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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声波钻进技术具有速度快、岩心保真好、适用地层广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工程勘察、环境调查、浅源地热、基础

工程、矿山治理等领域.为了提高声波钻进施工质量和过程控制,美国材料与实验协会于２００４年制定了第一部声

波钻进规程 D６９１４ ０４,后经多次修订完善,形成最新声波钻进规程 D６９１４/D６９１４M １６.本文根据该版规程内

容,从技术原理、钻进设备、成孔工艺等方面展开了阐述.当振动器与钻柱谐振频率重叠时,声波钻头受到的能量

达到峰值.钻机和取心钻具是声波钻进的核心设备.成孔工艺主要以双管高频振动、低速回转为主,实现多种目

的层的原位取心作业.标准相关内容对声波钻进技术在我国的持续推广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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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onicdrillingtechnologyhastheadvantagesofhighspeed,goodcorefidelityandwideapplicationhoＧ
rizon．Itiswidelyusedinengineeringsurvey,environmentalinvestigation,shallowsourcegeothermal,basicengiＧ
neering,minemanagementandotherfields．Inordertoimprovetheconstructionqualityandprocesscontrolofsonic
drilling,theAmericanSocietyforMaterialsandExperimentsdevelopedthefirstsonicdrillingprogramD６９１４ ０４
in２００４．Aftermanyrevisionsandimprovements,thelatestsonicdrillingprogramD６９１４/D６９１４M １６wasformed．
Accordingtothecontentofthisedition,thispaperexpoundsfromthetechnicalprinciple,drillingequipment,hole
formingprocessandsoon．Whenthevibratoroverlapsthedrillstringresonancefrequency,theenergyreceivedby
thesonicdrillbitpeaks．Drillingrigsandcoredrillingtoolsarethecoreequipmentforsonicdrilling．TheholeformＧ
ingprocessismainlybasedondoubleＧtubehighＧfrequencyvibrationandlowＧspeedrotation,andrealizesinＧsitucoＧ
ringoperationofvarioustargetlayers．StandardrelatedcontenthasreferencesignificanceforthecontinuouspromoＧ
tionofsonicdrillingtechnologyinChina．
Keywords:sonicdrilling;coreanalysis;geotechnicalinvestigation;environmentaldrilling

０　引言

声波钻进技术(SonicDrilling)将高频振动力、
回转扭矩和钻进压力三者结合为一体,实现钻进成

孔工艺过程.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美国和前苏联对该技

术展开了相关研究工作,如对超声波钻进过程中的

声波能量耦合原理并进行了特性分析等[１－２].德国

帕德博恩大学还研究了一种新型超声波钻进取样装

置[３],直至２０世纪末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技术和设备



体系[４－６].国内对这一技术研究起步较晚,包括对

超声波换能器原理、超声物理应用研究等,为声波钻

进奠定了基础[７－８].相关研究机构对超声波在深空

钻探中的应用及实验展开了分析[８－９].但由于声波

高频振动头技术的限制,声波钻进技术应用推广受

到极大限制[１０].近些年,无锡金帆通过合作和创

新,推出了系列声波钻机,极大地推动了该技术的市

场应用[１１－１２].
相比传统回转钻进技术,声波钻进具有钻进速

度快、岩心保真好、环境污染小、施工安全高、适用地

层广、综合成本低等优点,在国外被广泛应用于工程

勘察、环境调查、浅源地热、基础工程、矿山治理等领

域.为了提高声波钻进施工质量和过程控制,北美

最大的工程标准学术团体———美国材料与实验协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于２００４年制定了第一部声波钻进规程

D６９１４ ０４,成为设计、施工及设备制造商的参考标

准.协会于２０１０年对规程做了进一步修订,形成

D６９１４ ０４(２０１０)版.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协会对该规程

完成了第二次修订,同年１２月颁布了最新声波钻进

规程D６９１４/D６９１４M １６.本文根据２０１６版规程

内容,从适用范围、设备选择、技术注意事项等方面

进行了阐述.

１　技术原理

声波钻进是根据地层的固有频率或频率组,利
用振动器的高频振动和低速回转作用,实现破碎钻

进成孔的过程,而地层的固有频率取决于其矿物组

成和厚度.在声波钻进中,钻头是上部钻具综合作

用力的承载体,一定速度的回转可以保证钻机能量

均匀分配到钻头的底唇面上,控制钻头磨损以及维

持钻孔垂直,如图１所示.
同时,当振动器与钻柱谐振频率重叠时,会产生

共振现象,此时钻头受到的能量达到峰值.一方面

实现断裂、剪切地层岩石的作用,还可以使周围钻屑

颗粒向外围扩展,保证用于现场分析和实验室测试

的岩样完整性,降低钻具与孔壁的摩擦阻力,提高机

械钻进效率.声波钻进采样装置包括薄壁管、对开

式岩心管和地下水原位取样装置.

２　钻进设备

２．１　近钻头部分

图１　声波钻进原理

声波钻进近钻头部分包括正弦波发生器、发生

器驱动机构、减少摩擦和控制钻头热量的润滑系统、
振动隔离装置、钻杆回转机构以及钻杆的连接装置.
正弦波发生器须产生足够的能量推动钻杆完成碎岩

和剪切作用,如图１所示.正弦波发生器使用偏心

反转平衡砝码在０°和１８０°时振幅最大,如图２和图

３所示.通过液压推动,一般在０~１８５Hz运行并

提供全方位能量输出,推进长度高达１２in(１in＝
２５４mm,下同).根据石油供应商要求,润滑系统

应配备足够容量的冷却器,以保持流体温度处于允

许范围内.隔振系统主要起到保护作用,确保向钻

柱提供最大的振动能量而不损坏钻机,钻杆上施加

的振动须与钻机隔离,如图２和图３所示,可使用充

气弹簧、手动弹簧或其他方法.

图２　碟形弹簧封闭式钻头结构

２．２　钻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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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空气弹簧封闭式钻头结构

声波钻具主要包括钻杆、套管、岩心管、采样器

钻头、套管钻头、直剪取样探头、水样取心管等.个

体或公司拥为特定工程项目设计的钻具系统,如果

能获得高质量岩心和高效钻进,也适用于本钻进规

程.
同传统的回转钻进一样,钻杆用于传递综合作

用力并回收岩心管,通用尺寸为直径２~４in,长度

２、５、１０ft以及２０ft(１ft＝３０４８cm,下同);套管标

称外径为４~１２in.当相同尺寸钻杆搭配不同尺寸

岩心管时,套管和钻杆之间空间大小不确定.
岩心管主要用于采集地层样本并清理套管内

部.液体或固体岩心管都有不同的直径和长度,其
尺寸应与套管内径相匹配并满足项目要求.岩心管

安装有切割片,穿透地层时可保证垂直度.常见岩

心管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１)固体岩心管.固体岩心管是两端有螺纹的

固体管材,有多种尺寸和长度,标准采样运行长度为

１０~２０ft,可调整采样运行长度来获得最佳岩心采

取率,组合岩心管可增加取样长度.在某些地层中,
随着进尺增加,岩心采取率有降低的趋势,另一些地

层中反倒有升高的趋势.振动会使在松散未固结的

砾石地层取得的样品致密,同时在松散地层和软土

中取心时会压密地层土.
(２)对开式岩心管.对开式岩心管是两端有螺

纹、纵向可分开的管材,两部分岩心管有突出和凹槽

部分,用于互锁以防止岩心管分开,有多种直径和长

度.即使穿透地层时对开式岩心管受到震动作用,
但对其影响不大,有利于观察岩样.对开式岩心管

在坚硬地层中有分开趋势,同时也取决于施工方法;
获取岩心后质量很大,需要特定技术移取.内衬、透
明丁基、聚乙烯基塑料或不锈钢可用于对开式岩心

管和固体岩心管.

(３)在岩土工程勘察中,标准取样设备可与声波

钻进结合使用.D１５８６(ASTM 标准编号,下同)标
贯实验用于声波钻进时应配备套管和１４０lb(１lb＝
４５３５９g,下同)自动锤;液压驱动的 D６５１９和手动

或固定活塞、薄壁管岩心管 D１５８７与声波钻进结合

使用应配备有大容量泵;岩土钻掘中声波钻一般都

配备绞车线.
套管钻头与套管连接部分组合,其作用是引导

套管穿透地层,并带走钻屑.套管钻头可遵循以下

３种基本设计方向之一.
(１)“挤入”将大部分岩心挤入钻孔和套管内,在

密实、干燥或粘性好的地层可得到很好的应用,有助

于减少地层压实和摩擦.
(２)“挤出”将大部分岩心挤出孔壁,在松散、颗

粒状的砾石和淤泥地层中可得到更好的应用.
(３)“中性”允许钻头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不

同的地层可选配不同钻头,钻头表面均匀间隔分布

硬质合金齿,图４显示了典型的硬质合金齿分布方

式;硬质合金钻头在众多地层中得到很好的应用,被
认定为普遍通用钻头,其极适合于声波钻进时发生

的冲击作用.其它配置包括胎体上的焊接硬质合金

片、切削齿等.

图４　套管钻头结构

区别于套管钻头,岩心管钻头设计可承受较小

压密作用和摩擦力,使岩心通过钻头进入岩心管.
钻头一般由锯齿状硬质合金齿、粗糙内表面或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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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组成,以协助保存岩样.岩心管钻头直径应小

于岩心管内径⅟in,这样岩心会以最小阻力进入岩

心管,减少了对岩心的不必要扰动.钻头唇面应设

计为最有利于钻进地层,如在含有卵砾石的密实地

层中可采用硬质合金齿,松软地层中锯齿形有利于

排除钻屑.钻头唇面类型和取心方法的选择取决于

地层特征,并应随钻进过程进行优化,减少岩心扰动

的同时以获得最高岩心采取率.
声波钻进也是一种直推式钻进方法,可用于环

境勘察中的原位保真取样钻进.原位取水样钻具的

锯齿形内管和外部驱动管件连接于一点,该点直径

与外部驱动管直径相同,以防产生空隙,造成含水层

之间交叉污染.安装过程中,内部滤网通过装有 O
形圈的外部驱动管与地层密封.当进入岩层时,土
体摩擦力作用于该点,向外拉动外部驱动管可使内

部滤网外露,内管直径为２~４in或更大,以增大取

心能力,使用高容量泵可从深部地层快速采样.采

水样探头可安装一次性结构设计,以进行压力灌浆

或安装小直径监测井,探头采用密封形式安装在声

波套管内的充气隔离器中.

２．３　声波钻机

同回转钻进的钻机相似,声波钻机也是载具承

载,其动力可由车载发动机或辅助发动机输出.声

波钻机配有钻塔,用于上下移动钻头、向钻柱施加给

进和收回压力以及搬运装备,钻机也可配备自动化

装置.声波钻机采用液压驱动,钻塔、钻井液泵、夹
持机构和其他辅助设备也需动力驱动,因此,电源须

提供驱动所有系统所需的马力,马力要求基于设备

的实际钻深能力.同时,运载车辆须具有足够的自

重以支撑钻机质量.
钻塔根据实际钻深的不同其高度有所不同,但

要求钻塔应具有足够的拉伸力,一般为钻具重力的

１５倍.声波钻机可采用几种不同尺寸的夹持器.
针对近水平声波钻机,由于其可向上倾斜９０°钻进,
使钻杆或套管与主轴连接,最后提升回归原位与钻

柱连接.其它钻进形式可采用杆式夹持机构,钻杆

或套管为挂钩连接,钢丝绳绞车可用于钻杆脱扣,使
用绞盘方式的设备通常配有一个滑轮,可拉伸２０ft
长的钻杆,以减少岩心管取回时间.声波钻机同样

配有钻杆拧卸装置,装置上部应能双向旋转以关闭

和打开接头,接头喉部须足够大以容纳最大尺寸的

钻具.同时间隙应可以调节,下部构件应能够承受

工具最大总重,高速旋转装置可加速拧开钻杆.
声波钻机配备的泥浆泵有多种用途,如:泵送钻

井液进行润滑、排出钻屑、冷却钻头等,也可进行钻

孔灌浆以及设备清洗等.在某些地层钻进中,钻井

液在平衡地层压力方面更为明显,如饱和土层,但实

际工程中钻井液主要目的是保持套管清洁.声波钻

进中对钻井液消耗较少,通常不做回收处理.根据

声波钻孔深度,建议至少配备一个泥浆泵,如果需要

辅助泥浆泵,需提供２００psi(１４００kN/m２)的泵送

或清洁能力,渐进式腔体或蠕动泵在声波钻进中应

用效果较好.同时,泥浆泵应配备压力指示仪和泄

压阀,以保护泵免受损坏并防止地层破裂.空气压

缩机也可在声波钻进中应用,但应注意同钻进地层

相匹配,其气压可由钻孔深度、孔径确定,具体参数

参考D５７８２.声波钻机的辅助工具包括杆式起重设

备、管件扳手、钻井液搅拌机以及用于维护和修理的

手持式工具,还应配备便携式或液压式电弧焊机、乙
炔炬、蒸汽清洁器和便携式发电机、便携式流体泵和

泥浆储存罐等.

３　成孔工艺

３．１　钻前准备

通过举行安全会议和项目信息会议,审查完整

的安全工作程序;审查公用事业许可信息;钻探人员

应着防护安全装备;需进行一般性现场勘察,并在设

备进场之前检查钻孔位置,检查所有地下和高架设

施的位置;注意可能妨碍钻机操作的任何障碍物;查
看钻孔位置的行程路径以确保设备安全运行;干扰

钻机的辅助设备或耗材应从钻机上移除;调平千斤

顶,并应具有足够大小的接地垫,以分散负载并防止

沉降导致钻具未对准;钻头水平后,应抬起并固定桅

杆;若需收集钻井液,应放置流体储存罐;根据需要

定位服务车辆,以获得有效的工具处理和钻井支持;
根据需要连接各种泵和定位工具.

声波钻进可采用湿式或干式两类工艺.具体工

艺方法的选择取决于项目要求、地层和钻孔设计深

度.将岩心管连接到钻头,并将钻头和岩心管同钻

杆头部紧密连接,检查钻机垂直度.

３．２　取样钻进

在钻头穿过表层土、路面或其它覆盖层后,从钻

孔中取出岩心管并取出覆盖层岩心样品,重新下钻

后,启动声波钻机.注意钻进深度变化,记录钻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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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精确到０１ft.尽量在偶数英尺处结束取样钻

进,或者为了便于钻孔测量,以０５ft增量结束钻

进.

３．２．１　固体取样钻进

在完成取样时应停止施加压力、停止声波钻头

和岩心管回转,并按正确方向将岩心管中样品放入

岩样收集袋中.样品袋尽可能靠近岩心管底部,以
减少岩样下落距离,尽可能减少干扰;岩样通常保存

在２~５ft长的样品袋中,用于检查、记录和分析,样
品袋长度不超过５ft,因为收集的岩样质量越大,后
期处理难度也越高;若岩样可扰动,则取样袋长度可

大于５ft.根据需要更换取样袋,直到从岩心管中

取出所有岩样.回收岩样对后续实验非常重要,如
果遵循规范,固体岩心管取心可获得精确的实验数

据.针对特殊地层取样,可使用透明塑料岩心管衬

里进行更精确的回收测量,如图５所示,也可使用固

体岩心管采取水样.声波振动和钻头会对岩样和其

他土体造成干扰,在测量岩样时应予以考虑.旋转

岩心管对取出岩心是有利的,但是,只能在必要时使

用,以避免扰动岩样或使其从采样器中掉落;某些地

层中,可能需要启动声波钻头以便于取出岩心管.
现场技术人员应意识到,所采取的任何技术措施都

可能对岩心造成扰动,应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扰动.

图５　采取的岩心

３．２．２　对开式岩心管取样钻进

使用对开式取样步骤与一体式岩心管相同,不
同之处在于对开式岩心管不能承受重压或高摩擦阻

力旋转,因此,现场操作时必须更为谨慎.取出岩样

时,对开式岩心管可减少岩样干扰.关于岩样移除

和清洁处理可参考 ASTM 其它标准.采用对开式

岩心管可得到更准确的岩样数据.

３．３　套管钻进

在声波钻进中,套管的作用是维持孔壁稳定,以
防止钻孔塌陷,同时也利于岩样回收、防止含水层交

叉污染,提高岩心保真度,也可为钻孔测量提供可控

环境.根据钻进的地层,使用干法安装套管或湿法

安装套管.干法是在岩心管从钻孔中取出后进行安

装,而湿法则是在岩心管提钻前进行.套管有多种

常用长度和直径,其尺寸与岩心管的直径比例根据

对环空的清洁度确定.钻井液的功用同普通回转钻

进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声波钻进过程中钻井液通常

不再循环使用.
采用干法安装套管时,按照设定的取样间隔取

出岩心管,并及时收集、处理岩心样品,将钻头连接

到套管后下入到取样位置以下,然后再下入岩心管

进行取心钻进.在某些地层中,可使用双倍长度的

岩心管进行连续取样,同时注意保证岩心管清洁度.
钻遇坍塌地层时,应测量位置并正确记录.湿法安

装套管时,首先将岩心管下到预定深度,钻头与岩心

管断开,钻杆中放置一个塞子以保护螺纹,并防止钻

井液进入岩心管冲刷岩心.钻头上安装有相同长度

的钻孔套管,并将其连接到岩心管上,利用压力、旋
转和振动作用推进套管,同时启动泥浆泵,钻井液被

泵送到套管柱中,通过润滑作用推动其直至岩心管

底座.然后取出岩心管,收集、处理岩心样品后再次

下入预定深度.岩心管提钻时,顶部与钻井液之间

有少量接触.
由于声波钻孔受到套管的保护,因此可采用多

种仪器设备对钻孔进行原位测试.含水层测试或地

层其它物性特征的测试可参考 ASTM 标准,如:含
水层参数测试可依据D４０５０.由于钻进过程周围对

地层干扰小,使孔内测试数据更为真实可靠.地层

原位测试可参考 D４０４４及旁压测试 D４７１９、十字板

剪切测试D２５７３等.同时,传统回转钻进的钻头也

可应用于声波钻进中,如金刚石钻头(D２１１３).由

于声波钻通常具有低转速特点,因此可通过使用齿

５４１　第４５卷第１０期　 　韩　萌等:美国声波钻进规程 ASTM D６９１４/D６９１４M １６浅析　



轮驱动的速度倍增器、２速旋转马达、调整声波钻头

输出方式等措施获得足够的钻进速度.通过压缩空

气源,可将潜孔锤引入声波钻进中,实现高效成孔.
标贯 实 验 (D１５８６)中 的 分 体 式 岩 心 管、薄 壁 管

(D１５８７)等也都可在声波钻孔中应用.

４　结论

声波钻进是根据地层的固有频率或频率组,利
用振动器的高频振动和低速回转作用,实现破碎钻

进成孔的过程,具有速度快、岩心保真好、适用地层

广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工程勘察、环境调查、浅源地

热、基础工程、矿山治理等领域.
(１)正弦波发生器产生的能量推动钻杆完成碎

岩和剪切作用,当振动器与钻柱谐振频率重叠时,声
波钻头受到的能量达到峰值.

(２)钻机和取心钻具是声波钻进的核心设备,取
样器主要包括固体取样和对开式取样,可调整采样

运行长度来获得最佳岩心采取率.
(３)套管钻头遵循挤入、挤出、中性３种基本设

计方法,钻井液通常不做回收处理等.
(４)成孔工艺主要以双管高频振动、低速回转为

主,实现多种目的的原位取心作业,并可结合其配套

设备,拓展声波钻进的适用范围.
(５)融合原位测试、岩心原位分析等技术的声波

钻进工艺和设备将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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