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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具组合设计及应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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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具是将绳索取心和冲击回转两种钻进工艺的优势进行叠加设计出的新钻具，该钻具

对提高钻探生产效率和施工质量有显著的效果。通过设计及应用试验，发现了内管总成的“漂浮现象”及原钻具内

管总成的“减振效应”对两种工艺组合应用影响的关键技术难题，并采取了有效的解决方法，为今后该技术的发展

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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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re-line coting and percussive rotary drilling tool is anew technology combined the advantages of wire-line and

percussive rotary technology．It has obvious effect in improving drilling efficiency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By the applica-

tion test，the key technical problems affected the combination application were found：floating of inner assembly and damp-

ing effect of onsinal inner assembly．The effective solving methods were adopted，which could be the referenc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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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钻探生产施工中，每一项新工具和工艺的出

现，都不能完全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需要经过不断

的改进、或和其它工具或工艺配套完善，才能真正发

挥其优势和作用，并逐渐成熟地应用于生产和被施

工人员所接受。

绳索取心钻进工艺的优点是：纯钻进时间利用

率高，有利于提高台月效率；钻杆和粗径钻具几乎同

径，减少了钻进过程中的掉块、垮孔现象，非常有利

于钻穿复杂地层；钻具的横向振动轻微，有利于保护

岩矿心和提高钻头寿命。因此，采用绳索取心钻进

工艺能提高钻探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

孔内事故的发生频率、减轻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但绳索取心钻进工艺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钻头

壁厚，比普通钻头增加26．8％一36．6％(因型号不

同有所差异)，克取岩石面积增加21．4％～28．7％，

使机械钻速下降，部分抵消了提高时间利用率的作

用；尤其是在坚硬“打滑”地层中钻进，打滑不进尺

的现象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在破碎易堵的岩层中

钻进时，岩心堵塞问题无法避免，即使是进口的性能

好的绳索取心钻具，仍然要频繁地打捞岩心，也直接

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液动冲击回转钻进工艺的优点：碎岩效率高，在

坚硬“打滑”地层中钻进时，在冲击功的作用下，孔

底岩石表面粗糙度增加，研磨能力增强，从而使金刚

石正常磨出利刃，因而获得提高机械钻速的目的。

还可有效地减少岩矿心的堵塞，有效增加回次进尺

长度和提高岩矿心采取率。

液动冲击回转钻进工艺也存在一些缺点：与普

通回转钻进工艺一样，每个取心回次需要升降钻具。

纯钻进时间利用率不高。

以上两种钻进工艺都有显著的优势和不同的缺

点，如果把两种工艺的优势进行叠加，优势互补，合

二为一，定能获取更高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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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决思路

在绳索取心钻具的基础上，增加冲击回转钻进

功能，通过设计专用的连接、传动和定位机构将两种

钻具性能进行合并，利用钻具断面直径的变化、弹簧

弹力、液体压力能量、物体重力、绞车拉力等作用原

理，使新钻具实现投放、定位、钻进、提拉收缩打捞总

成等一系列功能，变成一种新的钻进和取心工具，用

于生产，从理论上来说是完全可能的。

3国内外此技术的基本现状

液动冲击回转钻进技术设想始于19世纪的欧

洲，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加拿大和苏联才研

究出几种具有实用意义的液动冲击器。我国是在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进行液动冲击回转钻进技术

研究工作的，到60年代中期，设计出了7种不同结

构形式的液动冲击器，陆续投入到钻探生产中进行

试验；到了80年代中期才在地矿系统大力宣传、试

验、推广。射吸式液动冲击器也出现在这一时期，该

冲击器设计新颖、独特，投入到岩心钻探生产试验、

推广应用后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在20世纪80

年代末曾经研究过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具，2007年

研发成功新一代SYZX系列绳索取心液动潜孔锤，

据相关文献介绍，近几年在生产中试验、推广的效果

很好，取得了显著的技术和经济效果。

未查到国外在近几年有此类钻具的文献介绍。

4预计可以实现的目标

改进后的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具，在施工技术

措施、设备、操作人员、岩层性质相似或相近似的情

况下(包括所有适合绳索取心和冲击回转钻进工艺

的地层、孔深)，钻进效率提高10％一15％，回次长

度平均增加20％以上，采取率高于原来钻具，功能

可靠、结构简单、操作人员易于掌握。

5新钻具设计

5．1 钻具性能要求及设计方案

钻具连接后，整体性好，便于操作，保持原钻具

性能。

5．2定位机构性能要求

(1)内管总成的投放和打捞要顺畅；

(2)上、下定位可靠，在各种工况下都不能自行

发生改变(钻具在通水与否、旋转、提升和下放钻

具、钻具静止等状态下)，并且在液动锤长时间的

正、反向振动作用下不失效，而在打捞内管总成时又

能顺利解除定位，提拉出内管总成；

(3)液流通道可靠，不堵塞。

5．3冲击功传递机构性能要求

要达到有效地传递冲击功，且寿命长，能彻底隔

离冲洗液通道，迫使冲洗液流经液动锤，使液动锤可

靠地工作。

定位和冲击功传递这两个机构设计将是本项目

的难点及关键点。

5．4基础钻具选择

采用∞4 mm射吸式液动锤与国产$75绳索取心

钻具、进口NQ绳索取心钻具进行组合设计、加工出

新的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具，简称为“二合一钻具”。

054 mill射吸式液动锤性能参数见表l，其外径

为54 mlll，与$75和NQ钻具的内管总成直径接近，

连接后不影响内管总成的打捞(打捞岩心)。

表l 彩4 inln射吸式液动潜孔锤主要技术参数

射吸式液动锤结构简单，易损件少，性能可靠，

机场工人容易掌握调试方法，有利于普及推广。

液动锤设置在原$75、NQ钻具内管总成的悬挂

环与定位弹卡之问(见图1)。

由于有液动锤的冲击功作用，轴向振动力较大，

$75原来的悬挂、定位机构的强度已不能满足要求，

需要重新选择或设计传递机构。

原NQ钻具的下定位和悬挂机构强度较大，可

以利用其作为传动机构的基础设计参数。

5．5具体实施过程

采用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思路，即先在内管总

成中直接添加液动锤(见图1)进行了首次试验。

在室内试验液动锤工作正常，但到生产矿区下

孔试验却不工作。分析原因，在室内试验时，液动锤

是处于静止的状态，而在下入钻孔内试验时，钻具是

旋转和摆动状态，悬挂环和座环接合处的密封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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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外管总成、内管总成结构示意图

到保证。冲洗液从液动锤外流失，造成液动锤不工

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悬挂环下端加工出一个

台阶，使悬挂环插入座环几个毫米，这样可以使内管

总成在轴向串动和横向摆动幅度不太大的情况下悬

挂环和座环接合处较为有效地密封。然后再下孑L试

验，液动锤工作很正常。

试验中又发现，液动锤工作不稳定，时断时续，

现象是：当液动锤不工作时，往往是在发生岩矿心堵

塞的情况下，这时，如果将钻具往上顶起，液动锤恢

复工作，而一旦往下下放钻具液动锤又停止工作。

分析原因：在发生岩矿心堵塞时，内管总成往上移，

冲洗

及钻

悬挂环离开座环，失去密封作用，液流改变通道，液

动锤不工作，当调小了弹卡钳与弹卡挡头的间隙，可

以保证液动锤较稳定的工作。

试验过程中，还发现另一个现象：(1)安装在悬

挂环下端的0形密封圈不耐用，每个回次下孔后，

提出内管总成时就都不见O形密封圈的踪影；(2)

安装了0形密封圈试验后，取出液动锤时，在悬挂

环部位有粉状的橡胶物；(3)下孔试验数小时后，悬

挂环下端与座环接触处的棱角依然清晰。

综合3种现象判断，液动锤在工作时，冲击锤除

了往下冲击砧子外，在提锤时，冲锤运行到上止点

后，也往上冲击喷嘴接头的下端面，这个冲击力传给

整套内管总成，而且射吸式液动锤的特点是背压越

高，冲锤往上的冲击力越大，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存

在岩矿心堵塞因素，使内管总成在钻具内处于“漂

浮”着的高频振动状态(见图2)，液动锤所做的功，

实际上并未传给外管钻具，而是内管总成自已内部

互相冲击消耗掉了，表现在损坏0形密封圈和悬挂

环棱角不磨损方面。

根据此发现，说明仅靠水压还不能有效地压住

gut：)J卅∥l腺铀具弹昔板装置 m厂1而『一_、朋 原钻贝簟动 钻其内管 ?：矿心

{-F力 ＼I卜＼l ％k晰“．刈 和缓冲装置
＼J

／—]L—／ ＼—_Jr—、

液r山潜孔锤 铀具外管

图2内管总成“漂浮”示意图

内管总成而实现定位作用，也不能把液动锤所做的

功传递给外管钻具，必需另外设计性能可靠的定位

装置，将包含液动锤的内管总成有效地定位，以保证

内管总成在钻进时，液动锤产生的冲击力能传递到

外管钻具及钻头上，实现提高生产效率和减轻或消

除岩矿心堵塞的现象。

生产试验同时还发现，虽然液动锤工作很好，但

是在产生岩矿心堵塞时，并没有感觉到解堵的情况

有所改善。按理说，液动锤和岩心管是连接在一起

的，即使内管总成存在漂浮现象，发生岩矿心堵塞

时，在液动锤的振动作用下应该能够产生解堵作用。

经过对钻具内管总成的结构分析，认为在发生岩矿

心堵塞时，液动锤的振动不能产生解堵作用，是因为

内管总成上的报警胶圈和缓冲弹簧的减振作用造成

的，即液动锤向上和向下的冲击振动作用都被缓冲

吸收掉了(见图3)。

上述现象的发现，是本项目的重要技术成果之

埔皋力

．原钻具缓冲装置

图3原钻具缓冲效果示意图

一，对今后开展类似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5．6两个问题的解决措施

5．6．1 内管总成的“漂浮”问题

研究拟定通过增加定位装置解决内管总成的

“漂浮”问题。这个定位装置关系到本项目的成败，

先后总共设计了4种方案，定位器没定位置见图4，

经筛选的定位器如图5所示。

经过生产试验后选定的定位装置的特点：锁紧力

大，定位可靠，装配间隙易保证，轻微磨损时可自动调

节补偿间隙，使用寿命较长，投放和打捞容易，对零件

的加工精度要求不高，有利于降低加工成本，可用于

各种形式的绳索取心钻具总成，省去了原弹卡挡头、

对原钻具性能无影响。完全达到了定位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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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改进后外管总成、内管总成结构示意图

5．6．2岩矿心堵塞的解堵方案

对于液动锤的振动力不能传递给内管以解决岩

矿心堵塞现象的问题，进行了2种方案的试验。

(1)先是将报警胶圈取消，直接换成金属垫圈，

结果足振动力虽传下去了，但很快就将内管总成上

的悬挂轴承冲坏，轴承钢球脱落，卡死内管总成，这

个方案不可行。

(2)将报警胶圈和垫圈进行了改进，将报警胶

圈内孑LJJI大，垫圈增加衬圈部分，衬圈厚度小于报警

胶圈1 mm左右，组装钻具时，将间隙压缩至0．5

mm(见图6)，经过生产试验，效果很好。

图5定位器示意图

旷常钻进状态

岩矿心发，l：坫采状态

图6钻具改进后正常工作状态和岩矿心发生堵塞状态

其原理是：衬圈的厚度小于胶圈0．5 mm左右，

就可实现在没有发生岩矿心堵塞时，报警胶圈仍然

起缓冲作用，能有效地保护内管总成。而一旦发生

岩矿心堵塞的情况，报警胶圈以下的内管总成部分

往上移动，压缩报警胶圈，消除了0．5 mm左右的间

隙，报警胶圈的缓冲作用消失，液动锤的振动力就能

直接传递到发生岩矿心堵塞的位置，很快就能解除

岩矿心堵塞问题。一旦岩矿心堵塞现象消除，在报

警胶圈的弹力和内管重力作用下，恢复有间隙的隔

离保护状态。

6冲击功传递接头

由于液动锤的冲击功功率有限，为了将冲击功

有效地传给钻头，需要在液动锤和钻具连接处设计

冲击功传递接头，位置设置见图4。

冲击功传递接头的功能要求：能将钻具外管与

钻杆轴向“隔离”，使冲击功传递给外管钻具和钻

头，而不传给钻杆，保证密封可靠，钻具强度尽量少

受影响。

冲击功传递机构设计了2套，选择了一套用于

生产试验。经试验证明，设计的冲击功传递接头基

本达到了上述性能要求。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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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钻具使用注意事项

(1)不能内、外管总成同时下钻，特别是孑L内冲

洗液含砂量较大时；(2)新配钻具下孔前应检查定

位卡块与附加弹卡挡头的锥形面位置是否符合要

求、坐环内孔有无过度磨损情况；(3)新配钻具下入

前，在孔口先试验一下，以便发现问题；(4)应保证

泥浆含砂量不超标，否则会影响内管总成的打捞。

8生产试验效果

分别在香格里拉烂泥塘矿区、朗都矿区、扎热隆

玛矿区，晋宁磷矿等矿区进行了生产试验。

8．1经济技术指标(见表2)

表2各矿区绳索取心冲击回转生产试验经济技术参数统计表

注：项目申请书要求岩矿心采取率要高于普通绳索取心，时效要高于普通绳取10％一15％，回次长度高20％。

8．2试验钻具寿命 下，绳冲工艺将越来越具有推广意义。

8．2．1定位器 (4)完成生产试验工作量3098．27 m，最大孔深

由于定位器在正常钻进时是静止不动的，只有

在投放到位定位和打捞器打捞时解除定位的短暂时

间时才产生零件间的互动，因此，磨损极小。

8．2．2冲击功传递接头

因受结构尺寸限制，这个部位的环状接触面积

较小，因此磨损较大，在其中一个钻孔用大功率液动

锤试验后，经测量，钻进10．43 h，砧子面部位轴向相

互磨耗约0．27 mm，定位器设计可在轴向间隔1 mm

内自动补偿，据此计算，冲击功传递接头中的砧子面

的寿命约55 h，其它部位磨损较小。

8．2．3液动锤

试验中发现，液动锤磨损较大的零件是控制阀

的密封圈，平均寿命约在1星期左右，冲锤与砧子面

因接触面积较大，磨损较小，在试验中未出现这个部

位因磨损进行处理的情况。

589．88 m。

(5)将绳索取心与冲击回转钻进施工工艺组合

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施工工艺，对提高时间利用

率、提高坚硬“打滑”和破碎地层的钻进效率以及提

高岩矿心采取率的作用是很有效的，达到了预期的

目标。

1 0存在问题及今后的研究工作建议

国产绳索取心钻具种类较多，给绳索取心冲击

回转钻具设计的标准化带来困难，影响到推广应用。

今后研究工作建议：

(1)继续加强生产试验工作，完善操作工艺；

(2)研究冲击功率更大、泵压更低的液动锤，优

化定位和冲击功传递装置；

(3)系列化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具，如$91

(HQ)、PQ规格的绳索取心冲击回转钻具。

9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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