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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心钻探烧钻事故分析及实践
孙孝刚，卢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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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烧钻事故在岩心钻探施工过程中是最频发的事故之一，分析总结烧钻事故发生的原因和发生的必要条件，烧

钻事故发生前出现的异常征兆，烧钻事故的预防措施、处理原则和方法；总结了几起烧钻事故的处理经验及教训，

提出了如何做好预防和处理烧钻事故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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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Practice of Bit-burnt Accident in Core Drilling／SUN Xiao-gang。LU Zhong—you(102 Geological Team，

Guizhou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Zunyi Guizhou 563003，China)

Abstract：Bit—burn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 accidents during core drilling，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causes and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the accident，discusses the abnormal signs before the accidents happening，the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treatment principles．Based on the treatment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in bit—burnt accidents，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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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烧钻事故的原因及条件

在岩心钻探施工过程中，烧钻事故是钻探事故

中最频发的事故之一，也是较难处理的一种事故。

烧钻事故的发生必须具备3个条件：一是钻具在孔

底冷却系统发生问题；二是钻具具有较高的转速；三

是钻具在孔内转动有一定的时间。发生烧钻事故的

原因有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

直接原因：一是泥浆泵上水不好或不上水(浆)；

二是泵量、泵压较小，不能有效排除孔底沉沙岩粉，

钻头底部水路被逐渐堵塞；三是钻杆接头或管壁漏

失，冲洗液不能有效到达孔底，造成假循环现象；四

是吸水管、水龙头、高压管、钻杆及绳索取心钻具内

管与外管环状间隙等冲洗液管路被堵塞；五是钻头

底出刃、外出刃磨损严重，致钻头水口变小、或无水

口，以及钻具与孔壁环状间隙过小，从而导致钻具在

孔底高速转动与岩粉岩屑摩擦产生高温而冷却不良

发生烧钻。

间接原因：一是操作人员责任心不强，下钻前未

对吸水管、水龙头、钻杆和钻具等冲洗液循环管路进

行认真检查，不能确保冲洗液管路的畅通和是否存

在漏失；二是在钻进过程中，不注意异常征兆的发

生；三是专业技术水平不够，不能正确判断烧钻前的

征兆，同时，发现烧钻征兆后处置方法不当。

2烧钻事故发生前的征兆

烧钻事故不是瞬间突发的，是有规律可循的。

事故发生之前，不同的钻进工艺和钻进设备，钻进不

同岩性的地层，主要出现以下不同的征兆。

(1)在较软的岩层中钻进，其钻进速度很慢，在

较硬的岩层中钻进时，一般不进尺。

(2)随着烧钻过程的发展，钻具孔底负荷逐渐增

大，扭矩增大，钻机动力负荷增大，钻机扭力表扭矩

值增大，驱动钻机的柴油机声音与正常工作时明显

不同或排气管冒黑烟。若用电动机作动力驱动时，

电动机功率表将有明显变化。

(3)随着冲洗液循环管路被逐渐堵塞，孔口冲洗

液返出流量变小，泥浆泵泵压增大，泥浆泵负荷增大

至憋泵，驱动泥浆泵的柴油机声音与正常工作时明

显不同或排气管冒黑烟，高压送水管跳动厉害，传动

皮带会发生跳动，在夜间施工，若照明发动机与泥浆

泵共用柴油机驱动，其照明设施会因电压变化而不

稳定、灯光变暗等。

(4)当钻杆严重漏失或泥浆泵吸水管不吸水时，

泥浆泵负荷无明显变化，驱动泥浆泵的柴油机也无

异常现象，冲洗液形成假循环现象，但钻具扭矩仍将

随着烧钻过程的发展而增大，钻机扭力表扭矩增大，

驱动钻机的柴油机声音与正常工作时明显不同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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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冒黑烟。

(5)当钻孔漏失严重，采取顶漏钻进时，泥浆泵

负荷无明显变化，其驱动柴油机也无异常现象，但

是，钻具扭矩仍将随着烧钻过程的发展而增大，钻机

扭力表扭矩增大，驱动钻机的柴油机声音与正常工

作时明显不同或排气管冒黑烟。

3烧钻事故的预防及处理

3．1烧钻事故的预防

为防止烧钻事故的发生，在钻进过程中，应注意

如下几点：

(1)做好水泵的维修保养和冲洗液的管理工作。

施工中时刻注意水泵泵压的变化情况，如泵压过高

或过低均应停钻检查。

(2)认真检查钻具。经常检查杆具的磨损情况，

如丝扣磨损严重的钻杆应及时更换，钻头水El过小

或水槽过浅应及时处理或更换。

(3)经常检查冲洗液循环池的情况，及时打捞池

内多余岩粉或落入池内的杂物，以避免高压吸水龙

头的堵塞；对池内冲洗液及时补给，避免因孔内失水

量较大引起循环池内冲洗液不足造成吸水面过低无

法正常供水。

(4)保持孑L内清洁，及时清除冲洗液内岩粉、岩

屑，在冲洗液不能有效排粉时，专程捞粉。

(5)钻进过程中由于地层破碎或岩层软硬不均

造成钻头被岩心堵住，应及时停钻进行处理。

(6)使用硬质合金钻头，岩层越软，硬质合金的

出刃量要越大，并相应地增大水口。

(7)在扫孑L过程中应控制速度，如扫孔速度过

快，可能导致冲洗液供应不足，岩粉未能及时排除，

导致烧钻事故的发生。

(8)操作人员要加强责任心，施工中要集中精

力，同时，熟练掌握钻探操作注意事项。

在钻进过程中，任何事故的发生，通常都会有一

些征兆发生的，只要注意加强管理、提高当班者的责

任心，注意观察各种仪表显示的数据，机械、皮带、胶

带运转情况，孑L口冲洗液量的变化等，及时发现异常

征兆，正确处理，是可避免烧钻事故发生的。

3．2烧钻事故的处理

3．2．1 处理原则

烧钻事故发生后，要及时、认真分析研究，认清

事故的性质，必须要做到“六个清楚”，即：一是要弄

清楚事故原因；二是钻具在孑L内的组合匹配要清楚；

三是钻孑L结构要清楚；四是钻孔岩层情况要清楚；五

是事故钻具的位置要清楚；六是处理方案要清楚。

绳索取心钻进烧钻后，应遵从“先内后外”的原

则，即尽量想办法先将钻具内管及总成捞出，再进行

处理外管。相反，先处理外管后再处理内管时，将受

到孔壁垮塌、掉块、沉砂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3．2．2 处理方法

在处理烧钻事故时，应根据钻具结构、烧钻地

层、钻孔结构、钻孑L深浅、钻进工艺等选取“顶”、

“捞”、“掏”、“反”、“套”、“磨”、“泡”、“割”与之相应的

方法，有机结合，逐一破劲。

顶：用千斤顶或钻机给进油缸强力顶拔。在轻

微烧钻事故过程中，当发现烧钻征兆时，不能停止钻

机转动，首先，应立即用给进油缸向上顶，同时升降

机上提拉，如顶、拉结合都不动时，再用千斤顶提拔。

捞：采用绳索取心钻进工艺时，用打捞器或另行

加工的专用打捞工具，将内管及总成打捞出孔。

掏：绳索取心钻进钻具的总成和内管被提出后，

或普通钻进岩心管上部钻杆被反出后，再用小一径

钻具掏心卸劲，然后将事故钻具提出。

反：用反丝公锥或反丝母锥，将事故钻头上部钻

杆及钻具反出。

套：在烧钻事故上部孑L壁稳定、钻孑L较浅的条件

下，用大一径钻具扩孔至事故钻具以下50 c1]fi左右，

将事故钻具套取提出钻孔。

磨：遇钻孔较深，采用反丝公锥、反丝母锥将钻

头以上钻具反脱提出孔口。既不能套取，也不能掏

心后继续钻进的情况下，采用硬度较大的同径钻头

将孑L内事故钻具消灭，磨孔清除孑L内钻具残余。

泡：在轻微烧钻事故中，且用清水做冲洗液钻进

较软的岩层，事故头上部孔壁较稳定，烧钻后立刻顶

拉不能提动时，可让清水浸泡1～2日，卸去部分阻

力后，再进行顶、拉提拔。

割：绳索取心钻进烧钻后无法提动，事故头上部

钻杆现场无反丝锥子等反管工具，可先用小一径钻

具掏心后继续钻进，待终孑L后仍无法提动事故钻具

时，下入割管器至事故钻头上部割断，然后提出上部

钻具。

4烧钻事故处理实例

4．1 遵义复兴锰矿ZKl921钻孔烧钻事故

4．1．1 钻孑L概况

该孔设计孔深1450 m，实际终孔深度14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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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选用YDX一1800型全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用

0130 mm开孔后，全孑L绳索取心金刚石钻进。发生

烧钻事故地层岩性为三叠系下统茅草铺组(T。研)，

灰岩孔段，可钻性为6～7级，孔深615．2 m。全孔

采用“水+水解聚丙烯酰胺+特效润滑剂+防塌剂”

无固相冲洗液。

4．1．2钻孑L结构

开孑L：用D130 mm，钻穿覆土进入基岩，孑L深

4．58 m，下D127 mm套管，固井口；二开：用D110

mm钻至孔深91．5 m，下D108 mm套管护壁；三

开：用D96 mm钻头顶漏钻进至孔深602．20 m，下

089 mm套管护壁止漏；四开：用D77 mm钻头钻

进至612．70 m。

4．1．3事故发生经过

2017年6月9 El晚，607～608 m孑L段严重漏

失，无泵压，不返浆。起大钻，拔出D89 mm套管，

下096 mm绳索取心钻具扩孔，当扩孔至孔底

612．70 m后，继续钻进1．5 m，见取出岩心完整，继

续加杆钻进，至孔深615．2 m时，泵压升高至6

MPa，无进尺(钻进速度为零)，操作班长感觉岩心堵

塞，立即起钻，钻机上顶，无法提动钻具，但钻具可转

动。

4．1．4事故处理方法及步骤

(1)向上边顶边扫动，上行距离孔底0．20 m

后，钻杆在孔深309 m处被拉断。随后下D89 mm

公锥打捞，提拉时，钻杆又在孔深189 m处被拉断，

又下D89 mm公锥打捞，钻杆又在孔深84 m处被

拉断，再下089 mm公锥打捞，钻杆又在24 m处被

拉断，至此，孔内已经有了四个D89 mm公锥了，机

长才向公司负责人报告说“卡钻了”。

(2)由于钻具在孔内能转动，上部扩孔时，曾经

有金刚石钻头底出刃“牙齿”脱落掉落孔内，且从孔

深612．70～614．20 m段取出岩心观察，有大量约

0．01 m左右大小的裂隙，经研究判断本次事故为

“卡钻事故”，所以决定从钻杆与孔壁环状间隙注水

冷却钻具，继续向上扫动，设想将卡钻物挤入裂隙，

解卡。但向上扫动1-4 m后仍提拉不动。

(3)估计底部钻头严重变形卡钻，决定向下慢慢

扫动，设想磨掉钻头变形部分解卡，孔口标记往下磨

0．07 m后，向上提动钻具，仍无法将钻具提出。

通过以上方法处理无效后，考虑到SCD一1800

型全液压动力头钻机扭矩大、钻进过程中憋泵，事故

钻具能在裂隙发育，近1．5 m的孔段上下反复串动

等因素，定性本次事故为“烧钻事故”。采用以下处

理烧钻事故的方法进行处理。

(4)下人D89 mm反丝公锥，经3次将在孔深

24、84、189、309 m处的4个D89 mm正丝公锥及以

上绳索取心钻杆全部反出钻孔。处理过程中，因事

故钻具在孔内能够转动，上下能活动1-47 m。因

此，丝锥吃扣时，钻机应适当加压，增大钻具在孔底

的摩擦力，才能上扣吃紧钻具。在反钻具时，应适当

上顶钻具，加大事故钻具与孔壁之间的摩擦力。

(5)下绳索取心打捞器打捞内管，由于孔壁落物

及沉沙将矛头掩埋，因此，没能将内管提出。

(6)继续下入D89 mm反丝公锥反动钻具，将

钻杆和弹卡挡头从弹卡室上部反脱，内管上部总成

矛头外露，内管总成、弹卡挡头和弹卡室组装相对位

置如图1所示。

图1 内管总成、弹卡挡头和弹卡室组装相对位置

(7)下绳索取心打捞器打捞内管，由于孔壁落物

及沉沙将内管卡紧，仍没能将内管提动，只能脱卡将

捞矛提出。

(8)下人仍89 mm正丝母锥，将内管打捞出钻

孔，提出后，发现内管底部卡簧座已被磨完，内管底

部丝扣已经磨掉约0．03 m。在这过程中，由于内管

总成直径较小，母锥内吃扣部位距锥口较高，因此，

在下钻前需将母锥口段切掉一段，方可避免母锥与

弹卡室相顶不能吃扣。

(9)再下入089 mm反丝公锥，将钻具从扩孑L

器上部反出，至此，孔内仅剩未磨完的扩孔器。

(10)下人同径硬度较大的磨孔钻头，将事故钻

头和扩孔器消灭，继续磨孔50～100 cm后正常钻

进。

4．1．5事故原因

(1)由于事故孑L段上部严重漏失，采用顶漏钻

进，因此，操作人员不能从孑L口返出冲洗液量的变化

中发现烧钻征兆。

(2)因YDX一1800型全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动

力和扭矩较大，烧钻事故发生后，钻具依然能够转

动，因此，使操作人员产生误判，没有在事故发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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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 m，下D146 mm套管，固井口；二开：用仍122

mm钻头，(D114 mm绳索取心钻杆)钻至孑L深

135．67 m。

4．3．3事故发生经过

2017年7月6 Et晚，由于钻孔严重漏失，顶漏

钻进，不返浆。当钻进至孔深135．67 m提出内管

取心后，投入内管继续钻进，烧钻，钻机停止转动。

4．3．4事故处理方法及步骤

(1)提出内管后，采用钻机强力提拔(油缸上

顶)，未能将钻具提动。

(2)下入旧钻头096 mm绳索取心钻具掏心，

由于孑L内钻头硬度较大，磨损3个096 mm钻头

后，未能将孔内钻头掏空。

(3)下人硬度与孑L内钻头相同的D96 mm新钻

头继续掏心，仍未掏空。

(4)下入077 mm绳索取心钻具掏心，掏空后

继续钻进1 m后起钻。

(5)再换硬度较孔内钻头大的仍96 mm绳索取

心钻具继续掏心，掏空后扩孑L 1 m后，继续钻进0．5

m起钻，将掉人孔内金刚石钻头残渣、碎块随岩心

一起打捞出孔。

(6)起钻后，用钻机强力提拔事故钻具，仍未能

提动。

(7)采用D96 mm绳索取心钻具继续钻进；钻

进至524 m时，又烧钻，后用D77 mm绳索取心钻

具掏心，继续钻进至终孔。

(8)待终孔后，D96 mm绳索取心烧钻钻具经冲

洗液浸泡后，其事故头阻力减小，用钻机给进油缸将

事故钻具顶动，提离钻孔。0122 mm绳索取心烧钻

钻具由于孔壁沉砂抱紧，未能顶动，后下人割管器从

事故钻具处割断提出。

4．3．5 事故原因

(1)由于顶漏钻进，孔壁漏失，在钻具下入孔底

后，未将孔底岩屑、岩粉冲离孔底，导致孔底冷却系

统不畅通，先糊后烧。

(2)操作人员责任心不强。未能及时发现烧钻

前，钻机各仪表、动力机械声音有变化反应的异常征

兆，未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处理。

4．3．6经验教训

(1)采用“掏”心方法处理烧钻事故时，应根据孑L

内钻头胎体硬度，选择硬度更大的钻头掏心。

(2)在烧钻钻具较大的情况下，先选择小两径的

钻具掏心、钻进0．5～1 m后，能卸掉事故钻头内部

阻力，同时，也为下步掏心预留了钻头掉块残屑储存

空间，再用小于事故钻具一径的钻具掏心，将会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5 结语

岩心钻探施工作业中，操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

钻探操作规程，杜绝一切钻探设备带病作业，严禁不

合格钻具下入孔内，严守岗位职责，尽心尽责，随时

观察到钻进过程中仪表、动力机械、冲洗液及其循环

管路等运行情况。另外，应加强钻探专业技能学习，

当出现异常征兆时，能及时采取合理的方法进行处

置，烧钻事故是可以预防的。

处理事故时，决不能“盲动”，应严格遵循事故处

理原则，根据事故的表面现象，认真分析研究，做到

“六个清楚”后，选择“顶”、“捞”、“掏”、“反”、“套”、

“磨”、“泡”、“割”等方法有机结合，逐一破劲，将会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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