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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内岩石局部爆破破碎若干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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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钻孔内小自由面条件下对岩矿石局部进行准确地爆破破碎并非易事，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便捷地通

过钻孔获取大量的矿物岩石，提高水溶法采盐、地浸采铀的作业效率，同时使得通过钻孔开采某些具有重大潜在价

值的难采矿产成为可能，这无论对钻孔取样还是钻孔采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论述了钻孔内岩石爆破破碎涉及的

技术问题，并对钻孔内岩石爆破破碎若干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充分考虑各种岩矿赋存条件的基础上，采取合

理的加载彤式获得钻孔局部岩层较好的爆破破碎效果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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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accurately blast the local rock in a borehole is a technical knot in rock blasting．The solution of this problem

may be helpful to obtain ina88es of minerals by way of boreholes and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solution mining and in—situ U·

ranium mining．and make it possible to obtain 80me discult．to．mine minerals with significant potential value．A couple of

blasting technical issues on rock fragmentation in borehole were discussed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it Was indicated that well fragmentation of rock I'rllflBS in-situ borehole could be achieved by way of adopting a rP强ason。

able loading reCallS with full consideration of deposit conditions of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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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固体矿产的勘探与开采是人类发现、认识并利

用自然资源的重要生产实践活动，这一活动涉及找

矿与采矿两个方面，经过专业技术人员长期的探索

和发展，无论是勘探找矿还是矿床的开采都形成了

较完备的工艺体系和技术方法。进行矿床勘探时，

如果想进行深入的矿物物理、化学性质研究，有用矿

物可选性及深加工试验研究(以便确定该矿床是否

具有工业价值)，则必需获得一定量的岩矿样品，钻

探常规作业有时难以满足上述生产需要，通常需要

坑探作业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坑探工程有人力、物

力、财力消耗大，同时工期长的缺点，并且在一些特

殊地层(地下水位高、涌水量大、富含瓦斯地层及极

破碎等地层)即使采用坑探作业要想获得足够数量

的岩矿，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有较大的困

难。如果利用控制爆破技术对勘探孔内岩矿进行爆

破破碎并结合特殊钻进规程通过冲洗液将岩矿样品

提升至地表，这一问题便可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此外，在一些特定条件下，如矿体埋深较大、规

模相对较小、矿体产状及空间分布不规则，通过钻孔

结合控制爆破进行孔内岩矿石破碎，并用水力方法

将已破碎的岩矿石采出，不但可降低矿山开拓、采准

工程量，降低某些矿产的开采成本，还能使一些目前

“无工业价值”的小矿或难采矿床具有开采价值。

另外，这一技术问题的解决，目前某些因技术、经济、

安全等因素无法开采的矿体(如高瓦斯、高涌水煤

矿)也完全有可能安全高效地进行回采。钻孔内局

部矿岩石爆破破碎问题的解决，对传统地浸采矿方

法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合理的孔网布置和装药结

构设计，对深部矿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较准确的爆

破破碎后采用合适的溶剂将有用组分原地浸出，可

以减小地浸采矿中溶剂的浪费，并提高有用元素的

浸出量。在煤炭安全生产方面，此法也可于煤层中

人为地产生一系列需要的裂隙，提高低渗透高瓦斯

压力煤层中瓦斯的渗透性。

另外，在水溶法采盐中，实践表明，采用压裂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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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法对压裂裂隙方向和计划压裂连通方向不能人为

控制。定向井水溶开采法，如果采用单井对流水溶

开采通常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定向井的溶蚀连

通⋯。采用钻孔内控制爆破技术则有可能从根本

上改变上述状况，最终提高井盐回采效率。

因此，这一课题的研究对提高某些矿体的勘探

效率、降低勘探成本、提高矿石回采率、降低某些矿

床的可采指标、扩大可采矿体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1 钻孔内岩矿石局部爆破破碎特点

本条件下岩矿石的爆破破碎由于是在钻孑L内进

行，与通常情况下的矿山爆破、土石方工程爆破的爆

破条件有较大的差异。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1爆轰条件差

钻孔可视为处于无限介质之中，对爆破作业而

言基本不存在自由面(或者说仅有钻孑L壁微不足道

的一点自由面)，岩矿石爆破破碎后的碎胀空间完

全由钻孑L空间补偿，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岩矿石的爆

破破碎，比台阶爆破、硐室爆破等常用方法能量利用

率低，破碎相同体积的岩矿石需要更多的炸药，如果

考虑钻孔自身的稳定与安全，就某种程度而言，对围

岩造成的爆破危害可能更大。

在通过钻孔内爆破破碎这一方法采取岩矿石作

业时，钻孔内通常有冲洗液，爆破作业一般在水下进

行，必须采用防水炸药(乳化炸药、浆状炸药、硝化

甘油类炸药或1、NT等)或对非抗水炸药进行必要的

防水处理。此外，采用钻孔进行岩矿石采取作业通

常深度较大，药柱可能受到较大的冲洗液柱压力的

作用，而矿业生产所采用的炸药多为混合型工业炸

药，混合型炸药对自身密度有一定要求，如果在深孔

较高冲洗液压力情况下有可能会因液柱压力过高而

造成炸药被压实后密度增加，出现爆轰参数劣

化心】，因此采用混合炸药时必须考虑所使用炸药的

耐压特性，或在作业时改用耐压抗水的单质炸药。

1．2通常处于非均匀初始应力状态下 ．

处于一定钻孔深度的岩石，钻孔空间的出现，其

原始应力状态被破坏，由于受地质构造及上覆岩石

自重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破坏的岩矿石通常处

于一个相对复杂的非均匀原始应力状态下，这对岩

石的破碎会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当需要破碎的岩

石处于较深钻孔时，非均匀原始应力数值会显著增

大，状态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在这一条件下的岩石的

力学特性与自由状态下的参数会发生显著变化，其

破碎特征也因此而改变。

1．3块度要求严格

钻孔内控制矿岩石局部爆破破碎对破碎后的岩

矿石块度还有较严格的要求，在露天矿或传统的地

下矿山(无论是充填采矿法还是崩落采矿法)，破碎

下来的岩矿石运搬通道通常都有较大的空间，因此，

大块率对生产的影响主要还在于经济上的影响。但

在钻孔内破碎岩矿石并通过钻孔排至地表时，块度

对生产的影响则不仅仅在经济层面，更重要的还在

技术层面。如果块度不能满足要求，块度太小则会

增大矿石(主要是粉矿)从冲洗液中分离出来的难

度，延长分离时间，增大分离成本，而块度太大不但

无法将矿石输运至地表，甚至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卡

堵，对钻孑L的正常作业造成严重影响。

1．4爆破震动

在钻孔内进行岩石的局部爆破破碎，由于其特

殊的边界条件，如果药量及装药结构不进行严密的

考虑，则岩石对药包爆轰作用的夹制将会非常严重，

其结果是导致剧烈的爆破震动，这极可能导致某些

不应破坏的孔段过早破坏，对作业的正常进行造成

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严重的话可能威胁到作业人

员的安全。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钻孔内控制对岩矿石

的爆破破碎，需要考虑的问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自

由面条件，孔内初始应力，碎胀空间、块度以及爆破

震动控制要求。只有这些问题得到较好解决，钻孔

内控制岩矿石爆破破碎才能获得理想的破碎效果。

2孔内岩石爆破破碎若干影响因素

对钻孔内局部岩矿石进行爆破破碎，由于工艺

及边界条件的限制，对最终爆破破碎效果产生影响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通常爆破作业时的起爆方法、

装药结构(耦合与不耦合装药、连续与不连续装药)

等因素外，下列因素也会对最终的爆破效果产生较

大的影响。

2．1 碎胀空间

钻孔半径为尺，岩石碎胀系数为K，并且采用柱

状耦合(通常为水耦合)装药，考虑到被破碎下来的

岩石有足够的碎胀空间，则应满足下式：

R>-R。以可研 (1)

在钻孔内单个药包爆破作用，其边界条件接近

于爆破的内部作用，设粉碎区的半径为R。，柱状耦

合装药条件下的粉碎区半径与岩石强度及有关参数

存在下述关系"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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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2(Vop。c。／Ntrb) (2)

式中：r2——炮孑L半径；Vo——孔壁质点振动速度；p。——岩石密度；Cp——岩体内纵波速度；卜岩
石动态强度提高系数；17"。——岩石静单轴抗压强

度。

由上述两式可得出，孔壁质点振动速度越大，粉

碎区也越大，而孑L壁质点振动速度随孑L壁上冲击应

力的增大而增大，也就是说，相同的岩石条件下孔壁

上爆轰压力越高，粉碎区半径越大。同时(2)式也

反映出，岩体内纵波速度越大，粉碎区半径越大，这

实质上反映的是当岩体完整性越好，岩体内不连续

面越少，越有利于应力波的传播，粉碎区越大。但实

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因为不连续面的存在，炸药爆

破破碎岩体需形成新的破裂面就相对要小，从某种

程度上有利于减小破碎单位体积岩石的爆破能量。

因碎胀空间限制，钻孔内第一次爆破时，粉碎区

不能太大，否则破碎下来的岩矿体积不会增加，反而

会因药量的增加造成破碎下来的岩矿石被挤密而无

法抽出。过多的炸药能量只能消耗于岩石的过粉碎

与弹性波的传播上，同时对孔壁的稳定造成不利影

响。

2．2冲洗液柱压力

在较深孔内，因较大的冲洗液柱压力也会对炸

药的正常爆轰产生影响。矿用炸药以铵油、铵梯类

炸药为主，在有防水要求的作业条件下进行爆破作

业时，通常可采用各种类型的乳化炸药，或对铵梯类

炸药进行防水处理。这一类炸药由多种成分组成，

除部分重铵油炸药外一般密度较小，而且为保证其

较好的爆轰性能通常较疏松(铵梯炸药)或含有一

定比例的微泡(乳化炸药)，因此具有一定的可压缩

性，当在较大压力作用下药柱体积会减小，炸药密度

会变大。比如在50 m水深时，药柱所受的水压可达

490 kPa，而在钻孑L内，冲洗液密度一般比水的密度

大，因此压力会更大。炸药被压密后，许多混合炸药

的性能会劣化，如普通的铵油炸药，当密度>1．1∥

cm3时，则有可能不发生爆炸反应。在现场试验中，

就出现过同一种乳化炸药在浅水正常爆轰而在数十

米深水中部分爆轰的情况。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从

两方面人手：一是选择合适的炸药，如选用单质抗水

炸药，或耐压的抗水混合炸药；二是在炸药外加抗水

耐压装置。

2．3破碎块度

通过钻孔直径确定最大允许破碎块度，通常情

况下只有当通过管道的块度小于管道直径的1／3时

才能较好地避免因楔效应摩擦而造成的管道中块体

的“成拱”L4 J。因此为高效地采用水力方法从孔中

抽出爆破破碎下来的岩矿石，破碎块度最好小于钻

孔直径的1／3或抽渣管直径的1／3。若大于该尺

寸，爆破破碎下来的岩矿碎块将有可能在爆生气体

作用下形成不利于排渣的堵塞，即便爆破作业时未

形成堵塞，也有可能在水力运搬时产生堵孔现象。

虽然这些不利于排渣的情况也可以通过钻进工艺的

调整来加以解决，但这终究对快捷高效地作业不利，

尤其是进行上规模的钻孔采矿作业时，其效率对作

业的影响将会更大。

精确控制爆破破碎块度，如果在地表，或在传统

地下采矿作业时，由于可以通过对自由面的利用和

合理孑L网参数的选择，尤其是结合岩体原有不连续

面进行孔网的优化，爆破后岩矿石的块度完全可进

行较为准确的控制。但是在硐室爆破以及本文所述

的钻孔内局部岩体的爆破破碎，由于爆破条件劣化，

如自由面条件差，岩体在爆破作业前揭露少，未知因

素多，以及岩石在碎胀过程中受到围岩的约束较大，

精确控制岩石爆破破碎块度并不容易。

许多学者通过对爆破破碎块度的统计分析研

究，总结出了若干预测岩石爆破破碎块度的方法。

前苏联的Kuznetsov(1973)给出了下式∞J：

‰=A(V／Q)o·8Qo·"
式中：＆。——平均块度，m；A——岩石因子，对极弱

的岩石A为1，对中等硬度A为7，对硬而有裂隙的

岩石4为10，对硬而少裂隙的岩石A为13；卜单
孔爆破的体积；Q——装药量。

虽然将岩石因素按硬度、是否有裂隙的性质特

点进行量化处理，但其总结出来的方法准确性不高，

有一定的随意性。

印度的"Raina(2002)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改进

给出下式：

‰=A(V／Q)¨QO．17(Vp／(EN,)]D2式中：圪——穿孔速度，m／h；卜推进压力；M——钻头的转速，r／rain；卜钻孑L直径，in(1 in

=25．4 nlln)；其余与前一公式相同。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岩石因素、爆破量、炸药

量、钻孔直径是岩石最终破碎块度的决定因系。

2．4炸药与不同岩石的波阻抗匹配问题

研究表明，在耦合装药条件下，当被爆岩石与炸

药的波阻抗匹配时，爆炸能量的传递效率较高，并且

通常情况下可提高被爆岩石的破碎效率。但在实际

作业时，尤其是钻孔穿越地层情况复杂，被爆岩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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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抗变化可能较大，不可能准备各种对应波阻抗的

炸药。在实际作业时当岩石与炸药阻抗明显不匹配

时，可在岩石与炸药问加入阻抗介于两者之间的中

间物质或采用不同的耦合系数加以调整L6J。当采

用不耦合装药时，。由于装药条件发生变化，上述匹配

并不见得就是适宜的，因此不同的装药结构应当有

不同的最佳波阻抗与之匹配。研究表明，空气不耦

合与水不耦合装药其最佳波阻抗的匹配存在较大差

异，但总体而言，较高阻抗的岩石采用较高阻抗的炸

药才能获得较理想的爆破能量利用的关系却是普遍

存在的‘引。

2．5·岩体结构

岩体结构对爆破破碎效果的影响已越来越为爆

破作业人员所重视，岩体结构面对爆炸作用可以是

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怎样研究裂隙岩体的爆破

破碎，如何提高裂隙岩体爆破效果，是20世纪70年

代末以来爆破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岩体中由于结构

面(裂隙、结理、层理等不连续面)的存在，使岩石在

破碎时表现出突出的非均质体特性，即同一种岩体

在不同的加载方向以及不同的加载形式下会表现出

完全不同的破坏特征。因此在钻孔内对岩体进行局

部爆破破碎时，如果能较好地利用岩体结构特性，结

构面同样能在爆破中产生积极作用。

竺H H舅毳H翥嚣
(a) (b) (c)

图1 孔内局部岩石爆破破碎加载形式

在图1(a)加载形式条件下，将在药柱所在孑L段

柱面上施加均布荷载，对应孔壁的岩石破碎，孔壁表

面及浅层主要为压碎，而深部则为御载后，岩石因弹

性释放而造成的拉伸破坏为主。在药柱的上下端附

近孔壁的破坏主要为爆破加载后衍生的拉伸破坏所

至。药柱所在孔段，表层压碎破坏虽然所占比例不

大，由于岩石的动压强度远远大于其抗拉强度，所以

消耗的能量却比较大。因此从炸药能量利用率角度

来看这一加载方式并不是一种好的加载方式。此

外，由于采用连续加载方式，一次起爆药量较大，对

控制爆破震动、保护孔身以及安全生产是相当不利

的。如果单纯通过减小药量来克服上述不足，又会

牺牲了破碎岩石的效率。因此这一加载形式除了作

业简单易行、爆破操作可靠外，从技术角度而言并不

理想。

采用图l(b)加载形式时，药柱所在孔段柱面上

受到了不均匀的荷载，与图l(a)的最大不同是，药

柱间隙所对孔壁柱面受到的荷载比较小。由于加载

的分散，因加载而衍生的拉伸应力区较图1(a)情况

大，压缩破坏区相对减小，能量利用率较前种加载形

式大为提高。另外，采用这一加载方式，使得孔内微

差成为可能，因此还可采用微差爆破技术手段进一

步改善加载孔段的受力情况。一次作业可起爆的药

量也能在一定限度内大为提高，这是图1(a)形式所

难以做到的。

在图l(c)加载形式下，由于药柱采用聚能装

药，聚能穴所对的孔壁上将会受到非常强的集中荷

载作用。采用聚能装药即使在孔内自由面条件极差

的情况下，也能通过聚能爆炸射流于孔壁坚硬的岩

矿石上打开缺口，配合合理的延时，后期起爆炸药可

以利用聚能射流创造的有利爆破条件。采用这一方

法将可能在图l(b)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岩石的爆

破破碎效果。

4结论

钻孔内进行岩矿石爆破破碎具有下述特点：自

由面条件差，孔内药包爆轰条件恶劣，对爆破后岩石

破碎块度要求严格，孔壁岩石常处于非均匀初始应

力条件下。因此在爆破破碎时通常要考虑的问题

有：岩石的碎胀系数，孔内冲洗液柱对药包的压力，

块度控制，波阻抗的匹配。而在这一爆破体系中，只

有加载形式具有一定的可调整性，因此，在钻孔内进

行岩矿石爆破作业时，选择合理的装药结构和孔内

微差是在这一条件下获得理想的岩石爆破破碎效果

的关键。

分析研究表明，孔内不连续加载形式与连续柱

状药包加载形式相比，前者可使得孔壁产生更有利

于岩石破碎的受力状态。无论在爆炸能量利用率方

面，还是岩矿石的爆破破碎效果方面，不连续装药均

(下转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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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注浆管进行了注浆处理，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解

冻阶段地面未发生大的沉降。

6．3冻胀压力检测结果分析

6．3．1 测压孑L布置(见图7)

6．3．2冻胀压力检测结果分析

根据图14及图15可知，冻胀力在冻结初期几

乎未发生变化，随着土体温度的下降，土体进入冻

结，冻胀力迅速增大。冻胀力的发展大部分发生在

积极冻结期间。在开挖、构筑阶段冻胀力有一定的

发展，但发展趋势趋缓。在构筑完成后，冻胀力发展

到最大值。

圈14测压孔l测点2冻胀压力曲线

降，至0℃以下，冻结管周围土体发生冻结，冻胀压

力开始迅速增大，随着温度的进一步下降，增长率减

小，冻胀压力的发生主要是在土体温度下降至一10

℃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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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6测温孔3与测压孔1温度一冻胀压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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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7测温孔2与测压孔3温度一冻胀压力曲线

7结语

旁通道的施工包括冻结孑L施工、冻结施工、开挖

构筑等许多阶段。只有针对各个阶段的特点及可能

出现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要对温度、地面

变形、冻胀压力等进行监测，用以指导施工，才能保

证旁通道冻结法施工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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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得较高的技术经济指标。此外，岩体结构面与

钻孔的相对空间关系对爆破破碎效果也会产生重要

影响，不同的空间关系对加载的响应是不同的，如果

在考虑岩体结构的前提下，以孔内微差为基础并结

合聚能装药的使用，在孔内取得较好的岩矿石综合

爆破破碎效果是完全可能的。

参考文献：

[1]王清明．欧美国家水溶采矿发展的历史概况[J]．盐业史研

究，2001，(4)：45—47．

[2]王文龙．钻跟爆破[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84．

[3]陈仕海，林从谋．水压爆破岩石的破坏特征[J]．煤炭学报，

1996．21(1)：24—29．

[4】张明．湿喷稠流混凝土技术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2003．

[5 2 周家汉．第七届国际岩石爆破破碎学术会议概述[J]．工程爆

破，2003，9(1)：53一∞．

[6]李夕兵。等．常规炸药与不同岩体匹配的可能途径[J]．矿冶工

程，1994，14(1)：17—20．

[7] 宗琦，孟德君．炮孔不同装药结构对爆破能量影响的理论探讨

[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3，22(4)：641一“5．

0

8

6

4

2

O

2

l

O

0

O

O

O

∞‰lI／R瞪邕始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