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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福建省地勘局开展了武夷成矿带“攻深找盲”的新一轮地质找矿工作，需要有先进的钻

探技术和高素质的钻探人才提供支撑。为了结合矿区实际开展深孔钻探关键技术研究，加快钻探人才队伍

建设，并配合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福建马坑铁矿钻探技术应用示范与科研基地建设”的实施，

2011年该局系统开展了固体矿产钻探技术总结和学术交流活动，并从33篇论文中评选9篇优秀论文推荐

到本刊。本刊专家审核认为，这些文章在先进性、实用性、经济性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故决定以“福建省勘

局(福建马坑铁矿钻探科研基地)专栏”发表这些文章。一方面这些文章总结的经验和体会可为类似矿区钻

探施工提供参考；另一方面，该局在深孔钻探关键技术研究、新技术推广应用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做法和

措施也有借鉴意义。

深部孔段卡、埋钻事故防治对策的探讨
李粤南

(福建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福建福州350003)

摘要：在简要归纳岩心钻探孔内事故及其防治思路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深孔钻探最常见的卡、埋钻事故的防治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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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brief conclusion on downhole accidents in coring drilling and the prevention ideas．the prevention

measures for the most common bit freezing and burying accidents in deep hole drilling a舶mainly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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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钻探工程中的孔内事故将致使钻探

效率低，钻探成本增加，钻探质量下降等。目前，深

孔钻探事故率偏高，已成为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和机械设备利用率的最大障碍之一。

孑L内事故往往产生于孑L内复杂，暴露于卡钻、埋

钻(遇阻)和断杆等现象，其根源是多因素、多方面

的。根据我局2010年开展的孔内事故调查统计：断

(脱)钻杆(具)30．8％，卡(埋)钻25．6％，套管事故

15．4％，烧钻12．8％，孔内掉入异物7．7％，测井事

故5．1％，钻头崩裂2．6％。其中，断(脱)钻杆(具)

多数由钻进中遇卡、遇阻等引起。

针对卡、埋钻事故的多发性，卡、埋钻事故(特

别是深部孔段)处理的复杂性、艰难度、高费用等，

笔者在简要归纳岩心钻探孔内事故及其防治思路的

基础上，重点探讨深孑L钻探最常见的卡、埋钻事故的

防治对策。

1 岩心钻探孔内事故及其防治思路

1．1孑L内事故及其分类

以往，孑L内事故通常指在钻进过程中由不良地

质因素和技术工艺不当共同作用所引起，发生了不

能正常钻进的孔内故障，分孔壁、钻具、质量和其他

等4类事故。

近期颁布实施的《地质岩心钻探规程》所定义

的“孔内事故”均与钻具(套管)、孔外异物滞留于孔

内，使钻进被迫中断的情况有关。孔壁事故(如坍

塌、掉块、缩径等)若不与钻具发生关系，使钻具无

法转动和提动，则不被认为是孔内事故。据此，将孔

内事故分为4类：卡、埋、烧钻事故，钻具事故，套管

事故，落物事故。

1．2事故原因与事故预防、事故处理的关系(图1)

对于一个具体的孔内事故，左边是预防之路，右

边是处理之法。

(1)事故原因是对以前众多事故发生的条件进

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形成的经验，科学分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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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 事故原因与事故预防、事故处理的关系

故原因是事故预防与处理的基础前提。

(2)事故预防是采取措施消除町能引发事故的

因素，其前提是对各类事故的发生原因、迹象有一个

清醒的认识和掌握，关键是要高度负责和遵章守规，

要点是在制定防治预案的基础上，认真落实各项措

施。

(3)事故处理是正确选择和实施相应的处理措

施排除事故。由于孔内情况及孔内事故的复杂性，

处理孔内事故必须情况明——弄清事故原因及孔内

情况，然后措施准、处理快、操作稳。

1．3预防与处理孑L内事故的总体思路

(1)孔内事故应重在预防。经验证明：时刻采

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把事故杜绝在萌芽期间，是防止

事故发生的最有效办法。

(2)处理孔内事故不能麻痹大意。发生孔内事

故后，应冷静分析、琢磨事故的性质和原因-+优化选

择、确定有利的处理方法_+精心操作、认真处理。

(3)防止孔内事故复杂化。如维护孔壁稳定、

处理工具不超过事故钻具顶端太多、防止落物掉入

孔内等。

2常见卡、埋钻事故的主要原因与预防对策
2．1 常见卡、埋钻事故的类型与原因

根据对我局近年来各类卡、埋钻事故案例分析，

此类事故的主要原因见表1。

(1)复杂地层孔壁失稳(坍塌、掉块、遇水膨胀、

表l 我局常见卡、埋钻事故的类型与原因分析表

遇水溶解等)引发的在卡钻事故中所占的比例很

大，后果严重，其中以孔壁坍塌、掉块最为明显。

(2)钻孑L漏失，是引发各类孔壁事故造成卡钻

事故的“罪魁祸首”，也是断钻杆(具)、烧钻等多种

事故的“导火线”。

(3)造成或使孑L壁失稳恶化的不良操作：起下

钻过程中钻头对孔壁的碰撞；钻进时，钻杆摔打孔

壁；冲洗液对孔壁的冲蚀；提钻不灌浆，孔内冲洗液

面大幅度下降；起下钻时的压力波动等。

2．2复杂地层钻进防卡、埋钻措施(要点)
2．2．1 护壁措施

(1)用好泥浆护好壁：及时使用并切实用好，保

证良好的泥浆性能。

(2)孔壁失稳与钻孔漏失伴随发生，原则应先

处理钻孔漏失。

(3)复杂地层深孔钻探，套管结构一定要留有

余地。对于无法使用泥浆维护孔壁稳定的孔段，一

般应下套管隔离。

2．2．2工艺措施

(1)钻进过程中，遇到明显卡、埋钻预兆，应及

时提钻(见表2)。

表2几种复杂孔内情况的主要征兆表

(2)保证孔底干净，尽量缩短钻具在孔内静止

的时间。出现机械故障、停待或冲洗液突然严重漏

失等情况时，应采取措施将钻具提升到安全孔段。

(3)起钻前大排量循环冲孔，控制提下钻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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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钻时应随时向孔内回灌泥浆，下钻时分段开泵循

环、逐步下放钻具。

(4)做好孔口防护，防止物品落入孔内。

3深部孔段卡、埋钻事故的处理对策

3．1典型的卡、埋钻事故案例

近年来，铁、煤勘查是我局找矿重点。由于地层

复杂、工艺措施不到位等原因，卡、埋钻事故频发，后

果严重(见表3)。

3．2卡、埋钻事故的处理对策

深部孔段卡、埋钻事故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不

少在浅孔段非常有效的处理手段(如打吊锤)的应

表3我局典型卡、埋钻事故案例表

用受到了限制，因此，更应以预防为主。

钻进时或提钻中遇阻时，应设法转动和上下窜

动钻具，切忌猛拉硬提，并尽可能维持大泵量循环。

卡、埋钻事故发生后，应根据孔内的具体情况，

合理地选择、组合各种孔内事故处理的方法和工具，

经济、迅速、有效地排除事故。基本对策如下。

(1)正确判断卡、埋钻的原因和情况：

①通过泥浆性能的测定、观察返浆携带物、查看

钻取岩心等判断孔壁情况；

②确定卡钻部位深度；

③通过各种手段探测，准确判断孔内情况、分析

事故特性等。

(2)按“先易后难，先常规后特殊”的原则，通过

作图分析、理论分析和地面模拟试验寻找对策，正确

选择解除卡、埋钻的方法。

(3)处理方案的确定，除考虑可利用的设备条

件外，还应考虑技术经济条件，优化考虑各种解卡方

法的合理配合和处理程序。如：

①卡钻常规处理(冲、提、打、顶、浴等)无效后，

再考虑用割(切、剥、磨)的方法，分段切割捞取或消

灭事故钻具。特别难处理的孔内事故，可采用绕

(偏)方法使钻孔偏斜，绕过事故钻具所在孔段。

②冲：钻具被坍塌的岩块或岩粉淤塞，而泥浆还

能流动时，可加大泥浆泵的排量，将卡钻物之间的间

隙冲大。卡钻之初，采用间歇循环常能有效解卡。

提、扩、扫等均需冲的有效配合。

③提(拉)：卡钻之初，可利用猛提骤放的方法，

活动被卡钻具。

④打吊锤产生的震动力仅对解除孑L深不大的局

部卡钻有效。严重坍塌埋钻和地层完整的岩粉埋钻

不宜使用，遇卡部位较深时效果不佳。

⑤坍塌、掉块卡钻可用小一级岩心管或弯钻杆、

“炮弹”钻头震松被卡岩心管。

⑥扩通常要与反、冲配合使用。为防止扫坏事

故钻具上头或扩出斜孔，扩到事故钻具上头时，要慢

转轻扫；套进事故钻具上头后，再向下扩孔。泥包卡

钻或泥皮粘附卡钻时，不能采用“扩”的方法。

⑦扫与“反”结合处理埋钻事故时，应组配一套

长钻具扫孔，每个回次扫孔，最低要扫一根钻杆的深

度。

4常见卡、埋钻事故的处理要点

4．1 孔壁掉块卡钻的处理

处理掉块卡钻开始以提、窜为主，继而用拉顶结

合或增加工作钢丝绳数来增大提升能力。提、顶、窜

无效时，应采用震、打等方法解卡。

(1)用管钳扭动钻杆，把掉块扭掉或挤碎。如

扭动钻杆困难，可用升降机串动钻具或用立轴晃动

钻杆，把掉块串活、挤碎，使钻具活动。

(2)用吊锤震动钻具，把掉块震活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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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扫掉块。在(1)、(2)方法无效时，可把孔内

钻杆反开，下钻具扫掉块；扫通后，再对上钻杆把被

卡钻具提出来。

4．2埋钻的处理

4．2．1 孔壁坍塌埋钻事故的处理

(1)用升降机串拉钻具，在拉钻具的同时，向孔

内泵送泥浆循环排渣。

(2)一般的埋钻事故，按照“打一顶一反一扩一

割一透”的程序进行处理。

4．2．2岩粉埋钻事故的处理

(1)不得“强拔硬顶”，切忌轻易停泵。

(2)卡钻部位为完整、坚硬的孔段，不能采用打

吊锤的方法。

(3)如果钻具外围的阻力很大，往往要采用顶、

反、扩、割的处理方法。

4．2．3严重埋钻事故，经处理剩余钻具的处理——
“透”或“割”

(1)透(掏)：透孔钻具要短、要细(一般应使用

比事故钻具小两级的钻具)。透孔后，如事故钻具

一时不能取出，可钻进一段后，确认事故钻具活动，

再进行打捞。

(2)割：应使用加大外径的实心平面钻头或带

导向的阶梯钻头磨铣钻杆、岩心管、钻头。钻具带有

异径接头时，应先剥、捞出异径接头。

4．3糊钻、泥饼粘附、缩径等卡钻的处理

(1)钻遇此类卡钻事故征兆，应立即停钻，改善

泥浆性能。同时，上下长距离活动钻具，并高速旋转

甩动、加大循环排量。

(2)事故发生后应尽快处理。一般采用油浴或

碱水浴(泥皮粘附卡钻)、盐酸浴(石灰岩卡钻)解卡

+-+-—卜——卜——卜-+-+-+-+-+一+一+一+-—■一-‘-卜

法，并辅助活动钻具，配合拉顶。

4．4钻孔“键槽”卡钻事故的处理
t：

不得强力提拔，应设法将被卡钻具导出，然后采

取有效方法修整“键槽”处孑L壁。

5结语

深孔复杂地层钻进前，就应在钻探技术方案的

制定时，综合考虑预防孔内事故的措施，并以合理、

有效、优化的工艺技术方法给予配合。深孔钻探要

“不以处理了孔内事故而骄傲，应以防患事故于无

形而自豪”!针对现状，有几点建议：

(1)加大熟练钻探技术工人的培养，提高钻探

现场预防与处理孑L内事故的能力。

(2)加强深孔钻探技术研究与难题攻关，有效

解决复杂地层钻进护壁与堵漏问题。

(3)备足常见孔内事故处理的机具、工具，并保

持其性能良好。

(4)严格孔内事故预防与处理的管理，组织有

经验的复杂事故处理指导组，强化孔内事故处理的

优化决策与技术总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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