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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吊加浮力塞下管法在大口径瓦斯抽排孔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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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瓦斯抽排孔把井下瓦斯预抽后排到地面，是我国目前煤矿预防瓦斯事故和进行综合利用能源的有效
方法之一。 通过工程实例，详细介绍了提吊加浮力塞下管技术在大口径瓦斯抽排孔的应用情况和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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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口径瓦斯抽排孔是把煤矿井下瓦斯排到地面
的有效方法之一，２００６ 年，我局在安徽某矿区施工
了一口深度 ８５１ ｍ，最大孔径 １０１０ ｍｍ，终孔口径
７８０ ｍｍ，入井套管分别是饱８２０ ｍｍ ×１２ ｍｍ（深 ５６０
ｍ）、饱６３０ ｍ ×１４ ～１６ ｍｍ（深 ８１０ ｍ）的瓦斯抽排
孔。 由于地质条件较为复杂，钻孔孔径大，钻孔的垂
直度要求高，套管的总重力远远超过井架和钻机的
承载和提升能力，套管能否顺利下入孔内成为该井
施工关键的关键。 我单位组织相关技术人员通过认
真研究，制订了一系列的钻探技术措施，特别是在下
管技术方面，我们采用了提吊加浮力塞下管法，成功
将 １４０ ｔ的护壁管和 １８０ ｔ的工作套管下入井内，成
井后各项技术指标满足合同要求，受到甲方的好评。

1　地层条件
第四系（Ｑ）由粘土类、砂类等地层组成，层总厚

５２８畅６５ ｍ，其中粘土层厚约占 １／４，大部分粘土层为
高膨胀膨润土，缩径严重，是本工程施工中难点之
一；砂类地层易坍塌扩径使泥浆沙侵严重，泥浆性能
的保持和维护难度较大。
基岩段风化带厚 ３０ ｍ，终孔层位于 １３ －１ 煤层

底板 ３５ ｍ的砂质泥岩中。 基岩层主要以砂岩、砂质
泥岩和泥岩为主，有 ７ 个煤层，地层软硬变化大，倾
角一般为 ５°～１０°，部分为 ２０°～３０°，易造成井斜，
这又是施工中的又一难点。

2　质量要求
（１）工作套管中心落点范围为一个 ４ ｍ ×２ ｍ

的矩形（沿煤矿巷道走向小于 ４ ｍ，垂直煤矿巷道走
向小于 ２ ｍ）。

（２）终孔计算坐标与井管实际位置的误差≤
０畅８ ｍ。

（３）工程交付时工作管内无水淋滴。
（４）套管要求：护壁管材质为 ２０ 号钢的双面螺

旋焊接钢管；工作套管材质为 Ｑ３４５Ｂ 号的无缝钢
管。

（５）护壁管和工作套管全井段固井，水泥返到
井口。

3　钻井设备
ＲＰＳ －３０００ 型水源钻机（张家口探矿机械总

厂），该钻机单绳最大提升力 １００ ｋＮ，最大扭矩 ４０
ｋＮ· ｍ，动滑轮系采用 ５ ×６ 绳系，最大提升力 １０００
ｋＮ。 钻塔为 ＡＪ３１／１２５ 型井架，井架最大钩载 １２５０
ｋＮ；３ＮＢ －１０００ 型泥浆泵；ＪＮｓ －１ 型除砂器；ＳＱ 型
单点测斜仪；ＪＤＴ －５Ａ型陀螺仪；ＺＬ１６５ －７Ａ型螺杆
钻具；ＢＱ３５０ 型固井泵 ２ 台；水泥浆混合器 ２ 套；１５
ｍ３搅拌机 ２ 台；１１０、２００ ｋＷ电机各 ２ 台；１０ ｋＷ 电
焊机 ３台。

4　施工程序
首先用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钻头进行导向孔的施工，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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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监测孔斜，确保钻孔的垂直，钻至孔深 ６００ ｍ 后，
分三级（饱５８０、７８０、１０１０ ｍｍ）扩孔至孔径 饱１０１０
ｍｍ后，下入饱８３０ ｍｍ ×１２ ｍｍ 护壁管 ５６０ ｍ 并固
管；再用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钻头进行下部导向孔的施工至
８６０ ｍ，分二级（饱５８０、７８０ ｍｍ）扩孔至饱７８０ ｍｍ后，
再下入饱６３０ ｍｍ ×１４ ｍｍ 通天工作管 ８５１ ｍ 并固
管。 钻孔结构见图 １。

图 １　钻孔结构图

5　下管工艺
5．1　套管质量

护壁管总质量≈１３５畅５６ ｔ。
工作管总质量≈１８０ ｔ（加强筋及补块忽略不

计）。
5．2　下管方法及浮力塞的选择和制作

下管方法根据钻孔深度、套管材质、设备提升能
力等因素来确定。 现常用的方法有提吊下管法、提
吊加浮力塞下管法，显然该孔只能选择后者。 由于
该孔套管直径较大，市场上没有专用的吊卡，而常规
加工的套管卡强度又不能满足套管提吊的要求，所
以我们采用了在套管管体上部割孔、穿杠、用钢绳连
接套管和游车大钩的方法，来实现起吊套管进行下
管作业。
浮力塞（板）的类型很多，常用的有木制浮板、

钢制浮板和水泥浮塞 ３种类型。 根据 ３种类型浮力
塞（板）的适应范围和优缺点，我们采用了水泥浮
塞。 水泥浮塞的优点：一是制作方便；二是下管回灌
泥浆后，采用略小于套管内径的钻头钻穿水泥浮塞，
不需打捞，安全隐患较小；三是可以根据水泥浮塞的
入井深度，在制作水泥浮塞时，根据经验数据可人为
增减水泥浮塞的厚度，保证水泥浮塞有足够的摩擦
力，满足下管的需要。

水泥浮塞的制作：选 １ 根入井套管（长度根据
水泥浮塞在孔内的最大深度的抗压、抗剪强度外加
安全系数来确定），用钢丝刷把套管内壁清理干净
后，沿套管内壁焊饱６ ｍｍ 的钢筋圈和钢筋网，增加
水泥塞与套管壁的摩擦力，防止浮塞整体滑动。 然
后用地勘水泥，把水灰比为 １畅８ 水泥浆注入套管内
候凝。
5．3　下管作业
5．3．1　下管工具和套管的准备

饱１５０ ｍｍ ×１畅８ ｍ 的实心圆钢制的穿杠 ２ 根；
自制井口套管对接扶正器一个；准备穿杠孔加强板
和焊缝加强筋若干；自制套管口防变形垫板一个。
下管前详细检查入井套管的内外径、弯曲度、管

口水平度，寻求壁厚、圆度、管口、平面尺寸一致的井
管，在下管前丈量套管长度，进行编号、排序。 尾管
按固井要求制作。
5．3．2　套管的连接和下管

该井采用在套管割孔、穿杠、钢绳牵引提吊的下
管方法，就是在管口上端 ０畅５ ｍ 处对称切割 饱１５５
ｍｍ圆孔。 穿入穿杠，用钢绳连接游车大钩来起吊
井管。 每组套管口利用自制井口套管对接扶正器进
行找正，保证管口合缝、同心，然后采用 Ｊ５０７ 焊条焊
接，确保焊缝密实、牢固，外加焊 ４ ～６ 块 ５０ ｍｍ ×
２００ ｍｍ ×１４ ｍｍ 的加强筋。 井管对接后，抽出穿
杠，将切下的圆板填入孔内、焊牢，然后在孔外补焊
方挡板。 按上述方法根据井管的入井顺序依次下入
孔内。
5．3．3　水泥浮塞位置和上部空管段的确定

确定水泥浮塞最大入井深度和上部空管段的原

则是：
（１）水泥浮塞的上部套管外壁受泥浆最大侧向

挤压力小于套管试验的最大侧向挤压力；
（２）水泥浮塞上部空管段浮力的设计，要满足

实际钩载小于或等于最大钩载 ８０％，必须保证留有
２０％的安全提升力，以防出现特殊情况可在设备能
力范围内进行处理作业。
5．3．4　下管技术措施

（１）扩孔到设计层位后，调整泥浆性能，要充分
循环，待孔底岩粉冲洗干净，泥浆性能达到设计要求
后，起钻用同径管子顺孔。 顺孔起下钻一定要慢，避
免因速度过快而抽塌井壁，造成井内事故。

（２）提吊用的钢丝绳采用编套的方法，在井架
高度允许范围内长度要尽量长，以防止钢丝绳提升
受力后产生的横向力使套管口变形，同时要配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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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防套管口变形垫板。
（３）提吊用的穿杠除满足提吊过程所需的强度

外，要设计有防止钢丝绳滑脱的安全槽。
（４）套管在对接时除正确使用套管对接扶正器

外，还要有专人利用重锤原理的简易设备观察套管
是否垂直，确认无误后方可焊接。

（５）下放套管时速度要慢、稳，避免闪动。 特别
是入井套管重量较大时，钻机刹车系统长时间重负荷
工作，由于下放过程中刹车卷筒转速非常慢，水刹车
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导致刹车系统发热，因此要做好
刹车系统的降温措施，保证升降系统工作灵活、可靠。

（６）水泥浮塞入井后，设专人负责套管空管段
的测试和记录工作，空管段不能超过设计要求，并按
照设计及时向套管内回灌泥浆，以平衡套管内外压
力差，以防水泥浮塞被破坏、失效发生套管事故。

6　结语
（１）大孔径瓦斯抽排孔施工的先导孔，是保证

钻孔成井垂直度的基础，因此要求入井钻铤连接的
同心度要好，具有足够的钻铤满足钻压的需求，并正
确使用同径扶正器是预防孔斜实施快速钻进的关

键。
（２）扩孔钻进时，由于孔径大，泥浆上返速度

慢，携带岩粉能力较差，建议采用气举反循环工艺，
保证孔底干净。

（３）采用浮力塞下管，当孔径和孔深较大时，设
计选用的套管要做套管的侧向挤压试验，为设计水
泥浮塞上部空管段的长度提供依据，以防套管受压
变形。

（４）套管起吊用割孔穿杠钢绳牵引的方法，当
套管质量达３０ ｔ以后，套管口易变形，应及时使用套
管口防变形垫板，可有效防止提升受力后套管口严
重变形。 由于套管提升受力较大，套管口均有轻微
变形、有挤卡垫板现象，人工取垫板有困难时可用大
钩将其提出。

国土资源部通知要求做好地质灾害应急防治
　　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消息　国土资源部发布枟关于贯彻
落实枙突发事件应对法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防治的通知枠，
要求地方各级国土资源部门按照国务院关于贯彻落实枟突发
事件应对法枠的统一部署，做好地质灾害应急防治工作。

枟通知枠要求，地方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充分认识贯彻落
实枟突发事件应对法枠的重要意义，以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的
高度社会责任感，结合国土资源管理实际，依法行使地质灾
害应急防治的职责。

按照枟通知枠，地方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认真实施国家和
省级枟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枠，进一步建立健全地质灾害应
急预案体系。 地质灾害易发的山区丘陵区市（县）国土资源
部门要编制和完善市级和县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对特大型
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要编制专门的应急预案，并经同级人
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要研究落实预案规定的各项任务、制度
和措施，加大对预案的宣传力度，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应急
预案的认知度，有条件的地方应在适当范围内组织预案演
练，以检验和校正预案的可操作性和应急反应能力。

枟通知枠还要求，要加强地质灾害应急防治机构建设。
２００８年底之前，地质灾害严重的省（区、市）争取完成地质灾
害应急防治指挥中心和应急专业队伍的建设任务，做到地质
灾害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到位、人员到位。 ２０１０ 年底前，应急
指挥中心和专业队伍要建到部分地质灾害严重的地（市）；要
加大地质灾害应急平台建设力度。 地方各级国土资源部门
要建立以地质灾害防治为主要内容的国土资源应急平台，通
过网络、通信和图像接入等系统的整合与集成，实现与部互
联互通。 到 ２０１０年底，在全国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建立包括
信息速报、分析评估、远程会商、应急处置等内容的应急响应
保障体系；要积极推进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加强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工作。 ２０１０ 年底前，争取在山区丘陵区市（县）
国土资源部门组建地质灾害监测站，具体负责指导、培训当
地群众监测人员。 组织专业队伍对辖区内特大型和大型地
质灾害隐患点实施专业监测，收集、汇总和上报监测信息；要
做好宣传培训工作，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在面对灾害时的自救
和互救能力。

枟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一五”规划枠发布
　　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消息　枟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一
五”规划枠日前发布。 该枟规划枠共分：一、地质灾害防治现状
与面临的形势；二、规划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三、地质灾
害易发区、重点防治区；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任务；五、资金
渠道；六、保障措施等 ６大部分。

该枟规划枠将全国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共分为 １６ 个，它
们是：（１）长江三峡库区滑坡重点防治区；（２）川滇南北构造
带泥石流滑坡崩塌重点防治；（３）鄂西湘西中低山滑坡崩塌
重点防治区；（４）湘中南岩溶丘陵盆地地面塌陷滑坡重点防

治区；（５）云贵高原滑坡崩塌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６） 滇西
横断山高山峡谷泥石流滑坡重点防治区；（７）桂北桂西岩溶
山地丘陵崩塌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８）浙闽赣丘陵山地群
发性滑坡重点防治区；（９）陕北晋西黄土滑坡崩塌重点防治
区；（１０）黄土高原西南滑坡泥石流重点防治区；（１１）陇南陕
南秦巴山地泥石流滑坡重点防治区；（１２）新疆伊犁滑坡泥石
流重点防治区；（１３）珠江三角洲地面沉降地面塌陷重点防治
区；（１４）长江三角洲地面沉降重点防治区；（１５）华北平原地
面沉降重点防治区；（１６）东北中俄界河河岸崩塌重点防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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