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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定向长钻孔技术在桃园矿采空区

瓦斯治理中的应用
石　浩,张　杰,何　乐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７７)

摘要:针对工作面回采后采空区瓦斯易超限问题,采用螺杆马达结合随钻测量技术的定向钻进工艺,在桃园矿１０２９
工作面施工了３个长距离煤层顶板大直径定向钻孔,最大孔深５３１m,累计进尺１７０１m(含分支孔),通过精准控制

钻孔轨迹,使钻孔沿煤层顶板裂隙带延伸,有效抽采煤层回采后采空区内瓦斯,总结了一套适用于采空区瓦斯治理

的高位顶板长钻孔施工方法,保障了煤矿安全高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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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attheconundrumofgoafgasexcessafterworkingfacemining,３longＧdistancecoalseamroof
largediameterdirectionalboreholewereconstructedin１０２９workingfaceofTaoyuanminebyusingthedirectional
drillingtechnologycombinedscrewmotorwithMWD,themaximumholedepthis５３１mandthecumulativefootage
１７０１m(containsbranchholes)．Throughtheprecisecontrolofdrillingtrajectory,theboreholeisextendedalongthe
crackzoneofthecoalseamroof,thegasinthegoafiseffectivelyextractedafterthecoalseam mining．Thispaper
summarizesasetofdrillingconstructionmethodsofhighpositionandlongboreholeinroofforgascontrolinthe
goaftoensurethesafeandefficientproductionofcoalm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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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淮北矿区煤层地质情况复杂,瓦斯治理难度大,
煤矿工作面回采后采空区往往富集大量瓦斯气体,
如不及时有效治理往往会导致起火、爆炸等灾难性

后果.传统的采空区瓦斯治理常采用施工高抽巷及

高位钻场两种方法,高抽巷施工周期长、费用高,一
条５００m 的工作面高抽巷施工成本往往在数百万

元;采用高位钻场治理采空区瓦斯的方法需要每隔

一定间距施工多个高位钻场,钻机来回多次搬迁施

工工程量大,效率低,且采用普通回转钻进方式施工

高位钻孔,钻孔轨迹难以控制,有效孔段距离短,废
孔率高,采空区瓦斯抽采效果差.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研究采用螺杆马达结合随

钻测量系统定向钻进技术施工长距离大直径高位定

向钻孔,用于煤矿采空区瓦斯抽采治理.煤矿井下

定向钻进技术在本煤层瓦斯抽采、地质异常体探测、

水害治理等[１－５]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定向钻技术具

有钻孔距离长、轨迹精确可控、一孔多分支等优

势[６－８],利用定向钻技术施工高位顶板长钻孔仅需

施工一个钻场,并通过轨迹控制技术可以保证钻孔

轨迹在煤层顶板裂隙带内延伸,定向先导孔施工完

成后２次扩孔,施工效率高,钻孔孔径大,抽采效果

好,可有效保障煤矿采空区瓦斯安全高效治理.

１　定向钻进技术

１．１　钻进装备

本次施工长距离大直径定向高位顶板钻孔的主

要 装 备 有:中 煤 科 工 集 团 西 安 研 究 院 研 制 的

ZDY６０００LD型定向钻机[９](见图１)、FMC４６０型泥

浆泵、YHD１ １０００型随钻测量系统、Ø７３mm 通缆

钻杆、Ø７３mm 通缆水便、Ø８９mm 普通水便,Ø７３
mm上/下无磁钻杆、Ø８９mm外平钻杆、Ø９８mm



图１　ZDY６０００LD型定向钻机

PDC弧角定向钻头,Ø１３３/９４mm 扩孔钻头、Ø１５３/

１３３mm扩孔钻头、Ø７３mm１２５°单弯螺杆马达等.

１．２　高位顶板定向长钻孔施工技术

１．２．１　钻孔设计原则

钻孔设计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根据工作面长

度、钻场位置及钻机施工能力设定钻孔孔深;根据工

作面走向及布孔方式设计主勘探线方位;根据钻孔

有效抽采半径布置钻孔间距;根据冒落带及裂隙带

高度计算公式结合煤层上部岩层情况,确定裂隙带

标高,将钻孔设计布置在工作面回采后裂隙带底部;
合理设置孔口段倾角及方位,使钻孔快速进入目标层

位,提高目标层位钻遇率;每隔一定间距预留分支点.

１．２．２　钻孔轨迹控制技术

定向钻工作原理是螺杆钻具工作时靠高压水驱

动钻头回转破碎岩石,而螺杆钻具外管及钻杆柱不

回转,螺杆钻具前端布置有弯外管,通过随钻测量系

统测量钻孔参数并及时调整钻进参数,从而可达到

定向钻进目的.定向钻进施工过程中,通过探管可

随钻测量钻孔倾角、方位及工具面向角(螺杆钻具弯

头朝向),通过钻机转动钻杆一定角度达到调整工具

面实现定向钻进目的,并根据实测轨迹与设计轨迹

之间上下、左右偏差决定采用降斜、稳斜、增斜、降方

位、增方位等不同轨迹控制方法确保钻孔实钻轨迹

沿设计轨迹钻进.每５０~８０m 间距通过先快速降

斜(工具面向角调整为１８０°)再快速增斜(工具面向

角调整为０°)的施工方法预留分支点.

１．２．３　开分支技术

分支钻孔是指在施工过程中为了绕开遇到的断

层、破碎及泥岩等不稳定地层,或在不影响主孔施工

的过程中去探测附近地层(标志层)走向变化等目的

从主孔中通过控速钻进等方法侧钻出一条新的钻

孔.在高位大直径定向长钻孔施工中可有意通过开

分支技术增大钻孔覆盖范围,增加瓦斯量抽采,减少

开孔个数,节省材料,提高施工效率.

１．３　施工流程

高位顶板长钻孔施工技术主要包括开孔及孔口

装置安装、定向钻进、开分支等工艺,施工流程图如

图２所示.

图２　施工工艺流程图

１．３．１　开孔及孔口装置安装方法

根据设计方位、倾角,一开采用 Ø９８mm 钻头

回转钻进１２m,然后采用Ø１５３/９４mm 扩孔钻头扩

至１２m,下入９m Ø１２７mm 壁厚１０mm 的孔口

管,采用水泥砂浆或聚氨酯封孔.孔口管外露部分

长度为１５cm,连接孔口四通,分别连接负压管路及

孔口除渣器等,待孔口水泥砂浆凝固后下入定向钻

具组合,进行定向钻进.

１．３．２　定向钻进技术方法

定向钻进过程应保证钻孔轨迹沿着设计轨迹穿

行.一般每６m/３m 测量１次钻孔轨迹,根据实钻

轨迹与设计轨迹之间的偏差调整螺杆钻具工具面向

角,当实钻轨迹与设计轨迹偏差＞２m 时采用调整

工具面连续造斜,快速逼近设计;当实钻轨迹与设计

轨迹上下(或左右)偏差＜１m 时,采用调整工具面

稳斜钻进,慢速靠近设计.施工过程应严格控制给

进压力,并密切观察各仪器仪表参数及孔口返水情

况,一旦出现憋泵、返水返渣等异常情况应降低给进

速度,加大泵量冲孔,如破碎带返渣掉块过多过大,
频繁憋泵多次处理无法通过,可采取退钻至安全孔

段,开分支绕过不稳定地层孔段.

１．３．３　开分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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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分支时选取倾角为持续增长孔段(最好为正

值孔段),将工具面向角调整为１８０°,采用减压给

进、控时钻进的方法,钻进速度根据岩层软硬情况为

４０~６０min每行程,岩层较硬的情况下适当降低给

进速度,待给进压力持续增加、泥浆泵压力略有增

加、钻孔返水颜色变深可判断出分支已开出.

１．３．４　扩孔

为增加瓦斯抽采效果,增大裂隙导通范围,Ø９８
mm 高位定向长钻孔施工完成后,提钻更换 Ø８９
mm 外平钻杆依次采用 Ø１３３/９４ mm、Ø１５３/１３３
mm 扩孔钻头,回转扩孔至孔底.

２　应用情况

２．１　桃园矿Ⅱ１０２９工作面概况

桃园煤矿Ⅱ２采区位于补３线北１００m,南至各

煤层工广煤柱边界,浅部以－５２０m 为界,深部至－
８００m 水平.采区走向长约２５００m,倾斜宽约１６００
m,面积约４５km２.采区共划分为四个区段双翼

布置工作面,自上而下每个区段的底板标高分别为:

－５４０、－６００、－６６５、－７３０、－８００m;区段平均斜

长１７０m.本区开采煤层主要有７２号煤、８２号煤及

１０号煤,１０号煤层两极厚度０５４~４０４m,平均厚

３２２m,为较稳定煤层,煤层顶板为泥岩、粉砂岩和

砂岩,岩性变化复杂,砂岩与泥岩、粉砂岩常相间出

现,底板多为泥岩及粉砂岩.
本次计划在１０２９工作面主采煤层１０号煤上部

施工３个高位顶板定向长钻孔,用于治理工作面回

采后采空区瓦斯问题,１０２９工作面１０号煤顶板地

质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１０２９工作面１０号煤顶板地质情况

序号 岩性 厚度/m 距离/m 岩　 性　 描　 述

６ 中粒岩 ０４８ ３１５５ 灰白色,石英为主

５ 泥岩 １８４ ３１０７ 黑色,致密,上部含炭质较高,分布
少量云母碎片

４ 中砂岩 １０４３ ２０６４ 上部浅灰色、褐黑色,致密,中下部灰
白色,块状,成分主要为石英,含云母
碎片、菱铁质矿物,裂隙填充方解石

３ 泥岩 ６４７ １０２１ 灰色－灰黑色,致密,含粉砂质

２ 细砂岩 １９３ ３７４ 灰白色,发育有水平微波状层理

１ 泥岩 １８１ １８１ 灰色,致密,质硬脆,含云母片

０ １０煤 ３７０ ０ 黑色,块状,条痕为褐黑色,沥青和
玻璃光泽,半暗－半亮型

２．２　钻孔设计

根据采空区瓦斯富集规律,在１０２９工作面回风

巷附近顶板上隅角设计施工３个高位定向长钻孔

A１、A２、A３用于治理１０２９工作面１０号煤采空区瓦

斯,设计距１０２９回风巷依次为１５、２５、３５m,终孔位

置距１０号煤上为１５~２０m,设计孔深均为５００m,孔
径１５３mm.高位定向长钻孔布置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１０２９工作面高位孔布置图

施工钻场位于１０号煤层顶板５５m,A１、A２、

A３钻孔布孔间距１０m、开孔方位角差７°、距钻场底

１５m,均以倾角８°开孔,施工地层需先穿过泥岩,
进入中砂岩,施工孔段岩层主要为中砂岩,进入设计

层位后倾角应控制在０°.

２．３　钻孔施工情况

A１钻孔开孔后快速爬升至目标层位１０号煤层

顶板２０m,钻进至３６９m时因泥岩缩径,提钻至３０３
m处开分支 A１ １,降低钻孔高度５m,绕过存在缩

径风险的泥岩孔段,继续钻进至４７７m处时憋泵不返

水,提钻至４３８m 处有卡钻现象,继续提钻至３８７m
时压力恢复正常,下钻至４５０m时开分支 A１ ２,继
续施工钻进孔深５３１m,完成A１定向钻孔施工.

判断 A１孔施工后期进入中砂岩上部泥岩层

位,存在塌孔及缩径等难以成孔因素,为避开存在缩

径风险的泥岩孔段,将 A２钻孔设计施工高度降低

至煤层顶板１８m,施工至３７２m 处再次遇到塌孔孔

段,提钻至２８２m 处开分支A２ １,将钻孔施工高度

降低至煤层顶板１５m,施工至４６５m,遇塌孔,多次

冲孔处理不过,提前终孔.
根据 A１及 A２钻孔施工情况,再次调整 A３钻

孔施工高度至煤层顶板１２m 位置,钻孔主要分布

在较为稳定的中砂岩,施工至５１０m 顺利终孔.
高位定向顶板长钻孔完成后,依次用 Ø１３３/９４

mm 扩孔钻头、Ø１５３/１３３mm 扩孔钻头将钻孔扩孔

至孔径１５３mm.A１、A２、A３钻孔平面投影图、垂
直剖面投影图如图４、图５所示.

２．４　瓦斯治理效果

根据工作面回采过程采空区瓦斯监测,高位定向

钻孔瓦斯抽采纯量００６~３１５８m３/min,抽采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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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钻孔轨迹平面投影图

图５　钻孔轨迹垂直剖面投影图

０７７％~７０４７％,工 作 面 上 隅 角 瓦 斯 浓 度 最 大

０３５％,未出现采空区瓦斯浓度超限情况,工作面顺

利、安全回采,有效保障了采区安全生产.

３　结论

(１)总结了一套适用于采空区瓦斯治理的高位

顶板长钻孔施工方法,利用螺杆钻具结合随钻测量

系统的定向钻进技术可精确控制钻孔轨迹,保证钻

孔在工作面回采后裂隙带内延伸,有效地保障了瓦

斯的抽采效果.
(２)利用该方法在桃园矿Ⅱ１０２９工作面顶板施

工了３个大直径高位顶板定向长钻孔,孔深可达

５００m 以深,布孔层位在１０号煤层顶板１２~１５m
成孔性最好.

(３)桃园矿Ⅱ１０２９工作面在回采过程中未发现

瓦斯超限情况,有效保障了煤矿安全高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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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于堆积在矿区的碎石渣等进行了有效的

回收利用和处理,利用碎石渣充填井成井工艺处理

采空区是一种绿色处理方式,有利于保护矿区环境

和有效利用工程施工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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