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拾进力随钻具重量的增大而增大
,

但却随钻孔顶角的增大而减小
,

所以当增大钻挺的重量

时
,

可以取得明显的增斜速率和很高的钻进速度
,

这就提出了钻头压力全系由钻挺重量造

成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

粽合上述可知
,

增斜钻进时
,

应当采用重钻挺
,

短的岩心管和大道径钻头
。

在可能的

情况下
,

采用换径增斜要比采用同径增斜效果好
,

特别是钻孔下背 比较 严重 时
,

尤 宜采

用
,

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宜采用
,

因为有可能使钻孔弯曲得过于严重
,

这对下部孔段的

钻进
,

升降钻具和起下套管时都极为不利
。

表 2 中的数据表明
,

上述理箫分析是正确的
。

在增斜钻进 中
,

为了使增斜率比较均匀和钻孔方位角回复到原来役舒位置或保持不变
,

因此钻进工艺和操作技术上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

钻头压力全系由钻挺重量来造成
; 拾进

速度应平稳而援慢 ; 钻头搏数一般不宜大于 15 0搏 /分 ; 泵量尽可能增大
,

并最好采用全面

反冲洗或局部反冲洗 ; 钻粒钻进时
,

投砂量应增大原来的
1

/
:

~ V
。 ,

并务使每个回次的残存

量不少于投入量的
1

/
。 ,

钻头宜采用双弧形或双斜边水 口
,

并以 双水 口 为 最好 ; 合金钻进

时
,

钻头的底刃和外刃应适当增大
,

并严格要求攘焊的对称性和质量
。

实际查料表明
,

采用了上述技术措施后
,

金占孔顶角增大比较平援
,

方位角能回复到原

殷箭位置或保持不变
。

四
、

精 盼

采用
“
自然增斜

”
或 “ 自然减斜

”
的方法来矫正钻孔弯曲

,

是 目前较好的一种方法
,

只要钻具拮构合理
,

钻进时操作技术恰当
,

并能根据情况随时测斜就能取得良好的抖斜效

果
。

“

自然增斜
”
和

“
自然减斜

”
的方法

,

还有可能被采用在定向钻进中
,

特别是与 93 1队

的钻孔弯曲矫正器 (于 1 9 6 3年提出井实输成功 ) 和与 10 6队的钻孔治斜器 (于 1 9 6 4 年改进

和实输成功 ) 配合使用
,

lllJ 定向钻进的实现没有多大困难
。

“

自然增斜
”
和

“
自然减斜

”
的方法

,

其料斜速率平均变 化在 1 8
`

~ 3 0 `

/米 (倾角 ) 和

8
`

~ 1 8`

/米 (方位角 ) 之简
,

因此在采用这种方法时
,

应考虑到 必须 的钻具长度
,

否 lHJ 抖

斜拮果不能涌足予期要求
。

过晚料斜是不合理的
,

因为过长的孔段使用这种方法时会使钻

速降低
。

抚研 5 8 型集气式瓦斯采取器在生产

拭验过程中的改进

中南煤田地质局 1 25 勘探队瓦斯拭毅姐

瓦斯是煤矿安全生产中的重大祸害
。

如何在煤 田地质勘探过程中了解瓦斯分布情况和

提供矿井正常 生产时瓦斯 含量的 查料
,

并对其作出初步爵价
,

以作为 敲舒
、

生产时的依

据
,

是地质勘探中极需解决的裸题
,

是关系到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简题
。

但值到 目前
,

我



拾进力随钻具重量的增大而增大
,

但却随钻孔顶角的增大而减小
,

所以当增大钻挺的重量

时
,

可以取得明显的增斜速率和很高的钻进速度
,

这就提出了钻头压力全系由钻挺重量造

成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

粽合上述可知
,

增斜钻进时
,

应当采用重钻挺
,

短的岩心管和大道径钻头
。

在可能的

情况下
,

采用换径增斜要比采用同径增斜效果好
,

特别是钻孔下背 比较 严重 时
,

尤 宜采

用
,

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宜采用
,

因为有可能使钻孔弯曲得过于严重
,

这对下部孔段的

钻进
,

升降钻具和起下套管时都极为不利
。

表 2 中的数据表明
,

上述理箫分析是正确的
。

在增斜钻进 中
,

为了使增斜率比较均匀和钻孔方位角回复到原来役舒位置或保持不变
,

因此钻进工艺和操作技术上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

钻头压力全系由钻挺重量来造成
; 拾进

速度应平稳而援慢 ; 钻头搏数一般不宜大于 15 0搏 /分 ; 泵量尽可能增大
,

并最好采用全面

反冲洗或局部反冲洗 ; 钻粒钻进时
,

投砂量应增大原来的
1

/
:

~ V
。 ,

并务使每个回次的残存

量不少于投入量的
1

/
。 ,

钻头宜采用双弧形或双斜边水 口
,

并以 双水 口 为 最好 ; 合金钻进

时
,

钻头的底刃和外刃应适当增大
,

并严格要求攘焊的对称性和质量
。

实际查料表明
,

采用了上述技术措施后
,

金占孔顶角增大比较平援
,

方位角能回复到原

殷箭位置或保持不变
。

四
、

精 盼

采用
“
自然增斜

”
或 “ 自然减斜

”
的方法来矫正钻孔弯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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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进时操作技术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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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根据情况随时测斜就能取得良好的抖斜效

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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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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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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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输成功 ) 配合使用
,

lllJ 定向钻进的实现没有多大困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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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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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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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采用这种方法时
,

应考虑到 必须 的钻具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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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拮果不能涌足予期要求
。

过晚料斜是不合理的
,

因为过长的孔段使用这种方法时会使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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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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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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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朵取器的使用
:

(一 ) 对钻孔及钻头的要求

1
.

进行采样时
,

应使井内清洁
,

无岩粉 或掉块
。

为此
,

每次采样 之前
,

先用其他取

煤器取一次煤
,

然后再下采样器
。

2
. “

阿列克辛
”
管的外钻头内口径不得小于 52 毫米 ( 目前我队用的通常在 52 ~ 53 毫

米 )
。

3
.

与 “ 阿列克辛
” 配合后

,

内外钻头简隙应在 士 1 毫米左右
,

不得超过此限
。

三
、

使用方法
:

(一 ) 采样前的准备
:

1
.

去掉密封帽 (见 16 以下部分 )
。

2
.

将采样器倒立 (钻 口部分向上 ) 顶开气伐
,

将 采样器坐在 附图
“ 1 ”

的小轴上
,

向采样器内注入冷清水
,

待发现下部有水流出一分钟后
,

将采样器抬起
,

使气伐封阴 (此

时流水即胳止 )
,

下部封住后
,

继续将煤芯管内的水注满
。

3
.

将钻 口用特制胶套 (也可用 4~ 6 层避孕套 ) 封住
,

然后用 ( 1 ~ 2层牛 皮耘 ) 包于

套着胶套部分
,

以防在装入取煤管时
,

将胶套碰破
,

造成装水失效
。

4
.

将装水后的采样器代替取煤器 内管装配到
“
阿列克辛

”

取煤 管内
。

在装入开 始至

钻具提起悬垂时
,

取煤器的 联动部分必须拉开 (保持钻具悬垂时 的情况 )
,

以防外钻头碰

破胶套
。

(二 ) 下钻
:

1
.

下钻时要求平稳
,

无冲击
,

到底时可以适 当的冲孔
,

但时简不宜过长
。

2
.

不得用带有采样器的钻具进行扩孔
、

扫孔
、

捞取煤芯
,

或上下冲击
。

(三 ) 钻进
:

1
.

钻具下放到井底后立即钻进
,

不得空悬回搏
。

2
.

一次钻程完毕后
,

不得中途停钻
,

或上下移动
。

3
.

规程要求
:

轴压 7 00 ~ 1 0 0 0公斤为适
,

在钻具强度允静之下
,

压力加大
,

对煤 芯采取 及煤芯的 自

封均有益处 ;

水量要求在 60 ~ 80 公升 /分钟
,

使用大粘度泥浆时
,

水量可以适 当减小 ;

泥浆粘度及含砂量
,

按采煤规程
,

此处不另要求
。

4
.

回次进尺在 0
.

35 ~ 0
.

40 米为宜
,

不得超过 0
.

45 米
。

5
.

钻进籽了之前
,

停水干钻
,

并施以较大的压力
,

力求煤芯紧密的堵在钻 口处
。

(四 ) 提钻
:

1
.

回次籽了时
,

立即上钻
,

为了减少气体的捐失
,

钻具不得在孔内停留
,

尽可能快提
。

2
.

钻头离开孔底后
,

不静重新放回原处或冲击
。

3
.

如条件允静时
,

最好将孔内泥浆注满
。

4
.

采取器提出孔 口后
,

应特别注意
,

使其成倾斜状态
,

以防 集气室内的 气体遣 出
,

然后去掉外岩芯管
,

用准备好的伐帽将钻口封住
,

此时随即捧去援冲器
,

上下同时进行
,

封阴后迅速关阴气伐 (密封前伐 帽应处于开放状态 )
。

(五 ) 送样
:



清洗采样器外部泥垢
,

置于水中检查是否漏气
,

确定无简题后
,

做好蝙号及所要求的

昆录
,

将采样器装在木箱中
,

尽 力减少震动
,

送化输室加工处理
。

如在寒冷季度送样时
,

应歌法不使采样器内部积水冻桔
; 在炎热地区采样时

,

不得将其放在烈 日下爆晒
,

防止内

部气压增大而漏气
。

四
、

抽气
:

1
.

了解有关采样北录及样品的密封情况
。

2
.

去掉堵林
,

接上抽气接头 (附件 2 )
,

将所有管路抽成真空
,

并将采样器直立在水

中
。

3
.

抽出泥浆
,

随之即可进行真空抽气
。

4
.

真空抽气胳了
,

进行加热抽气 (加热温度到 95 ~ 10 0℃ ) 在抽气过程中
,

采样器一

道浸在水 中
,

不得使其有露在空气中的机会
,

加热与抽气应同时进行
。

5
.

破碎加热
:

翘过前两次抽气后
,

打开煤芯管
,

量煤芯采长
,

在无水及无杂质情况下
,

量煤芯的重

量
,

同时描述煤芯情况
。

c
.

选取一定重量煤芯 ( 4 0 0 ~ 7 00 克 ) 进行破碎
,

破碎前应抽除球磨罐内部的空气
,

破

碎时简豹 4 ~ 8 小时
,

旎煤的软硬而定
。

握过破碎后
,

将球磨罐在水 中加热到 95 ~ 1 00 ℃
,

抽取内部气样
。

五
、

采样器的装配
、

稚护保养
:

(一 ) 装配

1
.

参照钻井
“
煤芯瓦斯采样器

”
总程图进行装配

,

因采样器使用时内部有真空过程
,

所以各部拮合必须严密不漏气
,

否 lllJ 将造成气样不准确
。

2
.

在摔上管子林扣时
,

由于强度所限
,

不得使用大牙钳用力过摔
,

通常用 24 时牙封

即可
,

以防超出蒜扣部分的静用应 力
,

而使之过早的捐坏
。

3
.

在配合各部蒜扣时
,

为更好密封起兄
,

可涂以少量油漆 (或其他涂料 )
。

4
.

装配后
,

进行两小时 1 0一 含真空贰敏
,

检查是否有漏气部分
。

( 2 ) 推修保养
:

采样器使用后
,

应进行如下推护及保养工作
:

1
.

抽气后各部均应清洗
,

林扣部分少静涂油
。

2
.

备用时
,

集气室与煤芯管及气伐各部分应单独存放
。

3
.

如发现联接栋扣松动过大
,

或有严重漏气时
,

即予以更换
,

不得免强使用
。

4
.

保持各部另件无变形
,

粗合件无松动
。

5
.

各气伐部分应定期的检查
。

6
.

保持各通气管道幅通无阻
,

不得留有积垢
。

7
.

抽气胳了时
,

应使伐帽全部开启
,

以保持弹簧的弹力
。

8
.

关朋伐帽时
,

以使之封阴为限
,

不得强力摔压
,

以防胶垫 ( 2 7) 过早的产生变形
,

或揖坏
。

9
.

如发现胶垫损坏
,

或凹陷时
,

应及时更换
。

六
、

钻井煤芯瓦斯采取器的主要优点
:

我队改进的 58 型集气式瓦斯采取器与原热研 58 型集气式岩芯采取器比较
,

有着如下



优点
:

1
.

取芯效果好
,

在正常情况下 (如孔内无事故或过多岩粉时 )
,

煤芯的采取率均在 80 %

以上
,

多数为 100 %
。

2
.

构造简单
,

成本低
,

能与现踢普湿使用的
“
阿列克辛取煤器

”

配套
,

不需另附外管

和钻头等
。

3
.

体涯
,

携带方便
,

适于长短途运翰
。

4
.

各部件工作性能可靠
,

不易捐坏失效
。

5
.

装有两端抽气机构
,

减少了一端堵塞而使贰样报废的机会
,

由于上下均可抽气
,

也

增加了气体逸出的条件
,

解决了因管道不幅通脱气不彻底的困难
。

6
.

密封良好
,

气样的氧含量小
,

减少了因气样氧超限而使贰输报废的机会
。

7
.

集气室内清洁
,

无杂质 ( 如煤粉等 )
,

保融了顺利抽气
。

8
.

伐帽可以单独作真空罐使用
,

提高了敲备利用率
。

精 藉

我队使用的58 型集气式瓦斯采取器
,

是在
“

热研 58 型集气式岩芯采取器
”
的基础上

,

翘多次改进后制成的
。

是勘探钻孔中采取煤芯自然瓦斯的有效工具
,

目前煤 田地质勘探中

用来采取提供段舒生产部阴应用的煤层瓦斯含量青料的采取工具
,

适于推广使用
。

采取器在改进过程中
,

是在得到 了党和上极的关怀与支持以及我队技术人具在无现成

的技术查料
、

图抵及歌备
,

克服了不少困难
,

在镇导
、

工人
、

技术人具三拮合的情况下
,

握过边贰脆边总拮
,

边改进
,

胳于改制成功的
。

在试输中
,

还得到了煤炭工业部科学研究院热顺研究所
、

地质部勘探技术研究所等单

位的来前指导及中南煤田地质局的大力支持与重祝
。

在此致以榭意
。

由于我们技术水平及能力有限
,

虽然生产贰输中取得了一定收获
,

但存在的简题还很

多
,

我们藏望大家对此提出意兄和批砰
,

以便进一步改进
,

lBJ 造出更行之有效的采样工具

及贰肺方法
,

补充勘探中的空 白
,

为煤矿安全生产服务
。

赣式一1 型水龙头商介

江西省地质局九0 二队 朱占魁 陈金泉

“ 水龙头
”
是钻探重要工具之一

,

它的好坏
,

值接影响到生产能否顺利进行
。

以往我队广泛使用
“

苏式
”
吊环水龙头存在 着拮 构复杂

、

推修 困难
、

握常 漏水 (泥

浆 )
,

芯子和轴承磨捐快等静多缺点
,

樱常影响生产的顺利进行
。

几年来
,

我队参照一种国外水龙头拮构
,

拮合我们具体情 况研 究成一种 赣式
一 1 型水

龙头
,

深受工 人的欢迎
。

井于六四年底向全省探 矿专业会栽作了介招
,

得到与 会者一致

好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