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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东梁区煤田勘探施工中的防斜措施

王秀茹， 窦永昌， 李　灵
（东北煤田地质局一○七勘探队，辽宁 阜新 １２３０００）

摘　要：阜新东梁区是著名的易斜区，为防止在勘探孔施工中的孔斜问题，设计制造了导杆式防斜钻具。 介绍了导
杆式防斜钻具的组成、防斜机理及防斜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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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煤田地质勘探中，钻孔的垂直至关重要，它直
接影响到钻探生产的质量，也影响了地质资料的可
靠性和地质储量的圈定。 阜新东梁区是著名的易斜
区，由于孔斜严重，经常造成孔内事故，阻碍了勘探
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东梁区钻孔的防斜是一个急
需解决的问题。

1　孔斜原因分析
1．1　地层因素

阜新东梁地区地层比较复杂，软硬互层交替频
繁，且岩层倾角多在 ２０°～３０°之间，而煤田勘探钻
孔一般都设计为垂直孔，因此钻孔的“遇层角”就是
２０°～３０°，钻进时易产生“顶层进”，这种地层条件
是造成孔斜的客观因素，当钻头钻进软硬互层界面
时，钻头底部一部分在硬层中，另一部分在软层中，
软、硬岩层对钻头底唇面的反作用力是不同的，在钻
压差的作用下，钻具的轴心线易产生偏移，造成钻头
底部受力不均，致使钻孔弯曲过大。 据地质资料记
载，东梁地区已施工过的钻孔都发生过孔斜，在 ８００
ｍ以内深度的钻孔孔斜度都超过 １６°，最大的钻孔
孔斜度达 ４２°，是典型的易斜孔地层。 由于孔斜严
重，经常发生孔内事故，岩心、煤心采取率很低，这直
接影响到钻探生产的安全、质量及矿产储量的正确
评价。
1．2　钻探工艺因素

钻具配置的不合理是造成孔斜的主观因素。 通
常情况下，我们所使用的钻具组合为：饱９５ ｍｍ钻头
＋饱７３ ｍｍ岩心管＋饱６８ ｍｍ 钻铤＋饱５０ ｍｍ 钻杆，
钻孔直径一般为 ９５ ～１０２ ｍｍ，这样钻铤与钻孔孔壁

的环状间隙为 １７ ｍｍ左右，钻杆与钻孔孔壁的环状
间隙为 ２６ ｍｍ左右。 由于钻具（钻铤、钻杆）与孔壁
的环状间隙过大，钻进时钻具在自身回转离心力的
作用下摆动幅度将加大，致使钻头轴心线产生较大
的偏移，加剧了钻孔的弯曲。 钻头轴心线偏移越大，
钻孔偏斜也就越大。
总之，发生孔斜的主要原因是地层变化大，软硬

互层交替频繁，岩层层面倾角较大，钻具与孔壁的环
状间隙过大等。 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使钻头的轴心线
产生较大的偏移，最终导致孔斜的发生，如图 １ 所
示。

图 １　地层对孔斜的影响示意图

2　防斜措施
根据以上所讨论的孔斜发生原因，地层因素是

客观存在的，但因钻具配制不合理造成孔斜发生的
主观因素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为此，我们经反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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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论证，多次钻孔实践证明，采用导杆式防斜钻具是
解决阜新东梁区煤田勘探孔孔斜最有效的措施。

导杆式防斜钻具结构如图 ２ 所示，其心杆采用
饱６８ ｍｍ 钻铤接头制作，在心杆的 ４ 条肋上镶嵌一
些硬质合金，使导杆的最大外径与钻头基本一致，导
杆的长度为 ３００ ～５００ ｍｍ。 当遇到易斜地层时，将
导杆连接在饱６８ ｍｍ钻铤的下接头处，导杆的间隔
应按钻杆柱弯曲规律计算确定，即导杆应位于钻杆
柱弯曲后与孔壁所形成的切点处，经计算导杆的间
隔一般为 １２ ｍ左右，每组钻具可连接 ４ ～６个导杆，
如图 ３所示。 使用中如发现导杆外径磨损过大，应
注意及时更换新的导杆。

　图 ２　导杆结构示意图　　图 ３　导杆式防斜钻具连接示意图

采用导杆式防斜钻具，大大缩小了钻具与孔壁
的环状间隙，导杆起到扶正作用，钻进时抑制了钻具
在孔内的摆动幅度，使钻具的轴心线与钻孔的轴心
线保持一致，这样钻头的轴心线也不会偏移，从而达

到防治孔斜的目的。

3　防斜效果
在阜新东梁煤田勘探区一些钻孔施工中，使用

导杆式防斜钻具钻进易斜地层，取得了较好的防斜
效果。 现以一些有代表性的钻孔为例，对使用导杆
式防斜钻具钻进前后的孔斜情况进行对比统计分

析，统计结果详见表 １。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使用
常规钻具钻进的孔斜率都比较大，如 ５０４号孔，孔深
９００ ｍ，终孔弯曲角度达到 ４２°，钻孔质量评定为不
合格；而使用导杆式防斜钻具钻进的孔斜率都比较
小，如 ５０２５号孔，孔深 １０１０ ｍ，终孔弯曲角度仅 １０°
３０′，钻孔质量达到了特级孔标准。

表 １　两种钻具钻进的孔斜情况对比表

孔深
／ｍ

常规钻具的钻孔孔斜度

５０４ 号孔 ５０６ 号孔 ５３７ 号孔
导杆式防斜钻具的钻孔孔斜度

５０２２ 号孔 ５０２４ 号孔 ５０２５ 号孔
１００ N６°３０′ ５°　 １°１０′ ４０′ １°２０′ ０°　
２００ N９°　 ９°　 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０′
３００ N１０°　 ９°３０′ ２°３０′ ２°４０′ １°２０′ ４０′
４００ N９°３０′ １０°　 ６°２０′ ３°３０′ １０′ ２°３０′
５００ N７°３０′ ８°　 ９°　 ３°　 ５０′ ３°　
６００ N１７°３０′ １２°　 １７°　 ７°２０′ ４°２０′ ５°３０′
７００ N２９°３０′ ２１°３０′ ３６°　 ９°３０′ ６°２０′ ７°２０′
８００ N４１°　 ３０°３０′ ３８°３０′ １２°　 ８°　 １０°３０′
９００ N４２°　 ３５°　 ３６°３０′ １２°２０′ １０°３０′

１０１０ N１０°３０′

4　结语
导杆式防斜钻具加工容易、结构合理、操作方

便；材料用量少，应用效果显著。 非常适合于阜新盆
地东梁勘探区易斜孔的防治，也适用于其它地区地
质勘探复杂地层的孔斜防治。

“第十四届全国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由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福建省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承办的“第十四届全国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学术研讨
会”定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 会议的主题是：总结
与交流“十五”期间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在地质大调查、矿产资
源与水资源勘探与开发、建设工程、地质灾害治理、隧道与爆破工程
中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装备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研讨探矿工程（岩土
钻掘工程）技术学科的发展前景及方向，促进我国探矿工程（岩土钻
掘工程）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和技术进步。 现开始征集研讨会论文。

一、论文内容
（１）地质钻探技术；（２）水文水井钻探技术；（３）工程勘察技术；

（４）工程基础施工技术；（５）隧道与爆破工程技术；（６）地下工程技术
（含非开挖技术等）；（７）地质灾害治理与环境保护；（８）石油天然气、
煤层气钻井技术；（９）科学钻探技术；（１０）钻掘设备与器具；（１１）工
程管理与安全生产。

二、征文要求
１、要求文字简练、内容翔实、数字准确、实事求是。 每篇论文的

字数一般不超过 ５０００ 字。
２、每篇论文可附 ２ ～３ 张插图，图片要求清晰，黑白、彩色均可。
３、论文撰写顺序：题目 －作者姓名 －作者所在单位及地址 －摘

要 －关键词 －全文 －参考资料。
４、投稿方式：（１）以 Ｅ －ｍａｉｌ为最佳方式供稿；（２）用软盘或光盘

方式供稿；（３）一般不接受手写稿件。
５、欲投稿的作者请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底以前将论文题目，论文第一

作者姓名、性别、职务、职称、所在单位、通讯地址、邮编、电子信箱、联
系电话等传真或寄到探工学会。

６、截稿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会前将正式编辑出版会议枟论文集枠，凡选用的论文均以全文或

详细摘要的形式编入枟论文集枠。
三、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联系人：张林霞；

Ｅ －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ｌｉｘ＠ｈｅｉｎｆｏ．ｎｅｔ 或 ｚｈａｎｇｌｉｘ＠ｃｎｉｅｔ．ｃｏｍ；地址：河北省廊
坊市金光道 ７７ 号（０６５０００）；电话：（０３１６）２０９６８２７、１３９３２６７８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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