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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钻探施工中不断发生的钻杆折断事故，通过断钻实例分析了事故产生的原因，提出了预防或减少事故
发生的措施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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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施工中，经常会发生孔内钻杆、钻具折断事
故，这将直接影响施工进度，如处理不当还会造成钻
探进尺报废及管材的损失，由此造成大量人力物力
的浪费，使生产成本增高，而不能够顺利按计划完成
生产任务。 由此，分析钻杆折断的原因及预防处理
钻杆折断事故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华勘四队近几年断钻事故情况统计
在华勘四队近几年钻探施工中，因钻杆折断造

成管材损失，钻孔报废现象每年都有发生，同时也造
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近年钻杆折断事故统计情况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年钻杆折断情况统计

年份
损失钻杆规格

／ｍｍ
损失钻杆
数量／ｍ

报废钻探
进尺／ｍ

２００８ 敂饱７１ ×５（普通） ６８３ ⅱ４５０ 篌
２００９ 敂饱７１ ×５（普通） ７２８ ⅱ８０２ 篌
２０１０ 敂饱７１ ×５ 妸．５（ＮＣ） １２００ ⅱ１２００ 篌
２０１１ 敂ＮＱ 系列 ８２３ ⅱ４５８ 篌

因此，如何延长钻杆使用寿命，减少或避免钻杆
折断事故，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把事故消灭在萌芽
状态是我们钻探工作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2　断钻事故实例分析
造成钻杆折断的原因无外乎二大因素。 一是钻

进的客观主体即地层因素造成的，即钻进松散、超径
地层，以及裂隙岩溶地层容易发生断钻事故。 二是
钻杆在加工、储藏、运输、使用及保管等过程中，给钻
杆本身造成了性能伤害，而导致钻杆使用性能及寿
命的降低，造成钻杆折断。 但就某一具体断钻事故，
可能是一种或多种因素造成的。 因此，造成事故的
原因往往是各种因素的叠加、相互关联的作用。 下
面就我们近年来各工地发生的断钻事故举例说明并

加以分析。
2．1　实例一：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铅锌矿钻探工程
ＺＫ２１ －２钻孔
2．1．1　施工概况

ＺＫ２１ －２ 钻孔设计孔深 ５５０ ｍ，设计倾角 ８５°，
于 ２００８年 ９月 １ 日开始施工，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钻
至井深 ４５０ ｍ时，在 ２０６ ｍ处发生断钻事故，处理无
效，钻孔报废。
地层情况：０ ～２５ ｍ 为第四系砂性粘土夹少量

砂砾石；２５ ～３５０ ｍ 为泥质白云岩及角闪岩，３５０ ｍ
以深为花岗岩斑岩及角闪岩。
设备及钻具配置：ＸＹ －４ 型钻机，冶金部五一

五队钻具厂生产的 饱７１ ｍｍ ×５ ｍｍ 普通绳索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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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杆，饱７５畅５ ｍｍ金刚石钻头，Ｓ７５绳索取心钻具。
钻进参数：钻压 ２ ～３ ｋＮ，转速 ５７４ 和 ８１９ ｒ／

ｍｉｎ，泵量 ７５ Ｌ／ｍｉｎ（二速）。
冲洗液类型：无固相冲洗液。

2．1．2　事故发生过程
钻进至井深 ４５３ ｍ时，班长操作发现无进尺，泵

压无明显变化（正常工作时泵压为 ３畅５ ＭＰａ），工作
电流由 ５０ Ａ 降为 ３０ Ａ，随后停钻下打捞器打捞内
管，提拉内管时在井深 ２０５ ｍ处有憋卡现象，最后决
定上钻，上钻后发现在 ２０６ ｍ处钻杆接手折断，孔内
残留 ２４７ ｍ钻杆。
2．1．3　事故处理过程

（１）钻杆连接 饱７５ ｍｍ 事故公锥下入孔内，至
２０４畅８ ｍ处遇卡；

（２）开泵循环冲洗液，人工扭转钻杆，轻微串动
至井深 ２０６ ｍ处接触到钻杆事故上头；

（３）人工扭转钻杆上扣，吃扣 ２０ ｍｍ左右，提拉
钻杆；

（４）提拉力达到 ５０ ｋＮ时，钻杆脱开弹起，随后
上钻；

（５）上钻后丝锥与事故钻杆脱开，分析为丝锥
扣老化，决定换新的丝锥下井继续处理；

（６）钻杆接上新丝锥下入井内，人工上扣；
（７）提拉钻杆，上提压力达到 ５０ ｋＮ 时仍无反

应，随后加大提升拉力，液压表压力达到 ８０ ｋＮ 时，
钻杆弹起，随后上钻；

（８）上钻后发现钻杆在 １５０ ｍ 处钻杆接手脱
扣，更换新的接手后继续下入井内处理；

（９）对上扣后，提拉钻杆，钻杆分别在 ８９、１６０、
１７８ ｍ等 ３处出现钻杆接手脱扣现象；

（１０）因现场无反丝钻杆，事故处理宣告失败，
孔内钻杆最终残留 ３０６ ｍ钻杆，报废 ４５０ ｍ钻探工
作量。
2．1．4　认识和分析

（１）因本矿区施工多为 ４００ ～５００ ｍ 钻孔，在选
用钻杆时我们采用的是旧钻杆。 这批钻杆已累计施
工了 ８０００ ｍ以上，多数钻杆出现偏磨、弯曲等现象，
且在库房放置时间 ２年以上，大部分钻杆露天存放，
锈蚀现象较多，虽然部分配置了新的钻杆接手，但多
数钻杆仍存在偏磨及丝扣老化现象。 因此，施工中
一旦井内出现异常，断钻事故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大
大增加了事故处理的难度。

（２）针对不同的矿区钻孔施工，应有针对性的
选择使用好钻杆，决不能盲目使用。 使用钻杆前应

对钻杆的规格、材质及现状进行检测，对旧钻杆应进
行分类保管，对偏磨及丝扣老化的钻杆进行重新加
工处理或报废处理。

（３）造成本钻孔钻杆损失及钻孔报废的主要原
因就是选用钻杆不合格。 因此，选用合格的钻杆、钻
具及加强钻杆的用后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2．2　实例二：刚果（金）铜钴矿钻探工程 ＤＫ５１ －３
钻孔

2．2．1　施工概况
ＤＫ５１ －３钻孔设计深度 ４５０ ｍ，终孔口径≮７５

ｍｍ。 该孔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开钻施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月 １８ 日因断钻事故终止钻进，报废 饱７１ ｍｍ
钻杆 １９４ ｍ，报废钻探工作量 ２８３ ｍ。

地层情况：０ ～１３ ｍ 为杂填土；１３ ～７５ ｍ 为粉
砂、中粒砂性土；７５ ～１４８ ｍ 为灰岩、泥质白云岩；
１４８ ～２８３ ｍ为白云岩、角闪岩。

井身结构：０ ～１３畅８ ｍ 为 饱１２７ ｍｍ ×５ ｍｍ 套
管；０ ～７８畅６ ｍ为饱１０８ ｍｍ×５ ｍｍ套管；７８畅６ ～１５３
ｍ为饱９１ ｍｍ裸眼孔段；１５３ ～２８３ ｍ 为饱７５ ｍｍ 裸
眼。
钻具配置：Ｓ９５ 绳索取心钻具及 Ｓ７５ 绳索取心

钻具两种，饱７１ ｍｍ×５ ｍｍ 绳索取心钻杆为全新钻
杆。
冲洗液：低固相泥浆及无固相冲洗液，保证了良

好的护壁效果，无坍塌、扩径现象。
2．2．2　事故发生过程

钻进孔深至 １８５ ～２５０ ｍ孔段过程中，先后发生
断钻事故 ４ 次，断钻部位在 １００ ～１３０ ｍ 处，下入
饱７５ ｍｍ 事故丝锥都顺利将残留井内钻具取出。
２００９年１１ 月１５ 日，钻进至孔深２８３ ｍ时，操作人员
发现不进尺，且动力机负载变小，判定为钻杆折断，
随即上钻，经丈量钻具验证，钻杆折断部位为 １４８ ｍ
处。
2．2．3　事故处理经过

（１）将钻杆连接饱７５ ｍｍ事故公锥下入孔内，但
碰不到钻杆事故上头，反复多次操作均无效，继续下
放钻具，丝锥可超过计算事故头 ２ ｍ 至孔深 １５０ ｍ
处；

（２）提钻，将下部连接丝锥的钻杆人工弯曲（凭
经验弯曲 １°～２°），继续下钻处理，人工扭转钻杆寻
找对接钻杆事故头，处理一天均无效；

（３）下入饱８９ ｍｍ事故母锥，但下入至 １４７畅５ ｍ
处遇卡；

（４）开泵循环冲洗液冲孔，回转钻具，仍不能下

２３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３年第 ４０卷第 ６期　



至事故上头；
（５）换接饱９１ ｍｍ硬质合金钻头下孔内扫孔至

１４８ ｍ处，提钻；
（６）再次下入饱８９ ｍｍ事故母锥，至 １４８畅５ ｍ处

无法下放，随即机器及人工扭转钻具，均没有发现钻
杆吃扣情况，上钻发现丝锥内部有泥质碎屑岩粉等；

（７）事故处理至 １１月 ２０日，该孔事故已处理 ５
天，仍无效，最终请示地质人员报废重新开孔。
2．2．4　认识与分析

（１）本钻孔多次发生断钻事故，应引起机台人
员高度重视，分析原因采取措施，以避免事故的重复
发生，但现场人员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这是造成钻
孔报废的主要人为因素。

（２）从事故处理过程分析来看，一方面是由于
孔内坍塌扩径，造成孔内钻杆偏斜至孔内一侧，致使
下入的事故丝锥无法与钻杆断头对接；另一方面是
由于处理时间过长，孔内事故孔段出现掉块、沉淀等
现象，沉淀物将事故上头掩埋，增大了处理难度，这
也是造成钻孔损失的直接原因。

（３）井身结构不合理，是造成断钻事故的根本
原因。 本孔 ７８畅６ ～１５３ ｍ孔段为 饱９１ ｍｍ 裸孔，未
下入饱８９ ｍｍ套管封隔，造成钻杆与孔壁环状间隙
较大，正常钻进过程中，钻杆横向摆幅较大，使钻杆
承受较大的交变应力，造成钻杆在接手处疲劳断裂；
另一方面由于钻杆横向振动，不断敲打孔壁，致使孔

壁扩大，横向振幅增大，由此形成恶性循环，造成频
繁的断钻事故。

（４）设计选择合理井身结构，配置合理的钻进
参数，将会大大降低断钻事故的发生。
2．3　实例三：青龙县狼杖子铁矿钻探工程
2．3．1　施工概况

２０１１年 ９月，我们承接了青龙县狼杖子铁矿钻
探工程的勘探任务，该矿区设计 ３个钻孔，单孔设计
深度均在 １０００ ｍ以深，甲方要求年底完工，为此，我
们投入了 ２ 台 ＸＹ－５型钻机、一台 ＸＹ－６Ｂ 型钻机
进行钻探施工。 至 ２０１１年底，本矿区只完成一个钻
孔 １２８３ ｍ，其余 ２台钻机均因断钻事故而未完成钻
探任务，造成钻杆损失 ８２３ 余米，钻探进尺报废 ４５８
ｍ，给单位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钻具及管材配置情况：３ 台钻机统一配置了共

计 ３５００ ｍ饱７１ ｍｍ 绳索取心钻杆，其中无锡产的
饱７１ ｍｍ×５ ｍｍ（材质 ４５ＭｎＭｏＢ）钻杆 ２０００ ｍ，我们
自制饱７１ ｍｍ×５畅５ ｍｍ（材质 ３０ＣｒＭｎＳｉＡ）整体调质
钻杆 １５００ ｍ。 因工地管理问题，各机台实际使用过
程中未严格区分，造成两种管材混合使用。
地层情况：本矿区构造发育，０ ～３００ ｍ为灰岩、

泥质白云岩夹角闪岩；３００ ｍ以深为硅质白云岩、泥
页岩及角闪岩、闪长岩。 钻进过程中出现漏失、掉块
等现象，岩石呈硬、脆、碎特性。
2．3．2　断钻发生情况及处理结果（表 ２）

表 ２　断钻发生情况及处理结果

钻孔号 施工孔段／ｍ 断钻次数 处　理　过　程　及　结　果

ＺＫ４ －２ ３００ ～６５３ ８ （１）第 １ ～７ 次断钻，使用公锥下入孔内较顺利将断落钻杆捞出；（２）第 ８ 次断钻，下公锥不能对上事
故断头，而后决定下偏心楔子偏斜钻进，但偏斜钻进失败，无法继续施工；（３）井内残留钻杆 ３０５ ｍ，
报废钻探工作量 ４５８ ｍ

ＺＫ１１ －１ ２７０ ～７５０ ９ （１）第 １ ～７ 次断钻，下入公锥较顺利捞出断落钻杆；（２）第 ８ 次断钻，下入公锥后拉不动，就将钻杆
反出钻孔，然后下 饱９１ ｍｍ钻具扩孔至井深 ６１５ ｍ，将钻杆从孔内取出；（３）第 ９ 次断钻，因孔内坍塌
掉块，下丝锥人工轻扭上拉未见上行，放弃处理；（４）孔内残留钻杆 １０５ ｍ，该孔经申请为可利用孔

ＺＫ１１ －２ 镲２６５ ～１２００ 蜒１０ 1下入事故公锥均较顺利取上孔内断落钻杆

2．3．3　认识与分析
（１）本矿区施工断钻发生次数之多是我队在以

往钻探施工中从未有过的，断钻部位多数发生在两
种不同规格钻杆的连接手处。 因此，造成多次断钻
事故的发生与两种不同规格钻杆的混合使用是有直

接关系的。
（２）不同材质、不同规格的钻杆其机械性能、抗

疲劳强度等肯定有差异。 我们在该矿区使用的钻杆
又是两个厂家加工生产的，钻杆丝扣的加工精度、公
母扣的配合公差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即使是同一厂
家而不同批次的钻杆，也有性能及配合的差异。 当

两种钻杆与孔内承受载荷时，整个钻杆柱就呈现出
受力不均匀，具体体现在两种钻杆的连接处，长时间
的工作会造成连接接手丝扣的折断。

（３）加强钻杆的分类保管及使用是十分必要
的，严禁将不同类型、不同规格的钻杆混合使用。
2．4　小结

综上实例分析来看，钻探施工中钻杆折断原因
是多方面的，有地层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如搬运及使
用过程中的人为损害，操作者的规程参数、复杂地层
的坍塌扩径等。 要想最大限度的减少钻杆折断的发
生次数，必须加强对所使用管材的系统管理。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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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定相应的技术措施并认真执行，才能有效地
减少或杜绝钻杆折断事故的发生概率。

3　预防或减少钻杆折断事故措施及建议
为了不发生或少发生折断事故，必须做好对钻

杆的日常维护保养及管理工作，同时制定并实施有
效的钻进工艺方案及技术措施。
3．1　钻杆贮存

（１）建议将钻杆贮存在架台上，架台木制或铁
制均可，离地面高度应大于 ０畅３ ｍ，以防止水、潮气、
泥土等对钻杆的锈蚀。

（２）钻杆存放以少于或 ３ 层为宜，且层与层之
间均匀垫以厚度均等的木板 ３ 根，以防止钻杆存放
过久产生自然弯曲。

（３）应将钻杆按不同规格，钢质，丝扣标准，用
途等分别存放，并记录编号，按具体工程需要分别使
用。

（４）对仓库内长期存放的钻杆，应进行涂抹防
锈漆或采用其它方法进行防腐处理工作。

（５）钻杆入库后，丝扣及台肩部分要清洗干净，
涂上防锈油并戴好钻杆护丝。
3．2　钻杆的使用及维护

（１）在上下钻加钻杆或卸钻杆过程中，应注意
严禁碰撞钻杆接头，应由专人把持。

（２）钻杆在连接前，应严格检查钻杆丝扣，确认
没有问题后，涂好丝扣油方可下入孔内。

（３）在拧卸小口径绳索取心钻杆时，必须使用
与钻杆规格相同的自由钳子，严禁使用管钳子拧卸
绳索取心钻杆。

（４）当施工较深钻孔时（ ＞５００ ｍ），最好使用长
体钻杆卡瓦，尽量避免使用短体卡瓦，以免挤伤钻
杆。

（５）在使用液压夹持器夹持钻杆时，操作手应
以中小油压操作夹持器液压手柄，严禁将手柄反复
加压而造成夹扁钻杆情况的发生。

（６）拧卸钻杆丝扣时，如有摇摆及遇阻现象，应
停下来仔细检查，发现咬扣或滑丝现象应重新更换
接头，严禁用大型钳子硬上。

（７）上扣时必须将公母接头台肩靠紧，不能留
有间隙。

（８）杜绝用立轴回转来拧卸钻杆。
（９）严禁使用弯钻杆下井钻进施工。
（１０）应根据所使用钻杆的屈服强度来提拉或

扭转，严禁超负荷操作。

（１１）使用较高矿化度的冲洗液时，应考虑加入
少量防腐剂，如（ＮＨ４ ）２ＨＰＯ４或 Ｋ２ＨＰＯ４ ，可抑制或
延缓钻井液对钻杆的腐蚀，这点在煤及油气勘探施
工中效果较好。

（１２）控制冲洗液 ｐＨ值在９ ～１０畅５，可减少钻井
冲洗液对钻具的腐蚀。

（１３）用细钻杆施工较大口径钻孔或斜孔施工
时，可在钻杆中间加放胶皮扶正箍。
3．3　对钻杆（钻具）的综合管理

钻杆的成本费用在钻探工程施工中占有相当大

的比重，因此合理使用钻杆及延长钻杆使用寿命，需
制定一套钻杆及钻具的管理制度，才能使施工成本
下降，经济效益提高。

（１）钻杆钻具实行分类统计管理，依钻杆的规
格、新旧及所需施工的具体工程要求，进行分别出库
配置管理，并制定相应合理的经济管理制度。

（２）制定并建立管材采购入库的自检制度，检
查其规格、材质、扣型等是否满足我们的施工要求，
不合格者不予入库使用。

（３）统一钻杆钻具的丝扣标准，制定统一的地
勘管材标准规范。

（４）建议实行上下钻杆倒换制度，上边倒下边，
下边倒上边，改变钻杆的受力状态，使全套钻具受力
均衡。

（５）实行错扣检查制度，即在提拉立根时，这趟
钻卸第二根钻杆，下趟钻可卸第三根钻杆，这样，可
及时发现每个单根钻杆的连接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减少钻杆折断的几率。

（６）对长期连接的钻杆钻具应制定定期拧卸检
查制度。

（７）地勘单位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统一对
使用的管材进行超声波探伤，可宏观上掌握钻具的
使用损坏情况。

（８）制定机台现场的检查制度，定期对钻具进
行肉眼观察，清洗及现场的存放。
3．4　钻进工艺技术防范措施

（１）合理的钻孔结构及套管配置，是预防钻杆
折断事故的主要措施。 如 饱７５ ｍｍ 绳索取心钻进
时，上部应下饱８９ ｍｍ×５ ｍｍ的套管，饱６０ ｍｍ绳索
取心钻进时，上部配套应为 饱７３ ｍｍ ×５ ｍｍ 的套
管，这样，可最大限度减小钻杆与井壁的环状间隙，
减少钻杆回转时横应振动力。

（ ２）应根据地层情况及钻孔结构及时调整钻进
（下转第 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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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前期 １０ 口井应用气体钻井技术的情况

井号
井径
／ｍｍ

钻进
井段
／ｍ

进
尺
／ｍ

机械钻
速／（ｍ·
ｈ －１）

施工
时间
／ｄ

钻
头
／只

复杂事故

Ｐ２ －２ _３１１   畅１ ６０１ ～２９０７ 蝌２３０６ 哪１２ 儍儍畅６ １９ 吵４ ＋４ è无

Ｐ４ －２ _３１４   畅１ ６０２ ～３０３２ 蝌２４３０ 哪１３ 儍儍畅９ １６ 吵２　 无

Ｐ５ －２ _３１４   畅１ ７０１ ～２２９１ 蝌１５９０ 哪１２ 儍儍畅０ １１ 吵２　 泡沫转化塌卡

ＰＤ －３ m３１４   畅１ ７０１ ～２９８０ 蝌２２７９ 哪１２ 儍儍畅９ １２ 吵２　 无

ＰＢ－２ i３１４   畅１ ５００ ～３１５６ 蝌２６５６ 哪１１ 儍儍畅９ ２１ 吵４ ＋２ è无

ＰＤ －１ m３１４   畅１ ５６４ ～３００２ 蝌２４３８ 哪８ 墘墘畅５ ２０ 吵５　 断钻具 ２ 次
ＰＡ －２ m３１４   畅１ ６４９ ～３０３６ 蝌２３８７ 哪４ 墘墘畅５ ３５ 吵１０　 断钻具 ３ 次
Ｐ６ －３ _３１４   畅１ ７０３ ～３３５０ 蝌２６４７ 哪６ 墘墘畅４ ２４ 吵５　 断钻具 １ 次
Ｐ１０  ３１４   畅１ ８８０ ～３００３ 蝌２１２３ 哪７ 墘墘畅９ ２０ 吵２　
Ｐ１０１ 5３１４   畅１ ６３８ ～３５５４ 蝌２９１６ 哪４ 墘墘畅８ ５８ 吵１２　 多次钻具损伤

平　　均 ２５４３ 哪９ 墘墘畅１ ２５ 崓崓畅２ ５ aa畅７

形成适合应用地层地质特点的气体钻井综合配套技

术，使之发挥出最大的提速潜力。
3．3　没有专业化打捞公司，故障复杂处理时间长损
失大

中国石化在川东北还没有一家专业化打捞公

司。 一旦出现井下复杂事故，都是各钻井承包商自
行处理，不但处理时间长，而且损失巨大。 Ｐ１０５ 井
２００７年 ５ 月 ２８日空气锤锤头断落，“落鱼”长 ０畅７０
ｍ，５月 ２９ 日开始打捞，至 ６月 １７日恢复正常钻进，
共打捞处理 １９ 天。 先后进行各种方式打捞、磨铣
２３次，使用公锥 ３ 只，强磁 ２个，打捞筒 ２个，磨鞋 ６
只。 在普光气田有 ５口井因为发生故障复杂而未能
采取及时有效的处理措施，不得不填井侧钻，造成了
巨大的损失。

因此建议中国石化选择一家实力强的钻井公司

或管具公司为依托，由中国石化出一部分资金进行
重点扶持，用于购买专用打捞工具，并从中国石化内
部调派 ３ ～５名具有丰富打捞经验的复杂事故处理

人才，成立一家中国石化自己的专业化打捞公司，为
中国石化超深井钻井技术的进步保驾护航。

4　结语
（１）普光气田钻井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探索、发

展和气体钻井 ３ 个阶段，虽然只有 ８年，但取得了巨
大的技术进步，有力地保障了普光气田的开发建设。

（２）气体钻井技术是提高普光气田上部陆相地
层钻井速度的最经济实用的钻井新技术，对普光气
田超深井钻井技术的进步起到了革命性的促进作

用。
（３）建议成立气体钻井技术服务中心，集中人

力、物力，加大新技术应用过程中出现问题的研究与
处理力度，使之发挥出最大的提速潜力。

（４）建议成立一家专业化打捞公司，为中国石
化超深井钻井技术的进步保驾护航。

（５）普光气田超深井钻井综合配套技术对川东
北地区的其它气田，乃至对中国石化超深井的钻井
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１］　沈忠厚．现代钻井技术发展趋势［ 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０５，

３２（１）：８９ －９１．
［２］　曾义金，刘建立．深井超深井钻井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 Ｊ］．石

油钻探技术，２００５，３３（５）：１ －５．
［３］　孙继明，侯树刚，李铁成．空气钻井技术在普光 Ｄ －１ 井的应用

［ Ｊ］．石油钻探技术，２００６，３４（４）：２４ －２６．
［４］　张金成，位华，于文红．空气钻井技术在普光气田的应用［ Ｊ］．

石油钻采工艺，２００６，２８（６）：８ －１０．
［５］　张金成．普光气田钻井技术发展与展望［ Ｊ］．石油钻探技术，

２００８，３６（３）：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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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切勿机械性、盲目性地加压或升高转速。

（３）根据所钻岩石的性质，选择使用与地层相
适用、时效较高的钻头。 建议选择底唇面为阶梯、锯
齿等形状的异型钻头，这种钻头钻进时所需的钻压
相比普通的钻头要小，钻杆所受得轴向力相对要小。

（４）配制使用润滑性能好的冲洗液，减少钻杆
在钻进时的回转阻力。

4　结语
钻探施工中钻杆折断原因往往是多种因素造

成，包括从钻杆加工出厂直到现场的使用维护及管
理等，但只要从源头把关，每一环节都认真负责，严

格按规程、制度去执行工作，根据施工情况合理制定
钻进参数，杜绝违章操作，就能够减少或防止此类事
故的发生，降低施工成本，提高施工经济效率。

参考文献：
［１］ 刘广志．岩心钻探事故预防与处理［Ｍ］．北京：地质出版社，

１９８２．
［２］ 李世忠．钻探工艺学［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 蒋希文．钻井事故与效率问题［Ｍ］．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４］ 张蛮庆．Ｓ７５ 绳索取芯钻杆折断事故的某些施工因素及其措施

［ Ｊ］．探矿工程，１９８６，（２）．
［５］ 姜光忍，李忠，王献斌．绳索取心钻探施工中钻杆折断原因分

析及应对措施［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０９，３６ （３）：
１５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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