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气吹孔钻进在大同煤田试验效果

大 同矿务局煤田地质勘测队 赵国清

我队于 x o s l年 1 1月 2 0日至 1 9 8 2年 s 月 2 3日在矿区

进行空气吹孔钻进试验
,

历时 12 4 夭 (每天只进行一

个班作业 )
,

共打灭火孔三个
.
4 # 孔深 2“

.

79 米
,

时孔深

2 75
.

8 7米
,

均为无芯钻进 , 2 # 孔深盯 5
.

1 1米取芯钻进
,

三个孔累计进尺 8 0 6
.

7 7米
。

实践表明 , 采用空气吹孔

钻进效率高
,

速度快
,

质量好 , 成本低
,

具有良好的

技术经济效益
。

一
、

地质情况简介

施工地区普遍覆盖着 1 米左右的第四纪坡积层和

黄土
,

其下为侏罗系云岗群地层
,

平均厚度 98 米
,

岩

性主要以粗砂岩
、

中砂岩和砾岩为主
,

夹粉砂岩
、

细

砂岩薄层
。

下面便是煤田主要含煤系大同群
,

该群含

媒层数较多
,

岩性变化亦大
,

主要为灰白色细砂岩及

深灰色粉砂岩互层
,

水平层理清楚
。

本次试验孔穿过主要煤层 6 层
,
即护

、

尹
、 `气

万气 7 #
、

8 #
、

到达 1 1# 煤层
,

见空后
,

至底板 停钻
。

本次施工任务
,

主要为灭 1 1# 煤层火区灌桨服务
。

1拼层以上没有较大的含水层
,

仅在 2 # 层以上粗

砂岩带中
,

有一弱含水层
,

钻该层时钻孔易缩径
。

云

岗群因距地面较近
,

风化

剥蚀严重
,

加之开采坍落

影响
,

岩石破碎
,

在施工

过程中
,

发现在防一 60 米

和 68 一 71 米形成了两个破

碎带
,

掉块现象时有发生
。

二
、

所用设备及

钻场布置

空气吹孔钻进所用设

备与常规钻进设备 基本

相同
,

不同之处是用空气

压缩机代替了泥浆泵
、

用

吸尘器取代了 岩粉 沉 淀

池
。

空气吹孔钻场布置见

附图
。

1
.

钻机和钻塔
、

钻机
:

张家口探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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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无水钻进示意图

i一钻 机 , 2一风 机 , 3一

进口三 通
, 4一吸 尘 器 ,

5一地 裸
, 6一送 风 管

,

7一风 接 头
, 8一钻 杆

,

9一岩芯管 10 一排尘器 ,

11 一出风管
, 12 一钻塔

型 ;

电机
:

55 千瓦三相异步电机 ,

钻塔
:
17 米钻塔

。

2
.

空气压缩机
,

三个试验孔均使用南京压风机

厂的 B y H一 1。 / 7型空压机
,

为迥 转滑片二级压缩油

冷半移动式
,

排气量 10 立方米 /分
,

排气压力 7 公斤 /

平方厘米
。

压风机出风管与风接头连接采用 11 八寸橡胶管
。

3
.

吸尘器
:

太尿凿并机械厂制造的吸 尘 器
,

用

7
.

6千瓦电机带动
,

额定转速 2 9 0 0转苏分
。

4
.

送风采用 i ’

八寸高压橡胶管
,

吸尘用 。 。
5米长

的 心寸橡胶管
。

排尘用废旧 4 寸高压橡胶管和废旧套

管
,

接出钻场之外 10 米远
。

5
.

锁接头全部进行了加工
,

用如 橡胶圈全部进

行密封
.

三
、

钻进过程中遇到的几个

技术问题 及处理方法

卜 风压
,

风 t

对风压
、

风量的要求是保证压缩空气有足够的速

度流经钻头唇面和通过岩芯管
、

钻杆与孔壁环状间隙

返回吸尘器口
,

及时排除岩粉
,

保护孔壁 和 冷却钻

头
。

据测定空气在钻孔环状间隙上升的速度为 10 一 1 5

米 /秒
,

当孔内情况正常 , 钻孔深度在 0一 2 75 米范围

内、 风压为 4一 7公斤 /平方厘米
。

一般情况是钻 孔每

延深即米
,

加大压力 0
.

5公斤 /平方厘米
。

.2 吸尘
、

排尘

吸尘器与电机应固定在一块钢板上
,

使其间距离

固定不变
,

地基要坚固平整
,

不产生倾斜
。

在本次试

验过程中
,

发现吸尘器外壳由于在运转过程中
,

吸人

大笼岩石颗粒
,

不断摩擦搜击
,

使 1
.

5 毫米厚的钢板

被击穿数处
,

岩粉随之跑人钻场
。

为此
,

在其外壳加

固了 3毫米厚的钢板
,

才杜绝了此类现象 的 继续 发

生
。

同时
,

排尘管道与自然风流方向一定要吻合
,

否

则自然凤流的阻力将会大大的减弱吸尘器转动后形成

的负压
,

影响除尘效果
。

3
.

风 t 对钻速和采取率的影响

在成岩性差和严重破碎的地层中
,

风量对采取串

有很大影响
,

即风量大
,

钻速高
,

岩芯采取率就会降



低
。

如2 # 取芯孔在2 #煤组以上因岩石风化剥蚀严重
,

又遇含水层
,

为排除岩粉
,

加大风量
,

快速钻进
,

采

取率只达到3 6
.

6%
。

这是因为上部地层破碎
,

岩石胶

结性差
,

因而在风量大
,

进尺快时
,

许多岩芯都变成了

球形
、

椭圆形
、

纺睡形
。

故决定在#2 层以下严格限制回

次进尺
,

每进 4一 5米
,

必须提取岩心
,

降低凤量
,

采

用中速或慢速钻进
,

采取率一般都能达到75 %以上
。

4
.

通过含水层

2 # 孔进行取芯试验
,

遇到含水层后
,

由于孔内潮

湿
,

加长冲孔时间
,

结果事倍功半
。

研究后认为在 2#

层以上用的是 必12 7毫米环状钻头钻进
,

孔径较大
,

虽

为了风流的畅通
,

制作的钻头内外牙都突 出 了 半毫

米
,

但因岩心管和捞砂管较长
,

提升或下放钻具时
,

造成孔内压力波动
,

使岩粉喷到岩心管螺丝头和捞砂

管上部
,

在这一部份形成一个气流死角
,

气流在这一

部分扩散
,

速度减弱
,

大量岩粉堆积在岩芯管上部
,

遇含水层后
,

岩屑粘结
。

试验发现每进尺 4一 5米左

右
,

螺丝头上部堆积的岩粉最多时能 达 到 40 厘米左

右
,

形成一个坚硬的泥柱
,

使孔内完全密闭
,

气流不

通
。

孔内压力增到最大
,

也不能解决问题
,

针对这种

情况
,

制作了针状胎块取芯钻头
,

采用 108 毫米岩心

管
,

螺丝头仍用 127 毫米
,

把螺丝头四周掏挖 了六个

键槽
,

以扩大风流冲击范围
,

同时在螺丝头上部又镶

了固定钻牙
,

如遇探头面或钻孔严重缩径
,

往上提升

钻具时
,

便可研磨粉碎
,

这样就顺利通过了含水层
。

5
.

岩煤芯采取方法

开始在采取岩芯时
,
因未变凤压

,

结果孔内总有

残留岩心
,

以后在钻进中
,

用慢
、

中速
,
用铝线头作

卡料
,

取芯前适当加大风量
,

进行 5 分钟的冲孔
,

使

孔内岩粉排净
,

提取岩芯时
,

关闭风门
,

细心操作
,

不要碰撞钻具
,

结果采取率达到规范要求
。

在打煤过程中
,

风压要比正常钻进降低 0
.

5公斤 /

乎方厘米左右
,

慢速钻进压力要小
,

煤层采取率最低
6 0

.

3%
,

最高 87
.

1%
。

厚度误差达到甲级标准
。

6
。

钻头

试验共用 12 种型号的钻头
。

无芯钻进采用普通三

冀钻头 , 取芯采用环状钻头
,

该钻头水口高
,

内外牙

突出。
.

5毫米左右
.

效率平均 3 7 8
.

3 0米
,

地层情况及钻孔结构与本次试验

相同
,

即在 2 #煤层以上用 们 27 毫米
,

时煤层以上用

祖 08 毫米
、

1#1 以上用必89 毫米的三翼钻头钻进
。

空气吹孔试验无岩芯钻进 2 个孔 ( 4 #
、

5勺
,

累计

深度 5 3 1
.

29 米
,

共用 3 5个小班
,

台月 效率为 90 8
.

80

米
。

两者比较
,

空气吹孔钻进是常规钻进的2
.

4倍
.

2 # 孔取芯试验
,

台月效率为 4 87 米
,

仍比常规钻

进效率高
。

2
.

可以节约大量钢材
、

钻头
、

汽油和人工
。

( 1 ) 我队80
、

81 年钻头平均每米耗 2
.

80 元 ; 采

用空气吹孔无芯钻进
,

钻头平均每米耗 0
.

90 3元
,

降低

1
.

5 9 7元 /米
。

( 2 ) 如用水泵
、

管道供水
,

每米约耗 1
.

54 元
。

( 3 ) 汽车供水
,

每米汽油费约4
.

“ 元
。

( 4 ) 用空气吹孔钻进
,

每米耗电费为 1
.

83 3元
。

3
.

空气吹孔钻进技术的优点
:

( 1 ) 进尺快
,

这是因为空气在钻孔内的流速平

均为 10 一 15 米 /秒
,

而水的流速是 0
.

3一 0
.

5米 /秒
,

故气

流容易使孔内岩粉迅速排除
,

减小岩粉的重复破碎
。

.

( 2 ) 见止煤准确
,

不会有打丢打薄 的 现象发

生
。

原因是风力集中
,

见止煤后
,

煤岩粉可迅速送达

地面
,

根据颜色便可当即判断见止煤深度
。

( 3 ) 有利于通过空巷和破碎地层
,

便于在大同

多煤层群联合开采区进行勘探施工
。

( 4 ) 能准确发现水位
,

遇水后
,

岩粉变为糊状

物
,

孔内压力增加
。

( 5 ) 能及时分析判断孔内变化情况
,

如钻具折

断
、

岩芯堵塞
、

见空等
。

ō自马,

l
-

,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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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更 正

四
、

空气吹孔钻进的技术经济效益

1
.

空气吹孔钻进进尺快
,

效率高
,

成本低
.

为了鉴定钻进的效率
,

并与常规钻进进行技术比

较
,

收集了我队 01 钻机于 81 年 1月 1日一 5月24 日在试验

孔附近施工的六个无芯孔资料
,
孔 号 是 2 3 #

、

25
# 、

5 0”
、
: o ” 、

2一#
、
2 。# ,

累计总进尺 1 7 7 9
.

9 6 米
,

台月

本刊 1 9 8 3年第 1期 《为开创探矿工程和装备工业

新局面而奋斗》 一文
,

是在全国地质局长会议之前发

稿的
,

其中第 (二 )部分的指标中有三处与局长会议文

件不符
,

应改为
: 1 9 8 5年

,

平均台年进尺应达到 2 。。 0

米
,

完全满足地质要求的合格孔率达到 90 %
,

探矿工

程每米材料费平均年降低 5%
。

探矿工程装备工业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