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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 B D R 一 5 型钻参仪在煤田钻探中的应用

山 东煤 田 地质局 张丰春

中日合作项 目
“

煤炭资源新勘探技术试验
”
(水域

中深度探查 )钻探调查一号孔使用的 B D R
一 5 型钻探

参数监测仪
,

是由日本矿研工业株式会社设计制造
、

适

用于野外钻探生产的一种钻探参数监测仪器
。

该仪器

具有安装方便
、

各种显示醒 目准确
、

使 用 寿命长 等特

点
,

为钻探生产科学打钻提供 了新的技术手段
。 一

号孔

钻探施工 54 天
,

完成工作量 1 01 1
.

gl m
,

钻孔验收为特

级
。

现将该钻参仪试验情况 简介如下
。

l 试验条件

地 层
:

该孔钻遇地层依次为第四系
;
粉砂 质泥岩

、

泥质砂岩
;

粉砂
、

细砂岩
,

夹 3 段砾岩
;
杂色泥 岩

、

细砂

岩与煤
3 ;
泥岩

、

砂质泥岩
、

粉砂岩
、

细砂 岩以及石灰岩
、

煤层
。

设 备
:

T K
一 3 型 钻 机

;
5 75 绳 索 取 心 钻 具

;

N B B 2 5 O / 6 0 三缸泵
; 7 5k w 柴油发 电机组

; 1 7
.

s m 四角

钻塔
;
20 m 只 10 m 只 3

.

s m ( 长又 宽 只 高 )钻井平台
。

钻孔结构
:

根据湖上施工特点和绳索取心 钻进工

艺要求
,

采用四径成孔的钻孔结构
。

选用普通工法使用

直径 196 m m 全面钻头开孔
,

下直径 1 9 4m m 隔水管
;
用

直径 1 1 o m m 全面钻头穿过第四 系
,

下直径 108 m m 套

管
;
用直径 91 m m 全面钻头钻至基岩

.

下直径 89 m m 技

术套管后
,

换 5 75 绳索取心钻具使用 日产直径 77 m m

天然表镶金刚石取心钻头钻至终孔
。

2 试验效果

2
.

1 辅助操作者优选钻进参数
、

初步判层
、

合理更换

钻头
,

提高钻探效率

B D R 一 5 型钻参仪现场实时采集并显示 (液晶数

字和指针表显示 )泵压
、

转速
、

扭矩
、

钻压
、

泵量
、

从孔底

返回的冲洗液流量
、

机械钻速和孔深 8 个参数
,

由记录

计绘出参数变化曲线并在记录 纸上 自动打印 (每小时

打印
~ 一

次 )和手动随时打印上述 8 个参数的瞬时数值
。

2
.

1
.

1 优选钻进技术参数 以往按钻机档位选择转

速
、

按压力表显示 的钻压值选择钻压进行钻进
,

在钻进

过程中
,

由于发电机频率达不到 50 H z
,

压力表误差大
,

造成实际转速
、

钻 压与理论选择值有误差
,

如钻机档位

转速为 3 9 6 r / m . Q 时
,

压力表 显示钻 压值为 9
.

sk N
,

而

钻参仪显 示的转速为 370
r /m l n ,

钻压为 10
.

sk N
:

未使

用钻参仪之前
,

钻速的大小只能定性的判断
。

使用钻参

仪后
,

可以及时准确地测量并数字显示钻速
、

钻压
、

转

速的大小
,

为获得最大钻速采取相应措施提供 了科学

依据
。

在孔深 2 7 1
.

5 6 m ( 岩层 为泥 质 粉砂岩 )
、

转 速

3 0 0 :
/ m in

、

钻压 8
.

s k N 的条件下钻进 时
,

钻 速 为

4 e
m / nr in ;

孔深 2 7 1
.

7 o m (岩层仍为泥质粉砂岩 )
、

转速

3 7 。 : / m m
、

钻 压 8
.

s kN 条件 下 钻 进 时
,

钻 速 为

c6 m / m l n
。

为此在本层位确定采用钻压 8
.

sk N
、

转速

3 7 o r /m , n
的钻进参数钻进

。

其它岩层也采用了上述方

法来优选参数进行钻进
。

2
.

1
.

2 初步判层 正 常钻进时
,

钻压突然减小
,

钻速

增大
.

说明孔内岩层 由硬变软
,

反之岩层由软变硬
,

提

醒操作人员判层以采取相应措施
。

如在孔深 8 n
.

54 一

81 1
.

5 6m
、

转速为 2 8 5 r
/ m

, n
条件下钻进 时

,

钻 压 由

1 0
.

9 8 k N 突 降到 8
.

7 2 k N
,

钻速 由 1
.

5 8 e m /m i n 增 为

2
.

7 c8 m / m in
,

现场人员根据钻参仪显示的这种参数变

化判断已进入煤层钻进
,

于是及时调整钻进参数
,

保证

了打煤质量
。

终孔后测井解释孔深 s n
.

54 m 处岩层 为

泥岩
,

见煤深度为 S H
.

5 6m
。

2
.

1
.

3 判断钻头磨损情况 钻进过程中
,

由于钻头 磨

损
,

扭矩
、

钻速等参数会发生变化
,

钻速过低时根据这

些变化确定是否需要更换钻头
。

如使用某一天然表镶

金刚石钻头钻进坚硬易打滑的砾岩地层时
,

在钻 压基

本稳定的条件下钻参仪显 示扭矩逐渐减小
,

钻速 由

0
.

sc m / m m 逐渐降为 0
.

35
c m / m in

。

经分析认为
,

出现

这种情况 的原因是该钻头 已被磨钝
,

继续钻进 已不经

济
,

应更换新钻头
。

提钻后发现与分析结 果一致
。

换用

新钻头后
,

采用相同参数钻进
,

扭矩增大
,

钻速提高达

1
.

cZ m / m in
,

较快穿过 了这层砾岩
。

2
.

2 指导煤层钻进
,

提高钻进质量

2
.

2
.

1 利用见煤前后钻进参数的变化
,

判断见煤深度

见煤时钻压突降
,

钻速突增
,

泵压和扭矩都有减小
。

几层不同煤层见煤前后的参数变化见附表
。

2
.

2
.

2 利用止煤前后钻进参数的变化
,

判断止煤深度

土煤时钻压
、

泵压
、

扭矩增大
,

钻速突减
。

几层不同煤

层止煤时的参数变化见附表
。

2
.

2
.

3 利用钻参仪显示 的见煤
、

止煤钻进参数的变化

判断煤层厚度 如煤 16 层煤心松散
,

从内管取出后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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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层 时 间
深度

/ 1 1 1

泵压 转 数 钻压

/M P
a

/
r
·

m in
一 ’

/kN

扭矩 钻速

/ N m /em
·

m
I n一 ’

顶板

岩性

284284一287287煤 3上

煤 1 5

煤 1 6

煤 1 7

见煤前

见煤时

见煤前

见煤时

见煤前

见煤时

见煤前

见煤时

止煤前

止煤时

止煤前

止煤时

止煤前

止煤时

8 1 1
.

5 4

8 11
.

5 6

96 2
.

6 2

96 2
.

6 4

99 6
.

5 7

99 6
.

5 8

1 00 1
.

0 7

1 0 0 1
.

0 9

8 1 7
.

0 1

8 1 7
.

0 3

9 6 2
.

6 6

9 6 2
.

8 9

10 0 1
.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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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

3
.

8

3
.

5

4
.

0

3
.

7

4
.

3

4
.

1

4
.

7 3

4
.

13

3
.

5

3
.

8

3
.

4

3
.

8

3
.

6

3
.

8

泥岩

灰岩

2 8 6
.

3

2 8 6
.

5

1 1
.

0 0

8
.

72

9
.

05

3
.

9 6

9
.

70

6
.

70

6
.

1 4

4
.

70

12
.

0 0

1 2
.

5 6

7
.

9 0

11
.

0 0

9
.

55

1 1
.

4
一

1

]
.

5 8

2
.

7 8

2
.

4 8

8
.

3 5

3
.

6U

6
.

2 0

2
.

4 8

5
.

9 6

3
.

17

1
.

77

4
.

5 7

2
.

8 7

10
.

4 6

0
.

20

灰岩

见煤前后

泥岩

煤 3上 泥岩

灰岩

粘土岩

的状况
,

从而保证安全生产
。

在生 产过程中
,

曾遇 到过这

样 的 情 况
,

在 发 电机 频 率 为

4 9
·

S H
z

、

三缸 泵档 位选择 在

S OL / m in 钻 进 时
,

泵 压 较 低

( 1
.

gM P
a
)

,

泵量为 3 8
.

S L / m l n
.

冲洗液返 回量为 38
.

6 L
/ m l n

。

检

查三缸泵缸套
、

活塞
、

球座 没有发

现问题
,

经分析认为吸水管路有

问题
。

检查吸水管时发现 以前封

孔时残存在吸水管内的水泥块破

碎脱落后堵塞了吸水管路
,

导致

泵量不足
。

清除水泥块 后
,

泵 压
、

泵量
、

返回量三个参数都恢复 了

正常数值
.

避免了一次烧钻事故

318277一329327一364340一328323一435449一461487一477525

286287一161161一163

煤 1 5

煤 1 7

1 6 3
.

7

1 6 6
.

8

1 6 7
.

2

止煤前后

心破碎
,

无法量取煤心厚度
。

根据钻参仪显 示的钻进曲

线分析计算出该煤层厚度为 1
.

17 m
.

终孔后测井判层

厚度为 1
.

l s m
。

2
.

2
.

4 利用钻进煤层中夹研时的参数变化分析夹研

厚度 本孔煤 3上 层有层夹研
,

遇夹研时与煤层底板

为泥岩时的钻进参数变化相同
,

止夹研时与顶板为泥

岩见煤时参数变化相同
,

这种变化为地质人员提供了

准确的资料
,

帮助他们准确判断了夹研深度及厚度
。

2
.

2
.

5 煤层钻进参数变化规律 煤层钻进正常时
,

泵

压较低
,

一般为 3
.

1 ~ 3
.

4M aP
,

且变幅范围小
,

一般为
.0 2一 .0 3M P

a ;

钻速不均匀
,

忽高忽低
,

呈周期性变化
,

幅值一般为 5~ c6 m / m in ;

钻压大时钻速高
,

钻压小时

钻速低
。

煤层钻进不正常时
,

泵压较高
,

一般为 4
.

4一

4
.

S M aP
,

钻速 较低 且 变 幅 范 围小
,

一般 为 1 ~

Ze m / m i n
。

2
.

3 预防孔内事故
,

保证施工安全

2
.

3
.

1 判断冲洗液循环情况
,

避免发生烧钻事故 现

场根据仪器显示的数据及时准确了解冲洗液循环系统

的发生
。

另 外
,

在 钻 进 五 灰 时
,

钻 参 仪 显 示 泵 量 为

7 5
·

I L /m in
,

返 回量为 65 L /m in
.

分析认为该层有轻微

漏失
,

加大冲洗液中的 S T 一 1 和 P A M 用量
,

返回量变

为 73
·

I L / m in
,

漏失现象消失
。

2
.

3
.

2 判断钻具脱扣或折断 如果钻具发生脱扣或

折断
,

钻参仪上会显示钻压升高
、

泵压 降低
、

钻进速度

趋近于零等参数变化
,

利用这种变化可及时作出判断
、

处理
。

3 存在问题及建议

( l) 参数超限声报警系统声强不足
,

参数变化差值

未设置极限及报警
,

当某一参数的数值出现异常情况

时
,

不能及时提醒操作者注意
。

应完善仪器的软件功

能
,

当某一参数的变化差值超限时
.

应进行声光报警
,

以采取相应措施
。

( 2) 该仪器 只能将钻进参数采集并显示 出来
,

而优

化钻进参数还需人工进行
,

建议作进一步改进与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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