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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矿工程领域中
,

不 断 提 高 钻探效

率
,

降低钻探成本
,

多快好省地为地质找矿

服务
,

一直是探矿工作者努力奋斗的 目标
。

近十多年来
,

我国钻探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

金刚石钻探
、

绳索取心钻探
、

冲击回转钻

探等新工艺
、

新技术
、

新方法的应用
,

降低了

钻探成本
,

减轻 了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

提

高了地质效果
,

加快了找矿速度
。

本文将介

绍钻探技术中的一枝新秀— 不提钻换钻头

钻探
。

不提钻换钻头钻探新技术是在绳索取心

钻探技术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

在传统

的岩心钻探中
,

为了采集岩心和检查
、

更换

钻头
,

必须将钻孔内的全部钻具提到地表
,

这是一项十分频繁
、

耗时
、

耗体力的辅助作

业
,

亦影响到钻探效率的提高
。

为了克服这

一弊病
,

探矿工作者研制成功了金刚石绳索

取心钻探技术
,

并成功地应用于岩心钻探中
,

这项技术
,

在钻探中
,

无须频繁地起下钻具
,

便可采集岩心
,

从而大大减少了辅助作业时

间
。

我国从一九七二年开始研制绳索取心钻

具
,

经过十多年生产实践
,

已发展成为一项

成熟的技术
,

并已推广到全国
,

普遍取得较

好的技术经济效果
。

绳索取心钻探技术从根

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取心工艺
,

但为了检查或

更换钻头
,

升降钻具的工序仍然不能避免
。

随着勘探程度的提高
,

钻孔愈来愈深
,

地层更

加复杂
、

变化更加频繁
、

高研磨性地层对钻

头的磨耗加快等因素
,

导致钻头的使用寿命

缩短
;
内管由于粉屑的挤卡

,

失去单动性能

等等情况
,

仍须进行起 下钻工序
,

无法达到

较长井 (孔 ) 段不提钻取心的目的
。

因此
,

进一

步提高钻探效率
,

要求继续变革现有的技术

工艺
,

这就是不提钻换钻头钻探技术的实践

基础
。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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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于一九八五年研制成功了 B H一 75 不提钻

换钻头钻具
,

该钻具属于
“

扩孔翼楔面张敛

式
”
类型

。

钻具分主钻头和副钻头两级
,

主

钻头为直径砂56 毫米金刚石 钻头
,

执行超前

破碎岩石 ; 副钻头在后部为直径功76 毫米四

单元组合式异型钻头
,

起扩孔破碎岩石的作

用
。

副钻头的张开或收敛借助于张敛轴的上

下移动
,

使楔面产生挤出或收缩来实现
,

并

有限位装置保证机构处于张开或收敛状态
。

其主钻头与功 5 6 毫米单 动 双 管 系统相

连
。

副钻头张开时最大外径 76 毫米
,

收敛时

为 55 毫米
,

与副钻头相连的外管上部和 劝71

毫米绳索取心钻杆连接
,

钻进时
,

主钻头超

前破碎岩石
,

岩心进入 价56 毫米单动双管内
;

副钻头在楔形块作用下
,

处于紧张状态
,

随

主钻头破碎岩石同步扩 孔破碎上部叻76 孔径

环状部分岩石
。

当回次完了或由于其它目的

需要取出岩心时
,

只需投人 功 7 5毫米绳索取

心打捞器
,

把孔内岩心和钻头一起打捞出地

表
,

取出岩心
,

同时检查或更换服役的钻头
,

清洗润滑钻具
,

然后组装好即可投人孔内
。

通过到位报信系统造成的泵压变化
,

可以指

示副钻头的到位情况
,

当泵压陡增或持续上

升时
,

即表明钻具到位
,

副钻头进入工作状

态
,

即可仔细扫孔到底
,

继续钻进
。

这就实

现了不提钻取岩 (矿 ) 心
、

换钻头钻探技术

的 目的
。

该钻具包括打捞系统
、

到位报信系统
、

张敛系统
、

限位机构
、

瞄向定位系统
、

悬挂

机构
、

防脱机构
、

单动双管系统
、

液路封闭

系统以及钻进时压力与扭矩传递系统
。

同国

外尚未投人工业应用的类似技术方案比较
,



该钻具具有结构简单
,

张敛机构灵活可靠
,

瞄向定位准确
,

到位报信灵敏
,

具有足够的

机械强度
,

钻具工作稳定
,

有较长的寿命等

特点
。

根据在一个矿区的生产试验
,

在孔深

5 7 0~ 8 2 0米之间
,

该钻具台月效率 4 5 9
.

2 6米
,

(岩石可钻性 6~ 1 1级 ) 时效 1
.

08 米
,

最高

2
.

6 6米
,

岩 (矿 ) 心采取率达 9 9
.

3 1写
,

钻具

投放成功率 94
.

84 %
,

打捞成功率 9 8
.

0 6%
,

钻具提钻平均间隔 1 22
.

83 米
, 1 2 9

.

58 台时
,

最高 14 2
.

76 米
, 2 12

.

4台时
。

副 钻 头平均进

尺 6 1
.

4 2米
,

最高达 9 2
.

2米
。

还 在 江西
、

安

徽等省局野外队进行试验
,

钻进 1 48 回次
,

累

计进尺 26 9
.

13 米
,

平均台月效率达 76 5
.

15 米
,

台班最高时间利用率达 71 %
,

副钻头平均寿

命 39 米
,

最高达 84
.

47 米
。

从以 上数 据可以

看出
,

这种钻具由于采取主钻头先导破碎岩

石
,

副钻头扩孔钻进
,

破碎处于单向应力状

态下的岩石
,

因此
,

尽管钻孔直径与 功76 绳

索取心相同
,

其钻探效率仍然有可能比 叻76

绳索取心高
。

不提钻换钻头钻探技术
,

大大减少了钻

具起下钻作业
,

减轻 了工人的体力劳动
。

实践

表明
,

在正常的情况下
,

每钻进 1 20 米左右
,

才

需起下钻一次
。

这样又减少了钻具
、

设备的

磨损
,

也提高了钻孔的稳定性 (避免了因频

繁起下钻造成对孔壁的抽吸作用 )
。

由于不需

起下钻即可进行取心
、

更换孔底钻头
,

大大

有利于地质人员及时观察地层变化的要求
,

同时也有利于钻探技术人员及时地根据地层

变化情况选择最适宜的金刚石钻头
。

不提钻换钻头钻探技术的研究成功
,

为

探矿工程施工提供了又一高能的钻具
,

可以

预计
,

随着它的推广应用和不断完善
,

必将

为加快地质找矿
、

矿产评价提供堆确的第一

手资料做出新的贡献
。

(地矿部探矿工程装备工业公 司 )

问
:

为什么要重视

对采石坑的调查研究?

答
:

随着地质工作的深人发展
,

空白地区逐

渐减少
。

特别是在大面积覆盖地区进行地质

调查时
,

由于天然露头少
,

发现新矿体或矿

化的可能性小
。

因此要求找矿人员特别重视

对采石坑的调查研究
。

其主要原因是
:

( 1 ) 采石坑中的
“

废石头
” ,

本身就是

一种矿产资源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大量的

非金属矿种被充分利用
,

有些还具有重要的

经济价值
。

如建筑石材花岗岩
、

大理岩
、

石

灰岩
、

石英岩
、

火 山岩等
。

( 2 ) 采石坑 中有未被认识的新矿种
:

如在江苏某地
,

群众采石铺路
,

结果将近万

吨的叶蜡石铺成长达几公里的路面
。

又如
,

在某地公路边的碎石堆中见 到 有 珍 珠岩碎

块
,

经过追索找到了采石坑
,

结果在采石坑

中找到了珍珠岩矿体
。

( 3 ) 采石坑中常有伴生的新矿种
:

如

在群众开采膨润土的采石坑中
,

经过调查发

现废石堆中有紫水晶
、

玉髓玛瑙等新矿种
,

有的膨润土开采坑中
,

发现伴生有沸石岩
、

珍珠岩
、

松脂岩等矿种未被利用
。

( 4 ) 采石坑中往往伴生有用的元素或

矿物
:

如在某地
,

1 9 5 8年开采铁矿坑中
,

由

于铁的品位低早 已停采
。

后来在采坑中取样

化验之后
,

发现含金 ( A u) 品位 达到要求
,

成了有工业意义的金矿
。

当前
,

正在认真贯彻 《中华人 民 共和国

矿产资源法 》 ,

地质人员更应重视对群众挖掘

的采石坑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
。

(钟华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