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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大直径深孔复杂事故处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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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着重论述了一起大直径深孔卡埋钻复杂事故的处理，对事故发生过程和处理方法等作了详细地阐述，总结
了一些经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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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灌注桩处理孔内事故的方法很多，常见的
有捞、提、扫、冲、顶、反、炸、透、扩、割、劈、磨等等，我
们在江苏泰州某工程，遇到一起复杂的孔内事故，采
用了多种处理方法，现予以总结，供同行借鉴。

1　工程概况
该工程为岸边水上平台施工，设计钻孔灌注桩

直径 １５００ ｍｍ，孔深约 ８４ ｍ，摩擦型桩。 地层情况
上部 ３０ ｍ为粉质粘土，以下为细砂和中砂，局部夹
有卵砾石，并在６０ ｍ以下局部存在钙质胶结。 采用
ＧＦ －２００型钻机，梳齿钻头（见图 １），泵吸反循环工
艺进行施工。

图 １　梳齿钻头

2　事故发生经过
事故发生在 １０ －３ 号孔，当成孔钻进至深度

６７畅２ ｍ时，发现上返的泥浆内钻渣较少，正循环钻
进一开泵，孔口马上冒水花，怀疑上部钻杆法兰螺丝
松动，泥浆未全部到达孔底，此时，出现钻机钻进负
荷增大，分析为钻头切削的地层钻渣未及时排出孔
外，而是悬浮在孔内。 继续钻进将会出现埋钻事故。
于是马上采取了边转边提的提钻措施，但提到 ６６ ｍ
时，由于方钻杆提出转盘，无法提供回转动力，采用
卷扬提升至 ６５畅６ ｍ 时，方钻杆顶部水龙头被拉开，
此时测孔深为 ５８ ｍ，钻头已被埋 ７畅６ ｍ，修理水龙头
完毕后测孔深为 ５５ ｍ，钻头被埋 １０畅６ ｍ。
事故发生后，我们将泥浆粘度调到了 ２０ ｓ，下入

饱２５０ ｍｍ导管进行正循环和反循环清孔，最终北、
南、西三个方向都能测到钻头底部，只有东侧始终清
不到位，且在 ５８ ｍ深处始终存在一个台阶。 在钻机
起拔无效的情况下，采用了 ２ 台 ５０ ｔ千斤顶对钻具
进行起拔，由于在平台上施工，不能有效发挥起拔
力，在继续采用导管进行清孔时，导管箍与钻杆法兰
相碰，造成 １１畅６ ｍ导管断入孔内。 此时，处理工作
已进行了 １５天，期间，我们还采用了以下两项措施
进行处理，但效果也不明显。

（１）将直径 １０ ｃｍ 钢管底口封闭，打一个 １ ｃｍ
小眼，并在底部 ５０ ｃｍ 侧壁上打眼，下入孔内，正循
环送浆，配合导管反循环进行清孔；

（２）在起拔无效的情况下，在钻头底部下入硝
铵炸药通过爆破松动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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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故再分析
经过讨论和分析，确定孔内事故状态如图 ２ 所

示，具体情况如下：

图 ２　钻孔事故状态示意图

（１）钻头所处位置地层存在胶结，这起事故不
仅属埋钻事故，还属卡钻事故，且不排除钻头位置存
在孔斜现象；

（２）搅浆采用就近的护筒，一部分未搅开的膨
润土块流入了钻孔，附于孔壁上，增加了清孔的困
难；

（３）虽然清孔 ３ 个方向都能量测到钻头底部，
但由于孔深，可能只清出一个小孔，并不是 １畅５ ｍ全
断面；

（４）导管的掉入，给清孔工作又增加了难度，且
钻杆与孔壁间间隙较小，直接打捞导管困难。
通过以上分析，提出处理步骤如下：
在钻头位置炸断并提出钻杆→捞出导管→下钻

头清孔→钩出钻头。

4　事故处理措施
4．1　炸钻杆

本工程钻杆直径 ２１９ ｍｍ，壁厚 １６ ｍｍ，材质为
Ｑ３４５Ｂ，根据聚能爆破原理，采用爆破钢板的计算公
式计算装药量：

C ＝２５F　（h ＜２畅５ ｃｍ时）
式中：C———炸药药量，ｇ；F———钢板炸断面的面积，
F＝１０２ ｃｍ２ ；h———钢板的厚度，h＝１畅６ ｃｍ。
通过计算，需装药量 C ＝２畅５５ ｋｇ，考虑 ＴＮＴ 外

形尺寸、布药结构，炸药与钻杆管壁存在间隙、水下
作业等因素，选择 ＴＮＴ装药量 ３ ｋｇ（１５ 块），布药结
构见图 ３ 所示，布药位置选择在钻头心管位置（参

见图 ２）。

图 ３　布药结构图

从安装炸药到起爆２ ｈ，顺利将钻杆提出。 炸断
后提出的钻杆断面如图 ４所示。

图 ４　炸断后提出的钻杆断面

4．2　捞导管
提前根据导管箍外径尺寸，加工一个偏钩（见

图 ５）。

图 ５　打捞偏钩

将偏钩用钻杆连接下入孔内导管箍所在位置，
上下活动，伴随顺时针转动，将导管卡于偏钩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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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起拔，将导管捞出。
4．3　清孔钩出钻头

利用现场的直径 １畅５ ｍ 备用钻头下入孔内清
孔，彻底扫除钻头上部的台阶，再利用钻杆加工一个
打捞斜钩（见图 ６），钻杆连接下入孔内钻头位置（记
住斜钩方向），先把钩朝向桩中心位置，开泵正循环
冲孔，上下活动反循环清渣，将钻头护圈平面分 ３ 个
位置上下清空，然后旋转 １８０°，钩住钻头护圈，将钻
头慢慢活动提出。 图 ７为捞起的钻头。

图 ６　打捞斜钩

图 ７　捞起的钻头

钻头捞起后，发现还有一些钻头碎片残存孔内，
采用梳齿钻头钻进阻力较大，于是又加工了一个直
径５００ ｍｍ的一字形钻头（见图８），先钻至设计深度
（钻头碎片随着到达孔底），再采用直径 １畅５ ｍ梳齿
钻头扩至设计深度。
4．4　小结

从炸钻头开始，共用时 ６ 天，事故处理圆满结
束。

5　经验体会
（１）要加强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严格按照操

作规程进行施工，密切注意孔内外变化，不能盲目追
求进尺，以预防事故的发生。

图 ８　一字形钻头

（２）出现事故征兆时，要镇静，不要慌，慎重并
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３）事故发生后，要成立事故处理领导小组，弄
清事故发生位置和原因、孔内及相关情况，统一指
挥，迅速组织。

（４）制定事故处理方案要周密，操作每步都要
找出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制订相应预案，专人指
挥，责任到人，避免事故恶化。

（５）孔内事故位置要精确计算，事故器具结构
尺寸、位置要熟知，因地制宜地加工事故处理工具，
打捞工具要在地面做好试验。

（６）处理事故不要怕麻烦，更不能盲目蛮干。
本工程拔断水龙头，在邻近护筒造浆未采取措施而
使膨润土块沉入孔中等就犯了此类错误。

（７）要注意事故处理的周围环境。 孔口要宽敞
整洁，无杂物，利于操作；事故处理操作要盖好孔口，
防止掉物；孔内泥浆要调好并注意泥浆面的变化，防
止坍孔。

（８）事故处理中要根据事故的实际变化，及时
修改处理方案。

（９）事故处理完成后要总结事故发生及处理经
验，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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