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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0型冲击器在水文水井钻探中的使用效果
侠西省地矿局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 康军刚

我队选用了长春地质学院研制的 s c 一 1 50 型 射流

式液动仲击器
,

在5一 7级
,

局部 8 级的白云质灰岩中进

—行了水文水井钻探生产性试验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孔号

两年多试验表明
,

该冲击器冲击功大
,

碎岩效果好
,

适用于大口径基岩钻进
。

—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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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结构特点和性能参数

L 结构特点

《 )I 射流式仲击器之射流元件劈尖
、

工作区上

下盖板
、

喷咀两侧都镶焊了硬质合金块
,

其 耐磨性

强
,

使用寿命高
,

适应性好
,

工作性能稳定
。

( 2 )

该冲击器本身具有压差大和末速度高
,

利用高压水锤

传递能且等特点
,

因而能量利用率高
,

对碎岩有利
。

( 3 ) 现场拆装冲击器仅 8 个零件
,

维修方法是更换

活塞尼龙环及部分密封圈
,

其结构简单
,

拆装维修方

便
。

( 4 ) 配用该冲击器后
,

仅需增加稳 压谁
,

而不

改变现有设备
,

即可实现冲击回转钻进
。

2
.

冲击翻技术性能

冲击器外径
: i 5D ~

; 冲锤 质 t
: 4 9一 58 翔 ,

冲击行程
:

30 一 50 ~
; 冲击颇率

:
10 一 15 次 s/ ; 冲

击功
: 9 8一 1 3 7

.

2 ) ; 水泵泵 压
: 2

.

0一 2
.

S M p a , 水

泵泵量
: 4 5 0一 6 0 0 L /m加 ; 总质量

: 1 4 7一 z 5 6
.

a k召 ,

总长度
: i

.

85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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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回转
二

、

便用效果

主要钻探设备为 S p J
一 3 00 型 钻 机

, B 、 v 一尽5 0 / 2。

型水泵及直径 3 00 ~ 的稳压镶
。

S -c 15 0 型 冲 击器

经 5 孔 2 24
.

44 m 生产性试验
,

效果显著
。

1
.

钻进效率高

由表 1看出
,

冲击回转钻进比普通回转钻进小时

效率提高 2 10 %
,

回次进尺和台班进尺也分别提高了

2 0 %和 96 %
。

2
.

钻孔质 t 好
( 1 ) 采心率高

。

用卡簧取心
,

提高了取心可靠

性
。

以 G
`

孔为例
,

该孔冲击回转钻进 10 个回次
,

其

中 4 次达 95 %以上
, 6 次达 50 一 75 %

,

基本上达到

了地质要求
。

( 2 ) 钻孔垂直度好
。

为了保证 p :

孔 (煤矿巷

道排水孔 ) 设计目的
,

我们采取了冲 击 回 转 钻进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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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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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镶焊冲击回转

钻头的合金用完
,

该孔从 1 7 8
。

9 8 m

至终孔改为普通

回转钻进
8

0 4 5 ,

法
。

由表 2 可见
,

防斜效果较好
。

冲击回转钻进采用特制合金镶焊钻头
,

合金形状

见附图
。

因此在冲击碎岩时破碎角度变化小
,

位于主压力

体两侧剪切体基本一致
,

破碎坑均匀对称
,

有利于保

证钻头在孔底的平稳性
。

而且切削刃磨耗小
,

一次冲

击深度大
,

钻进薄层
、

极薄层岩层 时钻头上
“
转速

差
,

较小
,

因而减轻了孔斜
,

保证了工程质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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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钻具寿命长
,

孔内率故少

采用冲击回转工艺后
,

进尺近百米消耗 i 根岩心

管
.

钻头寿命 2一 oI m /个
,

卡赞寿叙 60 一 80 可个
,

孔内也不易发生卡
、

埋钻事故
。

开三角形水口镶焊内外肋骨等
,

皆可改善钻头通水性

能以减少背压
。

选用刃角不对称的合金
,

负前角镶焊

有助于提高钻头寿命
。

3
.

冲沈液泄月现象

冲击回转钻进要求冲洗液流量大
,

压力高
,

这就

给密封带来了困难
。

施工中
,

我们将缸体与射流元件

间的定位销改为 2 条档块定位结构
,

避免了因密封圈

报坏引起泄漏的向题
。

G
.

孔曾发生 2 次 缸 体 盖板破

裂现象
、

经加厚盖板
、

加宽盖板焊 缝 处 理 后
,

盖板

强度增加且受力面积减小
,

盖板开裂现象 亦 有 明 显

好转
。

三
、

施工中主要工艺技术

1
.

钻进规程今橄选择

( 1 ) 轴压
:

试验表明
,

灰岩类地层钻进所需轴

压以同条件下纯回转钻进压力 的 i邝一 3 / 4 为 宜 , 研

磨性较强的砂岩类地层
,

所需轴压较纯回转轴压降低
2 5一 a。%

。

轴压一般宜选 22一 2 6 k N
。

( 2 )转数
:

根

据苏联有关经验 公 式 得 出
,

协30
、

2 80 ~ 钻 头的

转数分别为 40 一 60 和 35 一 5 3 r/ o iD
。

我们以 此作参

考
。

若冲击器冲击烦率不变
,

则随岩石硬度减小
,

单

位能 t 增加
,

切削具数目增加
,

钻头直径减小
,

钻具

转数皆可增加 , 若提高冲击频率钻具转数相应增加
,

更有利于发挥冲击与回转的碎岩 作 用
。

( 3 ) 泵 t 及

泵压
:

冲击功和冲击绷率大小取决于水 t
,

因而在地

层与水泵允许时
,

泵 t 应尽且大些
。

冲击器正常工作

下泵 压 为 1
.

8一 2
.

5 、护 . ,

由有关计算公式可知
,

泵

t 口
、

小孔直径 ` 、

钻杆外环间隙 占对泵 压 影 响 最

大
。

所以泵量一定时
,

增大冲击效率的主要途径应是

增大 `
、

古和控制孔深
。

除了选择大规格钻 杆
,

增大

钻头通水截面外
,

保证钻头良好通水性能也很重要
。

通过不同井段和不同钻进方法的 对 比 试 验
,

可

知
,

钻进规程有一最优值
.

在试验条件下
,

泵量 5 40 一

60 o L m/ 边
,

泵 压 1
.

S M钾
,

转 数 56 一 68
r

加扭 时
,

钻进 礴 2 3 0

~
、

孔深小于 2 00 。 的灰岩 钻孔
,

冲击

器工作性能较稳定
,

平均时效高
,

回次进尺长
。

2
.

钻头结构

我们认为
,

钻头内外出刃 1
.

5一 2
. `

~
、

底出刃

5

~
、

合金部位钻头璧厚向内
、

向外增加 1
.

5一 3
.

0公” n 、

四
、

几点认识及存在问砚

( 1 ) 宜选用清水
、

无固相或低固相泥浆作冲洗

介质
,

并采用有效的净化措施
。

( 2 ) 般好选用 B w
-

立2 0 0 型泥浆泵
,

解决冲击器冲击功
、

冲 击 烦率及冲

击末速度低于倾定值的向题
。

同时加强地面管路
、

钻

杆接头及冲击器内都的密封
,

避免液沈泄汤造成压力

波能损失和旅最报失
。

( 3 ) 鉴于冲击回转钻进 对钻

机和水泵的工作状况要求不同
,

应分别 配 动 力 机
。

( 4 ) 试验中集油机和水泵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
,

对

设备寿命影响程度有待进一步探讨
。

还应加强成本核

算及理论性研究
。

( s ) 开展大口径硬质合 金 冲击回

转钻进
,

投资少
,

见效快
,

适合我国具体情况
。

建议

加快研制专用钻头及现场侧定各项参 数仪表 (排 t

表
、

颇率计等)
,

努力扩大冲击回转钻进 范 围
,

使冲

击回转钻进技术逐渐推广应用
。

注
:

本文是在长春地质学院蒋荣庆研究员的指导下完 成

的
,

我单位李天顺副总工和其他同志为试验做 了 大 t 的 工

作
,

谨表衷心谢意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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