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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钻掘设备的发展趋势及几种最新机型

刘三意1，一，孟庆鸿2
(1．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100083；2．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河北廊坊065000)

摘要：概括地介绍了近年来我国钻掘没备的最新进展与应用情况，主要从钻掘没备的基本性能和技术原理及基

本结构等方面进行介绍。介绍的主要没备有全液压岩心钻机系列、轻便设备系列、地源热泵钻机、浅海及滩涂取样

钻机、全套管钻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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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钻掘设备现状分析

国外矿产资源勘探用钻探机械装备的发展是伴

随钻探技术在地质勘探工作中应用领域的拓展和钻

探工艺方法的进步而发展的。钻探机械装备是为实

现各种钻探工艺方法服务的，其发展还受钻探作业

环境(如地理位置、交通运输、气候、地质条件与供

水等)的影响与制约。国外地质矿产勘查用钻机，

除了有一部分经改进的传统立轴式钻机外，已大量

采用全液压顶驱式(动力头)钻机，其特点是回次进

尺长，自动化和机械化程度高。

除部分特殊用途钻机外，目前国外多数钻探机

械设备具备一机多能。如美国Mobil钻探公司制造

的B一47型动力头钻机就被推荐可在16种不同领

域中应用。越来越多的钻掘设备采用拼装式(模块

式)设汁，便于变形设计派生产品，便于采用集装箱

和空吊运输。而且在驱动方式上以顶驱式(液力驱

动、电驱动和压缩空气驱动)为主。

目前我国地质岩心钻探装备存在的问题主要

有：钻探机械装备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程度不

高，系列产品少，同档次产品多；优质高效产品少，低

技术含量产品多；行业布局不合理，重复生产比较严

重，深孔及大型设备少，中、小型普通设备多；市场急

需的设备生产周期长，使用单位不得不花大量外汇

从国外进口；钻机性能难以满足多种钻进工艺发展

的需要；整机传动的液压化程度和水平远低于国外

同类型；设备的控制系统、运行和工况的监测系统十

分落后，钻进参数监测仪表不够完善；钻掘设备的装

载型式落后，难于适应施工的要求。

2我国钻掘设备的发展趋势

按照国土资源部“十一五”计划纲要，21世纪钻

掘工程技术将比以往服务领域更宽广。钻掘工程技

术已向着“三多”方向发展，即多功能、多工艺、多领

域，并向高度机械化、轻便化、自动化、国际通用化发

展。

钻掘技术方法的多工艺性。面对服务领域、施

工地域、作业环境不同(如平原、高山、沙漠、严寒冰

冻、水域、沼泽、热带雨林乃至城市等)，勘探施工要

求各异，钻探工程技术方法日益向多工艺方向发展。

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宽。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对钻

探工程技术的各项需求，可广泛应用于地质、煤炭、

冶金、有色、核工业等多领域；包括国家公益性的，也

面对社会商业性的；包括国内服务，也包括走向海

外。

根据不同应用领域和环境，采用一机多用和多

种动力源与装载形式。开发难进入地区、大深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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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底部和科学钻探等应用领域和作业环境用的技术

装备与配套技术工艺愈益受到重视。

3我国钻掘设备的几种新机型

为适应国内外钻掘技术的发展趋势，我国的钻

掘设备也向着国际化方向发展，近期勘探技术研究

所研制成功的几种先进的新型钻掘设备，充分体现

了这一发展趋势。与北京天和众邦勘探设备开发有

限公司联合开发出来YDx一3(YDx一3A)型全液压

地质钻机，在生产应用中使用效果良好；正在研发

600、1500、2000 m等系列化全液压地质岩心钻机；

研发的轻便化全液压QK系列钻机已问世，且逐步

形成系列化；开发了用于坑道降水孔钻进的水平钻

机、全套管钻机及用于开发地热的地源热泵钻机等；

正研发用于浅海及滩涂取样钻机以及全液压水井

(地热)钻机等新产品。

3．1勘探者一号YDX一3(3A)型全液压地表取心

钻机

YDx一3(3A)型全液压岩心钻机为科技部“十

五”攻关、地质调查支持项目，该钻机为国内首台模

块化拼装式全液压地表岩心钻机，总体设汁先进，钻

机的各个模块均为独立的单元，具有组装、分解、搬

迁方便等特点。各模块之间联结符合通用化、标准

化。通过不同的组合，可满足不同钻探工艺对设备

的要求。液压控制系统性能先进，工作可靠。回转

系统采用变量泵一双排量定量马达一四速变速箱负

载反馈系统，可无级调速，操作简便；钻机给进系统

与国外同类型钻机相比增加了称重、减压功能，深孔

钻进安全，技术先进；主卷扬机通过液控系统可实现

自动放绳、静液制动及下降控制，升降钻具安全可

靠；泥浆泵、副卷扬机等辅助系统全部采用液压系统

控制，实现了钻机的全液压化。高转速大通孑L动力

头的结构设计先进，为国内首创。动力头通孔直径

大(117 mm)，液压卡盘#瓦结构设计独特，卡瓦更

换便捷，径向位移大。

该钻机专门为固体矿藏地表取心作业而设计，

适用于金刚石绳索取心、冲击回转、定向钻进、反循

环连续取心(样)等多种高效钻探工艺方法。也可

用于水井、锚固钻进、工程地质钻进工艺。主机包括

拖车式底盘、柴油机、液压系统、操控系统、钻塔、主

副卷扬、动力头及给进系统以及井口夹持器等。钻

机的所有功能均为液压驱动，操控精准便捷，与传统

的立轴式钻机相比，取心作业的效率及安全性大大

增加。最大钻进深度为1300 m，最大钻孔直径达

110 mm。

目前，该钻机已批量生产，分别应用于新疆、甘

肃、江西、青海等地，应用于不同的地质条件、不同的

地层，采用了不同的钻进方法等，完成钻探工作量数

万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钻机于2006年6月

25日通过了由国土资源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组织

的专家鉴定。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钻机是我国勘探

岩心钻机更新换代的首台机型，钻机技术性能指标

达到同类钻机国际先进水平。

3．2 QK系列轻便全液压钻机

QK系列钻机吸收借鉴国外钻探装备设计理

念，在全液压钻机动力匹配、液压系统热平衡、变量

泵一定量马达之间的无级变速和恒功率输出以及伸

缩钻架超长行程给进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专利

2项。

QK系列钻机是以满足浅覆盖区地质填图取

样、化探取样以及城市地质、农业地质需要为主，同

时兼顾基岩浅孔岩心钻探、石油物探爆破孔钻进、工

程地质钻探等需要的多功能轻便钻机，可适应空气

泡沫、空气潜孑L锤、多介质反循环、泥浆正循环、长螺

旋无循环、钢绳冲击钻进等多种钻探工艺方法。

其中，研制的QK一50型车载化钻机解决了车

载化总体结构和工艺配套方面的关键技术问题，实

现了从零到1100 r／min以上的大速比无级变速和

恒功率输出，能够适应空气泡沫钻进、空气潜孔锤钻

进、多介质反循环钻进、泥浆正循环钻进、长螺旋无

循环钻进、高速金刚石钻进等多种钻探工艺方法。

钻机稳定性与抗震动性好，备钻快捷、操作方便，十

分有利于野外单机施工作业。在无法通行汽车的难

进入地区等特殊地形地理条件下，车载化钻机亦可

分拆成为一台散装式钻机和一台汽车，能够分别完

成钻探施工与交通运输任务。研制车载化钻机周期

短、成本低，无需通过公安交管部门的检测、审批。

该钻机已通过专家鉴定，专家认为：在我国当前的技

术经济条件下，车载化钻机研制成本低、周期短，符

合国情和地质调查取样实际需要。

该系列钻机具有以下特点：

(1)钻机由液压动力站、控制台、钻机本体、动

力头及液压冲击绞车等部分组成，长行程油缸给进，

液压驱动及控制；

(2)液压系统采用斜轴式轴向柱塞变量泵，与

该泵相配的手动无级变速恒功率输出机构设计独

特，无需变速箱即可实现大速比、大扭矩调节功能；

(3)采用的长行程伸缩式油缸给进装置，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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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倍增机构，实现加减压、起下钻，有效降低了钻

机桅杆高度，增强了钻机稳定性；

(4)钻机可以采用车载和车装模式，亦可为模

块化结构(散装式)。

2005年QK一50型车载化钻机在内蒙古四子王

旗进行地质调查填图钻探取样中取得了良好的地质

效果。50 m以浅的钻孔实现了上午开孔、下午终孔

的高效率记录，成本大大低于浅井和槽探施工，对草

原植被、生态环境的破坏降低到了最小限度。同时

采用先进钻探技术取出的新鲜基岩污染小，磨耗轻

微，一些岩心的水渍、化石等地质观察现象清晰可

见。

3．3浅海及滩涂取样钻机

3．3．1 地质调查钻探取样船

根据海洋地质调查的相关要求，浅海及滩涂地

质调查钻探取样船有如下特点：

(1)结构质量轻、吃水浅，不管水下地形多复

杂，只要有O．30 m深水源就可行走和作业；

(2)适应水面广，特别适用浅水型(水深0．30 m

左右)湖泊、沼泽地、芦苇区的科学考察、水面环境

监测，并可配GPs卫星导航；

(3)在特殊浅水型沿海，水下礁石较多、地形复

杂，只要水深超过0．30 m就可航行；

(4)如在浅水性水域进行各类勘察，可以改成

设备工作平台，为不同业务部门服务，可按照特殊要

求进行设计改装成各类工作用船；

(5)进口环保发动机，利用空气动力桨为动力，

不污染水源，特别适合饮用水的水库监测用船；

(6)可外挂汽油发动机带动的螺旋桨，在水深

达到0．4 m时使用；

(7)全船采用进口铝合金板，质量轻，强度高，

不怕海水腐蚀。

钻探取样船主要技术参数：总长3．8 m，型宽

1．8 m，型深0．4 m，设计吃水0．15 m，设计满载排水

量O．65 t，载客(含驾驶员)4～6人，最大航速20

km／h，动力采用美国四冲程发动机(75HP)，总质量

不超过800 kg。．

3．3．2水陆两用钻机

该设备具有水陆两用性能，能自行出入水域、滩

涂、沼泽以及硬地面，设备的机动性好，越野性能强，

适合于复杂地形中使用。该设备采用新结构、新材

料、新工艺和新的设计方法，提高了设备工作可靠

性，钻进工艺能满足盐湖、滩涂钻进取心要求。设备

操作简单、自动化程度高。

主要技术参数为：钻孔深度30—50／100 m，陆

地最高行驶速度9 k∥h，水中最高行驶速度3 k—n／

h，最大爬坡度300，动力头扭矩1400／1800 N·m，动

力头转速O一250 r／min，提升能力25／3l kN，加压力

17／23 kN，整机质量6000 kg，外形尺寸(长×宽×

高)为5100 mm x3200 mm×3200 mm。

该设备主要用于沼泽、滩涂、水域等复杂地区进

行科学探险、考察、勘探，尤其适合浅海及滩涂、高原

盐湖地区使用。从2001年至今在西藏羌北无人区

的科学探险，即“青藏高原盐湖综合资源调查”的科

考工作就是利用“水陆两用盐湖钻机”完成的，利用

该钻机完成了大量的钻探取心取样工作，可应对未

来地质找矿向高山、湖泊、近海海域等难进入地区发

展。

3．4 RB一150型地源热泵钻机

该钻机具有结构简单、操作维修方便、节能环

保、价格低廉等特点；能够满足空气潜孑L锤、气举反

循环等多种工艺钻进要求，解决施工难题；该钻机的

设汁在满足地源热泵水源井施工的同时，可兼顾水

文水井勘查施工。

主要技术参数：钻孔深度150一200 m，最大钻

孔直径300 mm，转盘通孔直径180 mm，转盘转速

22、40、69、106、151 r／min(正转)、24 r／min(反转)，

转盘额定输出扭距3．7 kN·m，卷扬提升能力(单

绳)15 kN，钻杆直径50、60、73 mm。

3．5全套管钻机

全套管钻机(又称磨桩机)是利用搓管机将带

有套管钻头的套管，逐节小角度往复搓动并压入地

层的同时，利用冲击钻头或冲抓斗等凿岩器具，将套

管内的岩土冲凿抓取出地面，搓管和冲抓交替进行，

直至套管下到桩端持力层为止。挖掘完毕后测定孔

深，并确认桩端持力层，然后清除孔底虚土。成孔后

放人钢筋笼，放置灌浆导管，边灌注混凝土边起拔套

管，最后成桩。

全套管钻机吸收国内外同类钻机的诸多优点，

勘探所研发的cGJ一1200、cGJ—1500型全套管钻

机和配套设备，是精心打造的新型大型岩土钻掘施

工设备之一，集全液压动力和传动、机电液联合控制

于一体，施工口径800～1500 mm。可应用于城市建

筑、高架路桥、各种桥梁基础桩、地下连续墙咬合桩、

城市改造桩基拔除和置换桩、水电基础桩和竖井施

工等，已成功应用于青藏铁路、浙江广发大厦桩基等

施工中，并已出口。

大直径全套管冲抓成孔桩基施工法是一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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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全和广谱型大口径岩土钻掘施工法，成孔和灌

注一次完成，具有无泥浆干式施工、低噪声、适用地

层广、基桩孔质量易于检测等特点。采用该工法施

工的灌注桩承载力较普通钻孔灌注桩提高30％一

50％，施工过程机械化程度高，安全、可靠、高效，可

以与旋挖钻机配套使用。

该产品已批量生产。专家认为：该设备在松散、

卵砾石层等复杂条件下，为施工基桩孔提供了一种

无冲洗液、无污染、符合环保要求的新型技术装备，

填补了我国在该技术领域的一项空白，具有创新性。

cGJ一1500型全套管钻机主要技术参数为：施

工口径800一1500 mm，摇管扭矩1900 kN·m，摇管

角度200，夹持力2100 kN，拔管力2120 kN，拔管行

程500 mm，外形尺寸(长×宽×高)2500 mm×6550

mm×1850 mm，整机质量22000 kg。

3．6 GBS一100型非开挖铺管钻机

勘探所率先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非开挖导向钻进

铺管钻机以来，已研发出GBs系列非开挖钻机、H

型气动夯管锤等系列产品，2002年度被国家科技部

等五部委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并获部二等奖

及其他多个荣誉称号。目前研发出1000 kN级的非

开挖铺管钻机，这是国内自主研发的大吨位的非开

挖铺管钻机之一。

GBS—100型非开挖铺管钻机为钢履带全液压

钻机，动力机为康明斯柴油机。液压泵和主要液压

元件采用国外产品及国内知名品牌产品。性能可

靠、效率高。动力头为3档电液比例无级调速。采

用齿轮齿条2档电液无级调速给进形式，使用D127

mm×9500 mm钻杆。钻架为整体型钢结构，可前后

滑移，入射角11 o一180，控制系统先进可靠，每个动

作均为电控。所有操控手柄、开关、柴油机油门、仪

表集中安装在控制台上。控制台与钻机之间通过带

有插头的电缆连接。控制台在施工中安放在单独配

备的操作间内。

3．7 PD一50A型水平钻机

PD一50A型钻机是根据北京地铁建设中竖井

降水工程的需要而设计的水平钻孔钻机。用于内径

>2700 mm的竖井内施工，钻进工艺可采用双壁钻

杆的水力反循环钻进工艺和单壁钻杆的正循环钻进

工艺。

该钻机具有以下结构特点。

(1)全液压动力头型：可实现无级调速；油缸给

进机构分为4档速度，全行程给进；两端配有螺旋千

斤顶，适用于内径>2700 mm的竖井之内的狭小空

间进行水平钻孔施工。

(2)解体性强：泵站和工作机构(钻进部分)为

分体式设计，适当调整可以用于隧道、涵洞等更狭小

的空间施工任意角度的水平钻孔，对于施工现场具

有较强的适应性。

(3)工艺适应性强：除适应水力反循环钻进工

艺外，还可适用于空气反循环、空气正循环、泥浆正

循环、空气潜孑L锤等钻进工艺，工艺适应性较为广

泛，可适用各种地层的钻进需要。

(4)用途范围广：可采用先进的双壁钻杆水力

反循环钻进工艺，小于钻杆内管内径的砂、卵、砾石

不经破碎即可排出孑L外，钻进效率高，而且还可以避

免由于冲洗液对于井壁的冲刷而造成扩径现象。特

别适用于砂土、粉砂土地层降水、疏干工程的需要。

亦可用于大口径集水井、回灌井中水平钻孔或其它

水平钻孔的施工。

该设备适合于在砂层、粘土层及小砾径砾石层

(砾径<50 mm)条件下钻进。可采用水力反循环钻

进工艺，具有对地层的扰动小的特点，有效地减少钻

进过程中由于扩径、坍塌、涌沙形成的洞穴对地表建

筑基础造成的严重威胁，这一点对于城市地下建设

工程是非常必要的。该钻机在北京地铁5号线竖井

水平降水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设备可应用于

辐射水平集水井、大型露天矿疏干井、尾矿坝水平排

水井、高层建筑的地基降水、深基坑边坡锚固、涵洞

管棚施工以及非开挖敷设管道等工程。

4结语

随着钻掘技术和工艺的不断发展，应用领域的

不断拓宽，钻掘技术装备的性能将更趋完善，液压控

制程度将进一步提高，钻掘技术装备的移动性和操

作性将更加方便。由于国家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不断

的增加和新一轮地质大调查的开展，新的钻掘技术

装备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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