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

因受地下水的影响
,

底部粘结性良好
,

钻头穿过

该层时
,

使砂样受到挤压后在钻头内形成坚实的
`

堵

头
”
(图 4 )

。

该钻头进入下部报松散饱含地下水的砂

层时
,

由于其流动性较好
,

以致非常容易地挤走
。

钻

进这类地层的特点是进尺

效率高
。

每冲击一次可进

2 0~ 3 0毫米
,

无样
.

空

洞
,

的长度超过 1 米
。

三
、

关于套管口径选

择的探讨 不同的砂矿地

层
,

由于其砾石分布
、

砾

径的大小
、

紧密程度和塑

性 (流动性 ) 高低不同
,

其管材口径也应有 所不

同
,

而选择口径
,

又以不

产生或少产生钻头
“

戴

l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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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1一紧密砂陈层 ,

2一极松徽砂层

帽
, 、

管口挤阻和管内堵样为依据
,

尽可能地提高进样

率
。

但是由于受到钻探设备
、

动力与交通条件的限制
,

不可能无限地增大 口径
,

因而
,

解决巨砾 奋戴帽
,

等

情况
,

也不应当单纯依靠增大口径或依靠仲击来取得

好效果
,

可以改用渔转法等会比伸击法更为合理
,

至

于减少管口棚阻和替内挤堵
,

则应充分考虑口径选样

的合理性
。

从一般情况看
,

产生管口或管内挤堵
,

、

其砾径办

与套管内径` :

的比值大约是 2至 3之间
,

因而
,

要消

除拚堵时
,

必须 ` :
:d

:
> 3 。

如在某砂犷区钻进时
,

其

地层为泥质砂砾层
,

砾石含聋 18 %左右
,

砾径 20 ~ 30

毫米
,

套管内径 10 8 毫米
,

实测其砾径与套管内径比

值为3
.

5
,

用这个比值该矿区进样率都能达到工00 %
.

又

如武都矿区也选用 108 毫米内径的套管
,

处于
“

戴帽
’

状态的巨砾约占 4%
,

其余最大的粒径约 100 毫米
,

因

而进样率显然偏低
,

如按 ` :
:d

:
> 3 的理论值计孰 超

前套管的内径应大于 3。。 毫米
。

选此口径设备条件有

困难
,

应采用其他方法钻穿
。

四
、

提高进样率的工艺方法探讨
。

欲提 高进 徉

率
,

首先要正确分析进样率低的原因
,

然后采取相应

的措施
。

建议重视以下工作
:

1
.

搞清地层结构
。

’

基本了解本矿区砂砾层中冻

石的分布
、

地下水赋存状态
、

粘土的多少以及砾石中

各类不同砾径的比例等
,

以作为制定钻进和取样工艺

的基本依据 ,

2
。

加强探测工艺
。

砂钻钻孔一般都很浅
,

即使在

很短的孔段中进样率很低
,

也会使全孔受到影响
,

而

且采用超前套管钻进方法
,

无祛采取补救措施
,

因此
,

要加强孔内进样探测工艺
,

及时了解进样程度
,

正确

判断孔内情况
,

一且发现进样降低
,

可立 即 采尽 样

柱
,

应用特制工具
,

进行管内孔底冲击
、

拨动 (搅动 >

等方法解阻
。

3
.

坚持位用正确的工艺方祛
。

( i ) 巨砾
“

戴帽
” ,

在设备可能的条件下
,

可用

迥转钻进穿透巨砾
,

比冲击破碎法更有利于提高主程

质量 ,

( 2 ) 栩阻 (管口挤阻 ) 用沮转拨动挤阻或用特

制工具挤取拚阻砾石
,

对 ` , :石 < 1的砾石形成的挤阻
,

现在还只能采取拚走或用璧力部分破碎
,

但进样率及

采样率要受到一定的影响 ,

( . ) 由紧密到松散砂层
,

换层时
,

应将臂口的

密实砂层形成的
件堵头

,

取出
,

再进行松散 砂 层钻

进 ,

( 4 ) 掌握好采样间隔
。

用冲击套管法钻进
,

采

样的何隔不宜过长
,

因为钻进时不论管内样柱或管外

孔壁都同时受到拚压
,

且管内样柱的挤压必然大于孔

壁
,

在压力不平衡的状态下 , 不利于进 样
,

样柱 过

长
,

往往易于堵塞
。

但采样间隔也不能太短
,

尤其砾

石分布不均时
,

进样速度不均
,

会造成样品忽高忽低

的现象
。

( 5 ) 正确选择套管尺寸
。

根据矿区砾径
、

地下

水赋存情况
、

粘土含量等选择最优口径
。

绳索取心钻进经济效益好

三年来我队共开动绳素取心钻机五 台
,

效果较

好
,

计划 83 年增开二台
,

实现本队小口径钻机绳素取

心化
。

79 年用完人造金刚石钻头 8 个
,

总进尺 6 3 6
.

3 6

米
,

时效 1
.

64 米
,

乎均钻头进尺 67
.

05 米
,

钻头每米

费用 4
.

邪元
,

正常磨损 7 6%
,

非正常磨损 2 5%
。

80 年

用完人造金刚石钻头 23 个
,

总进尺 2 4 14
.

07 米
,

时效

1
.

4 1米
,

平均钻头进尺 10 4
.

96 米
,

钻头每米费用 3
.

21

元
,

正常磨损 83 %
,

非正常磨损 17 %
。

81 年用完人造

金刚石钻头 91 个
,

总进尺 7 821
.

8 7米
,

时效 2
.

03 米
,

平均钻头进尺 8 5
.

9 6米
,

钻头每米费用 3
.

27 元
,

正常

磨损 66 %
,

非正常磨损 34 %
。

82 年用完人造金刚石钻

头 1 0 5个
,

总进尺 5 7 6 5
.

5 3 米
,

时效 2
.

r 2 米
,

乎均钻

头进尺 83
.

47 米
,

钻头每米费用 3
.

79 元
,

正 常 磨损
s a%

,

非正常磨损 1 7%
.

山东省地质局地质三队

探矿科 王维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