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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队从事钾盐普查钻探工作
,

历时三年
,

曾施工

三个钻孔
。

孔深分别为
:

2 1 0 5米 ; 1 0 0 0
.

5 ;米
,

1 0 0 0
.

5 0

米
。

由于地质构造
、

水文地质复杂
,

岩石具有硬
、

脆
、

碎特点
,

加之我们设备不配套
,

造成前期 钻 进速 度

慢
、

岩芯采取率低
、

钻孔孔斜大
、

卡钻
、

埋钻事故多

等问题
。

后来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
,

才使上述各种问

题得到较妥善的解决
,

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

地 质 特 征

钾盐普查的三个钻孔所穿过地层的岩性 基本 一

致
。

地层自上而下为
:

1
.

寒武系

紫红色细至中粒石英砂岩夹薄层粘土岩 ;细砂岩
、

粉砂岩和泥岩互层
,

底部夹灰岩透镜体 , 灰黑色含石

英泥质粉砂岩
,

可钻性 5一6级
,

部分 7一8级
。

2
.

瓜旦系

灯影组
:

灰黑色硅质岩
,

含磷硅质岩
,

含硅质白

云岩
,

含藻迹粉晶白云岩
,

雪花状白云岩底部为硅质

岩 (玉髓 ) ,

可钻性 8一 10 级
,

少数 10 一 12 级
。

陡山沱组
:

灰紫色石英砂岩夹水云母泥岩
,

可钻

性 5一 6级
,

部分 7一 8级
。

三孔岩性的共同特点是
:

硬 (7 一 10 级
,

少数达

12 级 )
、

脆
、

碎
。

造成合金啃不动
,

钢粒无岩芯
,

钻进

效率低
,

岩芯难采取
,

钻孔孔斜大
,

漏水
、

捅水严重

等
。

主 要 设 备

钾盐普查钻探遇到的重要问题之一
。

孔斜的主要原因

有地质和技术两个方面
,

对处理孔斜我们采取的措施

是
:

( 1 ) 开孔后随钻进深度逐步加长粗径钻具的长

度
。

正常钻进时保持在8一 9米或 11 米之间 ,

(2 ) 禁止在主动钻杆上用扁担加压气

( 3 ) 坚持以合金钻进为主
,

采取合金
、

钢粒分

段钻进 ,

( 4 ) 尽量采取合金块代替部份钢粒钻进
,

争取

少用或不用钢粒钻进
。

即钻进一段钢粒
,

再打一段合

金
,

始终保持粗径钻进不出合金钻进孔段 ,

( 5 ) 采用管柱 (扶正器 ) 钻进 (见图 l) ,

( 6 ) 采用小口径金刚石

rrrrr

( 1 )

( 2 )

( 3 )

( 4 )

( 5 )

钻机
: x B l o 0 0 A型 ,

柴油机
:

上海 4 1 3 5型 80 马力 ,

泥浆泵
: B w 2 5。 / 6 0型泥浆泵 ,

钻塔
: 5 23 G管型钻塔 ,

2 2
.

5米角铁钻塔 ,

调压装置
:

自制手轮式调压装置
。

图 1 管柱组 装示

意图

1一 50 毫米钻杆口一

加大岩心管 接 头
,

3
、

5
、

7
、

9一岩 心

管
; 4 、 6 、

8一管柱
-

10一钻 头

钻进
。

通过上述措施
,

明显控制

了孔斜度严重超差的现象
,

尤

其是小口径金刚石钻进
,

对防

斜
、

纠斜效果更 为显著 (见

图2 )
。

2
.

劝水
、

涌水问扭

在施工的三个钻孔中
,

有

两个从开始就严 重 漏水
,

一

直到终孔仍不返水
。

而另一个

是上漏下涌
。

从 265 米开 始 涌

水
,

至 5“
.

50 米时
,

其涌水量

达 27 升 /秒
,

水温 达 31
.

6

一
34

.

1 ℃
,

水质含硫化氢 `H : s )
。

在起
、

下钻时沿钻杆柱大量往

外涌水
,

下钻时升降机刹车全

松掉
,

钻具也下不去
,

起钻时

钻杆比提引器还上得快
,

井口

经常出现碎块岩芯和钢粒
。

所

以漏水
、

捅水是这几个钻孔中

钻进 中出现的问题
、

采取的工 艺

措施及效果

1
.

钻孔孔斜

在施工的三个钻孔中
,

孔斜度逐渐增大
,

是该区

3 6
-

出现的严重问题
,

尤其是涌水更为突出
,

它直接影响

了钻进速度和岩芯 采取
。

处 理 涌水
、

漏水
,

防止井

喷成为钻探工作的 突 出 问题之一
。

对于漏水
:

我们采取边漏边打 的 办 法
,

效 果较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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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个钻孔孔斜对比 图

对于漏水
:
开始采取在下钻时往岩心管内投放硬

、

软质球
,

以堵塞岩心管接头水眼
,

结果是
:

软球被压

人接头水眼内
,

造成憋泵
,

影响送水
,

而 硬 球 则 破

裂
,

二者均未达到防喷的目的
。

最后采取在起下钻时

一
IA

使用防喷接头 (见图 3) ,

即

起钻时靠弹簧伸张
,

皮碗把

接头眼堵塞
,

即可防喷 , 钻

进或卡芯时靠泵压把弹簧压

缩
,

皮碗打开则可通水和投

卡料
,

这样既取得钻孔防喷

的良好效果
,

又提高了钻进

速度和 岩 芯 采 取率
,

同时

还保证了工人的安全操作
。

.3 岩芯采取率及钻 进

速度问题

三孔中岩石硬的和比较

硬的占80 %以上
。

特别是灯

影组地层的岩石硬度均在 9

级以上
,

且又脆又碎
。

形成

合金啃不动
,

钢粒钻进无岩

芯
。

我们采取不少措施均未

取得理想的结果
。

后来在其

中两孔的下部井段采用夭然

和人造孕镶金钢石钻进
,

岩

芯采取率由原来的。一 34 %
,

提高到41 一 1 00 %
,

钻进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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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原来的几厘米 /小时
,

提高到 0
.

89 米 /小时
,

实践

证明
,

对这种硬
、

脆
、

碎岩石采用金刚石钻进能较好

的提高钻进速度和岩芯采取率
。

4
.

用手轮式调压袭盆与牵引测 力 计配合使用
,

调整深孔压力问题

使用 x B 1 0 0 0 A 型钻机及其配套设备
,

对于浅孔

加压和深孔减压钻进一直未能很好解决
。

后来为了满

足金刚石钻进的需要
,

对深孔减压钻进
,

试用 自制手

轮式调压装置与C K 10 一 A型牵引测力计 (最大秤量值

1 0 0 0 0公斤 ) 配合使用 , 取得深孔减压提高钻进 速 度

的良好效果
。

5
.

双泵串联
,

增大深孔泵压问题

对于严重涌水的一个钻孔
,

使用 B w 250 一 50 型泥

浆泵
,

运转不正常
。

到孔深 600 米以后
,

单泵根本无

法把水送到孔底
。

同时在处理水泥埋钻事故时
,

开泵

扫水泥憋车憋泵现象相当严重
,

简直无法开车
。

以后

采取双泵串联法
,

顺利地把水送到了孔底
,

获得了深

孔增大泵压
,

提高钻进速度的较好效果
。

`
.

处理卡钻
、

埋钻事故问题

由于岩石破碎
,

钻孔中经常出现 卡钻
、

埋 钻 事

故
。

深孔的卡
、

埋钻事故
,

我们采取爆破法处理
,

即

在粗径钻具接头处把钻杆炸断
,

几次均获得成功
。

并

且具有处理事故迅速
,

操作安全
,

钻杆和 接 头 损 坏

少
,

断口平而短等优点
。

对于水泥埋钻事故的处理
,

我们 采 用
“

前 扫 后

削
”

法处理也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

在我们用超早强水

泥封闭含水层时
,

曾发生一次水泥

埋钻事故
,

孔深 80 8米
,

被埋钻杆约

70 米
,

当时把未埋部分已全部反取

出
。

分析被埋钻杆细丝一定很紧
,

而立根锁接头比较松
,

故决定加长

粗径钻具长度
,

一个立根一个立根

的扫
。

但由于钻孔斜度大
,

粗径钻

具过长
,

憋车憋泵严重
,

无法扫下

去
。

后来我们自制了一个特制异径

接头
,

组装成一套
“

前扫后削
”

(即

外扫内削 ) 的粗径钻具 (见图4)
。

经使用
,

效果很好
。

图 3 防喷接头示 意图

1一岩心管接头
, 2一皮碗

活瓣
, 3一活瓣芯子

, 峨一

弹簧
, 5一活瓣芯子套

lll产产飞飞
飞飞飞 lee 为为

}}}}} {川川
`̀̀

一
门门

{{{
,,,,

一一̀ - - -曰曰匕 二一 山叫叫

lllll
一一

截截截截
图 4 前扫后削钻具示意图

。

1一 89毫米岩心管接头
, 2一扫通的 50 毫

米钻杆
, 3一 89 毫米岩心管

, 4一 8 9 x 7 5

毫米特制接头 , 5一 75 毫米合金钻头 (内
径 55 毫米

、

镶合金后内径 5 2
.

5毫米
,

底
出刃 i

。
5 毫米 ) , 6一扫通的“ 毫米回接

箍
, 7一 89 毫米岩心管

, 8一 91 毫米合金
钻头

, 9一被水泥埋住的 50 毫米钻 杆 和
65 毫米回接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