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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2000m全液压岩心钻探装备示范工程——山东乳山金青顶金矿区ZK43—1钻孔的工程概况、钻探

技术装备配置、应用效果和示范工程技术工艺，总结了该示范工程项目工作成果，提出了未来深孔岩心钻探装备研

发和推广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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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863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重点项目“2000

m地质岩心钻探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工作，开展

钻探新技术集成示范，根据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

找矿工作深部钻探技术需求，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

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勘探所)在山东省乳山市金

青顶金矿区开展了深部地质岩心钻探工程试验与示

范工程。ZK43—1示范钻孔于2009年8月1日开

钻，2010年4月11日顺利钻至2212．80 in终孔深

度。试验示范工程历时240天(台月天数)，钻孔质

量优良，达到了预期目的，同时创造和打破了国内多

项钻探技术应用纪录。

1金青顶金矿区地理概况

金青顶金矿区矿权属山东黄金集团金洲矿业公

司，行政区域隶属山东省乳山市下初镇；南距乳山市

约20 km，距桃村至威海铁路下初站10 km，北距烟

台港约85 km，均有公路相接，交通方便(见图1)。

矿区位于胶东半岛东部，地形为低缓丘陵，地面标高

为39．5—247．5 m，地形切割强烈，冲沟发育。该区

南北邻近黄海，气候温和湿润，属季风大陆性气候。

经济以农果业为主，工业主要为金矿，是山东省主要

黄金产区之一。

圈l钻探示范区地理、交通位置田

2钻孔岩石钻进特性

示范钻孔编号为ZK43—1，设计方位角为301。

30’，设计倾角为800，设计深度为2200 m。钻探施

工所遇岩层主要有冲积坡积物、黑云片岩、黑云变粒

岩、大理岩、中粗粒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斜长角

闪岩等。地层坚硬、破碎，漏失较严重，钻孔为斜孔，

钻探施工技术难度较大。

矿区岩石硬度较大，可钻性级别划分大部分为

8级左右，研磨性中等，金刚石钻进过程中有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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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打滑”现象。钻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孔内

问题有：坍塌掉块、钻孔缩径及超径、漏水、涌水等。

易造成的孔内事故主要包括：卡钻、埋钻、孔斜等。

常见岩石的部分特性参数见表1。

裒1示范矿区部分岩石特性

岩石貅 孳手蔓焉挚簇焉篙Ⅷ。J ，mra日＆‰jq

3钻孔结构

根据矿区地质特点、钻孔深度、终孔直径及以往

施工经验，确定采用多级钻孔结构，即开孔为S口

径，钻孔直径为152 mm，钻进深度20—25 m；二开

采用P口径，钻孔直径为122 mm，钻进深度150—

180 in；三开采用H口径，钻孔直径为96 mm，钻进

深度1400—1500“；最后采用N口径。钻孔直径为
77 mill，钻至设计深度。因地层结构复杂。易发生多

种孔内事故，钻孔结构设计中保留了地质取心要求

的最小I=1径B规格。钻孔结构见图2。

表层套管÷127mmxSmm

塞 比。
漏失层)

I。

m(络孔) ⋯
图2钻孔结构示意图

4钻具组合

根据2000m全液压钻机设计能力和试验大纲

要求，结合危机矿山地质勘查需要，钻孔开孔采用大

直径硬质合金取心钻进，主要孔段钻进方法以P、H、

N规格金刚石绳索取心钻探技术为主，并采用勘探

所“863”项目组研究开发的钻具组合，如新研制的

H、N规格高强度双密封不对称梯形扣绳索取心钻

杆、大深度液动潜孔锤绳索取心钻具、超高胎体二次

镶焊和仿生非光滑表面金刚石钻头以及不提钻换钻

头钻具。

(1)S El径钻具组合：SLD一60水龙头+转换接

头+P规格绳索取心钻杆+转换接头+0146 mm单

动双管钻具+0152 mm硬质合金钻头。

(2)P口径钻具组合：SLD一60水龙头+转换接

头+P规格绳索取心钻杆+P绳索取心钻具+0122

him金刚石钻头。

(3)H口径钻具组合：SLD一60水龙头+转换

接头+H规格863绳索取心钻杆+H绳索取心液动

锤钻具+096 mm金刚石钻头。

(4)N口径钻具组合：SLD一60水龙头+转换

接头+N规格863绳索取心钻杆+N绳索取心液动

锤钻具+077 film金刚石钻头。

各级口径采用的钻具组合规格参数见表2。

表2 ZK43一I钻孔钻具规格

规格钻{：F外径钻妒内径钻誊外径取9直径蝗L器外备注
／nun ，mm ，mm ，mm 蜘mm

PO 114．3 101．6 122．6 85．0 123 I

140 88 9 77 8 95．8／95．4 63 6／63_4 96 3／95．9喜嚣
N0 69 9 60 3 75 4／75．2 47 8／47 5 75．8／75 6

863-H 92．0／89．0 79．0／77．0 95．0 64．0 95．6 项目

％3-N 73．0／71．0 61．2／58 0 77．0 46 0 77．5 研制

5套管程序

示范钻孔ZK43一I地层破碎、复杂，根据邻孔

施工经验和教训，确定三级套管程序：

(I)孔口管：规格为0146 mm，采用无接箍直联

结构，下人深度15—20 m；

(2)护壁套管：规格为0114 mm，使用PO绳索

取心钻杆，下人深度180—200 m；

(3)技术套管：规格为∞1 mm，采用接箍结构，

下人深度1400 in。

ZK43—1示范钻孔用D146 inm孔口管、0114

mm护壁套管为无接箍、直联、正丝方案，a91 mm技

术套管为接箍、反丝方案。同时，在套管材质、外径、

螺纹副等方面进行了优化设计。

6施工组织管理

本次生产示范由勘探所牵头，中国冶金地质总

局山东正元地质勘查院烟台分院与山东金洲矿业集

团协助，共同组成示范组织机构(如图3所示)。具

体施工由山东正元地质勘查院烟台分院的3号机台

承担，设机长1人、后勤1人、班长3人，钻工10人，

实行三班制，早班24：00—8：00，中班8：00—16：00，

晚班16：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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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机构

矿山勘查顾问组卜_———卜．——一钻探专家顾问组

示范项目管理领导小组

竺堡堡鱼塑I I茎!塑垦塑I I叁堕重苎望

匝匈

7现场布置

根据场地情况，钻探现场布置如图4所示。

为顺利完成示范钻探工程，按照设计要求组织

施工人员，将设备、器材运进现场，做好开钻前的准

备工作，如修通道路、平整场地，建好现场值班室、仓

库，架设好供电线路，安装好水泵站、泥浆循环系统、

储水池、废浆池等施工设施。

8机台设备与配套钻探器具主要配置

机台主要配置的设备与配套钻探器具见表3。

图4钻场布置图

表3 机台主要配置的设备与配套钻探器具

台月天数240天，经历春、夏、秋、冬4个季节，施工

9生产示范情况简介 时间跨度比较长，取得了必要的数据和资料。按施

2009年8月1日开孔，2010年4月11日终孑L， 工时采取的钻孔口径、钻进工艺与过程划分，整个生

终孔直径77 mln，终孔孔深2212．8 m，历时254天， 产示范试验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8个阶段：

万方数据



4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2012年第39卷第3期

第一阶段为开孔，采用0152 mm硬质合金钻

头，钻到10．9 m时穿过覆盖层，下入0146 mm孔口

护壁管；

第二阶段为P规格绳索取心钻进，采用仍114

mm绳索取心钻杆，配D114 mm绳索取心钻具，
D122 mm金刚石钻头，钻到238．2 m时下入D114

tni／l套管238．2 m；

第三阶段为H规格绳索取心钻进，采用989

lnm绳索取心钻杆，配089 mm绳索取心钻具，钻到

705．2 m时由于泥浆漏失太严重，孔壁不稳定，决定

扩孑L重新下D114 mm套管；

第四阶段为扩孔，将D114 mm套管全部取出，

用D122 mm金刚石扩孑L钻头、097 mm先导钻头进

行扩孔，从238．2 m一直扩到384．5 m，穿过破碎复

杂地层，钻进到稳定地层后决定停止，下入彩114

mm套管384．5 m，将套管固定好；

第五阶段为H规格绳索取心继续钻进，配089

mm绳索取心钻具，加7 mm金刚石钻头，钻到761 m

时决定用绳索取心+液动锤的“二合一”钻具进行

钻进；

每六阶段为H规格绳索取心+液动锤的“二合

一”钻具钻进，采用粥9 mm绳索取心钻杆，∞7 mm

金刚石钻头，钻深到1461．9 m时停止钻进，然后下

入1461．9 m的∞1 mm套管进行护壁；

第七阶段为N规格绳索取心+液动锤的“二合

一”钻具钻进，采用绑1 mm绳索取心钻杆，卵7 mm

金刚石钻头，钻深到2211．4 m；

第八阶段为N规格不提钻换钻头取心钻进，采

用卯1 mm绳索取心钻杆，卵7 mm不提钻换钻头钻

具，钻进到2212．8 m决定终孔。

工程示范钻孔ZK43—1孔的主要经济技术指

标为：终孔深度2212．80 m；台月效率313．00 m；平

均提大钻间隔21．28 m；机械钻速1．65 m／h；纯钻进

时间1342 h，占比23．3％；辅助时间3956 h，占比

68．7％；事故时间462 h，占比8．o％；平均钻头寿命
87．00 m；岩矿心采取率98．60％；台月天数240天。

1 0钻进方法与钻进参数

生产示范主要采用绳索取心钻探技术方法。使

用高效长寿命金刚石钻头，钻头胎体硬度HRC39—

42，金剐石浓度100％。钻进参数见表4。

开孔使用孕镶金刚石钻头，优质泥浆作冲洗液，

钻进压力一般控制在5 kN左右，轻压慢转，转速控

制在300 r／rain左右，冲洗液量控制在120 L／rain，

表4钻进参数

强风化二长花岗岩金刚石单管 5 300 120

二长花岗岩夹黑云金刚石绳索取心8—15 600一1000 60—80

斜长片麻岩

绢英化一二长花岗岩金刚石绳索取心10—15 600～1000 45～60

钻进达预定深度后，及时下人套管，为防套管折断、

脱扣、错位等事故，在套管底部及顶部用水泥封固，

套管顶部用套管夹固定。下好D89 mm套管后，更

换N规格绳索取心钻进。

N规格绳索取心钻进参数：钻进压力一般保持

在15—18 kN，必要时减小到8 kN左右，钻进时应保

持孔底压力均匀，预防压力过大造成钻头胎体崩裂

或烧钻事故；转速一般采用577～591 r／min，破碎岩

层、断层、顶底板酌情降低；采用简易无固相冲洗液

(每立方米加入0．2—0．5 kg PHP，粘度18—21 s)，

松散岩层可适当增加无固相冲洗液的粘度，冲洗液

量52—90 L／rain，泵压2—3 MPa(泵压表读数)，冲

洗液量的大小可根据施工具体情况而定，总之，既要

保证冲洗液在孔内有效携带岩屑，又能保证冷却钻

头提高钻进效率，防止烧钻事故的发生。

在二长花岗岩、斜长片麻岩、硅化二长花岗岩钻

进时，除执行以上钻进的各主要钻进参数外还执行

了下列规定：

(1)钻迸过程中，钻速显著降低、钻头出现打滑

时应立即提钻；

(2)严禁用过大钻压单纯追求时效，对于坚硬

岩层、弱研磨性或强研磨性地层钻进，要选择大的钻

压给进，忌小压力给进导致钻头的抛光或单磨损钻

头不进尺情况的出现；

(3)钻进过程中，要保持钻压平稳，不得用升降

机进行减压钻进，在钻孔弯曲、超径及岩层破碎时，

钻压应适当降低；

(4)钻进坚硬、颗粒细的岩层，钻速较低，岩粉

量少而颗粒细，则冲洗量可以小些；钻进软或中硬岩

层，或者岩石研磨性较强，颗粒较粗的岩层，转速较

高，钻速较快，冲洗液量应大些；钻进裂隙、有轻微漏

失的岩层，冲洗液量稍多于正常情况；

(5)钻进过程中，必须随时观察泵压变化，要严

防冲洗液中断和中途泄漏，保证冲洗液的正常循环。

要注重解决低固相泥浆在绳索取心钻探应用中的

“结皮”问题。

每次提钻后，要及时分析金刚石钻头的磨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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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钻头唇部的变相，检验钻进技术参数是否合理，

操作是否恰当，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 冲洗液与护壁堵漏技术

11．1冲洗液配方选择

(1)地层相对完整、施工正常时，采用LBM—

GLUB体系，基本配方如下：水+3％一5％LBM一1

+0．5％～1．0％GLUB。遇微小漏失时，可加入1％

一4％的随钻堵漏剂(GPC)。

(2)岩层严重破碎时，在上述泥浆基础上加1％

一2％改性沥青和0．1％一0．3％接枝淀粉共聚物。

常规条件下的泥浆性能要求如下：密度1．02～
1．03 g／em3，滤失量≤15 mL／30 min，漏斗粘度17～

20 S，含砂量≤0．5％，pH值8—9。

11．2护壁堵漏技术

钻孔部分孔段裂隙非常发育、地层破碎，冲洗液

漏失十分严重，最严重时孔内冲洗液全部漏失。先

后采用过的堵漏方法有：随钻堵漏、水泥堵漏、惰性

材料堵漏、高失水堵漏剂堵漏、尿醛树脂水玻璃水泥

球堵漏等。

不同孔段的地层裂隙大小不同、岩石破碎程度

各异，造成漏失量也不同，每种堵漏方法有一定的适

用条件。随钻堵漏适用于钻进过程中遇到的轻微漏

失；水泥堵漏在非涌水地层时效果较好；惰性材料及

高失水剂堵漏如果其中的架桥剂、悬浮拉筋剂、填塞

剂比例与地层裂隙尺寸相匹配，亦可达到堵漏的目

的；尿醛树脂水玻璃水泥球堵漏在坍塌破碎地层中

堵漏效果较好。

11．3套管护壁

钻孔所遇地层断裂发育，岩石破碎，钻进中经常

会遇到坍塌掉块、钻孔缩径及超径、漏水、涌水等情

况，易造成卡钻、埋钻、孔斜等孔内事故。为保证
2200 m示范钻孔的顺利完成，根据相邻钻孔的施工

经验教训，确定将套管作为护孔的最终方案。示范

钻孔先后共下入D146、114、91 mm三种规格的套

管，其中加1 mm套管下人深度1461．9 m，创造了国

内同规格套管下人的最高记录，为下步N规格口径‘

顺利钻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2钻探装备与配套器具生产示范应用效果

12．1 2000 m钻机

(1)2000 m全液压岩心钻机设计能力为：采用

N规格绳索取心钻杆钻深达到2000 m，实际钻深为

2212．8 m，超出设计能力的10．64％，并且还有余地

往更深处钻进，这表明该钻机整体性能完全达到设

计要求，完成了国家“863”项目的任务目标。

(2)钻机整体移动非常方便、安全性好。由于

采用履带底盘，通过控制2个有线电控手柄，即可控

制钻机的前进、后退、转弯、原地转向，操作灵活方

便；通过采用电液比例控制，行走速度可自由调节，

深受操作工人喜爱；控制手柄远离钻机本体即可控

制钻机行走，安全性很高。

(3)动力机功率强劲。在整个生产示范过程

中，柴油机转速都在1500—2000 r／min，运行稳定。

(4)卡盘性能好，夹紧力大。通过夹持1460多

米的HQ绳索取心钻杆(11．6 kg／m)与2210多米的

NQ绳索取心钻杆(8．32 kg／m)，表明卡盘的轴向夹

持能力实际达到并超过了184 kN。

(5)动力头齿轮传动系统与润滑系统工作稳

定，即使在夏天高温天气，动力头整体温升也正常，

润滑系统工作非常好；齿轮的加工质量好，传递钻机

功率没有任何问题。

(6)动力头通孑L直径117 mm，使用直径117 mm

以下的各种规格钻杆非常方便。

(7)钻机桅杆刚性好，强度大，在大扭矩钻进、

主绞车与给进油缸同时提升时，桅杆整体表现都非

常稳定；桅杆上下两段铰接，运输时方便；桅杆可滑

移触地，钻进工作时稳定性非常好；桅杆上装有钻杆

扶正器，加接钻杆时上下扣方便对正，对保护钻柱丝

扣有利；桅杆高度适合提9 m长的立根，可减小提下

钻时间，提高钻探效率。经统计，提升1个立根用时
1．5 min，孔深2205 m提升245次，用时367．5 min，

比1次提6 m(需用时550．5 min)节省183 min，可

以看出，桅杆可提升长立根可大大提高钻探效率。

(8)钻机底架整体刚性好，机架四周装有双重

锁紧机构的4个千斤顶锁紧可靠，在近9个月的时

间里千斤顶没有下滑，保证整体机架的平稳。

(9)钻进双油缸给进提升能力强，钻进过程平

稳，快慢可调，使用方便；钻机具有3．5 m的长行程

给进功能，有效避免了传统立轴式钻机给进行程短、

停车倒杆辅助时间长、孔内事故几率高和综合效率

低等缺陷，有利于提高钻进效率，减少辅助时间和岩

心堵塞等孔内事故。

(10)动力头装有翻转油缸，动力头让开孔口时

不需人工操作，减轻钻工劳动强度。

(11)主绞车提升能力大，升降速度可调，在孔

浅时，钻具轻，可快速提放，孔深时，钻具重，慢速提

升，实现了动力机的恒功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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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绳索取心绞车装有双重刹车系统，在打捞

作业中途停止时不会下滑；装有的自动排绳机构排

绳效果好，避免了钢丝绳缠绕过程中的纺锤现象

(容易损坏钢丝绳)。

(13)动力头转速范围宽，扭矩大，在0～1200 r／

min间可进行无级调速，较好地满足了各种工况下

对转速的选择，如提下钻卸扣时用低转速，正常钻进

时用高转速等；在回转钻进时，主泵压力基本都在
21 MPa以下，没有达到额定压力27 MPa，表明钻机

扭矩在实际应用中有富余。

(14)钻机液压系统工作正常。在主绞车强力

提拔钻具时，压力达到额定设计压力31 MPa，系统

工作正常；无论是高温天气，还是高速回转钻进，还

是提下钻，液压油散热系统工作可靠，液压油温升一

直在允许范围内。

(15)钻机本身自带的转速显示、泥浆泵流量显

示、绳索取心打捞深度实时显示非常直观，便于钻工

随时调整。

(16)孔口液压夹持器夹紧钻柱可靠，安装维护

方便。

(17)泥浆液压搅拌器质量轻，搅拌泥浆效果

好，从开孔到终孑L，一直都用该液压搅拌器。

12．2高压泥浆泵

(1)泥浆泵钻进中一般流量为50～100 L／min，

压力5—9 MPa，主要技术参数能够满足深孔多工艺

钻进的需要。

(2)柱塞外圆面热喷涂Ni60+20％碳化钨，经

磨削并抛光，在现场整个生产试验中，均无更换，使

用寿命长。

(3)柱塞盘根选用“压不跨”结构设计，由丁腈

橡胶与纯芳纶编织密封材料制作并相间排列组合，

在护孔堵漏时更换多次，正常泥浆钻进后，单组平均

纯钻进200～250 m后更换，寿命较长。

(4)阀密封圈由丁腈橡胶制作，在护孔堵漏时

更换多次，正常泥浆钻进时，平均纯钻进300 m后更

换，寿命较长。

(5)由于泥浆泵正常钻进时冲次较低，压力不

高，大大提高了易损件的寿命。

(6)连杆小头轴瓦选用ZCuAl。。Fe，(铜铝铁合

金)表面渗硅特殊硬化处理，在整个钻进过程中均

无更换，体现长寿命。

(7)连杆大头采用自制的带内外瓦并附有保持

架的滚针轴承，以滚动轴承代替滑动轴承，运转正

常，温升较低。

(8)采用双马达串并联驱动泥浆泵是成功的，

有效降低了功率损耗，节能效果显著。

12．3泥浆制备与固控系统

(1)对维持泥浆性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根据需要及时开动，对泥浆的净化效果好，

清除固相最小颗粒可到10恤m。

(3)在施工期间，及时清除有害固相，保持了泥

浆流变性能稳定，减少了泥浆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4)对防止钻杆结泥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开离心机前，泥皮厚度达到了3 mm，开启离心机

并降低钻机转速后，结泥皮的情况大有好转。

12．4高精度钻进参数监测系统

(1)实时显示钻速和其它钻进参数，为科学打

钻提供了保障：由于该钻孔地层为坚硬的花岗岩，钻

进速度一直较慢，尤其在深孔阶段钻速只有1—1．5

m／h，即每秒钟仅向下位移0．28～0．42 mm。这么

小的位移量，在传统方式下光凭操作者肉眼是很难

判断孔底钻进情况的。本钻参仪实时显示的钻速和

其它参数，可帮助操作者及时掌握孔内工况，为安全

高效钻探施工提供了科学保障。

(2)ZK43—1孑L施工现场对“863”项目“2000 m

地质岩心钻探关键技术与装备”的所有成果都进行

了试验。钻参仪记录的大量数据，为各种新工艺及

机具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3)辅助填写钻探班报表：班报表是钻探施工

重要的原始资料，但以往钻工们都是下班前填写班

报表，所以报表中的各项操作时间基本上是“回忆

录”，严重失真。而钻参仪可显示各操作工序的时

间，有助于真实填写钻探班报表。

(4)进行工况识别：由于勘探所技术人员及现场

工人认真负责，加上钻参仪起到辅助判断孑L内工况的

作用，使ZK43一l钻孔施工过程中未出现系统预设

的典型事故工况。但是通过钻参仪显示的钻进参数

曲线图也发现了一些小事故，并进行了及时排除。

1 2．5绳索取心液动锤钻具工程示范结果

勘探所研制的大深度HWL绳索取心液动锤进

尺700．3 m，使用寿命大于40 h。NWL绳索取心液

动锤在1464．8～2211．4 m孔深，累计进尺746．6 m，

使用寿命大于42 h。深孑L应用绳索取心液动锤提高

了机械钻速，增加了回次进尺。同时，有利于判断内

管总成到位情况，减少了停待时间。

1 2．6新型高强度绳索取心钻杆

示范工程使用了勘探所与无锡钻探工具厂联合

研制的双密封不对称梯形螺纹副绳索取心钻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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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该钻杆采用了新开发的xjY一850新型高性能

绳索取心钻杆专用管材。自孔深238．2 m开始，至

孔深1461．9 m，试验使用H规格绳索取心高强度钻

杆。钻进时间151天，累计深度1223．7m，创造国内

同规格绳索取心钻杆应用孔深记录。自孔深
1461．9 m开始，至孔深2212．80 m，试验使用N规格

绳索取心高强度钻杆，试验时间82天，累计进尺
750．9 m。试验表明，研制的钻杆强度高，耐磨性、密

封性明显改善，钻杆卸扣扭矩较低；钻杆杆体、接头

从未发生断裂、脱扣等情况。

12．7长寿命金刚石钻头

随着绳索取心钻进深度的增加，钻头寿命对钻

探成本及台月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大。为降低钻探成

本，提高台月效率，应用了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研制

的超高胎体二次镶焊长寿命金刚石钻头。H规格长

寿命钻头最大进尺59．9 m，平均进尺39．1 m，比普

通金刚石钻头提高32．9％；N规格长寿命钻头最大

进尺117．9 m，平均进尺87 m，提高68．3％。

12．8不提钻换钻头钻具

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研制的N规

格不提钻换钻头取心钻具是一种集绳索取心、绳索

打捞更换钻头的孔内钻进新器具。钻具结构类型为

楔顶扩孔翼伸缩式，采用两级破岩成孔，设置有先导

钻头(主钻头)和扩孔钻头(副钻头)。在ZK43—1

孔深2010 m后，钻具下孔到位张开后进行扫孔，然

后打捞钻具。由于泥浆粘度较高，扫孔时间长，钻头

架内沉满了岩粉，影响钻具不能充分收敛，打捞失

败。钻具改进后在孔深2081．50和2211．4 m进行

了2个回次的实钻试验，实现了基本功能和动作。

13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钻机增加液压油油位报警装置，钻机在晚

上施工有液压渗漏没及时发现时可及时发出声音信

号，便于保护整个液压系统。

(2)钻机桅杆两侧焊接横筋，形成梯子，便于人

员攀爬；滑道两侧安装防护板，提高安全性。

(3)护孔堵漏时，由于吸排水阀压缩弹簧偏软，

夹浆而失灵，后经更换新设计的压缩弹簧后解决。

(4)连杆大头滚针轴承内瓦出现松动而断裂，

通过将内瓦热处理由水淬改油淬，且加固内瓦紧固

定位等技术措施予以解决。

(5)泥浆固控系统制浆罐及搅拌罐中叶片转速

太低，且存在旋转死角，长时间使用后会在罐中四角

堆积大量沉淀的粘土泥，影响泥浆性能，增加泥浆成

本。建议提高固控系统中制浆罐及搅拌罐中叶片转

速，消除旋转死角，使固控系统更加适用化。

(6)在本课题已实现的单点无线传输基础上，

增加信号接收器，并修改发射机的软件和通讯传输

协议，实现现场主机通过多点方式将信号分送多个

工程师办公室。

(7)目前国内各生产厂家采用的绳索取心钻具

标准不统一，有地标、冶标等不同系统、不同年代制

定的标准，同时还有国外的Q、o等系列标准。有的

使用单位同时使用着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标准，这

对液动锤的推广应用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建议相关

部门能够尽快统一我国的绳索取心钻具标准，以促

进绳索取心钻进技术的进步。

(8)由于试验孔段钻孔倾角a4600，不提钻换

钻头钻具打捞困难，导致参与的配套试验的钻探工

作量较少。

(9)继续研究解决大深度绳索取心钻杆管材制

造、钻杆加工方面技术关键问题，同时应重视技术理

论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在环空水力学计算、螺纹副

有限元分析等方面争取大的突破。

14结语
‘

2000 m全液压岩心钻探装备示范工程ZK43一l

孔的顺利完成，大大提升了我国地质岩心钻探技术

整体水平，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先进水

平的深部矿产资源钻探技术体系，基本解决了我国

深部矿产资源勘查中的关键钻探技术问题，实现了

深孔硬岩岩心钻探技术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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