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件货源充足 (八一年一月已通过鉴定 )
。

2
.

钻具
、

工具
△湖北省水文队研制成 C Y 31 一 2型液压立放两脚

钻塔
,

重量轻 ( 8 4 7公斤 )
,

体积小 (塔宽4
.

5米 ) ,

立

放时平稳自如
,

有效载荷 18 吨
,

适于 30 0 米钻机配套

直孔施工
,

经鉴定合格
。

△安徽三二四队研制的滚柱式活动工作台防坠器

八O年通过鉴定
。

该防坠器防坠可靠
,

灵敏度高
,

自

锁瞬间
,

下滑距离很小
,

装卸方便
,

结构合理
,

使用

灵活
。

△江苏水文一队制成 J s 一 1型钻杆套管两用 拧 管

机
,

可与各种立轴式油压钻机配套使用
,

能拧卸功42

一必 60 钻杆及 叻 10 8一必 1 46 套管
。

试用 两 年
,

效果

良好
。

△江苏六队与无锡钻探工具厂合作制成一 种 4
.

2

x 4
.

2 x 10 规格的硬质合金新型号
,

适于小 口径分层

钻进使用
,

已定型生产
。

△福建八队制成涌水钻孔止水
、

防喷工具
: 1

.

托

盘止水器
,

解决大涌水量
、

高水头
、

裂隙发育地层钻

孔止水问题
,

使用效果良好 , 2
.

合页式防喷接头
,

在

大涌水量
、

高水头钻孔中下钻时
,

能防止钻杆冒水
。

△湖北水文队
、

九队制成滚珠式活动工作台防上

跑器
,

既能防断绳坠落
,

也可防失重上跑
。

△云南十六队制成 6 英寸密封卡瓦式单动取心工

具
,

在八O年三月地质部石油钻取心会上被认为
“

卡

心设计别具一格
” ,

实际钻进采取率 92 %
。

△长春地校进行了功46 毫米小口径钻杆摩擦对焊

的性能试验
,

硬度
、

强度等指标都比较好
。

该校还进行了地质钻杆圆锥螺纹连接的基面
、

尺

寸链和公差的研究
。

同时完成了小口径钻孔信号传输

通道的试验研究
,

八O年完成了地面试验
,

并制出了

小口径钻孔用的地面
、

地下仪器
。

J、
、

坑 探 工 程

△勘探所和天津探矿机械厂研制的 Q J D 一50 型取

谈 谈 斌

样钻机八O年十二月通过鉴定
。

该机经较长时间生产

试验表明
,

性能已达设计要求
,

能满足普查找矿需要
,

还能用于工程勘察采取土样或岩样
。

△勘探所研制的 P此 型蜂窝 状 尾 气催化 剂
、

x L c 1 0 01 型稀土尾气催化剂
、

P L C 型尾气催化剂 及

其配套装置
,

八O年一月通过鉴定
。

△山西二一六队在施工千米平闹时采用太原激光

仪器厂生产的激光指向仪指示坑道掘进方向和腰线
,

取得了理想效果
。

△河南坑探工程队进行三车机械化作业时采用塑

料导爆管试验
,

经 63 个循环使用
,

使用运输安全
,

防

水性强
,

起爆性能好
,

工作面无烟雾
。

△武汉地院掘进教研室研制的新型硬质合金钎头

系列
,

八O年下半年在北京鉴定合格
。

△武汉地院掘进教研室开展了勘探掘进中通风与

排水的自控
、

遥控与遥测研究
。

通风机遥控遥测装置可

在控制室内对 30 里路以内的通风机进行开
、

停控制
,

控制室内有压力
、

风压讯号显示装置和声 光 讯 号报

警
。

△新疆五队使用取样钻金刚石钻进打浅井炮眼和

分段爆破成井成功
。

△四川成都探矿机械厂制成新型一字型
、

十字型

钎头
,

质量达国内先进水平
。

试制成液压锻钎机
。

△四川一 O 七队
、

四 O五队开展中深坑道机械化

作亚
,

已实现三条由常规设备组成的凿
、

装
、

运机械

化作业线
。

△黑龙江局和四队研究了争光取样钻定向取心工

艺和钻具
,

对覆盖区探素层理和片理比较清楚的地层

产状
,

提供了有利手段
,

扩大了取样钻使用范围 (八

一年一月通过鉴定 )
。

△湖南四一四队设计加工了 1 8 9 0架予制混凝土支

架
,

投入安化司徒 卜钨矿松散破碎的 480 坑道使用
,

效果很好
。

对支架的合理形状和尺寸及予制工艺进行

了探索研究
。

(志文整理 )

谈 嵌

江西地质局赣东北队采用金刚石钻进
,

在更换冲

洗液时将孔内换出的废冲洗液排到另外沉淀池中进行

充分沉淀后
,

可以重新使用
,

从而节约了大量的皂化

油
。

例如
,

施工一个千米孔约需 2
,
0 00 公斤左右的皂

化油
,

合 3
,
6 00 元左右

。

如果将孔内废冲洗液经沉淀

后重新使用
,

估计至少可以节省皂化油2 5一30 %
,

即

一个孔可节省 9 0 0一 i
,
2 0 0元

。

(汤致银供稿 )



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时效
。

即减少钻压至 90 0公斤左右
,

增加泵量至 40 一 50 升 /分
。

钻进过程中千万不能关泵
、

大压
、

快转在孔内强

行研磨
,

一则钻头消耗过大
,

二来容易造成烧钻事故
。

3
.

确保钻具的迥转稳定性

保证钻具回转的稳定性
,

是金刚石钻头高效
、

低

消耗的必要条件
,

例如人工出刃的金刚石在钻具迥转

稳定时
,

10 分钟可进尺 0
.

30 米
,

若钻具 迥转不稳定

时
,

往往进尺 0
.

05 米左右金刚石就磨钝抛光
。

在现场

我们采取了保证钻具迥转稳定措施
,

结果第四批试验

钻头在钾长石化斑状花岗岩
、

叶腊石化斑状花岗岩中

钻进
,

时效高达 1
.

67 米
,

平均回次进尺也有 1
.

07 米
。

金刚石钻头人工出刃方法的探讨

由干目前钻头品种单一
,

其性能和 所 钻 坚 硬致

密
、

研磨性弱的地层不相适合
,

必须进行人工出刃
,

我们常用的方法是
:

1
.

酸腐蚀法
一种是浸泡

:

采用硝酸
:

H F酸
:

水 = 2 5 : 2 5 : 50 毫升

的溶液
,

浸人孕镶层 0
.

5毫米 士
,

浸泡 6一 8分钟
。

此

法操作简便
,

但因毛细管现象所致
,

内
、

外径也受到

腐蚀
。

造成外径过小
,

造成多余的扩孔 , 内径过大
,

无法配置卡簧
,

所以浸饱法对软胎体钻头是不太适应

的 (试验效果见表 9 )
。

酸浸泡法与酸涂抹法试脸效果 表 9

钻头

个数

(个 )

粒 度 胎体硬度 ! 进 尺 纯 钻

(小时 :分 )

时 效 回次数 每米钻头磨耗 (毫米 )

方 法

( 目 ) H R C } (米 ) (小时 ) (米 /小时 ) (次 )

平均回

次进尺

(米 )

平均钻

头寿命

(米 )

浸泡法

抹涂法

8 0一 10 0 15一 3 0 9
。

6 2 18 : 5 0

1 0 0 1 1 5一 2 5 } 3
。

8 4

0
。

5 1

O
。
6 2

3 9

…
。
一 …

1

一

…
。
一

…
。
一

1
1
一

, 5

)
0

’

2 6

{
’

`

, 7

)
。

`

2 2

}
。

`

3 5

}
” 6。

另一种是涂抹
:
用毛笔将酸溶液涂于钻头底唇面

上 (试验效果见表 9 )
,

涂抹法比浸饱法好
,

但两者的

共同特点是钻头寿命不太高
。

由于酸溶液所散发的气

体是有害的
,

工人同志不太喜欢用
。

.2 研磨法
:

钻头通过变径接手接于主动钻杆下
,

开泵钻进研

磨性强的岩石
,

一是观察不方便
,

二是占用钻机
,

无

形中增加辅助时间
,

结果金刚石出刃不理想或底唇磨

耗过度
。

用 5 。。 #水泥
,

按水泥比石英砂为 2 :1 或 3 :2 加适

量的水浇铸成水泥墩
,

等水泥初凝后用外径稍大的钻

头在水泥墩上印几个互不勾通的导正环状槽
,

槽深 5

一 10 毫米均可
,

千后即可使用
。

有条件的地方
,

可放

些废砂轮粉或金刚砂于槽内
,

无此条件的用石英砂也

可
,

加水用手控制电钻开关间断迥转研磨
,

旁边设置

清水桶
,

可随时清洗冷却
,

便于观察
,

使用方便
,

造

价低廉
。

判别金刚石是否出刃的办法是
:

白天可用放大镜

观察或用手指甲在钻头底唇面上刻划
,

有颗粒凸起即

为出刃
,

晚间放置灯光下成乌黑色为好
,

如底唇面发

亮则出露不好
,

底唇面发亮是磨钝的金刚石在灯光下

反光作用所致
。

总之
,

要提高坚硬致密
、

弱研磨性花岗岩地层钻

进效率
,

必须使钻头胎体性能
、

金刚石参数
、

钻进规

程
、

操作技术与所钻岩石特征相适应
,

组成一个
“

岩

石一胎体一金刚石
”

的相互磨损系统
。

这样
,

既可保

证金刚石的合理出刃
,

又有较高的时效
、

回次进尺和

钻头寿命
。

另外
,

技术管理生产管理亦应跟上去
,

才

能取得较合理的综合经济效果
。

今 考 资 料
《
关于打滑地层金刚石钻进的若干问题

》 勘探所钻头

组
, “

探矿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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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吉林省地质学会举办

“

绳索取心钻进技术
”

培训班

年初省地质学会在长春地质学院举办了一期
“

绳

素取心钻进技术
”

培训班
,

参加这期培训班学习的有

地质
、

冶金
、

煤田等系统的四十名钻探工 程技 术 人

员
。

学习时间七天
。

这期培训班比较系统地讲解了绳

素取心钻具设计
、

结构和工作原理
,

以及绳素取心钻

头
、

钻进工艺
,

提高绳素取心钻进效率的措施
,

并介

绍了国内外采用这项新技术的概况
,

使参加学习的技

术人员开阔了眼界
,

初步掌握了这项新技术的理论和

操作知识
,

他们决心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推广这项新技

术
,

让它在我省开花结果
,

为加速我省地质钻探事业
_

的发展
,

做出新贡献
。

吉林省地质局探矿处 庞玉琴



试验证实了这种稳定器的可靠性
。

还有一些使用这种 S T A 一 P U T稳定器有配 A PI 标准各种尺寸钻挺的规

地 区 用 户
人井时深

(英尺 )
度 l出井时深度}运转 时间

(英尺 ) } (小时 )
井眼角

寸们尺筷

南路易斯安那 雪佛隆 1 2一 1 / 4 1 1
。

0 0 0 1 6
,
0 0 0

直径无问题
无移动
扶正器直径大小未变一可重新使用

南路易斯安那 雪佛隆 8一 3 / 8 1 6
, 0 0 0 16

, 3 0 0

直径不变井眼有问题
扶正器放入
无移动一可重新使用
扶正器状态极好

南路易斯安那 1 4一 3 /理 3
, 0 0 0 8

,
2 0 0

无移动无磨损
扶正器状态极好
直径不变可重新使用

西得克萨斯

威尔逊井下作业

阿默科公 司

伊斯门

梅萨石油公司
8一 1 / 2 1 1

, 0 0 0 1 1
.

4 40

6 .1/ 英寸N A V I钻头
可重新使用
直径不变无移动

西得克萨斯
伊斯门

格雷思石油公司

8一 l / 2 13 , 0 0 0 1 4
。

50 0

北 海 西方石油公司 1 2一 l / 4 5 一 6 J O 1 1
。

96 5 2 0 5一 1 / 2

密西西比 壳牌石油公司 } 1 2一 1 / 4 8
,

2 8 6 1 1 0
,
27 1

6 , /
;

英寸N乃 v z 钻头
钻三次
无移动
不能 重新使用

由于磨损扶正器被拉出
无移动
钻挺卡钻
震动及拉出时无移动

扶正器直径偏差 1 s/ 英 寸
无移动
底部严重锥型磨损

(卓国基整理 )

舅二囊默锹

囊鬓
中美地热技术座谈会在天津召开

中美地热技术座谈会在国家科委
、

地质部和天津

市科委的领导下
,

由天津市对外科学技术交流中心负

责筹备
,

已于四月二日至十 日在天津召开
。

这次座谈会是由中国能源研究会等单位出面邀请

了美国地热方面的专家
、

教授
、

工程 师 共三 十五人

(包括家属 ) 参加
。

我国国务院有关 部 委 的有关专

家
、

教授
、

工程师及领导同志共二百八十多位代表参

加了座谈会
。

它是一 次规模空前的中美地热界科学技

术交流会
。

这次座谈会按地热地质
、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
、

钻探
、

热储工程
、

环境影响
、

地热发电
、

材料腐蚀
、

利用设备
、

农业水产
、

工业利用
、

采暖空调等十二个

项目进行分组
。

中美双方在大会上各做了三个专题报

告
,

然后分组进行座谈交流
。

钻探组有来自十四个单位的中方代表十七名
。

美

方代表三人
,

即来自休斯工具公司的霍普纳 ( .E w
·

H o o p p n e r )
、

托马 斯 ( B
·

T h o m a s ) 和 阿 利 施 ( E
·

w
·

u lr lc h)
。

由刘广志
、

陈元顿 (石油勘探开发科学

院 ) 任主谈
,

耿俊峰任翻译
。

钻探组的分组交流活动分为两个部分
:

首先对从一九
一

七O 年开始的
,

历时十年的我国地

热钻探与开发工作进行了交流与小结
。

据十四个省
、

市不完全统计
,

到八O 年止已完工地热井一千余眼
。

取得了大量地热地质资料
,

初步证明我国地热资源较

为丰富
,

不少井已得到开发利用
,

取得了明显的经济

效益
。

对钻井与成井工艺也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
,

并

对今后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议
,

撰写了 《 地质系统现

阶段地热钻探与成井概况 ,的小结
。

美方托马斯先生在幻灯片与影片的辅助下
,

讲了
“

牙轮钻头的设计
、

制造
、

选择与使用
”

和
“

钻杆接

头的设计
、

损坏原因分析与预防 修 复 措 施
”

两个专

题
。

阿利施先生讲了
“

地热井水泥固井技术
” ,

并介绍

了美国
、

菲律宾和新加坡三个典型地热井水泥固井的

实例
。

他们讲解的内容观点明晰
,

资料系统深入
,

有

实用价值
,

得到与会代表们的好评
。

座谈会期间
,

还放映了中美双方的地热钻探
、

开

发利用方面的电影
,

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天津地区
一

部

分地热开发利用的现场和夭津大学地热科研设施
。

(刘言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