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持内瞥中冲洗液的必要的上返速度是防止岩心堵塞

的重要条件
。

隙或钻头内出刃的大小
。

实际钻进资料表明
,

以固定

的钻头内出刃钻进不同地层时
,

所获得的岩心往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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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直径
。

时
,

钻头钩径
如以水力反循环方式在石育地层钻进

(以内出刃大小计) 为 37 ~
。

所获莎

图 3 岩心在卡断器部分的堵塞原因
A声岩心根部扩大

, B一岩心沿节理面错动

影响内管中冲洗液上返速度的因素很多
,

其中最

直接的是泵入循坏体系中的冲洗液量和管道的通水断

面积 (以管径表示 o)
`

诌内管内径固定时
,

管内冲 况

液的上返速度与冲诱液量成正比
, 而当冲洗液量固定

时
,

则速度与管径的平方成反比
。

因此
,

减小内管内

径
,

对提高冲洗液的上返速度有明显的影响
。

从三环

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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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
,

已对岩心直径
、

双层钻杆内
、

外管

组配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

其基本出发点是
,

在保证内管

中的冲洗液达到最大速度的前辑下
,

猫杆的不同组配
形式所能达到的极限钻进深度及最大的压力损失

。

通

过计算表明
,

为了在协7 3 / 6。 (外 径 73 m’m
,

内径 if3

m m ) 外督与娇。 o / 4 6 (外径压。。 示
,

内径
一

4 6 m m ) 内管

组成的双层钻杆 ( 曾界采用过的钻杆) 的内管中获得

大于 2
.

s m加的流速
, 几则1叨m孔深的压力损失将高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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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最大泵量为 32 `
.

I L /而
。 、其中包括

30 %的漏损》
,

而采用归刀61 外管与砂46 / 41 内管组成

的双层钻杆 (现采用的钻杆 ) 时
,

孔深 l卯 m的压力损

失为 0
·

S M P二 ,
.

所需的最大泵量为2 5 7
0

45 L /m初 (包括

30 % 的漏损 )
·

两者压力损失比为 2
·

49 : 1, 前者比后

者高 14 9叱
。

·

泵蚤比先 1
。

2砚 1
。

若在内替中的冲洗液

同样认努 . 2
。

s m l s
的琉谏

,

贝介取君的泉 量 比 后 者 大

2 6 %
,

内此
,

便用第一种卫遭式牙粥叹层钻什开像址其内

管中冲洗液的上返速度达孔乙 s m加 以上肿
,

则 所需
的最大泵蜜及泵压已超过目前国内外在 3 00 , 孔深范

用内所常来用的永泵的穷量 `我国采 栩 3 2 0 / 6 0水泵
.

最大泵量 3 20 L /m ,”
,

系压为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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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于岩心在甲定流速的冲洗中的上升葱度随岩心

直径的增大而增大
,

因此
,

当钻进时的流量及流速已

调节于某一固定值时 〔如 2
,

与m /s)
,

岩心的上升速度

使主要取决于岩心直径的大小
,

也就是取决于内环间

岩岩心的直径约36
. 。

~
,

而石裔矿心小于肠m m
。

因

珍
,

为了保证小直径岩心的速度接近率也能达到防止

滞留堵塞的基本要求时
,

则应进一步提高冲洗液的上

返速度
,

’

具体表现为泵量应比原泵量加大 10 一加%
。

防止断流堵塞的主要途径是提高钻具的加工精度

和改善钻具的使用状况 ; 由于国内现肴的戏层钻杆属

于无内管长度补偿的单根组配式钻杆
,

每单根钻杆中

内
、 一

外管的长度组配是固定的
,

通过生产使用认为
,

其公差范由以 * 3

~ 为好
。

否 NlJ 由于内管连接长
,

·

可

能造成内管挤压变形或外管丝扣不能到位
,

影响连块
强度及密封质最

。

再者
,

若内管擂头处长嘴不够
,

则

密封圈不能到位
,

造成内管密封失效
,

或完全
“

短路
” 。

此外
,

引解内管泄漏
由于连接长度不够

,

内管在外

管中有轴向活动的余地
,

可能造成内誉接头脱扣
,

其

后果也将是冲洗液的完全
“

短路
” ,

因而极易引起岩

心的断流堵塞
。

在 1 0 88 乍某钻孔的生产钻进中
,

所使
用的钻杆约 5 。%以上存!生内管长度超差现象

,

其中负
公差在 10

~ 以上者约占 30 % 以上
。

因此
,

在钻进过

程中多次发生内泄偏及断流现象
,

造成断流堵塞
。

为

了解决这种堵塞
,

必演严格钻杆及接头的加工精度
,

`

同时内管与块头的玺扣连接部分要上枯结荆
,

以防丝

扣松脱
。

·
_ ”

’

沉降堵塞现象是完全可以人为控晌的
,

关键在宇

对孔内情况的判断
。

如果孔内冲洗榷中岩粉 含
1

鱼较

少
,

加接钻杆的时间与岩心沉降时间相镶应 河姗
进过程中进行必要的标定

,

即在岩今成来
`

落座 孔 底

时
,

加接钻杆已完成 ) ,
`

则沉降堵塞是比较容易雄免

的
,

否则在加接钻杆前应将孔内全都岩心冲至地表
。

·

防止卡断器部分的岩心堵塞
,

需结合灰钻岩层的

性质
,

、

从改善卡断器的结构
、

调节卡点高度及撞痢扎
底液流分布等方面入手

。

前面已经分析了卡块式书断

器容易造成坚硬岩心堵塞的佩因石试验表明
,

采用非

对称球形卡断器 (如郎
A所示 ) 可以改善卡挤岩 心

的状祝
。

非对称球形卡断器为协焊于取心管壁上的分

块1’0 、 4 o m m的硬合金块
,

下部为截面呈浑圆形的斜面

“
三环间隙

”

是指孔壁与钻杆外径间的环除— 称
外环

,

咫层钻杆内
、

外绮之间的环殖一称中环 ,
-

双 层钻杆内臂内壁与岩心之间的环除一称内未
`

有关
“

三环间隙
” `

故合理配合
,

笔者将在另
`

外协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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