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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坑道钻探在地质勘查、矿山勘探等活动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在地表钻探工程受地形深切割而制约搬

迁时，矿山企业为延长矿山服务寿命，坑道钻探就成为了首选的勘探技术。但由于其设备模块、作业环境、安全施

工条件等特点，坑道钻探的施工安全、钻深能力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地质勘查和施工管理要求。同时，我国对坑道

钻探的行业规范尚待补充、完善。正确评价安全施工条件、分析其施工特点，并制定相应的工艺方法，能有效保障

坑道钻探的安全施工和钻探施工能力。本文以坑道钻探设备、工艺、施工环境、施工经验等为依据，结合多年的坑

道钻探经验，整理了全液压坑道钻探施工特点，并将坑道钻探普遍的方法、公约整理成标准并形成规程，在指导坑

道钻探安全、高效生产的同时，为安全管理提供依据，为补充和完善行业规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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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ground is widely applied in ge0109ical pmspec“ng，mining exploration and other activities；especially when

the removal is limited by the dimcult suIface drilling in deep dissected topography，undeI’铲ound drilling is sure to be the

preferred technique for further expIomtion to extend che sen，ice life o“he mine．As for its equipment modula—zation，work—

ing enVimnment，construction conditions and other aspects，the ability of drilling depths can’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creasjng deVelopment of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constmction managementI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pmfessional

standard of undergmund drilling needs to be supplemented and improved． 0nly by proper evaluation of constlllction condi—

tions，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ing appIDpriate technical methods， can safety constmction and

drilling constmc“on capability of underground drilling be emcienely guaI．anteed．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drilling equip—

ments，technology，consnlJction enVironment and years of experience of underground drilling，the chaIacteristics of fbll hy—

draulic unde曙round drilling constmction are summed up，common methods and convention of under铲ound drilling are col—

lected and oI?ganized into specifica“on as regulation，which are used to guide the safb and emcient pIDduction，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safety management and also can pm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pplement and ped’ection of industry standards．

Key wOrds：undeIground drilljng；chamber；constIuction environment；technical specj6cation；safbty code

0 引言

坑道钻探是与地质坑探工程相结合进行深部勘

探的重要工程手段，是多山、地形切割深、设备搬迁

运输困难矿区进行深部勘探常采用的勘探方法之

一。坑道钻探对延长矿山开发寿命、提高矿山坑道

工程的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4J。同时，自“十一

五”以后，随着矿产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发展生

态经济的产业政策，坑道钻探在实现绿色地质勘查

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本文以坑道钻探设备、工艺、施工环境、施工经

验等条件为依据，结合本单位多年来的坑道钻探经

验，整理了全液压坑道钻探施工特点，并将坑道钻探

普遍的方法、公约整理成标准并形成规程，在指导坑

道钻探安全、高效生产的同时，为安全管理提供依

据，为补充和完善行业规范提供参考。

1 坑道钻探施工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现状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云南省个旧锡矿山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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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首先从国夕l引进了JKS一25、泰美克一250等型号

的坑道钻探设备。此后，地质、煤炭、有色金属等部

门自80年代也陆续开展了坑道钻探设备的应用"]。

国内赤峰、重庆等探矿工程设备生产企业陆续开发

了DK型、MK型和钻石型坑道钻探设备，并参照国

外标准形成了舛6和59 mm两种孔径的自主标准，

其中D59 mm型的坑道钻探设备最大钻深能力可达

150 m。自2000年以来，青岛一诺钻机制造有限公

司引进国外技术生产了上仰孔最深达240 m、垂直

孔达380 m的“z”系列坑道钻探设备。

自2006年以后，我国部分地质勘查单位、矿山

企业陆续引进了Boart 10ng)rear(宝长年)LM75型和

瑞典Atlas—copco(阿特拉斯)的u6型坑道钻探设

备，并在云南腾冲、青海五龙沟矿区先后开展了应

用‘6—9|。

但是受地质勘查坑道钻探施工规范依据的缺

失、施工环境的影响，实现坑道钻探安全生产管理和

深部地质勘查的目标仍然受到制约。因此，研究并

编制坑道钻探施工规范对于完善我国社会安全管

理、地质勘查和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以及实现

设备钻深设计目标和深部地质找矿都具有十分紧迫

的需求和意义。

2坑道钻探的施工特点

为适应施工场地、环境要求，我国坑道钻探设备

均采用了全液压动力头式。相对于地表钻探，坑道

钻探与其有明显的区别，具有自身的特点。

2．1作业环境差

坑道作业环境和地表钻探不同，坑道钻探作业

具有的特点如下。

(1)井下作业、安全系数低(坑道冒顶偏帮、电

线电缆、瘴气或交叉作业时的炮烟等安全隐患多)、

空气质量差。

(2)由于坑道内积水、污浆沉积、顶壁岩石裂隙

水的渗漏使环境潮湿，作业人员在作业时必须采取

防潮、防水措施，以及设备、管材、钻具、工具等防锈

难度增加。

(3)由于工作空间狭窄，带来作业不便、增加了

更多的辅助工作，如：泥浆循环系统布置简短，无法

布置沉淀坑，使得维护泥浆的辅助设备和频率增加

等等。

(4)受空间面积限制，钻探设备、辅助设备和设

施、钻探材料的现场布置、存放管理等难度增加，钻

进过程更容易受到循环水温度、电压不稳定的影响，

因此，钻进条件要求更高。

(5)钻探生产期间由于空间狭小使得噪声更

大，职业危害隐患更加突出。

2．2劳动强度大

(1)坑道内设备、设施、管材、泥浆材料、岩心等

的搬迁无法使用机械设备，全靠人力搬运安装。

(2)由于受作业环境的影响，单个回次短(1．5

m)，回次总数增加，提下钻单次作业在3．0 m内。

(3)辅助设备增加，辅助设施增加，辅助工作量

增大。如：设备冷却水需要水泵、循环水坑，锚固钻

机需要空压机、凿岩机、锚杆；坑道内施工过程中需

要通风增加的风筒、风机、电线电缆、风筒、循环水管

等的挂设，坑道内的污浆排放等。

(4)泥浆的搅拌相对于地表钻探更加频繁，而

且泥浆更容易受到地下裂隙水的侵污稀释，使维护

泥浆的劳动力相对增大。

(5)在施工上仰直孔时，需要提钻取心，劳动强

度相对增大。

2．3生产效率低

(1)受空间狭小的影响，使单个回次的进尺降

低，增加了取心的辅助时间。

(2)由于搅拌机仅能使用0．5 m3，使得搅拌泥

浆的时间更长，由于没有循环槽、沉淀坑，使得维护

泥浆性能的频数增加、难度增大，相对减少了钻进时

间。

(3)搬迁难度大，时间长，不能进行机械化搬

迁，辅助工作更多，需要搬运的设备材料多，如：风

机、凿岩机、风筒、循环水坑和水泵的布置、电线电缆

和风筒风管循环水管的加设等，增大了钻探总台时，

减少了台月时间。

(4)设备配件不通用，调度难度大。

(5)岩层稍有破碎，则极易发生岩心堵塞。

2．4生产成本高

(1)设备配件与地表钻探用设备不通用，调配

难度大，配件成本高。

(2)相对于地表柴油发电机使用频率高，功率

大，耗油多。

(3)由于辅助时间长，增加了劳动力时间，使劳

动力成本高。

(4)单班劳动力人数定额相对于地表钻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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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劳动力成本高。

(5)因作业环境差，劳动力招工难度大、成本

高。

(6)辅助设备多，材料种类多，如：空压机、凿岩

机、污浆泵、变压器、电缆线等，相对增加了成本。

3坑道钻探规程

近年来，由于我国坑道钻探设备的设计、制造加

工、钻探施工工艺均参照了世界先进水平的Boart

longyear“LM一75”与Atlas“U6”，同时，我国许多大

型矿山企业和地勘单位广泛采用了由动力车提供动

力的全液压动力头坑道钻探设备，因此规程可以

“LM一75”为依据，并结合其坑道钻探典型——青海

省五龙沟地区、锡铁山，以及四川华峰地勘工程公司

在云南省部分矿区的坑道钻探设计、施工及总结开

展研究。

3．1 机场硐室环境与设备安装

(1)坑道钻探场地建设标准：对于300 m以浅

钻孔，宽×高×长=5．5 m×6．5 m×9．5 m；对于

300 m以深钻孔，宽×高x长=7 m×6．7 m×1 1．5

m。

(2)安全评价与措施：硐室顶、壁存在水敏性的

破碎带，则采用钢支架进行支护；无明显水敏性氧化

蚀变，但有构造破碎带硐室，采用喷塑固化稳定；节

理裂隙发育且碎裂带明显、整体性差，则采用锚杆加

固，并辅以钢网围栏；岩石硬度在5级以上，岩层完

整且无裂隙，则不予支护。

(3)设备安装：采用钎杆锚固，300 m以浅的钻

孑L锚固深度《0．8 m，300 m以深的钻孔锚固深度《

1．2 m。

3．2开孔前的准备

(1)钻深要求：根据地质勘查坑道断面规程，承

担坑道钻探NQ最大钻深为700 m，BQ最大钻深为
1000 m。

(2)坑道钻探准备开钻前的检查：电线电路、水

管、风管，以及壁挂；凡空气开关须放在密封较好的

配电柜内；凡电线电缆与管线接头须要用高压防水

胶布粘接，禁止使用普通胶布。

(3)坑道内应当加工材料工具架，将管材、钻

具、工具等材料物资放置在架子上。采取预防管材、

设备锈蚀的措施，避免工具、管材直接摆放在地面或

浸泡在泥水中而生锈。

(4)检查循环水路系统是否有漏水现象，要保

证循环水的清洁度、水量，温度要控制在规范要求的

范围内。

(5)检查设备的液压油，动力头齿轮油，水泵里

的机油等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6)检查固定钻机的锚杆是否牢固。

(7)检查送风管是否有漏风现象，检查空压机

的工作状态和保养情况。

(8)检查主油箱液压油、动力头齿轮油、循环水

滤心的状况。

(9)检查工作台的稳定状态。

(10)检查钻具、钻杆、钻头、内管总成与打捞器

到位情况。

(11)检查水笼头的单动性能和注油嘴。

(12)检查工作人员的劳动保护用品的穿戴情

况。

3．3坑道钻探安全生产要点

(1)保持良好通风、供风量。

(2)采矿或掘进交叉作业时，停止钻探生产。

(3)对危险不稳定的坑道围岩通过协调进行支

护；对经过评估后无法保障安全施工环境的，则协商

终止钻探施工。

(4)潮湿环境中顶、壁蚀变带和断层泥围岩易

潮解、水化、应力变形，此时应当经过安全评估并根

据评估结果确定是否重新支护。

(5)机台必须设置安全员，并每天检查坑道内

的安全环境。

(6)搬迁作业时统一指挥。

(7)供电线需采用电缆输送。电缆、送风管、循

环水应当分别挂设两边，相互间距>10 cm。

(8)循环水温>40℃或水蒸气影响视线时，应

当停钻更换循环水，并检查水滤芯。

4坑道钻机安全操作规程

(1)交接班时，应当将坑道内顶、帮的岩石稳定

性、电线、电缆、风管、送风机、坑道内的空气质量等

进行详细交接，接班班组还应并检查核实。尤其是

电线、电缆、风管是否有破损一定要详细检查"J。

(2)坑道内岩心、钻杆运输应采用电动车或两

轮人工车搬运，不能使用尾气排放超标的机动车。

须防止空气污染、消耗。

(3)提下钻不能太快，最好在O．5 m／s左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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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时要严格注意主动钻杆顶部顶撞坑道顶部岩石，

防止发生顶部岩石脱落。

(4)在钻进仰角孔时，应当使用封水密闭的接

头，并泵入有合适泵压的冲洗液，严防内管因下落太

快可能造成对人员、设备、钻具的撞击事故发生。

(5)竖塔后，要上紧固定钻塔的螺丝。固定钻

机的锚杆深度要大于15 m。如果在钻进过程中发

现有松动现象，应当重新锚固。

(6)在钻进过程中如果发现电路、油路或机械

部分的警示灯发亮，则应停车检查原因，并排除故

障，不能再次或反复启动钻机强行钻进。

(7)在提钻、拧卸钻杆或钻进过程中，不能站在

动力头底部。

(8)当下钻遇阻时，应当扫空，不能强行下压钻

具，应防止压弯钻杆。

(9)施工结束后，对主巷道内的泥浆坑、泥浆应

当清理和填埋，不能使其对搬迁运输构成安全隐患。

(10)300 m以深的中深孔施工，须设计并采用

机场硐室以外钻井液大循环系统，不能仅围绕机台。

(11)300 m以深的中深孔施工，冷却水须设计

采用长循环进行冷却。

(12)经常采取清理坑道积水。不得在坑道内

任意蓄水、不得将废浆存放在坑道内。

(13)班报表检查。包括水文报表、岩心牌、箱

号的编写等。

5设备保养与维护

(1)开钻前认真组织学习《设备维护保养、使用

手册》和相关安全规范。

(2)检查钻机、柴油机的防冻液、机油、钻机液

压油、齿轮油的用量是否足够、油品是否清亮，机油、

柴油滤芯、油水分离器、空气滤心是否干净、拧紧。

检查动力头、钻具、绞车等的注入黄油、黄油嘴、黄油

枪的使用状态。液压油不能用多种品牌，亦不能混

合使用，严防使用伪劣假冒产品。液压油有明显絮

状物或透明度降低时必须更换液压油。液压油不能

长期在高于40℃环境下运行。动力头内的齿轮油

应当每班进行检查，发现油料变脏，必须进行更换。

(3)开钻前认真检查各个循环水管是否畅通，

钻具配备的间隙，总成单向阀等。动力头钻机下稳

定器不能越级装配。

(4)根据地层充分搅拌泥浆，另外配制好相关

的处理剂溶液，以便在钻井过程中对泥浆性能进行

及时调整。

(5)根据覆盖层、地层情况准备钻具、套管、钻

头、变丝接头等，确定钻孔结构。

(6)动力头式钻机的辅助设施如：扼型板、下夹

持器不得随意拆除，施工斜孔时则必须安装。

(7)钻进过程中设备不能在压强>30 MPa条件

下运行，防止损坏主泵和马达。

6结语

该操作规程以我国广泛采用的全液压动力头坑

道钻探设备特点、地质坑探断面、施工环境及地勘和

矿山单位的施工设计为依据，并参照了国外坑道钻

探设备安全生产手册，从安全施工条件、施工特点、

钻井液循环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规范，能够对施

工安全目标、坑道钻探钻深能力带来可靠的、有效的

支持。同时，由于我国尚缺乏坑道钻探施工规程，该

标准的探讨对我国形成坑道钻探行业规范具有一定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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