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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松科一井的科学目标之一，是通过厘米级样品的取样与分析，建立全球范围内可对比的、高分辩率的陆相
白垩系综合地质剖面，将传统地质学百万年的时间分辨率提高到万年尺度。 因此，岩心采取率指标对松科一井的
地质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根据主井不同地层，研发与选用硬质合金、ＰＤＣ、孕镶金刚石 ３类 １２种结构形式的
钻头和 ２种隔液保形单动双管取心钻具，采用转盘单回转与螺杆马达＋转盘复合回转钻进工艺，在长井段复杂地
层取心钻进 １６３０畅４１ ｍ，获原状砂样采集率 ８２畅０７％、岩心采取率 ９４畅９２％的技术指标。 详细介绍了取心钻具结构
与钻柱组合、取心作业的难点，及相应的工艺措施与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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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位于大庆油田的松科一井，是国家“９７３”计划

项目“白垩系地球表层系统重大地质事件与温室气
候变化”的所属工程，是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框
架下的全球首例陆相白垩系科学钻探工程。 其科学
目标之一，是通过厘米级样品的取样与分析，建立全
球范围内可对比的陆相白垩系综合剖面，将传统地
质学的百万年时间分辨率提高到万年尺度，使地质
学研究能够为预测未来全球环境变化提供更多的科

学依据［１］ 。 因此，高质量地采取需研究地层的岩心
实物，对“９７３”项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我所承担、河南地勘局第二水文队和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协作完成的松科一井（主
井）钻探工程，设计完井井深 １８１０ ｍ，取心段井深
１６４畅７７ ～１７９２ ｍ，连续采取第三系泰康组至白垩系

下统嫩江组二段地层的岩心。 由于环境科学钻探的
特殊性，工程不仅要求平均岩心采取率≮９０％，且要
求对无胶结松散地层与破碎地层保形取心，常规钻
进岩心直径≮９０ ｍｍ，保形钻进岩心直径≮８０ ｍｍ。

实际完井井身穿越的地层，从工程性质上依次
划分为：０ ～２３５ ｍ 为流沙层，其下至 ７５０ ｍ 为松软
泥岩，７５０ ～９５０ ｍ为松软泥岩、酥松砂岩、弱胶结砾
岩及三者不等厚的互层，９５０ ～１２５０ ｍ 为质地稍硬
的红色泥岩与较酥松的青灰色砂岩，井段下部 ５００
余米主要为坚硬致密的黑色泥岩［２］ 。 针对复杂多
变的地层，工程项目部运用自行设计的隔液保真单
动三管保形钻具与单动双管普通钻具，八角硬质合
金、ＰＤＣ与孕镶金刚石等 ３ 类 １２ 种钻头，及转盘单
回转驱动与螺杆钻＋转盘复合回转驱动钻进工艺，
取心钻进 １６３０畅４１ ｍ， 获得原状砂样采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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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畅０７％、各类岩心平均采取率 ９４畅９２％的质量指
标。

2　钻具结构与钻柱组合
2．1　钻具结构
2．1．1　单动结构

钻具的单动结构，直接沿用我所为中国大陆科
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设计的 ＫＺ 型钻具结构，该钻
具在科钻一井中进尺 ４６３８ ｍ，承受了坚硬地层中螺
杆钻＋液动锤井底复合驱动的恶劣工况，单动结构
平均寿命达 ８０纯钻进小时。 结构的特点，是高强度
轴承设计、全泵量开式强制润滑、轴承腔内部微循环
清垢与可靠的内管防松扣措施

［３］ 。
2．1．2　三层管保形钻具结构

选摩擦系数小、透明度与刚性好、物理化学性质
稳定的 ＰＣ管（衬管），与钢内管、隔液短接及其他内
管附件共同组成内总成，通过单动机构联接，与外总
成构成隔液的单动三管保形钻具。 衬管与钢内管为
松动的插接关系，拆装方便，样品运输与保管安全。
衬管取出钻具后两头封装，现场可清晰地隔管对样
品做野外描述，然后送冷库冻结成形，供剖切后做更
深入的地质研究。
2．1．3　钻具技术规格
2．1．3．1　取心工具（见表 １）

表 １　取心工具技术规格

类型
钻头／ｍｍ
外径 内径

外管／ｍｍ
外径 壁厚

内管／ｍｍ
外径 壁厚

衬管／ｍｍ
外径 壁厚

容纳岩心
长度／ｍ

保形 １５７ �８２ 创１３９ 枛枛畅７ ７ PP畅７２ １０８ *４ ''畅５ ９５ D４ �９ ��畅０
普双 １５７ �９５ 创１３９ 枛枛畅７ ７ PP畅７２ １０８ *４ ''畅５ ２ ��畅５

2．1．3．2　螺杆钻
４ＬＺ１２０ ×７ －Ⅵ型，输入排量 ８畅２５ ～１６畅５ Ｌ／ｓ，

允许最大压降 ７ ＭＰａ，输出转速 １２８ ～２５６ ｒ／ｍｉｎ，工
作扭矩 ２１３７ Ｎ· ｍ。
2．2　钻柱组合

钻头＋下扩孔器＋岩心管＋上扩孔器（ ＋螺杆
钻） ＋饱１４０ ｍｍ 钻铤（３ ～５ ｔ） ＋饱８９ ｍｍ 钻杆＋方
钻杆。

3　工艺措施与技术效果
地勘队伍在湖盆沉积地层施工，本身就面临经

验不足的挑战。 大庆地区无浅层取心历史，无可借
鉴的施工经验与岩心资料。 项目部对大庆地层毫无
认识，技术方案与物资准备上均有一定的盲目性。
这些本是远程钻探施工的大忌，加之担任施工的河

南地勘局第二水文队几乎无岩心钻探实践（但又少
有岩心钻探队伍具备与本工程配套的设备与管

材），各操作环节都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积累。
因此，项目部始终面对地层变化引发的质量、技术与
进度问题，这也是本井完井周期长达 ４２１ 天（含冬
季停工 １６７ 天，一开固井与透井 ４ 天，不可控待料
１１天）的主要原因。
3．1　一开井段
3．1．1　问题与难点

（１）开钻即遇毫无胶结、惧冲蚀、易流动的松散
粗～粉细砂层，正式取心钻进前，入井 ３类钻具试取
样 １４个回次，进尺 １６畅９４ ｍ，仅取砂样 ５畅１ ｍ，采集
率 ３０％。 试取样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砂层试取样钻进统计表

钻具类型 进尺／ｍ 回次数
样品量

／ｍ
采集率
／％

时效
／ｍ

回次进尺
／ｍ

单动双管 １２ 种种畅６４ ５ F２ RR畅５５ ２０ ��畅１７ ４ 构构畅０８ ２畅５３
双动双管 ３ 种种畅０１ ４ F１ RR畅５５ ５１ ��畅５０ ３ 构构畅９０ ０畅７５
单动压刀 １ 种种畅２９ ５ F１ RR畅００ ７７ ��畅５２ ０ 构构畅５２ ０畅２６
合　计 １６ 种种畅９４ １４ F５ RR畅１０ ３０ ��畅００ ２ 构构畅６９ １畅２１

（２）井深 ２１１ ｍ 进入强水敏性松软泥岩后，地
层过强的粘结性，对硬质合金散布的平底阶梯式厚
壁钻头造成了 ３个不良后果：①钻头泥包无出刃，短
时间内钻进效率即大幅下降，最终不进尺；②泥团糊
住卡簧室下腔，阻碍卡簧下行卡心；③钻具泥包产生
活塞效应，提钻时岩心或衬管内砂样受到强大的负
压抽吸（见图 １），一开泥岩钻进见表 ３。

图 １　因负压抽吸变形的衬管

表 ３　一开泥岩钻进统计表

钻具类型 进尺／ｍ 回次数
岩心长

／ｍ
取心率
／％

时效
／ｍ

回次进尺
／ｍ

单动双管 １５ 种种畅００ １７ Z１４ ff畅６６ ９７ ��畅７３ ０ 构构畅５１ ０畅８８
单动三管 １８ 种种畅５６ １５ Z１３ ff畅７６ ７４ ��畅１４ ０ 构构畅８２ １畅２４
合　计 ３３ 种种畅５６ ３２ Z２８ ff畅４２ ８４ ��畅６８ ０ 构构畅６４ １畅０５

3．1．2　砂层取样工艺措施
（１）三管保形钻具与隔液钻头的结构配合。 隔

液钻头内圈超前，保护钻头底部砂样不受外环隙的
泥浆冲刷；钻头隔液环与隔液短接配合，结合钻头卸
压槽对泥浆压力的超前释放，实现“钻具内腔压力
不小于内外总成结合部压力”，防止泥浆进入内管
与钻头内；衬管可避免钻进时对砂样的扰动，并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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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样无损出管。
（２）钻进开始与结束前均采取干钻措施。 开始

钻进时约 １０ ｃｍ干钻形成的砂塞，防止泥浆从砂样
与钻头内壁的环隙经钻头底唇流向外环隙；回次结
束前 １０ ～２０ ｃｍ 的干钻，因挤压、温升等作用，形成
与钻头内壁有较强粘着力的固结砂塞，提钻时承托
衬管内的砂样。

（３）小泵量、小压力、低转速、短回次进尺的小
规程钻进。 大泵量易使地层与心样受冲蚀；高转速
可能扰动地层、损耗样量；大压力、长回次进尺，易使
管内砂样堵塞，影响样品采集率。
3．2　二开井段
3．2．1　问题与难点

二开除巨厚段松软泥岩的糊钻问题需要解决

外，随着井身的延深又出现如下问题。
（１）７５０ ～９５０ ｍ 井段为松软泥岩与泥页岩、砂

岩、砾岩交替出现的井段，地层软硬变化频繁，易造
成硬质合金钻头崩刃、ＰＤＣ钻头泥糊不进尺。

（２）９５０ ～１２５０ ｍ 井段，红色泥岩造浆性陡增，
砾岩胶结微弱，泥页岩、砂岩硬度不高但发脆。 其危
害有 ３个：井壁经机械扰动和地应力释放，在提钻抽
吸作用下引发频繁掉块；泥浆切力与固相含量剧增，
严重影响钻进效率与井壁安全；岩心受力后变形大，
卡簧卡取岩心或不牢固，或因收缩过度被拉出卡簧
座，残留井底的大段岩心与卡簧均需专门捞取。

（３）１２５０ ｍ以深出现黑色坚硬致密泥岩，１３００
ｍ至完钻井段几乎全为这种岩石，硬质合金钻头与
ＰＤＣ钻头的机械钻速均降到 ０畅２ ～０畅３ ｍ／ｈ，采用孕
镶金刚石钻头后，钻速也只提升到 ０畅５ ｍ／ｈ，以此效
率，根本无法于 ２００７年当地冰期前（１０ 月中、下旬）
完钻。

（４）对于大口径钻具，传统的出心方法不仅劳
动强度大、出心时间长，还因管内堵卡、机械振动以
及岩心自由下落等原因，造成塑性、酥性岩心的变形
与脆性岩心的伤害，地层的原始信息被人为破坏。
3．2．2　主要工艺措施

（１）设计对地层带广谱性的锥形嵌块式硬质合
金钻头，配大泵量钻进松软地层、质地稍硬的成岩地
层及二者交互的多变地层。 钻头的结构特点是：底
部排屑、排水空间大、底唇与地层接触面积小，松软
的泥屑未能堆积粘结即被冲走，避免了泥包糊钻；切
削刃呈螺旋式阶梯排列，回转的离心力将钻屑甩出
可避免重复破碎，井底阶梯状自由面减小了硬岩的
切入阻力，排状螺旋分布的切削具相互间补强，延长

了钻头的有效工作时间；切削具块镶，不仅可保证
内、外出刃规则，且钻头维护方便、刚体寿命大大延
长，具有实际的经济意义（用石油钻具接头料制作
的钻头刚体，每只成本达 ２０００元）。

（２）大壁厚、大行程、大斜角、大缺口的卡簧设
计，提高易变形岩层的采心可靠性。 增大卡簧壁厚
有 ２种设计：卡簧内径（自由状态，下同）不变，加大
其外径（自由状态，下同）和卡簧座外径；卡簧座与
卡簧外径不变，加大卡簧与钻头的内径负公差、减小
卡簧座最小限位直径。 ２种设计均可使卡簧更深地
卡入岩心而不被拉出卡簧座，但由于钻具结构限制
已不能再增大卡簧座外径，故本井采用第 ２种设计。
卡簧壁厚增加的同时，必须保证有足够大的卡簧行
程，使其在上死点能张开到允许岩心顺畅通过；大锥
角可以保持卡簧长度不变来增加卡簧壁厚，同时有
利于卡簧径向的快速收缩；大缺口则允许卡簧产生
更大的径向收缩，使之更紧地抱住岩心。 本井选取
了 １畅０ ～１畅２ ｍｍ内径负公差、１２ ～１５ ｍｍ缺口、５°斜
角（岩心钻探中卡簧斜角均为 ３°）的设计参数。

（３）使用大功率泥浆泵，转盘 ＋螺杆钻复合回
转，驱动孕镶金刚石钻头钻进黑色坚硬致密泥岩。
因钻机的现场状况不佳，最高转速实际只能开到 ９０
ｒ／ｍｉｎ，显然不能满足孕镶钻头的高转速要求。 另因
井内存在长段易掉块地层，为防止钻进时掉块憋钻
引发钻杆折断甚至插头事故，项目部已严禁转盘快
速回转（曾发生过 ２ 次钻进时掉块憋车现象，均因
关车及时并妥当处理，未酿成井内事故）。 螺杆钻
复合回转钻进时，开动转盘（３７ ｒ／ｍｉｎ）仅为消除井
壁对钻柱的静摩擦影响，使钻压及时均匀地传到井
底，切削仍依赖螺杆钻的井底高速回转（约 ２４０ ｒ／
ｍｉｎ）。 由于钻头转速提高近 ５ 倍，孕镶钻头的平均
时效也相应从 ０畅５ ｍ提高到 ０畅８ ｍ以上，而钻进时
的掉块憋车现象再未发生。

（４）井深 １０００ ｍ 后租用高速离心机定时清除
泥浆内含量过高的固相（图 ２）。 经离心机处理后的
泥浆，含砂量降低，泥皮质量提高，钻进效率也随流
动性能明显改善而提高。 但泥浆内部分加重剂与处
理剂无疑也会随固相颗粒甩出，使泥浆密度降低显
著（见表 ４），失水指标也略有下降，因此处理后的泥
浆都要予以及时维护。

（５）设计水力出心装置，克服传统出心方法操
作环节多、劳动强度大、占用井口时间、对岩心有人
为损伤的种种弊端。 装置极为简单也很有效，出心
时只要在钻具上接头联接送浆管，再封住内、外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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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离心机的除泥效果

表 ４　首次采用离心机处理的泥浆性能对比

时间
密度

／（ ｇ· ｃｍ －３ ）
视粘度

／ｓ
初切／终切

／Ｐａ
含砂量
／％

泥饼厚度
／ｍｍ

处理前 １ ��畅１２５ ３８ 剟剟畅７ ６／１６ n０ いい畅７ １   畅０
处理后 １ ��畅０４１ ２２ 剟剟畅１ ２／１２ n０ いい畅４ ０   畅５

端环隙，即可利用水压将岩心整体推出内管，真正做
到常规钻具的岩心无损出管。
3．3　典型钻进参数（见表 ５）
3．4　技术效果
　

表 ５　典型钻进参数表

井段 地　层 钻具 钻进方法 钻压／ｋＮ 转速／（ ｒ· ｍｉｎ －１） 泵量／（Ｌ· ｓ －１） 说　明

一开
砂层 保形 硬质合金 ８ ～１５ 1３７ 2３５ ～１１８ P地表部分回浆

松软泥岩 保形、普双 硬质合金 ２０ ～３０ E５２ 2１６５ ～２３０ d

二开

松软泥岩 普双 硬质合金 １５ ～２５ E５２ 2８００ �
红色泥岩、青灰色砂岩等 普双 硬质合金、ＰＤＣ １５ ～２５ E５２ 2８００ �
黑色致密泥岩 普双 孕镶金刚石 ２０ ～３０ E５２、９０ n８００ �转盘单回转

黑色致密泥岩 普双 孕镶金刚石 ２５ ～３５ E３７ ＋２４０ 棗９５０ �螺杆钻复合回转

3．4．1　隔液保形钻具
第 ２１回次、井深 １６４畅７７ ｍ取心正式开始，至第

７７回次末、井深 ２１０畅９３ ｍ，地层均为无胶结的砂层，
三管保形钻具在该地层取得了良好的质量成果。 第
７８回次井身进入松软泥岩，泥、沙界面（初步判断为
泰康组与明水组的地层界面）被原样取出，透明 ＰＣ
管内界面清晰可见 （见图 ３），该回次采取率达
１５３％（上回次丢失的沙样被同时捞起），回次成果
用于判层依据充分。 由于施钻区域第三系与白垩系
地层有缺失关系，大庆又无浅地层取心历史，地层分
界一直缺少实物资料，因此“９７３”项目首席科学家
和大庆油田的地质专家们对第 ７８ 回次的成果欣喜
不已。
3．4．2　锥形嵌块式螺旋排镶硬质合金钻头

该钻头在松软泥岩、泥页岩、砂岩、砾岩等各类
地层中，各项技术指标较平底式钻头均有大幅度提
高。 钻头入井 １７５ 个回次、纯钻进时间 ６３９畅２６ ｈ、总
进尺 ９２８畅１１ ｍ，回次长度超过 ６ ｍ的达 ８３ 个回次、
超过 ８ ｍ的达 ３１个回次，仅使用钻头刚体 ５个，其

图 ３　泥、砂交界面

中 ２个还可继续使用。
3．4．3　转盘＋螺杆钻回转钻进工艺

共用天津立林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

４ＬＺ１２０ ×７ －Ⅵ型螺杆钻 ３ 根，在致密泥岩中钻进
３３个回次（其中 １ 根钻进时溜钻使轴承受损，仅入
井 ５个回次即报废），表６ 为转盘单回转与螺杆钻复
合回转在相邻回次的钻进效果对比，突出反映了 ２
种工艺方法的效率差别。
　

表 ６　复合钻进与转盘单回转钻进效果对比表

回次编号 井深／ｍ 钻进方法
进尺
／ｍ

纯钻时
／（ｈ：ｍｉｎ）

钻速

／（ｍ· ｈ －１ ）
钻压
／ｋＮ

转速

／（ ｒ· ｍｉｎ －１ ）
排量

／（Ｌ· ｍｉｎ －１ ）
泵压
／ＭＰａ

３５９ 晻１５１６ 鲻鲻畅６８ ～１５２１ `畅３５ 单回转 ４ 侣侣畅６７ １２：３０ 靠０   畅３７ ２０ ～３０ �５２ ／９０ 儍９５０ 櫃８ $$畅５
３６０ 晻１５２１ 鲻鲻畅３５ ～１５３０ `畅４６ 复合回转 ９ 侣侣畅１１ ８：３０ 靠１   畅０７ １５ ～２５ �３７ ＋２４０ �９５０ 櫃１１ $$畅０
３６１ 晻１５３０ 鲻鲻畅４６ ～１５３８ `畅９３ 复合回转 ８ 侣侣畅４７ ５：２０ 靠１   畅５８ １７ ～２５ �３７ ＋２４０ �９５０ 櫃１１ $$畅０
３６２ 晻１５３８ 鲻鲻畅９３ ～１５４１ `畅００ 单回转 ２ 侣侣畅０７ ６：４０ 靠０   畅３１ １８ ～２７ �５２ G９５０ 櫃７ $$畅０
３６３ 晻１５４１ 鲻鲻畅００ ～１５４１ `畅６５ 单回转 ０ 侣侣畅６５ ５：２０ 靠０   畅１２ １３ ～２５ �９０ G９５０ 櫃８ $$畅０
３６４ 晻１５４１ 鲻鲻畅６５ ～１５５０ `畅５１ 复合回转 ８ 侣侣畅８６ ７：００ 靠１   畅２７ １０ ～１４ �３７ ＋２４０ �９５０ 櫃１１ $$畅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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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大壁厚、大斜角卡簧
由图 ４可见改进卡簧在受力后变形量较大的成

岩地层中的卡心效果。 右端部的碎块，为被卡簧紧
紧抱死后，地表人力强击出卡簧座的岩心。

图 ４　大壁厚、大斜角卡簧的卡心效果

3．4．5　泥浆体系与水力出心装置
本方面成果另文介绍。

4　钻头的应用
主井投用或试用的钻头及其钻进效果如图 ５ 与

表 ７所示。
图 ５（ａ）为一开所用的平底阶梯式保形与普双

钻头，硬质合金与 ＰＤＣ镶嵌，项目部设计，北京探矿
工程研究所、大庆油田钻头厂、鄂州新型材料研究所
加工。
　

图 ５ 主井投（试）用的钻头

表 ７　各类钻头与钻进方法的钻进效果

钻头类型 地层描述 进尺／ｍ 岩心长／ｍ 采取率／％ 回次进尺／ｍ 机械钻速／（ｍ· ｈ －１）

保形平底阶梯合金 砂层与松软泥岩 ６１ ii畅０９ ４８   畅５５ ７９ 殮殮畅４７ ０ 唵唵畅９ １   畅２６
保形平底阶梯 ＰＤＣ 松软泥岩 ５ ii畅８２ ５   畅２３ ８９ 殮殮畅８７ １ 唵唵畅１６ ０   畅４８
普双平底阶梯合金 松软泥岩 １３ ii畅３２ １２   畅９４ ９７ 殮殮畅１５ ０ 唵唵畅７８ ０   畅７２
普双锥形嵌块式合金 松软泥岩、泥岩、砂岩等 ９２８ ii畅１１ ８５９   畅４５ ９２ 殮殮畅６１ ４ 唵唵畅８３ １   畅３３
普双 ＰＤＣ 泥岩、砂岩、砾岩 ２２４ ii畅４３ ２２１   畅０７ ９８ 殮殮畅５０ ５ 唵唵畅４７ ０   畅７８
普双孕镶金刚石（转盘单回转） 致密黑色泥岩 １３５ ii畅６６ １４６   畅３５ １０７ 殮殮畅８８ ７ 唵唵畅１４ ０   畅５５
普双孕镶金刚石（螺杆钻复合回转） 致密黑色泥岩 ２６１ ii畅９８ ２４８   畅０７ ９４ 殮殮畅６９ ８ 唵唵畅１９ ０   畅８１

合　计 １６３０ ii畅４１ １５４１   畅６６ ９４ 殮殮畅５６ ４ 唵唵畅３５ １   畅００

图 ５（ｂ）为锥形嵌块式螺旋排镶硬质合金钻头，
项目部设计，鄂州新型材料研究所加工，是 ２４５ ～
１１５０ ｍ井段的主打钻头。

图 ５（ｃ）为块状硬质合金钻头，项目部设计，拟
用于具板实感的泥岩钻进，钻效不及图 ５（ｂ）所示钻
头好，且因内出刃长而利，岩心磨细未取上，仅在第
１９６回次用后即停。

图 ５（ｄ）为尖齿硬质合金钻头，项目部设计，用
于探索尖齿 ＰＤＣ 钻头钻进致密泥岩的可行性，第

３５９回次在致密泥岩中钻效甚佳，但后遇砂岩磨钝
硬质合金（亦有崩刃）钻速陡降，结果证实尖齿 ＰＤＣ
钻头方案可行。
图 ５（ｅ）为普通 ＰＤＣ 钻头，项目部设计，鄂州新

型材料研究所加工，是二开钻进中硬到坚硬致密过
渡地层的主要钻头。
图 ５（ ｆ）、（ ｇ）为平底电镀／热压金刚石孕镶钻

头，分别为福建南平市蓝桥钻头厂与桂林金刚石制
（下转第 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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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金刚石消耗，易发生糊钻或烧钻。 因此，合适的泵
量应为 １２０ ～１５０ Ｌ／ｍｉｎ，可满足钻进需要。 在金刚
石钻进过程中，钻压、转速、泵量三者是互相配合，又
是互相制约的，其中一个参数变化，另外两个参数也
要相应地调整，即根据岩石性质、钻头类型及其它条
件，选择三者最优的配合关系。

（３）适时换用钢粒钻进，以提高钻进效率，降低
钻头成本。 在致密、坚硬的石英砂岩地层中钻进，施
工前期主要是采用金刚石钻进方法，包括钻头的选
型及钻进参数的控制，虽然提高了一些钻进效率，但
效果不是太明显，金刚石钻头磨损严重，更换频繁，
从而造成钻头成本增加，钻进效率降低。 因此，在施
工的中后期，果断、适时地换用了钢粒钻进。 首次换
用钢粒钻进时，宜采用“四小”规程，即小投砂量
（０畅５ ～１ ｋｇ）、小水量（３０ ～５０ Ｌ／ｍｉｎ）、小压力（１ ～２
ｋＮ）、小转速（９０ ～１２０ ｒ／ｍｉｎ），钻进一个回次后，再
改用正常钻进规程。 施工中采用分批投砂法，即在
每回次钻进开始前，先将回次投砂量的 ５０％ ～６０％
（约 １ ～１畅２ ｋｇ）投入孔内，余下的部分再分 １ ～２ 次
在回次钻进中期补投入孔内。 正常钻进时，钻压要
均匀一致，调节水量要平稳。 回次终了应采取措施
把岩心采尽。 在 ６０２ 号孔施工中，换用钢粒钻进后，
单位小时进尺 ０畅２ ～０畅４ ｍ，回次进尺可达 ０畅６ ～０畅８
ｍ，该孔厚达 １６ ｍ、硬度达 ９ 级以上的石英砂岩，用
５天时间就安全顺利地穿过。 采用钢粒钻进，要特
别注意钻头水口不宜盲目求大，以满足一个回次钻
程为好。 每回次终了应开大泵量冲孔，保持孔底清
洁，若孔底残留的钢粒碎屑沉淀厚度超过 ０畅３ ｍ，必
须冲孔捞取。 钢粒钻进全部结束后，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将孔底的钢粒捞取干净，确保后续钻进的安全
进行。 ２００７ 年度在该矿区施工的 １４ 个钻孔中，先

后有 ８个钻孔采用了钢粒钻进，并且都较顺利地穿
过了该层石英砂岩。 钻探实践证明，遇到致密坚硬
的难钻地层时，采用传统的钢粒钻进方法比金刚石
钻进等其它方法有时更经济、实用，不但提高了钻
效，而且还节省了钻头成本。

4　结语
在煤田钻探施工中，在一个矿区内施工时，大多

数钻孔同时遇到第四系巨厚卵砾石层松散、漏失、坍
塌，煤系地层构造复杂、裂隙发育、漏失严重，部分层
段致密坚硬、复杂难钻、效率低下等诸多钻探难题，
还比较少见。 因此，施工中面对这些接踵而至的复
杂地层问题，需在认真分析矿区地质构造和地层特
征的基础上，结合现有施工设备、施工技术，同时吸
取前人在该矿区的施工经验，因地制宜采取一些有
效技术措施。 施工前期，针对钻孔漏失、坚硬难钻等
问题，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曾数
次进行重复钻进、重复堵漏，耗时费力。 施工中、后
期，通过改变堵漏方法，换用钢粒钻进等措施，才得
以成功堵漏，并很快穿过致密坚硬的石英砂岩层。
因此，看似传统、过时的技术、方法，只要运用得当，
就仍然会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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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厂制做，（ ｆ）是黑色致密泥岩层的主打钻头，单钻
头入井 ３８回次，进尺 ３１３畅６９ ｍ。

图 ５（ｈ）为锯齿电镀金刚石孕镶钻头，因镀层太
薄且无保径措施，在致密泥岩中钻进 ６个回次、进尺
５１畅６２ ｍ后失效。

5　结语
（１）采用保形钻具、普双钻具、螺杆马达＋普双

钻具组合，选用平底阶梯式合金、锥形嵌块式螺旋排
镶硬质合金、ＰＤＣ、孕镶金刚石等各类钻头，制备、调
整并精心维护优质泥浆体系，高质量完成了主井钻

探工程，为深入地质研究提供了充实的地层实物资
料。

（２）根据地层变化，灵活选用干钻，大壁厚、大
行程、大斜度卡簧和传统的 ３°卡簧等取心方法，保
证了主井复杂多变地层的岩心采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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