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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磨曲家矿区 ＺＫ９２０３ 钻孔夹钻事故处理
习　辉， 李三军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指挥部，北京 １０００５５）

摘　要：介绍了山东大磨曲家矿区 ＺＫ９２０３钻孔夹钻事故的处理方法，总结了钻探卡钻、掉钻事故处理的技术措施
和操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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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大磨曲家矿区位于山东龙口市黄城南 ２０ ｋｍ，

地层主要为斜长角闪岩、黑云变粒岩、黑云斜长片麻
岩、花岗质碎裂岩，构造带主要为绢英岩化碎裂岩、
黄铁绢英岩，局部地层破碎，漏失，伴有较厚的断层
泥；该区有不同厚度的坚硬“打滑”岩层，厚约 ２７０
ｍ，主要岩性为含石英的花岗岩，并且局部出现“石
英脉”，岩石硬度为硬 ～中硬，可钻性 ７ ～１０ 级，研
磨性强，结构致密，金刚石钻头底唇面极易抛光，继
而打滑；该矿区局部出现漏水，严重影响钻进效率。

2　事故情况
我部某机台 ２００７ 年在该矿区施工的 ＺＫ９２０３

钻孔于 ５ 月 ２８ 日开孔，１０ 月 ３ 日终孔，终孔深度
１０３１畅４５ ｍ，历时 １２８ 天，总台时 ３０７４ ｈ。 纯钻率
１８畅１％，辅助率２６畅７％，机故率４畅２％，孔故率５０％，
停待率 １％；台月效率 ２４１畅５９ ｍ。 该孔用时一个月
施工至孔深 ７４７ ｍ时，遇破碎带，岩石粒状破碎，冲
洗液完全漏失，钻进阻力骤然升高，提钻遇阻，换一
挡回转困难，直至钻具完全卡死断钻，孔内留有 ３５０
ｍ 饱７１ ｍｍ墩粗钻杆及钻具的内外管总成。

3　事故处理过程
3．1　饱７３ ｍｍ公锥捞取

吃入钻杆后回转断钻，孔内剩余 ９ 根 饱７１ ｍｍ
钻杆和钻具合计 ４０畅５ ｍ。
3．2　饱７３ ｍｍ反丝公锥捞取

下入饱５０ ｍｍ墩粗反丝钻杆捞取，反转不动，从
孔口异径接头处卸开，加 １５００ ｋＮ油压千斤顶，加压
４００ ｋＮ等待２ 天无效，在４５０ ｋＮ顶力下从孔内反丝

公锥异径接头处裂断，接头及公锥残留孔内。
近几年在处理事故中使用饱５０ ｍｍ反丝钻杆经

常脱扣，所以把反丝钻杆两端墩粗，壁厚加厚 ２ ｍｍ，
接头丝扣加长 １ ｃｍ，直径加大 ４ ｍｍ，之后从未出现
脱扣、断裂现象。
3．3　捞取反丝公锥

下饱７３ ｍｍ钻具、饱７６ ｍｍ金刚石钻头研磨异径
接头和反丝公锥，考虑到不使残留的铁心掉入钻杆
内而给捞取内管带来困难，在下入的钻具中配好卡
簧提出残留物。 研磨至准确计算好反丝公锥吃入钻
杆的部位后，直接上钻提取，反丝公锥成功捞取。
3．4　捞取内管

钢丝绳带打捞器捞取事故钻具中内管，钢丝绳
拉断。 反丝钻杆连接自制双头鱼叉式捞钩打捞钢丝
绳，孔内残留少量钢丝绳。 下入 Ｓ７６ 金刚石绳索取
心钻具配合自制厚壁卡簧捞取打捞器，打捞器中部
直径 ４２畅５ ｍｍ，卡簧自由内径加工成饱４２畅３ ｍｍ。 研
磨掉上部少量钢丝绳后成功捞取打捞器，携带出事
故钻具中内管。
3．5　换 Ｓ５６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

考虑到孔内事故钻杆多次处理中已经没有捞取

的可能性，在事故钻杆上部下入饱７３ ｍｍ套管，对接
处加工环形座套，施工孔径 ７６畅５ ｍｍ，座套外径 ７６
ｍｍ，内径 ６３ ｍｍ，上部与套管丝扣连接，下部加工内
锥型面套在事故头钻杆上，换 Ｓ５６ 金刚石绳索取心
钻具研磨掉事故钻具中坐环、扶正环、钻头内台阶阻
挡处后，正常钻进至终孔。

4　经验总结
4．1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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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复杂事故时，应尽量准备充足的工具、材
料。 在处理过程中，要求快是为了避免事故复杂化，
但在快的同时要稳妥，遇到异常情况没有判断清楚
前不要盲目处理，要考虑处理失败的后果。

处理事故时首先要察看岩心情况，以此判断钻
进的地层和事故头的地层，然后复查钻杆数量；其次
在处理过程中一定要有专人始终跟班作业，详细记
录每一次处理的过程、内容；加减钻杆的数量，差值；
孔内、孔外钻杆的数量；机上、称重的数量；对于所下
的处理工具如丝锥、打捞器等要先进行各部位尺寸
测量、描述（如测量公锥异径接头长度、内径，丝锥
长度和吃入钻杆后的长度及内孔径等）。
4．2　操作方法
4．2．1　锥捞

正锥的方法：下钻后称重，在下到事故头后测量
机上余尺，提离孔底 １５ ｃｍ用卡盘卡紧，减去约与自
重相等的力下降，用人工回转确保丝锥进入事故钻
杆头内，然后在 １０ ｋＮ的压力下用钻机在半联动的
回转下吃入，为确保丝锥吃紧，可适当在回转中加大
压力，然后称重、测量机上余尺、上钻。

反锥的方法：下钻称重，到事故头后测量机上余
尺，提离孔底 １５ ｃｍ用卡盘卡紧，减去约与自重相等
的力下降，用人工回转确保丝锥进入事故钻杆头内，
然后在 １５ ｋＮ的压力下用钻机在半联动的回转下反
转，为确保丝锥吃紧可适当在回转中加大压力，在吃
紧的过程中应尽量减小回转的幅度，以免在此过程
中反开钻杆，确保吃紧后，减去反丝钻杆的自重和要
反出的钻杆重力，然后反转，可在回转器上打点做标
记来判断回转的圈数，回转的圈数要由少至多。 从
经验判断，每增加 １００ ｍ，饱７１ ｍｍ 钻杆回转可承受
的幅度可增加 １圈左右。 在突然回车的情况下如果
看见卡盘上升即可判断已反开钻杆，称重只要大于
反丝钻杆的自重应立即测量机上余尺并上钻。 如果
在反转过程中能完全回转并听到“嗑腾、嗑腾”的声
音也可判断已经反开钻杆。

孔内钻杆脱扣一般用正丝公锥捞取，但脱扣后
未及时发现，钻杆磨损长时间后可能会出现喇叭口
或劈裂现象，用公锥捞取时，会在事故头造成与孔壁
夹死的现象，应先磨掉事故头至少 ５ ｃｍ，再捞取。

当孔内坍塌、掉块非常严重时，把公锥底面打出
４ 个水口，加工公锥下端成为一个硬质合金式的切
削具，下钻到达掉块上部提前送通冲洗液扫孔，切记
不能硬压，以防堵住公锥的通水孔，泵压高时应提
升，如此反复扫到事故头锥取。

4．2．2　孔内各种残留物的捞取
4．2．2．1　钢丝绳的捞取

事故头上部如有拉断的钢丝绳时，用自制鱼叉
式钢丝绳捞钩捞取。 据以往经验，钢丝绳在孔内的
塌落应在 １／３左右，下入捞钩遇阻后，应用人工回转
的方法转 ２ 圈提升，转多会搅烂钢丝绳。
4．2．2．2　打捞器的卡取

当孔内剩余打捞器和钻具内外管时，用绳索钻
具带自制的卡簧卡取打捞器，与卡取岩心的原理相
同，卡簧的自由内径应比打捞器中部外径小 ０畅２
ｍｍ，外径和锥度与施工用的 Ｓ７５系列卡簧相同。
下入钻具应准确计算好钻头遇打捞器顶端和下

端的机上余尺，以保证打捞器进入钻具，又不至让钻
头磨掉打捞器的捞矛钩。 捞出打捞器时，一般会同
时提出事故钻具里的内管总成。
4．2．2．3　内管的捞取

当孔内剩余整套钻具时，此时无法锥取外管，应
先捞取内管总成，首先下入钻具磨掉上扩孔器，使矛
头完全裸露在钻具外，然后把打捞器放在要下入钻
具的钻头内台阶上，钻具内的打捞器与事故钻具裸
露在孔内的矛头对接捞取。
如果在孔内还有钻杆的情况下捞取内管，一般

不要采用钢丝绳带打捞器卷扬捞取，如果提不出内
管会使事故复杂化。 应换小一级钻杆底部焊接打捞
器捞取，钻杆下入总成上部后直接上钻检查。
4．2．3　研磨

在处理事故中经常会遇到研磨的情况，研磨接
头、钻杆、丝锥通常采用金刚石钻头，研磨钻杆时需
加工异径接头加导正，钻头形状用平底或梯齿状，不
能用弧形底面的钻头，这样很容易跑偏。 磨钻头胎
体掉块时最好用全面硬质合金钻头，因为金刚石钻
头极易使胎体扳裂脱落增加孔内残留物。 钻头底唇
面做成圆锥体，切削刃加工成十字花形，硬质合金块
双排焊接，底出刃 １畅５ ｍｍ左右，过大易发生扳刃现
象。 研磨初期采用低压慢转，使接触面平稳，研磨过
程中经常提升钻头观察转动情况，判断是否有偏磨
和残留物夹钻现象。
在研磨丝锥时需配好内管卡簧，计算好需研磨

的长度，把残留的公锥卡取上来，如果残留的公锥掉
入钻杆内会严重影响后期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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