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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开挖HDD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给排水、电力、通信、油气等领域的新管道敷设和既有管线修复中。当在浅部

地层以及上覆地层应力较小的区域进行HDD施工时，易出现“溢浆”现象。本文结合国内外“溢浆”防控技术研究

现状，对德国某公司的孔内新型射流泵系统在非开挖工程中的应用进行了论述。该系统利用在近钻头位置安装的

高压射流泵系统收集前端钻头扩孑L后形成的钻屑，从而减少钻孔环状空间的钻屑含量。系统主要由钻屑收集装

置、射流泵体和连接装置3部分组成，可实现98％左右孑L内钻屑的清理。根据工程需要，可采用清孑L、软土扩(清)

孑L、组合以及管道回拉等4种模式进行工程作业。工程实践表明，采用该系统后单日最长掘进长度达到122 m。同

时提出了存在的问题：由于小直径复杂地层钻进中易出现钻屑团积，从而对筛格产生堵塞。在管道回拉模式中，如

何改变钻屑返排的回路等问题仍是该系统在应用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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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one method of Trenchless，HDD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new pipeline laying and existing pipeline

repair in the fields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electric power·communications，oil and gas．The phenomenon of

“overflow”is easy to occur when the HDD construction is carried out in the shallow stratum and the area where the

stress of the overburden is small．This paper which combin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overflow”prevention and con—

tro]technology domestic and foreign areas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a new in-hole jet pump system design by a

German company in trenchless engineering．The system sets a high—pressure jet pump system installed near the drill

bit to collect cuttings formed during reaming process，thereby reducing the number of cuttings in the borehole space．

The system is mainly composed of drill cuttings collection device，jet pump and connecting device，which can clean

up about 98％of cuttings in the borehole．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proiect，four modes，such as borehole clear-

ing。soft ground reaming 8_．cleaning，combination and pipe pullback，can be used for pipeline laying．Field practice

indicates that the longest drilling length can reach 122m per day associated with the system．At the same time，the

existing problem is present in this paper．The screen will be blocked due to the formation of cuttings aggregation in

complex formations with small diameter drilling．For the pipe pullback mode。how to change the return loop of cut—

tings is still the key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e jo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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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水平定向钻进技术(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HDD)是非开挖中一种被广泛应用于给排

水、电力、通信、油气等领域的新管道敷设和既有管

线修复中的技术。图1显示了我国历年HDD新增

钻机的数量变化情况，说明该技术在我国得到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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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应用。在浅部地层以及上覆地层应力较小的

区域进行HDD施工中，由于孑L内钻井液压力的作

用，往往会导致钻井液在上覆地层中发生渗透溢流，

形成地表变形和“溢浆”现象，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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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历年HDD钻机新增量概况

崮二非开挖IlI)I)“溢浆”现象

工程实践表明：孔内钻井液的压力过高是产生

“溢浆”现象的主要原因。而钻井液压力的变化主要

是由钻屑阻塞钻孔和孔壁变形导致，尤其是在扩孑L

阶段，扩孑L钻头行进过快、钻屑体积过大、孑L壁坍塌、

由于钻屑侵入钻井液导致钻井液粘度升高等因素都

会导致钻井液压力升高。另外，钻井液中含有大量

化学物质，大面积的地表“溢浆”还可能会给周围环

境带来危害。因此，有效控制施工中的钻井液压力

和孑L内钻屑含量是减少“溢浆”发生的主要技术手

段。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钻井液的配方优化

和钻屑固控设备两个方向进行研究。钻井液的配方

优化主要是从钻井液的性能优化角度如提高悬浮

力、剪切稀释性能、维持孑L壁稳定等对配方体系展开

了研究。乌效鸣等研究发现生物聚合物(XC)、聚丙

烯酰胺(PAM)等处理剂可以增强基浆的剪切稀释

效果，使钻井液具有较好的粘度及较高悬浮钻屑能

力，减少孔壁失稳，有效防止地层发生冒浆[1_3]。

Mehran和Jayanth等研究发现往钻井液中加入

TiO。／PAM纳米复合材料作为添加剂，并结合了聚合

物和表面活性剂在钻进液中的综合作用，有效增加了

剪切稀释行为，极大减少了地层侵入和滤饼厚度口]。

孙平贺等研究发现的ENI溶液可以生产复杂材料来

填充土壤颗粒之间的空间，以防止流体侵入钻孔，保

持钻孑L周围的土壤稳定性[6]。Samuel等研究发现往

钻井液中加入纤维基质可以增强钻孔的稳定性，减

少钻井液的逸出[7]。地表主要依赖钻井液固控设备

减少无用固相的含量。T．Geehan和Bodil等研究

发现在地表利用直线运动泥浆振动筛和液压驱动离

心机对于钻井液中的钻屑进行固化处理，可以有效

地减少钻井液无用固相的含量，降低了钻井液对于

环境的污染[8_9]。德国某公司将射流泵系统应用于

HDD中[1⋯，极大增强了孑L内钻具处理钻屑的能力，

减少钻孔环空钻屑堵塞，从而降低“溢浆”现象的发

生，本文将结合该系统设计思路、系统组成、工作模

式、工程应用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展开论述。

1射流泵系统设计思路

HDD射流泵系统改变传统依赖钻井液循环排

出钻屑的技术方法，利用在近钻头位置安装的高压

射流泵收集前端钻头扩孔后形成的钻屑，从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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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环状空间的钻屑含量，实现孔内钻屑处理的技

术目标，如图3所示。孔内高压射流泵系统收集的

钻屑将通过后端钻杆传输至地表进行集中处理，减

少对环境的破坏。根据上述设计思路，适用于孔内

的高压射流泵需具备结构简单和性能稳定的特点，

同时能够传递一定的扭矩与推拉力。除此之外，射

流泵必须能够产生足够的水压力，从而实现对钻屑

的有效吸附收集。

新的解决方案

图：{设计思路效果对比

2 系统组成

射流泵系统主要包括钻屑收集装置、射流泵体

和连接装置3部分。钻屑收集装置依靠钻杆同钻头

相连，前端(近钻头位置)呈圆柱体，有利于维护钻孑L

的有效直径；后端呈圆台状，如图4所示。该装置包

括筛格、侧齿、旁齿、护齿等部分，实现对孑L壁钻屑的

有效收集，其中筛格可过滤最大的钻屑颗粒直径为

38 mm；侧齿和旁齿利用收集器的顺时针旋转，x,-t：fL

内钻屑产生刮铲作用，使钻屑集中于筛格过滤位置；

护齿主要对钻屑收集起到保护作用，维护有效的工

作直径，提高收集效率。

射流主泵安装在钻屑收集装置的内部，其中心

位置同钻杆中心相一致。在工作过程中，射流泵利

用循环流动的钻井液和自身喷射结构可产生一定的

吸附力，其吸附原理如图5所示。当钻屑经过收集

装置中的筛格后，射流泵利用高压射流作用，将钻屑

同钻井液一同泵入收集装置后端钻杆中，利用钻井

液循环将其返排至地表，实现有效清除孔内钻屑的

目标。实验结果对比分析可知，该射流泵系统可实现

图l 钻屑收集装置组成和工作原理

低吸压力

排放

图j 喷射泵吸附钻屑原理

98％左右钻屑的清理。为了保证钻井液在射流泵中

有效循环，入口端钻井液的性能监测是十分必要的，

尤其是无用固相含量的测定，可以减少射流泵内淤

积堵塞的发生。

同地质勘探取心钻进方式不同的是，在HDD

的扩孑L钻进中，地表钻机施加的是扭矩+回拖力。

因此，钻头前进方向同钻杆内钻井液循环流动方向

是相反的，这使孑L内射流泵系统能够在钻头后端形

成有效的钻屑清除作用。而在环状空间中，钻井液

呈现双向流动的方式，如图6所示。钻井液同环空

中残留的钻屑一同返排至钻孔轨迹两端的接收工作

坑中，再利用地表抽吸装置实现净化处理。

3工作模式

HDD孑L内射流泵系统除了上述基本工作模式

外，根据实际工程需要，还可以采用清孑L、软土扩

(清)孑L、组合以及管道回拉等4种模式进行工程作

业。

(1)清孑L模式。由于HDD钻遇地层多为第四系

擎害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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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L内射流泵工作过程

土层，在多级扩孑L后，仍会存在缩径、钻屑床厚度大

等问题，因此采用孔内射流泵系统可以有效清除钻

屑床，维持钻孑L的有效直径，减少后续管道敷设中的

回拖阻力。相对于传统的桶式扩孔钻头清孑L模式，

(a)清水模式

HDD孑L内射流泵可将钻屑有效排出：fL#l-，解决了桶

式扩孑L钻头单纯挤压保径的问题，其工作原理如图

7(a)所示。

(b)软土扩(清)iL模式

(c)组合模式

图?典型工作模式

(2)软土扩(清)孑L模式。该工作模式适用于多

级扩孔中，在钻屑收集装置的前端唇面安装硬质合

金齿头来实现切削扩孑L钻进。再利用射流泵和环空

钻井液将钻屑排至地表。该模式集成了扩孑L和清孑L

两个过程，可极大提高HDD施工效率和质量，其T

作原理如图7(b)所示。

(3)组合模式。该工作模式适用于钻屑含量大

的扩、清孔作业，利用二级射流泵系统，进一步清除

孔内的钻屑，其丁作原理如图7(c)所示。

(4)管道回拉模式。在管道回拉过程中，钻孑L内

的环状空间急剧减小，对钻屑含量控制提出了更高

要求。在敷设管道的前端连接射流泵系统，不仅可

以保证有效钻孔直径，同时可有效清除钻屑床，减少

管道回拉阻力，提高管道敷设质量，其工作原理如图

7(d)所示。

(d)管道回拉模式

4工程应用

2016年该公司首次将孔内射流泵系统应用于

德国某排水管道非开挖施工中。该管道埋深为4．5

m，管道长度为120 m，采用该公司产生的AVN 700

小型掘进成孔设备。该设备采用封闭式全断面掘进

工艺，设有液压泥水环路，配备与具体地质条件相匹

配的刀盘挖掘钻遇地层。对于软质土壤或混合地质

状况，可使用标准或混合地质刀盘式钻头；对于稳定

围岩的隧道掘进，则使用配有滚刀的硬岩刀盘式钻

头，如图8所示。

为了防止地层中的粘土和粉土堵塞刀盘，将高、

中压射流泵系统同3号AVN 700掘进机头相结合，

高压射流系统将开挖仓内的粘砂土或粘土剥离，从

而避免粘结；中压射流系统使用标准泥水管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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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H成孔设备

通过改变喷嘴大小，可以调整悬浮压力，优化渣土流

动。同时还应用了一种摄像系统，安装在开挖仓内，

供地表操作员观察机器内部的磨损情况和实际状

况。工程应用表明，采用了射流泵系统后，极大减少

了钻孔内钻屑含量，有效提高了顶进施工效率，单日

最长掘进深度达到122 rn，如表1所示。

表l施工效果

1号

下套管 2号

3号

5 结论

本文对德国某公司的孑L内新型射流泵系统在非

开挖工程中的应用进行了论述，主要结论如下。

(1)孔内钻井液的压力过高是产生溢浆现象的

主要原因。钻井液压力的变化主要是由钻屑的局部

阻塞和孑L壁的变形导致，尤其是在扩孔阶段，扩孑L钻

头行进过快、钻屑体积过大、孑L壁坍塌、由于钻屑侵

入导致钻井液粘度升高等因素都可以导致钻井液压

力升高。减少孑L内钻屑含量是实际施工中应关注的

重点。

(2)利用在近钻头位置安装的高压射流泵系统

收集前端钻头扩孔后形成的钻屑，从而减少钻孑L环

状空间的钻屑含量。该系统主要包括钻屑收集装

置、射流泵体和连接装置3部分，实验表明，该系统

可实现98％左右孔内钻屑的清理。

(3)孑L内射流泵系统根据实际工程需要，可采用

清孔、软土扩(清)孑L、组合以及管道回拉等4种模式

进行工程作业。工程实践表明，采用该系统后单日

最长掘进深度达到122 ITI。

(4)由于小直径复杂地层钻进中易出现钻屑团

积，从而对筛格产生堵塞。同时，在管道回拉模式

中，如何改变钻屑返排的回路等问题仍是该系统在

应用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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