住上不来，往下放时一切顺

利，回转无阻力。判断为大拨叉沿钻杆倾斜掉入

5")* 00 钢管底部，上提时卡住取粉管顶部。

$" 处理方案

考虑到工期的紧迫性，以及事故处理的难易程

度，我们从两方面加以分析：现在处理肯定影响工

期，而且一旦处理不上来，可能造成钻孔报废；换一

个角度，从事故钻具现有状况、地层情况来看，继续

钻进是有把握达到成井深度的，然后再处理。这样

既保证了工期，又保证了成井。即使完全处理不上

来也只是报废底部一段钻具，不至于造成钻孔报废。

因此，为不影响工期，确保成井，暂不处理。本

回次继续钻进至 /## 0 成井深度后再将钻杆提至

*(# 0 处，运用炸药将钻杆在取粉管顶部炸断，再用

筒状钻具把大拨叉切断、扫下去，用 5-( 00 公锥将

剩余钻具处理上来。

%" 事故处理步骤

%, !" 爆破筒的设计

由于爆破筒要从钻杆里面放入，故爆破筒的外

径需小于钻杆内径，即小于 ’( 00。爆破筒设计如

图 " 所示。

图 "! 爆破筒设计示意图

%, #" 水下爆破密封性的要求

由于本次爆破为水下爆破，水压较高，对爆破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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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片状触媒叶蜡石块的组装方式

!" 试验对比分析

" " 对 # 组片、粉状触媒合成金刚石的工艺参数进

行对比，参数如表 $。

表 $" 片、粉状触媒金刚石合成工艺参数对比表

触媒

类型

加热表

给定值

电压值

% &
电流值

% ’
中停压力

% ()*
合成压力

% ()*
合成时间

% +,-
粉状 ./01 $0!2 / 3! 43 44 $1
粉状 ..11 $0!2 3 3! 43 44 $1
粉状 ..!1 $0#2 $ 3! 43 44 $1
片状 ...1 $0/2 . 3# 4/ 44 $1
片状 ..01 $0.2 # 3# 4/ 44 $1
片状 .5$1 $0.2 3 3# 4/ 44 $1

由表 $ 看出，粉状触媒的熔点低于片状触媒的

熔点，从而节约电能，有利于降低成本；粉状触媒合

成金刚石时的中停压力略高于片状触媒合成金刚石

时的中停压力。

用浓硫酸及王水对合成后的触媒棒进行了处

理。取少量分选后的金刚石晶粒放在显微镜下观

察，片状触媒合成金刚石主要有六 6 八面体聚形、十

二面体、八面体等，晶体形貌多样化，部分发育不对

称。粉状触媒合成金刚石多为立方八面体，晶形完

整，颜色较纯，透明度较高，但晶粒较细。通过观察，

粉状触媒合成金刚石的单产远远大于片状触媒。若

合成工艺完善，在实际合成时粉状触媒合成金刚石

单产会更高。

在片状触媒合成体系中，片状触媒和片状石墨

呈层状叠加，金刚石成核和长大在金属和触媒的交

界面上，大致呈二维分布，形核点较少，且容易造成

金刚石的不对称生长。在粉状触媒合成体系中，粉

状触媒和石墨粉混合均匀，二者呈空间三维分布，形

核点较多，金刚石在各个方向的生长十分对称。二

者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了合成时间的差异，片状触媒

合成金刚石生长快而连续，粉状触媒合成金刚石生

长慢而不连续。粉状工艺较片状工艺有充足的合成

时间，有利于高品级金刚石的合成。

#" 结论

（$）粉状触媒合成金刚石所需的温度较低，从

而节约电能，降低成本，延长顶锤的使用寿命；

（!）粉状触媒合成金刚石比片状触媒合成金刚

石晶形完整，颜色纯，但晶粒较细；

（#）粉状触媒合成金刚石产量高，并且金刚石

生长慢，从而有利于高品级金刚石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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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的密封性要求较高。故将炸药、雷管分次装入

有弹性的塑料透明薄膜袋中、压实，依次放入爆破筒

中，上部填入黄泥，把盖上紧，用蜡及防水胶带把丝

扣处及最上部放入爆破线的小孔密封好，防止进水。

#7 !" 爆破过程

用 <$/ ++ 铁丝及爆破线把爆破筒放入预定位

置，引爆，将钻杆炸断。

#7 #" 切断大拨叉及用 <04 ++ 公锥处理剩余钻具

用 <!$4 ++ 无缝管加工成 <!// ++ 筒状钻

具，将大拨叉切断并扫至取粉管处。再下入 <04
++ 正丝公锥打捞，加压强力扭转钻杆，由机上余尺

和转动阻力可确定丝锥已“ 咬住”在井里炸断的钻

杆断口，边转动边强力起拔，将事故顺利处理完毕。

$" 结语

（$）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人员麻痹大意，

工作中没有尽到责任，一次小的失误可能导致钻孔的

报废，所以在上班期间要特别专心，不能有一丝松懈。

（!）事故处理要防止越处理越复杂，事故加事

故，所以要慎重制定方案。

（#）发生事故后一定要分析清楚，做到事故性

质清楚，事故位置清楚，机上余尺清楚。

（/）钻探施工中难免发生孔内事故，所以设计

加工钻具时，各种材料规格尺寸要留有余地，并要在

现场准备一定的事故处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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