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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质量管理、效率管理、技术管理、环境保护、资质管理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加强钻探工程管理工作的若干措施
和建议，以期提高地质岩心钻探的质量和效率，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和勘查成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钻探工程；质量管理；效率管理；技术管理；环境保护；资质管理
中图分类号：Ｐ６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７４２８（２０１５）０８ －００６８ －０３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Drilling Project／TANG Shi-bo１ ， XIONG Wei２ ，
PENG Wan-li２ ， ZHOU Hong-jun３ ， DONG Jin-song４ （１．Ｔｈｅ ７ｔｈ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ａｎｄｏｎｇ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１１８００３， Ｃｈｉｎａ； ２．Ｎｏ．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ｒｉｇａｄｅ， Ｈｅｂｅｉ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 Ｈｅｂｅｉ
０７５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３．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ＣＡＧＳ， Ｌａｎｇｆａｎｇ Ｈｅｂｅｉ ０６５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４．Ｈｅｂｅ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Ｈｅｂｅｉ ０５００８１，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Ｓｏｍ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ｒｅ-
ｓｕｌｔｓ．
Key words：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地质岩心钻探作为一种主要的必不可少的勘查

手段，近十多年在技术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由于
钻探工程施工要消耗大量的材料，且其质量影响着
勘查成果评价的准确性，因此钻探工程的质量管理、
效率管理、技术管理、环境保护和资质管理等工作应
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改进，提高地质岩心钻探的质量
和效率，达到以最小的消耗获得准确真实的地下信
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和勘查成果的准确性。

1　钻探质量管理
钻探工程管理工作的重点是质量管理，质量管

理工作需按照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来进
行，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争取打出较多的优质孔，
避免不合格孔的产生。

钻探施工中影响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人、工艺、设
备器具和地质条件等，跟钻探相关的管理人员、技术
人员和操作人员都要有较强的质量意识，因为打出
不合格的钻孔，不仅达不到勘查的目的，而且会造成
较大的经济损失。 现阶段在矿产勘查钻探施工中普

遍采用绳索取心金刚石钻进工艺，施工的多数钻孔
可达到优质孔或合格孔的标准，但在某些地质条件
下和个别孔段处，若措施不当，岩矿心采取率达不到
要求。 为保证岩矿心采取率，须采取经实践检验的
有效措施。

（１）严格执行 枟地质岩心钻探规程枠 （ＤＺ／Ｔ
０２２７—２０１０）第 １６．２．１条所提出的保证岩矿心采取
率的措施。

（２）在煤田地质普查中第三系地层内钻进时使
用单动双管钻具。

（３）在断层破碎带内钻进时，配制使用护心保
矿效果好的植物胶无固相冲洗液。 同时使用与绳索
取心钻具配套的拦（卡）簧和底喷钻头，并降低转
速、钻压和泵量。

（４）每次下入内管总成前检查卡簧的磨损情
况，将卡心不牢靠的立即更换掉。

（５）钻进时发现岩心堵塞时立即提取内管总成
或提钻，严禁在回转时上下活动钻具而磨损岩心。

（６）更换绳索取心钻具上扩孔器时更换弹卡挡



头，防止因弹卡挡头磨损而出现打单管的现象。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使得岩矿心采取率高于地

质普查设计中规定的指标，取得的主要成果见表 １。

表 １　钻孔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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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深／
ｍ

终孔
孔径／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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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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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心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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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绳索取心
平均回次
进尺／ｍ

钻遇主
要岩石

使用钻
机型号

镶黄旗

ＺＫ２ －１ �３０２ j．００ 　７６ 北．８ ９０ 挝２００８ 滗．０４．２４—３０ １１１８ 貂　１ %．５ ９９ N．９ ２ p．７６
ＺＫ１ －１ �３５０ j．５０ ７６ 北．８ ９０ 挝２００８ 滗．０５．０２—０７ ２０６２ 貂５  ．５ １００ N２ p．８６
ＺＫ０ －３ �３５０ j．５０ ７６ 北．８ ９０ 挝２００８ 滗．０５．０９—１４ １８４５ 貂８ %０  ．５ １００ N２ p．８５
ＺＫ３ －１ �３０２ j．５０ ７６ 北．８ ９０ 挝２００８ 滗．０５．１７—２０ ２５２１ 貂３  １００ N２ p．９１

花岗岩、
闪长岩

ＣＳ１４ I

蔡家营 ＤＤＣＪＹ －０２９ *３２０ j．５０ 　７６ 北．８ ９０ 挝２００９ 滗．１０．０４—１２ １２０２ 貂１００　 ２ p．６９ 变粒岩 ＣＳ１４ I
赤城县下
窝铺

ＺＫ５２ －１  ３０２ j．５０ ７５ �６０ 挝２００７ 滗．０４．１３—０５．２４ ３２１ 鼢３４  ５７ 6１７２　　 ９９ N．７ １ p．２３
ＺＫ４ －１ �１０１５ j．１５ ５６ �６０ 挝２０１４ 滗．０８．０１—０９．２９ ５１３ 鼢１０ 6８  ．５ ９８ N．７ ２ p．２５
ＺＫ３９ －１  １１９６ j．１０ ７６ �９０ 挝２０１４ 滗．０８．２４—１０．２５ ５７９ 鼢２０５ 6７６  ．５ ９９ N．７ ２ p．３３

二长斑
岩

ＸＹ－４４
ＸＹ－４４
ＸＹ－６Ｂ

张北县工
会

ＺＫ０００７ 貂３５９ j．０８ １１３ ９０ 挝２０１１ 滗．０９．１９—２７ １３３０ 貂８８ N．１
ＺＫ０３０７ 貂３５６ j．４０ １１３ 侣９０ 挝２０１１ 滗．０９．３０—１０．０８ １３２０ 貂８４ N．８
ＺＫ０７０７ 貂３５４ j．１０ １１３ 侣９０ 挝２０１１ 滗．１０．１１—１８ １４７５ 貂８８ N．１
ＺＫ００００ 貂３５６ j．９０ １１３ 侣９０ 挝２０１１ 滗．１０．２１—２８ １５５０ 貂９２ N．９

泥岩、
砂岩

ＸＹ－４４ *

2　钻探效率管理
为降低钻探成本、提高钻探经济效益，首先要考

虑的是提高钻探施工效率，而提高钻探施工效率的
主要途径是提高机械钻速和提高纯钻进时间利用

率。
2．1　提高机械钻速的措施

（１）在不漏失的地层内钻进时配制使用乳状
液。

（２）在 ７ ～９ 级岩石内钻进时使用胎体硬度为
ＨＲＣ２５ ～３０、金刚石粒度为 ３５ ～４５ 目、金刚石浓度
为 １００％～１１０％的绳索取心钻头。

（３）在遇水不稳定的地层内钻进时配制使用具
有与地层相适应的粘度、密度及较小滤失量的无固
相冲洗液。

（４）在第三系地层的泥岩、砂岩内钻进时，使用
肋骨式复合片钻头。
2．2　提高纯钻进时间利用率的措施

（１）尽量使用全液压动力头钻机，免除使用液
压立轴式钻机时的倒杆操作，同时在钻进深孔时配
用较高的钻塔，减少提下钻时间。

（２）每个机台同一种规格的绳索取心钻具配备
３ 套内管总成，做到钻进回次终了提上内管总成后
即可下入另一套内管总成。

（３）将内管总成放入钻杆后，对上主动钻杆，开
泵压入冲洗液，缩短内管总成下行时间，下行到位后
泵压升高即可钻进。

（４）使用高品质金刚石、高工作层的孕镶钻头，
提高钻头的工作寿命，减少提下钻换钻头的次数。

（５）提钻后更换金刚石钻头时将扩孔器一并更
换，将金刚石钻头和扩孔器排队使用，先使用外径稍
大的，避免换用新钻头、新扩孔器后钻具下不到底而
扫孔。

（６）在孔壁不坍塌、不掉块的条件下，根据孔内
钻杆的数量，选择不同的升降速度提下钻，将提下钻
总用时降低。

（７）在易坍塌孔段内提钻时，外管总成内不能
装有内管总成，避免产生较强的抽吸作用。

（８）在易缩径地层内钻进时，钻具与孔壁之间
要保持较大的环状间隙，避免粘卡钻事故的发生。

（９）在提下钻时，检修泥浆泵及其他暂停运转
设备和机具，清理冲洗液循环系统。

（１０）配制使用护壁性能和剪切稀释性能较好
的无固相或低固相冲洗液，避免岩粉沉淀或孔壁坍
塌而扫孔，同时增加孔壁的稳定时间，减少孔内下入
套管的层次。

（１１）使用壁厚为 ６ ｍｍ的饱７２ ｍｍ绳索取心钻
杆，替代壁厚为 ５ ｍｍ的饱７１ ｍｍ绳索取心钻杆，提
高钻杆的抗扭断能力。

（１２）将钻杆接头表面镀硬铬，减小钻杆回转时
的阻力，减少钻杆折断的发生。

（１３）及时更换掉因磨损而漏水的钻杆接头，钻
进时时刻观察水源箱液面高度和泵压的变化，防止
烧钻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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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提下钻拧卸钻杆时要确保夹持器夹得住
钻杆，杜绝跑钻事故的发生。

（１５）提钻后及时封盖孔口、套管口，避免硬物
落入孔内。

（１６）备足易损机件和材料，避免因待料而停
钻。

（１７）钻探生产人员的绩效工资按其工作岗位
和其所完成的工作量来确定。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使得钻探效率有了较大的
提高，取得的主要成果见表 １。

3　钻探技术管理
（１）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地质岩心钻探

技术也处在不断进步之中，因而对钻探工程技术、管
理、生产人员进行培训是必要的，省局相关职能部门
每年需组织一次技术培训，对局属各单位与钻探生
产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钻探工艺和
设备保养维修，使生产一线的工人逐步达到一专多
能。

（２）省局每年组织一次由局属各单位钻探技术
人员和技术工人参加的技术经验研讨会，交流生产
工作经验，将其作为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的一项措施。

（３）针对深孔和复杂地层的钻孔，编写钻探施
工技术设计时，将钻孔结构、套管层次、钻进取心工
具、冲洗液配制等作为主要设计内容。

（４）地质勘查项目完成后，编写钻探工程技术
报告，及时总结已完成工程的工作经验。

（５）有钻探施工队伍的地勘单位建立钻探技术
创新工作室，解决本单位钻探施工中的技术问题。

（６）建立冲洗液配制实验室，配备冲洗液性能
测试仪器，不断完善针对不同地层的冲洗液配方。

4　环境保护工作
为保护环境，钻探工作者须着力做好以下几方

面的工作。
（１）使用无毒性的材料配制冲洗液。
（２）使用冲洗液固控设备及时处理从孔口上返

的含有岩屑的冲洗液，减少或消除废弃冲洗液的排
放。

（３）合理配备动力机械，尽可能降低柴油的消
耗。 使用液压立轴式钻机进行作业时，钻机用柴油
机直接驱动，而泥浆泵、绳索取心绞车、冲洗液搅拌

机和固控设备由电动机驱动且共用一台发电机组；
停钻提内管总成时，关停驱动钻机的柴油机，提下钻
时关停发电机组。 使用全液压动力头式钻机进行作
业时，钻机的回转、加减压机构和主卷扬机由液压动
力站提供动力，其他机械由发电机组提供动力。 将
液压动力站与钻机的主机远距离分置，可减轻噪声
对钻机操作者的危害。

（４）减少柴油、机油、液压油的跑、冒、滴、漏，在
柴油机下铺垫塑料布，防止油污浸染地面。

（５）将钻探现场内的废弃物和生活垃圾集中运
走或就地填埋。

5　钻探资质管理
现行地质岩心钻探资质在技术装备方面对主要

钻探设备的配备有一定要求，而对影响钻探质量的
机具配备没有要求。 我们在钻探技术装备更新时，
拟更新或添置下述对提高钻探效率和保证质量有直

接关系的机具和仪器。
（１）绳索取心液动潜孔锤钻具和破碎、松软地

层专用取心钻具。
（２）无缆光纤陀螺测斜仪、钻孔定向仪、连续造

斜器和螺杆钻具。
（３）泥浆清洁器和离心除泥机。
（４）电动六速粘度计、失水量仪、电动搅拌机等

冲洗液配制测试设备。
根据地质岩心钻探从业人员现状，我们对人员

配备做了一些调整，组织技师申报高级技师，填补了
钻探高级技师的空白，弥补了钻探技术人员的不足。

6　几点建议
根据近年来我们在钻探工程管理工作中的一些

体会，进一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国土资源部改进并加强地质岩心钻探资质

管理，增加或提高对机具和仪器的配备要求，增加高
级技师人数的要求。 完善全国地勘钻探职业技能大
赛，加强地质勘查项目监理工作，在监理组组成人员
中增加钻探监理工程师，将钻探施工过程的控制作
为一项主要监理工作。

（２）省局做好钻探施工人员的技术交流和培训
工作，组织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应用，解决一些全局
内钻探施工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为办有钻探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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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逐渐增大。

5　结论
（１）通过试验数据处理分析，依据不同管径的

冻结规律，建立并得到了冻结温度与影响范围的回
归方程。 针对粉质粘土地层冻结法设计，可利用相
应管径对应的回归方程计算分析其冻结范围。 同时
简化的 Ｆｌｕｅｎｔ模型计算结果，通过与试验数据对比，
基本符合实际土体冻结状况，因此利用该模型进行
土体冻结状态的分析验证是有效可行的。

（２）综合分析在城市建筑施工中，其设计孔深
较浅，管内冷媒流动状态对换热效率影响较小。 在
冻温、泵量、土体含水率等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对于
工程常用直径在 ６３ ～１４０ ｍｍ 范围内的冷冻管，其
中管径越大，其外表面与冻土单位接触面积越大，同
时管横截面积大，载冷量多，冷冻液流速低，热交换
充分，故冻结速率越快，一定时间内冻结影响范围也
越大。

（３）土体冻结范围与冷冻管管径基本呈线性增
长关系，实际工程中在综合考虑灵敏度规律，相邻孔
间距，冻结效率，钻孔施工难易程度，孔径要求及施
工成本，管材用量及成本等因素下，应尽量选用较大
直径的冷冻管进行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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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勘单位招聘本科毕业生，改变钻探技术人员不足
且无接班人的现状。

（３）各地勘单位每年要将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
钻探工程质量工作，安排有钻探施工经验、有责任心
的人管理钻探生产，逐步提高钻探工程质量和钻探
技术水平。 地勘单位在做好钻探质量和效率工作的
同时，还要按照 ＨＳＥ 管理体系的要求做好健康、安
全和环境保护工作。

7　结语
当前各地质勘查单位对钻探工程的管理方式不

尽相同，重视程度也不一样。 若想高质量完成各种
条件下的岩心钻探工程，需要各级领导重视并加强
钻探工程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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