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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渝铁路深孔钻探沉渣处理
冯海明，李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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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孑L内沉渣厚时会造成下钻不到底或埋钻事故，严重影响钻探的正常进行。介绍了兰渝铁路工程地质勘察

孔深850 m的西秦岭3号孑L沉渣处理过程，总结出一些在破碎地层沉渣事故处理的经验和措施，为类似事故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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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近年来随着铁路建设标准的提高，铁路隧道规

模和数量不断加大，作为隧道工程地质勘察重要手

段的深孔钻探量也逐年增加，勘探深度也不断加大，

由于工程地质钻探技术要求的特点，使施钻难度大，

孔内事故多，且不易处理。

1 概况

1．1 地质概况

兰渝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西秦岭3号深孔，设计

深度850 m，钻孔位于甘肃省陇南的秦岭深山区中，

交通极为不便。隧道通过区域性大断裂临江一康县

断裂构造带(F6)，原属华夏构造体系碧口褶皱带的

北边界，后被本构造体系复合归并。逆断层是泥盆

系下统和下元古界的地层分界线，断裂规模大，断裂

破碎带宽约950 m，破碎构造带物质以压碎岩、断层

角砾为主，岩石压扁拉长、挤压拖拉褶皱现象明显。

地层自地表3．10 m以下全为含碳质千枚岩，局

部夹薄层变砂岩，岩层产状近乎直立，片理发育，岩

性软、破碎，极易沿片理裂开，含碳质千枚岩中夹杂

大量的块状、条带状石英岩脉，坚硬，研磨性强，施钻

难度极大。钻探的目的是查明隧道洞深范围F6断

裂带物质及断带附近下元古界变质砂岩、含碳质千

枚岩的岩性、完整程度、风化程度、工程地质与水文

地质特征及岩性接触带工程地质特征、破碎程度、水

文地质特征等。同时在孔内进行工程地质、水文地

质各种参数测试，以获取定性和定量资料，为隧洞设

计提供依据。

1．2铁路工程地质钻探的特点

(1)铁路钻探的深孔大多布在断层构造上，地

层情况复杂、破碎，容易出现塌孔、漏浆、卡钻等事

故，严重影响钻进速度和钻探效率的提高。

(2)钻孔分布在隧道沿线的高山上，单一钻孔，

没有可借鉴的施钻经验，只有边钻边采取应对措施，

不可预见的事故多。

(3)铁路深孔的开孔和终孔口径较大，我们目

前采用的大口径(终孔口径110或130 mm，满足抽

水、岩块切样的尺寸)，钻进速度慢，所需动力大，对

钻探设备要求高，材料消耗大。

(4)成孔后要进行孔内综合测试，达到一孔多

用的目的。成孔后测试时间较长，工序繁杂。多数

孔测试项目多，要做洗井抽水、压水、物探工程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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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测井，地应力等其它测试项目。

(5)钻探过程中多次洗井，多次抽水试验，不但

延长钻探周期，而且在破碎地层段往往造成孑L壁不

稳定，恢复钻探后事故频发。

(6)为满足孔内综合测试项目，不得轻易采用

下套管及其它永久固井措施，这就造成了在破碎、漏

失地层段事故频发，而应对措施很有限。

2钻探设备

根据地层情况、钻探深度和地质要求，钻探设备

为xY一5型岩心钻机，BW一250型泥浆泵。

3孔内情况和事故处理过程

3．1 孔内情况

由于全孔处在断层构造带上，地层破碎，在钻探

过程中，为封闭覆盖层和破碎岩层，该孔分别在

18．74 m处下人D168 mm套管，在53．00 m处下入

D146 mm套管，在436．92 m处下人D127 mm套管，

在395．18～523．46 m下人9108 mm飞管，以上所

下套管都是因地层破碎，坍塌、扩径严重使施钻无法

进行或已造成了大的孔内事故，经艰难处理后下入

套管护壁的。

当孑L深538 m时，孔内沉渣厚度40多米，采用

冲、捞等措施均无效果，后采用下套管护壁，D108

mm套管也只能下到523．46 m，用所5 mm普通钻

具仍透孔不到底，钻孔内岩粉、岩块不断产生，钻具

下入孔内已极其危险，随时有卡埋钻的事故发生，虽

然采取了泥浆冲孔、加大泥浆粘度护壁、用钻具干抓

岩粉等措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物力，但收效甚

微。一个月的时间用钻具从套管底部523．46 m透

孔至528 m，仅数米便不能前行，钻探一度陷入困

境。

3．2事故处理过程

为摆脱这一被动局面，经多方调研和分析，决定

采用s95金刚石绳索取心钻具，金刚石绳索取心钻

具上下为通径，可有效预防卡埋钻造成的事故，钻孔

环状间隙小，有利于孑L内岩粉排出。泥浆采用携渣

能力强的PHP无固相泥浆，并添加防塌剂、润滑剂

等多种添加剂，在使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顺利

透到孔底，虽然没出现很快的进度，但有了平稳的进

尺。绳索取心钻具使用当中发现的问题是，孔内岩

粉源源不断随着冲洗液带出地面，岩粉产生量远大

于正常钻进产生的岩粉量，证明孔壁在钻杆扰动下

仍在剥落，在提钻加钻杆时，由于孔内岩粉较多需冲

孔才能到达孔底。在这种情况下，泥浆中及时添加

了膨润土以增强泥浆护壁能力，更换了后机房泥浆

泵的动力设备，加大泥浆循环能力，确保钻探的顺利

进行。

但随着孑L深的加大和裸露孔段的加长，孔内沉

渣越来越多，需冲孔下钻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并多次

出现孔内割断钻头的事故，孔深664 m时，出现了新

钻头透孔尚未至孔底，金刚石钻头便消耗殆尽的情

况，部分钻头是从钻头和扩孔器之问割断掉入孔内。

孔深666．7 m时，面对严峻的孔壁不稳情况，决定下

D89 mm套管护壁，此时孔壁已十分危险，套管已下

不到孔底，钻具在636—639 m处反复透孔不到底，

虽然s95绳索取心钻具具有不怕卡埋钻的优势，钻

孔可强行冲孔下去，但在提钻加钻杆时孔深又恢复

到原来的孑L深，反复折腾多日无果。

分析原因是含碳质千枚岩，岩层产状近乎直立，

片理发育，遇水后变得很酥、糟，岩层中云母等软质

矿物成分大量剥落并随泥浆返出地面，岩层中的石

英岩脉块在失去支撑后掉入孑L底，并大量富积，钻具

透孔时如同在流砂中，可透下去，提钻后孔深又回到

原位，同时乳白色的石英岩块坚硬、研磨性强，用金

刚石钻头很难磨碎，新钻头下入孔内数小时便会磨

损掉，稍不注意钻头和扩孔器之间会被割断而使钻

头掉入孔内，孔内先后掉人多个钻头、管靴、扩孑L器

等钻具(图1)，可以说钻孔又遇到了新的“瓶颈”。

鉴于这种情况，采取了灌水泥同住孑L内沉渣，然后再

处理沉渣的方案。由于地处山区偏远地带，交通运

输不便，等水泥到位时，钻孔已坍塌至590 m，灌完

水泥4日后，孔深已坍塌至555 m，而且出现了636

和590 m处相同的情况，反复透孔，提钻后又回到原

处的现象，灌注水泥的方案叮以说是已经失败。

图l磨损割断的扩孔器

经认真分析，要顺利处理下去，首先要做好护壁

工作，让孔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阻止孔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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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恶化。其次，采取有效的办法，使孔内沉渣

能顺利处理上来。措施是配制低同相优质泥浆，增

大泥浆的粘度，提高护壁和携渣能力。采用的泥浆

配方是：清水+膨润土+烧碱+cMC；泥浆性能：粘

度60一80 s，密度1．10 kg／L，失水量12 mL／30 min，

采用小2级的S75绳索取心钻具进行冲孔，增大钻

孔环状间隙，以利于大的岩块能冲出地面。本措施

实施后，先后处理掉555—580、590—603和630—

640 m三处地层破碎、沉渣富积的孔段，冲出沉渣约

l m3，冲出的岩块以仍mm左右的石英颗粒为主

(图2)，最大直径25 mm。最后终于将D89 mm套

管下至642 m地层较完整孔段。

图2泥浆携带上来的沉渣

之后用s75绳索取心钻具钻进，保证正常钻进

的措施是放弃原先使用的PHP无固相泥浆，采用经

试验适应性强的碱处理细分散低固相泥浆，添加处

理剂降低泥浆失水量，在不提高泵压的情况下最大

程度增大膨润土固相颗粒的含量，增强泥浆的护壁

能力，减少孔内沉渣的形成。实践证明，在之后的钻

进中孔内沉渣相对较少，钻具可顺利下到孔底。

4经验和体会

(1)采用优质稠泥浆冲孔(密度1．10 kg／L，漏

斗粘度60～80 s)，携渣能力强，600多米孑L深最大

可携带D25 mm的岩块，泵压不大，最大泵量时泵压

2 MPa左右。缺点是岩屑、云母片等细颗粒不能沉

淀，堵泵严重，如现场有除砂设备效果会更好。

(2)对破碎的千枚岩地层采用低固相优质泥

浆，减少失水量，可有效控制孔壁稳定。

(3)在300 r／min的转速下，优质泥浆不会在绳

索取心钻杆内形成泥皮，且护壁性能较好。

(4)目前s95绳索取心钻杆的内／外径为78

mn∥89 mm，s75绳索取心钻具的外／内径是73 mⅡ∥

62 mm，如把s95绳索取心钻杆作为套管，用S75绳

索取心钻具钻进，则钻孔环状间隙最大只有2．5

mm，接头加大后还更小，在硬岩使用无固相泥浆效

果还好，但在破碎地层需采用常规优质泥浆钻进时，

泵压较高，憋泵现象严重，大的沉渣颗粒冲不上来。

(5)深孔钻探孔内沉渣一定要控制，特备是破

碎地层，岩屑颗粒大，盲目追求进度或蛮干会导致大

的孔内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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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地区地质找矿实现重大突破——濠南境内探明一处10亿t级特大型铁矿

《中国国土资源报》2009一12一14消息2009年12月

12日，国土资源部与河北省政府在石家庄市举行勘查成果发

布会宣布，冀东地区滦南县新近探明一处资源储量达lO．44

亿t的特大型铁矿。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探明的

单矿床规模最大铁矿资源产地之一．是近年来我国铁矿找矿

工作一个重大突破，对缓解河北省铁矿石供应紧张局面、促

进河北省乃至全国钢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河北省人民政府决定，对马城铁矿勘查项目承担单位——中

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一地质勘查院予以表彰并奖励人民币100

万元。

近年来河北省以铁、煤为重点矿种，选择重要成矿区带

为主攻方向开展地质找矿工作。马城铁矿勘查项目由河北

省国土资源厅部署、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一地质勘查院承担

实施。该勘查项目2008年12月底完成野外施工，累计施工

钻孔39个，总钻探进尺27000 m，共查明14个矿体。矿体呈

近南北走向，矿带延长近6 km，埋深100—600 m，单孔穿矿

最大厚度达313．36 m，主矿体平均厚度41．43～108．95 m，矿

石平均品位35％，主矿体矿石量占全区总量的84％。马城

铁矿详查报告经国土资源部储量评审中心与河北省国土资

源厅储量评审中心联合评审表明．铁矿资源量达10．44亿t。

马城铁矿是在以往普查工作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勘查提

交的一处可供矿山建设的特大型铁矿资源产地。据介绍。该

矿床具有勘查程度高、矿体埋藏浅、开发工程地质条件简单、

适合大规模开发等特点。马城铁矿的探明对缓解我国铁矿

资源不足、保障全国钢铁产业资源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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