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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钻进技术在杉木树煤矿强突出煤层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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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目前瓦斯抽放孔成孔工艺的比较，介绍了杉木树矿强突出煤层采用螺旋钻进工艺试验的工艺过程及

其优势，并介绍了在该煤矿的具体试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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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集团杉木树矿为高瓦斯矿井，防止瓦斯突

出、加大瓦斯抽采力度是该矿每年安全工作的主要

任务。随着该矿煤炭开采技术的快速发展，高产高

效综采生产技术逐步推广，瓦斯抽采的矛盾越来越

凸显。为此，探讨高效快速且经济有效的高瓦斯抽

放孔钻探工艺，解决上述矛盾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

1钻进工艺确定

根据钻进过程中所采用的排粉介质及排粉方式

的不同，钻进工艺可分为水循环钻进、空气循环钻

进、螺旋钻进3种钻进工艺方法，受煤矿井下巷道、

煤层条件等因素的限制，需根据各煤矿条件选择适

应的钻进工艺方法。

1．1水循环钻进

水循环钻进有以下优点：洁净，污染小，巷道煤

尘少，工作面环境好；工艺比较成熟，操作简单；排渣

效果好，钻进效率高。

但由于煤层松软，孔内循环水的漏失严重，严重

时甚至造成煤层注水，加之循环水在成孔过程中对

孔壁的浸泡和冲刷，钻进过程中钻孔孔壁掉块、钻头

糊钻、甚至出现塌孔、喷孔等现象。

1．2空气循环钻进

空气循环钻进工艺在强突、松软、破碎的煤层进

行成孔时，体现出很大的优势：有利于成孔过程中瓦

斯的释放，减少对孔壁的冲刷，避免了喷孔、塌孔等

严重孔内事故现象，特别对于煤层中夹有水敏性岩

层，相对于水循环成孔可以减少孔内事故发生的机

会。

但该工艺目前在煤矿使用也存在一些问题，致

使其在松软煤层中钻进成孔也受到了局限。

(1)由于目前各矿多是利用矿井压风站直接供

应的系统压风进行空气钻进，经过多次分支后，压风

到达试验工作面时压力很难达到0．4 MPa以上，且

极不稳定，无法满足钻进成孔时冷却钻头和排粉的

需要。

(2)试验现场粉尘比较大，工作环境条件恶劣，

特别是煤尘有爆炸危险的矿井，后果更加严重。

1．3螺旋钻进

螺旋钻进属于干式钻进成孔工艺。它是将钻机

在孔口所产生的扭矩、推进力通过主动钻杆传递给

螺旋钻杆至钻头转化成钻具在钻进过程中的扭矩、

给进力，钻进中产生的钻屑(岩粉)则由螺旋钻杆排

至孔外，实际上螺旋钻杆和钻孔之间组成了一个

“螺旋运输机”。螺旋钻进具有以下优点：

(1)钻头切削的岩粉通过螺旋钻杆机械式的排

出钻孔，孔内无重复破碎现象；

(2)钻进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的循环介质，减少

了很多辅助设备及工作；

(3)螺旋钻具对孔壁扰动小且螺旋钻杆叶片具

有阻挡作用，所以在松软突出煤层钻进过程中，其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塌孔等孔内事故的发生。

由于杉木树矿区此采区为强突出煤层，井下风

压有限，钻场在机巷中频繁移动，为了减少辅助设备

及工作，节约成本，决定采用螺旋钻进工艺。

2钻进工艺参数

2．1 钻压

在松软突出煤层钻进过程中，钻进压力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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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区段：当转数一定时，给进压力过大，由于软煤

硬度较低，螺旋钻头还来不及切削便被压人煤层中，

钻压越大，钻头被压入越深，切下的煤屑颗粒就越

大，单位时间里螺旋钻杆的排粉量就越大，当切削下

的煤屑大于螺旋钻杆的排粉量时，煤屑易在孔底堆

积形成煤屑楔，使钻孔轨迹有上仰的趋势，甚至造成

抱钻等孔内事故；反之如果给进压力太小，由于钻杆

自重作用，螺旋钻杆刮削孔壁下部，造成钻孔轨迹向

下倾斜，钻进效率低。另外螺旋钻杆本身在旋转过

程中，由于螺旋叶片排粉时与煤粉相互作用而使螺

旋钻杆产生一个向孑L底方向的反作用力，随着钻孔

的深度的增加，螺旋钻杆承受的反作用力增加，此时

钻机的给进压力应适当减小。所以在钻进过程中，

钻机的给进压力要适当，这样才能控制好螺旋钻杆

的产粉量和排粉量的平衡。

在此次试验中，开孔时给进表压控制在2～3

MPa，钻进深度>50 m时，表压控制在3—7 MPa。

2．2转速

在松软强突出煤层中，转速也应有个极限值

rtmax：当钻压一定时，转速过高，虽然产生的煤粉颗

粒很细，排粉阻力减少，但此时煤颗粒就会产生垂直

于输送方向的跳跃式翻滚，这时螺旋钻杆主要起搅

拌而不再起轴向推进作用；当转速过低，煤粉颗粒的

水平运移速度也相应降低，这样就降低了螺旋钻杆

的排粉效果，煤粉易在孔底堆积，形成卡钻、埋钻事

故。所以在钻进的过程中，在不超过转速极限值

厅一的情况下，应尽量增加转速。通过理论和实践

总结，可确定钻杆转速的极限值乃一：

n。=A／厄
式中：A——常数，在松软煤层中，A取50—70；

D。——螺旋叶片的外径。

此次试验中，由于地层为强突出煤层，通过控制

转速充分排渣以减少沉渣，钻机转速控制在60—80

r／min。

3钻进设备和钻具的选择

根据杉木树煤矿施钻煤层的具体地质条件和巷

道的布置情况，本次钻进采用的设备、钻具为：我院

研制的ZD㈣S型钻机，插接式D110 ram／073

衄螺旋钻杆，插接式0130 mm三翼硬质合金螺旋

钻头。

3．1 ZDY4000S型钻机(图1)

在松软突出煤层钻进成孔过程中，由于煤层煤

质松软且透气性差，为了达到理想的瓦斯抽放及防

图1 ZDY4000S型钻机

突效果，要求钻孔深度深，钻孔直径大。而且在利用

螺旋钻具进行松软突出煤层钻进过程中很容易发生

卡钻和埋钻事故，为了能够有很好的处理钻孔事故

的能力，因此，要求钻机的旋转扭矩和给进力必须比

现在煤矿常用钻机有大幅度提高，加之钻进过程中

孔内排粉完全依赖螺旋钻杆，则要求螺旋钻杆必须

有一个比较适合的转速，这样才能保证能及时排出

煤粉。因此，螺旋钻进必须选用大扭矩、转速范围调

节宽的大功率钻机。我院研制的ZDY4000S型钻机

在松软强突出煤层钻进中显示了巨大的优势。其技

术参数为：钻孔深度200 m，终孔直径200 ram／150

lnln，转速10—220 r／min，螺旋钻杆直径D110 ram／

073 mm，钻孔倾角±45。，最大扭矩4000 N·m。

3．2螺旋钻杆(图2)

图2螺旋钻杆

D110 mm螺旋钻杆采用“u”卡插接，可实现正

反转，能便捷地处理孔内事故，螺旋叶片的参数可以

利用水平螺旋钻杆的设计原则得出。此次采用的螺

旋钻杆为单螺旋钻杆，其主要参数为：钻杆外径110

nlln，心杆直径73 toni，螺旋叶片厚度6 mill，螺距100

ranl，钻杆长度1．5 mo

3．3钻头(图3)

用螺旋排粉的方式钻进松软煤层时，三翼螺旋

硬质合金钻头使用效果较好。螺旋钻头由钻头体、

翼片、螺旋带和连接部分组成。由于螺旋排粉钻头

冷却效果差，所以常采用硬质合金作为钻头的切削

齿。螺旋钻头翼片上镶有阶梯状布置的硬质合金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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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螺旋钻头

削具，在外径上也镶有保径的硬质合金片。钻头体

上一般焊有一段螺旋带，与钻杆螺旋带衔接，便于输

送岩粉。钻头直径应比钻杆直径大10—20 mm，以

减小钻杆柱与孔壁的摩擦力。

4应用效果

4．1 试验点煤层地质条件

杉木树煤矿的试验点在N24采区，该采区地层

为二叠系上统宣威组，平均厚度129 m，由灰色砂

岩、砂质泥岩、泥岩和粘土岩、煤层、泥质灰岩组成。

含煤层7—14层，其中可采2层，此次钻孔布置在

B3+4煤层，煤层埋深为180—500 m，厚3．5 m，层

间夹矸厚0．5～0．8 m，平均厚0．65 m。煤层倾角为

6。，其硬度性系数厂=2—4，解理裂隙发育，煤层中瓦

斯压力较大，瓦斯含量高。煤层结构复杂，煤厚变化

大，上薄下厚(1．62—5．45 In)，西薄东厚(2．3—4．5

m)，中间厚两边薄(6．59一1．62 m)。煤层直接顶为

深灰色砂质泥岩，中间夹一层炭质泥岩，厚1～3．6

m，平均2．5 m。

4．2现场试验情况

试验钻场在N2452机巷，巷道宽4．4 m，高2．5

m，沿机巷布置钻孔，钻孔在本煤层中延伸。

由于煤层顶板构造起伏比较大，且夹矸比较厚，

钻孔轨迹要控制在煤层中比较难。在试验时，初定

钻孔倾角为70，钻进至22．5 nl时因进尺缓慢，提钻

观察，发现钻头已因钻进顶板砂岩而损坏，经分析、

研究决定将钻孔倾角调整为3．50±0．50，此后9天

成孔试验了12个钻孔，累计进尺940 m，循环钻速

达到6．8 m／h，很好的满足了矿上对瓦斯抽排钻孔

成孔速度的要求。试验钻孔的具体参数如表1。

4．3试验过程中的事故分析及处理

．4—9号孔钻进至43．5 nl时，钻机系统压力急

剧升高，煤渣将螺旋钻杆“抱死”。经过分析，造成

抱钻事故有以下3个原因。

(1)钻机未固定好。当钻机旋转时，钻杆与孔

表1试验钻孔参数表

壁互相摩擦，由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相互作用，加

之钻机未固定好，钻机偏移了原来的位置，造成钻杆

在孑L内不同心，致使在加接钻杆时，主动钻杆和螺旋

钻杆六方接头处不能很好的吻合，缩短了主动钻杆

的寿命；此外，钻杆在孔内发生弯曲过大，在钻进旋

转时，钻杆刮削孔壁，造成孔径扩大，也易导致塌孔

等孔内事故。

(2)煤层含水。钻头和钻杆糊钻，导致排粉受

限，将钻杆抱住。

(3)操作工人一味追求进尺，在排渣不畅的情

况下，仍保持较大的给进压力，单位时间螺旋钻杆输

送煤粉量小于钻头切削下来的煤粉量，导致煤粉堆

积在孔内而形成抱钻事故。

由于ZDY4000S型钻机旋转能力比较大，螺旋

钻杆为插接式连接，可正反转，为处理钻孔事故提供

了很大方便。孔内煤粉抱住钻杆后，通过钻杆反转，

钻杆螺旋叶片将煤粉向孔内输送，根据力的相互作

用关系，孔内煤粉对钻杆的螺旋叶片有向外的推力，

通过各个螺旋叶片上作用力的叠加，加之钻机的起

拔力，使孔内钻具向孔外缓慢移动，在移动的过程中

扰动煤粉，再通过正转排出煤粉，这样反复几次就可

将钻杆拔出。

5结语

利用螺旋钻进工艺钻进瓦斯抽放孔在芙蓉集团

尚属首次，实践表明，螺旋钻进具有成孔口径大，抽

放效率高、有效抽放周期长、试验成本低等特点，是解

决采煤工作面瓦斯超限问题的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

这次试验证明：针对杉木树煤矿的这种高瓦斯

煤层，螺旋钻进工艺能很好地解决成孔过程中的塌

孔、喷孔等现象，也为该集团其它矿区的瓦斯治理提

供了一种比较好的钻进工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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