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喷射式井底反循环钻进技术
陕西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队探矿科

粗

拓

我队广大革命职工
,

十几年来为了保证岩矿心采

取率
,

提高钻探效率
,

进行了大量科学实验工作 在

收集
、

综合外地资料基础上
,

经过 次地表和 井 内

实验
,

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取得了喷射式井底反循环钻

进技术的成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在钻进方

法和钻具结构上又有新的发展
,

由 原 来 的少钻
、

勤

提
、

短岩心管
,

发展为长岩心管
、

回次进尺多钻
、

不

进尺为限

例如三分队在某区施工中
,

共 多个钻孔
,

平均

使用喷射式井底反循环钻进在 多以上
,

单机月台效

率达 米
,

最高班进尺达 米

一
、

作用原理

,’
”

钻具是扣据喷射泵原理制成
。

使钻具起反

循环作用的原因有二 一是冲洗液流经喷咀后产生高

流速
,

在喷咀与扩散管四周产生似真空 负凡作用
,

从而吸引岩心管内部液体有向 上流动的趋势 二是由

于井内水往压力泥泛岩心管内的静水柱产生向上流动

的作用力

二
、

纲砂
“

喷射式井底反循

环操作方法

钻其结构及连接

钻具结构见附图

钻其连接

将分水接头和扩散管连接
,

再与厚壁 连 接

管连接
,

喷咀接头与喷咀连同被帽连接
,

然后与扩散

管找准咳听距离被紧被帐与厚梦连接管连接 下部连

接岩心管和钻头
,

上部连接钻杆接手及取粉管

喷咀和扩散管距离
,

以喷叩插入扩散 管 内

、巧毫米为好
,

钻孔越深括入的应越多
,

但不超 」立

毫米
。

叮又咀接头最好与钻杆及取粉管连 接
,

这样

反循环作用大
,

效果好
。

若遇深井需加长粗 径 钻 具

时
,

可在喷咀接头上边连接岩心管
。

分水接头连接岩心管长度
,

根 据回次进 尺

决定 岩石软而回次进尺多
,

则可加长到 米

适用的地层条件

在 级以上硬
、

脆
、

碎
、

松散
,

采取岩心困难的

岩层中
,

均可用此钻具 在有粘性的岩层中 效果不

大好
,

应采用双管合金反循环钻进
。

技术操作

送水贵

此钻具提高效率
、

保证质量的首要因素 是 送 水
量 总的说来送水量要大于普通钢砂钻进 泥浆钻进

应大于 、 倍 清水钻进应大于 、 倍
。

不论

泥浆钻进还是清水钻进
,

送水量均应保持在 ”

公升 分之间 具体数字由于孔径
、

孔深不同以 及岩

石
、

地区
、

钢砂投量等各有区别
,

不能机械规定
。

但

是可从钻头变相和机械运转声音中判断出送 水 量 大

小 具体判断和观察的标准是 钻头底部外 壁 有

、 毫米的麻痕 钻进阻力不大
,

进 尺 均匀
,

回

次进尺在 米以上
,

上钻取岩心时
,

岩心中混有少盘

公斤 钢砂
,

这是正常钻进 钻进有阻 力
,

卜卜、 闷闷

叹叹 狱、

,’
”

反翻环钻典示班 喷咀接头
。

分水接头 扩散管
。

喷咀
。

喷咀被帽
。

厚壁连接管 钻杯接手 岩心管
。

钻头



提动钻具紧滞
,

有
“

咔咔
”

响声
,

钻头底部磨光呈锥

戒
‘

向里包卷及变黑色
,

钻头麻浪高于 。毫米等现

象
,

说明均 由水量小或不起反循环作用所致
。

应详细

检查钻具
。

增大送水量 “ 钻 进中提 动钻具毫无紧

滞感觉
,

回次进尺少
,

取上之岩心中有大量钢砂
,

岩

心较粗
,

钻头底部麻痕低于 毫米
,

均为水量大所致
,

应缩小水量 随着进尺的增加
,

岩心管内 的 岩 矿

心逐步增多
,

从而逐渐诚弱反循环作用
,

所以钻进中

应由小到大调整送水量 我们在实际操作中
,

由于水

泵能力
、

送水系统的坚固程度所限
,

钻进中增大水量

有一定困难
,

所以采用一次找好水量
,

中途不调水量

的钻进方法
。

根据各方面条件所限
,

还是以中途不调

水量为好

钢砂投盆

此钻具的回次投砂量应比普通钢砂 钻 进 多 、

倍 除将反循环带上来的钢砂投入外
,

再按下表增加

心压力根据孔径和岩石硬度而定
,

列表如下

分分分毫米米 、 、 、、

毫米米 、 、 、 、、

今今今
级级 级级 级级 级级

毫米米
。

一 一 一 一
公公公斤斤 公斤斤 公斤斤 公斤斤

。

一
。 。

一 一
公公斤斤 公斤斤 公斤斤

为什么要增大投量呢 一是钻进水量不易控制
,

投最小时
,

相应的水量就要小
,

而水量越小反循环作

用越差 容易造成岩心碎块与钢砂混合进入岩心管内

诚弱反循环作用
,

减少回次进尺
,

并有烧钻的危险
。

二是由于反循环作用
,

每次上钻均带来一部分钢砂
,

井内钢砂残留量很少 所以从现象上看回次投砂大
,

但实际钢砂消耗量和普通钢砂钻进是一样的

钻头水口规格

此钻具的钻头水 口 为双斜边水口
,

具体规格如下

表

钻 头 水 口 规 格 衰

钻钻头直径径 底 口 大 小小 上宽规格格水 口长度度斜边边
毫米 毫米 角度度

一
卜

一 一
占占占肠曲 树的丁或了了了了了

同 上上 同上上 同上上

钻进压力

一钻进压力
,

比普通钢粒钻进压力要小一些 特别

是钻进破碎丢层
,

更应轻压钻进
,

不然回次进尺少

实践证明 ,

单位压力以 、 公斤 平力公分为好 轴

立轴转橄

此钻具钻进转速与普通钢粒钻进相同
,

或离于普

通钢粒钻进 一般不低于 转 分
, 以 转 分

之间为好
。

下部岩心 , 长度

此钻具除具有保证取心质量的特点外
,

还有控制

孔斜和方位的好处
,

所以粗径钻具的总长度 可 以 缩

短
。

此钻具上部可直接连接钻杆钻进 而不影响钻孔

的倾角和方位角
,

并能增大反循环作用 下部岩心管

长度根据岩石破碎程度和回次进尺多少而定
,

最好在

、
。

米
。

岩矿心的采取

此钻具具有自然采取岩心之特点
,

不必投入卡塞

物去特地采取 在回次终了不进尺后稍钻一会即可停

水上钻 在井内毫无阻力
,

井内清洁
,

而认为岩矿心

没有把握上来的情况下
,

也可以干钻取心 但须特别

注意
,

操作精神集中
,

并经常提动钻具
,

干钻时间不

得超过 分钟
。

操作注愈事项

水泵作用良好
,

送水量达到 公 升 分以

上 压力 公斤 平方公分以上
,

钻进中途无特 殊 情

况不得停水
。

井内必须清洁
,

岩钻粉不得超过 毫米
。

特别是钢粒粉更不能过多
,

否则是不会进尺的
。

加强 钻具检查 重点是检查喷咀和扩散 管

距离是否合适 同心
,

有无松动变形现象
,

钻杆通

水眼有无杂质等 钻杆眼每次下钻应用铁条逐根 立

根 检查
,

特别是第一次用此钻共时更应如此

降下钻具时
,

严 禁将 钻头下到井底接触岩

粉
,

钻具离开井底。 ” 米
,

在绝对没接触岩粉之

前送水
,

找好水量后开车慢慢扫到井底

清水
、

深 孔钻进时
,

钻具漏失水量大
,

应

采取措施减少漏水
。

使其满足反循环钻进的需要

水源保扎清洁
,

泥浆最 好粘度 小一些 不

超过 秒
,

不能用泥球投砂 水龙头最好用纱网包

上
,

防止杂质堵塞喷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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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粘性的岩层中不宜使用此钻具钻 进
,

应

换合金反循环钻进

幻 集中精神操作
,

细心观察进尺速度的 变 化

情况
。

一 旦发理不进尺
,

就应立即上钻

卜钻前
,

不论井内有无阻力
,

均应将 钻 具

提离孔底 、 毫米后再停车停水

此钻具的一个缺点是容易烧钻 解决这一矛盾的

关键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

在技术操作和送水系

统力面下功夫 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

经常发生的两种异状的排除方法

钻具下翔井底后不进尺的耳因及排除方法

①钻具本身作用不良
。

应详细检查喷咀和扩散管

距离是否合适
,

有无松动现象 喷咀和扩散管是否弄

坏和变形
,

喷咀是否在扩散管的中心
,

钻头水口是否

合格等
。

②正循环钢粒钻进
,

第一次换反循环钻具后如不

进尺
,

往往是因为井内残留钢粒和钢粒粉过多 应用

短取粉管专门捞取钢粒粉
,

捞上来后再下钻钻进
。

①钢砂投 合适
,

钻具又合乎要求
,

但下钻后不

进尺
。

原因有二 一是钻具直接下到并底
,

钻头接触

了岩粉 二是送水里小
,

钻具扫到岩粉内
。

处理方法

是
,

将钻具提到一定高度后
,

停水开车转动
,

将岩粉

脱落后
,

再找好水量 开车慢慢扫到井底钻进 如果

发现过晚
,

岩粉已经干钻在岩心管内
,

则只有上钻处

理
。

发现烧钻的班扭处 ,

此钻具容易发生烧钻事故 但发现得早
,

是可以

紧急处置的 此时不要强力上压和上拉
,

更不要停车

和停水 应上下串动钻具
,

使井壁之水流下去冷却钻

头
、

稀释岩钻粉
,

然后逐步上串钻具
,

待串动到安全

处再关车上钻 这样往往可以挽救烧钻事故
。

三
、

合金
“ ”

喷射式井底反循

环钻进操作方法
合金反循环钻进的作用原理

、

注意事项
、

操作方

法等大部分和钢粒反循环相同 这里仅简要 介 绍 如

下

钻典适用的地层条件

级以下的脆
、

碎
、

破碎带
、

软质
、

泥质和有粘

性的岩层均可使用此钻具
。

钻具结构

钻具为双管双动喷射式井底反循环 送水由扩散

管流出后经二岩心管之间流到外管钻头处返上来
,

所
以送水等于直接到井底

,

烧钻危险较小
,

但反循环作

用较差
。

与钢粗反抽环的几个不同点

①水量越大越好
,

但应根据机械设备能力而定

②钢粒换合金反循环前必须扫清井底钢粒
,

或者

用钢粒反循环将钢粒带上来后再换
,

防止央钻事故

③内岩心管上的合金钻头必须割有较大的通水水

口
,

不然影响反循环作用
。

四
、

钻具的主要优点和存在简题

此钻具主要有以下优点
。

保证岩矿心采取率 如 果 连 续使用此钻具钻

进
,

采取率平均在 拓以 几 ,

大部分回次采 取 串 是

拓
。

。

由于反循环作用 井壁间隙小而均匀
,

可控制

钻孔倾角和方位角
。

。

此钻具自然采取岩心
,

可诚少 专门采岩心和投

卡塞物时间 井内很清洁
,

不需特地扫井 提高纯钻

时间
,

防止其他井内事故 虽然回次进尺平均稍低于

普通钢粒钻进
,

但总的效率和普通钢粒钻进 相 差 不

多
。

存在问题

操作不当
,

容易烧钻
。

技术参数掌握不好和深孔钻进
,

水 和水泵压

力增大
,

有超负荷情况 如掌握不好
,

会发生不进尺

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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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合理的推断 要大胆地进行钻探验证 才能突破

旧的认识 有所发现

矿体的赋存位置
、

规模
、

形态和产状 主要受构

造因素所控制 中石炭统底部为塑性的薄层页岩夹不

纯的薄层灰岩
,

而中奥陶统顶部则为脆性的 厚 层 灰

岩 二者力学性质差异较大
,

它们之间的假整合面是

形成层闻剥离构造的内在因素 而造成背料构造的水

平压应力则为形成层间剥离构造的一个条件 闪长岩

沿背斜轴的俊入
,

又促使这种层间剥离构造 更 加 发

育
,

因而成为控制成矿的一种主要构造
。

此外
,

在闪

长岩体的凹陷部位
,

围岩形变较大
,

岩石遭到破碎
,

再加上闪长纷岩脉的屏蔽作用 中奥陶统灰岩就成为

容易交代成矿的又一有利条件 图
。

因此 详细

研究控矿构造
,

对矿床的勘探及外围找矿是有很重要

的意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