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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高效节能立轴岩心钻机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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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新型绳索取心钻杆及新型机械传动不停车倒杆立轴岩心钻机的特点及应用效果。 分析了提高岩心
钻探施工效率、降低成本、节能降耗的技术措施，同时提出了未来地质岩心钻机的发展方向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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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队煤田勘探任务日益增多，２００６ 年

开动小口径岩心钻机 ８３ 台，年完成钻探工作量达
１７畅２６ 万 ｍ，２００７ 年达 ２８畅３２ 万 ｍ。 从钻孔技术经
济指标的统计发现，在采用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工
艺的钻机中，钻孔孔内事故率、钻孔报废率高于采用
硬质合金钻进工艺的同型号钻机和采用相同钻进工

艺的全液压钻机。 其主要原因是：煤系地层岩石较
软，易水化，泥浆在使用过程中受岩粉污染严重，净
化较困难；对绳索取心工艺而言，泥浆质量不能保
证，钻孔就会出现缩径、超径，以至引起各类孔内事
故；发生孔内事故后，处理时不能连续循环和冲扫事
故段（由于加减钻杆时需将主动钻杆提出），给事故
处理增加了难度。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在国内现有
岩心钻机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改造，研制了新型双卡
盘不停车倒杆立轴式钻机。

1　新型钻杆及钻机回转器的开发
目前国内外地质岩心钻探界普遍认为全液压动

力头钻机是最先进的钻机，但是通过对全液压动力
头钻机优缺点的分析及实际应用效果的总结，全液
压动力头钻机的最终综合应用效果、性价比、使用和

维修成本并不比常规机械传动立轴岩心钻机有明显

的优越性。 我队同苏州市新地探矿工具厂、无锡探
矿机械总厂合作开发了无接头新型高强度绳索取心

钻杆和大通孔、长行程、不停车倒杆连续给进的新型
机械传动立轴钻机回转器，在生产实践中取得较好
的效果。
新型钻杆采用钻杆体两端内、外加厚方式，并直

接车公、母螺纹，钻杆两端外径与钻杆外径基本一
致，为大通孔立轴钻机实现无主动钻杆、不移车、在
机上加钻杆提供了可能。 钻杆定尺长度 ４ ｍ，钻杆
外径 ７３ ｍｍ，接头外径 ７４ ｍｍ，其抗拉强度比以往的
内外镦粗钻杆提高了 ３５％，达到了 ８６０ ｋＮ。
新型机械传动立轴钻机回转器的结构形式与现

有的绝大部分立轴钻机相匹配，钻机具有立轴通孔
直径大、给进行程长、不停车倒杆连续给进、卡盘采
用液压胶囊夹持形式、卡瓦径向变化范围大及可靠
夹持圆钻杆等特点。 配备该回转器的钻机基本能实
现全液压动力头钻机的工作过程及功能。
其工作过程简述如下。
由于钻机卡盘能可靠地夹持圆钻杆，所以钻进

过程中不需使用六方主动钻杆（常规立轴钻机通孔
直径小，一般靠六方套传扭，所以必须配六方主动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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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才能可靠地正常钻进），完全按照全液压动力头
钻机的钻进过程，即钻进过程中每一根钻杆都充当
一次“主动钻杆”，在钻机每完成一个立轴行程之
后，无需象常规立轴钻机那样将钻机停止回转后进
行倒杆。 由于该新型钻机立轴回转器采用上下 ２ 个
液压卡盘，所以在钻进一个行程长度后，钻杆在连续
回转的同时实现不停车倒杆。 由于本钻机回转器的
给进行程加长到 ８００ ｍｍ，钻杆加长到 ４ ｍ，在完成 ４
ｍ的进尺钻进过程中，立轴回转器只需倒杆 ４ 次，根
据钻机回转器的倒杆速度，每次倒杆的时间约 ２０ ｓ，
完成 ４ ｍ进尺需要倒杆 ４ 次，即完成 ４ ｍ进尺倒杆
的辅助时间为 ８０ ｓ。 在钻进完 ４ ｍ 一根钻杆之后，
需要加接钻杆时，无需像常规立轴钻机那样提出孔
内主动钻杆、无需后移钻机，在水龙头下端卸开水龙
头与钻杆的连接，接上新钻杆即可。 对于绳索取心
钻进，也是在机上将绳索打捞器投放到孔内。 为了
防止绳索打捞过程中孔内泥浆滴落到钻机上，在投
放打捞器之前，将事先准备好的简易漏斗安装在立
轴上端的钻杆上，当绳索打捞器提升时，被打捞器带
出的泥浆顺着“漏斗”下出口流入孔内。 按照上述
过程，不断重复下去即可完成取心钻进施工。

新型回转器安装在我队已有的 ＸＹ －５ 型立轴
岩心钻机上，并在我队煤田施工矿区进行了钻探生
产应用试验。

不停车倒杆立轴钻机上、下液压卡盘回转器见
图 １。

图 １　不停车倒杆上、下液压卡盘回转器

2　生产试验应用情况
2．1　试验工区地质情况
2．1．1　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及交通条件

试验工区位于准噶尔盆地腹地。 海拔 ６６０ ～
７２８ ｍ，相对高差一般在 ５０ ｍ 以内。 地貌形态均为
残丘状的剥蚀平原。 试验工区为准北煤田，位于奇
台县城东北，该地区共 ４个工区。
试验工区交通较为方便，从奇台县城出发 ５０ ～

９０ ｋｍ。 试验工区均有纵横穿越的简易公路，区内地

形平缓，除火烧区、盐渍化地段外，汽车均可通行，交
通便利。
试验工区属大陆干旱荒漠气候，年温差和昼夜

温差很大，绝对最高气温达４１畅２ ℃。 绝对最低气温
达－４９畅８ ℃。 年平均降水量 １０６ ｍｍ，年蒸发量
１２０２ ～２３８２ ｍｍ，５ ～８ 月偶有雷阵雨，冬季积雪稀
少。 区内常年多风，风力一般 ４ ～５ 级，经常有 ７ ～８
级大风，最大可达 １０级，多以西北风为主。
2．1．2　地层条件与施工质量要求

试验工区内的地层为侏罗系和上第三系，侏罗
系分为下统八道湾组（ Ｊ１ b）和三工河组（ Ｊ１ s）、中统
西山窑组（Ｊ２ x）及中～上统石树沟群（ Ｊ２ ～３ sh），上第
三系见上新统独山子组（Ｎ２ d），另外有第四系和煤
层。 工区岩石以砂岩、泥岩为主，根据枟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地质勘查工程标准枠可钻性级别划分为：砂
岩、泥岩划分为Ⅳ级，中、粗砂岩、砾岩划分为Ⅴ级；
煤层为Ⅳ级。 地层构造均为宽缓的向斜、背斜，岩层
倾角 ３°～１５°，局部有断层和火烧区。
煤心及煤层顶底板长度采取率＞７５％，质量采

取率≮６０％，岩心采取率＞６５％，孔斜每 １００ ｍ控制
在 ２°以内（斜孔为３°），简易水文观测不得低于应测
次数的 ８０％，孔深误差＜０畅１５％，钻进中的原始记
录要准确、清楚完整，终孔层位必须达到设计要求，
终孔后对各孔进行静止水位观测，要求全孔段水泥
封闭，孔口做水泥桩标记。
2．2　简单施工过程及施工情况统计对比

新型立轴钻机生产试验工作选在我队 ４ 个煤矿
勘查工区，因为我队在周边相同地层已施工了近
２００个钻孔，对本次试验工作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试
验数据也能较好地对比。
从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 ２５开始试验应用，到 ２００８年 ８

月 １３日，采用新型不停车倒杆立轴岩心钻机共计完
成 ８ 个钻孔，总进尺达 ４２８１畅５９ ｍ。 施工过程中采
用的工艺参数和以往相同地质条件下的工艺参数基

本一致，施工过程采用了无主动钻杆、机上投放和打
捞内管总成、不移车机上加接钻杆和常规立轴钻机
提下钻杆工艺过程。 新型钻机完成的 ８个钻孔的施
工情况初步统计见表 １。 为了更好的进行效率及其
他优点的比较，我们列出了相邻工区以往及 ２００８ 年
常规立轴钻机和全液压动力头钻机钻进效率的统计

数据，分别见表 ２、表 ３。 通过对新型钻机施工效果
同其他钻机在相同条件下施工效果统计对比可以看

出，新型不停车倒杆钻机的台月效率比其他钻机明
显提高，事故发生率和钻孔报废率明显下降。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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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不难看出，新型不停车倒杆立轴钻机及绳索取
心钻杆、钻具及工艺方法的优点。 新型不停车倒杆
立轴钻机钻探生产试验现场及取出的岩心见图 ２ ～
５。

表 １　新型不停车倒杆立轴钻机钻进施工情况统计

工区名称 钻孔编号 开钻日期 终孔日期 孔深／ｍ 台效／ｍ
火烧山 ０７ 趑．１０．２５ ０７ e．１１．０６ ３５０ ��畅０５ ８０７ EE畅８
石钱滩 ０７ 趑．１１．２３ ０７ e．１２．０１ ３６６ ��畅００ １２２０ E
南黄草湖 ＺＫ０５０２ U０８ 趑．０３．０４ ０８ e．０３．１９ ５１０ ��畅００ １０２０ E
西黑山 ＺＫ０２１２ U０８ 趑．０３．２７ ０８ e．０４．０７ ４９０ ��畅００ １３３６ EE畅３６
奥塔乌格日什 ＺＫ１３０７ U０８ 趑．０４．１４ ０８ e．０４．２７ ４８１ ��畅９７ １１１２ EE畅２４
呼图壁石梯子西沟 ＺＫ４０３ -０８ 趑．０５．１１ ０８ e．０５．２９ ６１０ ��畅８５ １０１８ EE畅０８
昌吉阿苏萨依矿区 ＺＫ２０２ -０８ 趑．０６．０５ ０８ e．０６．１９ ４８０ ��畅７２ １０３０ EE畅１１
西庙儿沟 ＺＫ７０１ -０８ 趑．０６．２４ ０８ e．０８．１３ ９９２ ��畅００ ５９５ EE畅２
平均 ５３５ ��畅２０ １０１７ EE畅４７

表 ２　以往相邻工区常规立轴钻机钻进施工情况统计

工区
名称

钻机
编号

进场
日期

开钻
日期

终孔
日期

终孔孔
深／ｍ

台月效
率／ｍ 备注

奇台大
井预查

５０５ $４ 适．２０ ４  ．２４ ５ Z．１７ ４２４ ��畅１４ ５５３ 苘苘畅２４
１０３ $５ 适．２１ ５  ．２４ ６ Z．１０ ６２６ ��畅２０ １１０５ 苘苘畅０６
１０４ $５ 适．２３ ５  ．２６ ６ n．４ ２４１ ��畅６５ ５５７ 苘苘畅６５ 事故排除
１０５ $４ 适．２２ ４  ．２５ ５ Z．２０ ４８３ ��畅８０ ５８０ 苘苘畅５６ 事故报废
１０７ $５ 适．２０ ５  ．２３ ６ n．１ ２４９ ��畅７３ ８３２ 苘苘畅５３
１０４ $４ 适．１８ ４  ．２１ ５ Z．２０ ４７２ ��畅８９ ４８９ 苘苘畅２０ 事故报废
１０５ $５ 适．２５ ５  ．２７ ６ Z．１７ ４９４ ��畅６８ ７０６ 苘苘畅６９
１０７ $４ 适．２１ ４  ．２４ ５ Z．１６ ５２０ ��畅１０ ７０９ 苘苘畅２３
１０３ $４ 适．２２ ４  ．２４ ５ Z．１６ ６３６ ��畅６２ ８６８ 苘苘畅１２
１０７ $６ 揶．６ ６ &．９ ６ Z．２５ ４８７ ��畅６９ ９１４ 苘苘畅４２
１０４ $６ 揶．７ ６  ．１０ ７ n．１ ６６６ ��畅６６ ９５２ 苘苘畅３７
６０４ $４ 适．１８ ４  ．２１ ５ Z．１４ ６３６ ��畅４０ ８３０ 苘苘畅０９
１０５ $６ 适．２３ ６  ．２５ ７ Z．１１ ５９６ ��畅０２ １１１７ 苘苘畅５４
６０６ $４ 适．１９ ４  ．２１ ５ Z．１３ ６２０ ��畅４１ ８４６ 苘苘畅０１
１０３ $７ 揶．６ ７ &．９ ７ Z．２８ ６１６ ��畅００ ９７２ 苘苘畅６４
６０４ $６ 适．２１ ６  ．２４ ８ Z．２２ ６９７ ��畅４４ ３６０ 苘苘畅７４

奇台将
军庙

６０１ $５ 揶．８ ５  ．１１ ６ n．５ ４９５ ��畅０７ ６０６ 苘苘畅２１
９００ $５ 适．１７ ５  ．１９ ６ n．２ ２６５ ��畅２９ ５８９ 苘苘畅５３

奇台二
道沙梁

６０１ $４ 揶．１ ４ &．５ ５ n．５ ５８１ ��畅４０ ５８１ 苘苘畅４０
６０４ $５ 适．２２ ５  ．２７ ７ Z．２９ ８３０ ��畅７４ ３９２ 苘苘畅４８ 事故报废
ＳＤ１ $８ 揶．１ ８ &．４ ９ Z．１３ ７２９ ��畅３０ ５４０ 苘苘畅２２
ＳＤ５ $８ 适．２９ ９ &．２ １０ n．２９ ８３０ ��畅３０ ４３３ 苘苘畅２０

黄草湖 ５０４ $３ 适．１８ ３  ．２１ ４ n．８ ４６８ ��畅００ ７５８ 苘苘畅９２
西黑山 ９０６ $４ 揶．９ ４  ．１１ ５ n．１ ６４８ ��畅３０ ６７２ 苘苘畅５９

奇台大
井普查

５０５ $１０ &．２８ １２ n．１１ ６６４ ��畅２３ ４４７ 苘苘畅８０ 事故报废
５０６ $１０ &．１８ １１ n．２３ ６７１ ��畅５７ ５８３ 苘苘畅９７
５０３ $１１ :．６ １２ 倐．１ ６７４ ��畅４２ ７９３ 苘苘畅４４
６０５ $１０ &．１６ １１ n．１０ ６５４ ��畅２０ ７６９ 苘苘畅６５ 事故报废
６０４ $９  ．１１ １０ n．２１ ７５５ ��畅９９ ５５９ 苘苘畅９９ 事故报废
８００６ $９  ．２０ １０ n．２２ ６９６ ��畅９４ ６４３ 苘苘畅３５
８００５ $１１ :．９ １２ 倐．９ ５６８ ��畅００ ５５８ 苘苘畅６９ 事故排除
８００５ $１０ :．１ １１ 倐．１ ６６５ ��畅４８ ６３３ 苘苘畅７９
６０４ $１０ &．２７ １２ 倐．７ ７２０ ��畅０８ ５２０ 苘苘畅５４ 事故报废
６０６ $１０ &．２０ １２ n．３１ ８３３ ��畅０２ ３４７ 苘苘畅０９ 事故报废
８００６ $１０ &．２８ １１ n．２４ ７００ ��畅８８ ７６４ 苘苘畅６０
９０９ $９  ．１４ １０ n．１８ ８２９ ��畅４８ ７２１ 苘苘畅２９

续表 ２　

奇台大
井普查

９１９ D９ 2．２０ １１ 帋．１０ ７４８ 舷舷畅４９ ４９９ ��畅１０
５０１ D９ 2．１２ １０ 帋．２５ ８２７ 舷舷畅０８ ５７０ ��畅４０

１１０６ D１０ Z．２ １０ 帋．３０ ７９４ 舷舷畅１０ ８３５ ��畅８９
４０２ D１１ Z．９ １２ ⅱ．１ ７１６ 舷舷畅２３ ９５４ ��畅５７
５０１ D１１ Z．３ １２ ⅱ．６ ６８３ 舷舷畅７３ ６１２ ��畅３０
９０２ D１０ F．１１ １１ 帋．１０ ７７０ 舷舷畅２０ ７３３ ��畅５２

１１０６ D１１ Z．７ １１ 帋．２７ ６４７ 舷舷畅９３ ９２５ ��畅６１
９０９ D１０ F．２４ １１ 帋．１３ ５９１ 舷舷畅６１ ８６５ ��畅７７
２０２ D９ 2．２０ １０ 帋．３０ ６６６ 舷舷畅０５ ４９３ ��畅３７
９００ D９ 2．１３ １０ 帋．１８ ７４０ 舷舷畅０４ ６２５ ��畅３９ 事故报废
９０８ D９ 2．１９ １０ ⅱ．６ ５６２ 舷舷畅０１ ９６３ ��畅４５
９０８ D１０ F．１２ １１ ⅱ．１ ５６５ 舷舷畅３４ ８２７ ��畅３３ 事故报废
９０８ D１１ F．１２ １２ 帋．２４ ６０４ 舷舷畅１９ ４２１ ��畅５３ 事故报废
９０６ D１０ F．１１ １１ ⅱ．２ ６２３ 舷舷畅９９ ８３１ ��畅９９
９０２ D１１ F．２１ １２ ⅱ．８ ４３６ 舷舷畅６５ ７４８ ��畅５４
９０６ D９ 2．１３ １０ ⅱ．３ ６２０ 舷舷畅８０ ９０８ ��畅４９ 事故报废
９０２ D９ 2．１４ １０ ⅱ．６ ６７６ 舷舷畅８０ ９０２ ��畅４０
２０６ D１０ F．１６ １１ 帋．３０ ４８５ 舷舷畅１５ ３１６ ��畅４８ 事故报废
９０６ D１１ F．０７ １２ ⅱ．９ ５５５ 舷舷畅０５ ５１２ ��畅３５ 事故排除
９００ D１０ F．２２ １２ ⅱ．８ ６８８ 舷舷畅６７ ４３４ ��畅９５ 事故报废

平均 ６５５ ��畅３３

　注：采用的钻机为 ＸＹ －５ 和 ＸＹ －４ 型常规立轴钻机，采用工艺方
法均为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工艺。

图 ２　不停车倒杆钻机正常钻进

图 ３　机上投放打捞器和打捞内管总成

２００８年我队还开动了其他 ６ 台岩心钻机，其中
９０１号钻机为 ＨＹＤＸ －６型全液压动力头钻机，其余
５ 台为我队改造的大通孔、圆卡瓦常规立轴岩心钻
机。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我队其他 ６ 台钻机共
完成钻探进尺 １８５６４畅４０ ｍ。 其他 ６ 台钻机钻探施
工情况统计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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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移车机上加接钻杆

图 ５　打捞出的岩心并放入岩心箱

表 ３ ２００８ 年其余 ６ 台钻机钻进施工情况统计

机号 完成钻孔／个 单机平均台效／ｍ 单机总进尺／ｍ
９００ l４  ７５５ ZZ畅８１ ２６８４ OO畅０６
９０１ l８  ６２８ ZZ畅４５ ３０７５ OO畅７１
９０４ l７  ９１６ ZZ畅２６ ２９７０ OO畅５４
９０６ l５  ８８６ ZZ畅０２ ２３４８ OO畅７４
９０８ l１７  １１０１ ZZ畅８６ ４５０６ OO畅７９
９０９ l７  ８７２ ZZ畅０７ ２９７８ OO畅５６

由表 １、表 ２ 对比可见，在相邻地层施工的 ５６
个钻孔平均台月效率为 ６５５畅３３ ｍ，而新型不停车倒
杆立轴钻机采用同样工艺施工的 ８个钻孔平均台月
效率为 １０１７畅４８ ｍ，台月效率提高 ５５畅２６％。 同时，
钻孔事故率和钻孔报废率明显降低。 另外，新型不
停车倒杆立轴钻机由于省去了停车“倒杆”，人工手
动松、紧卡盘，不仅效率明显提高，而且燃料消耗、劳
动强度都明显降低，受到了施工操作人员的好评和
欢迎，我队其他机台也都纷纷向队领导提出配备不
停车倒杆回转器的要求。
2．3　钻探施工成本统计及经济效益分析

按照我队目前的每机台人员编制及配置、管理
方式，施工过程总的主要成本构成包括：人员工资、
油料消耗、运输、设备租凭、折旧、泥浆材料、其他材
料、管理费等。 初步统计正常钻进施工的每天的直
接支出约 １８００ ～２０６０ 元（包括工资总额为 ８００ 元、
油料费为 ６５０ ～９１０元、其他费用 ３５０元）。
目前我队常规立轴钻机平均台效为 ６００ ｍ，新

型不停车倒杆钻机为 １０１８ ｍ，即同深度的钻孔，新
型不停车倒杆钻机可节约 １２天，按每天上述直接支
出计算，新型不停车倒杆钻机与常规立轴钻机相比，
完成相同钻孔，可节省成本 ２１６００ 元。 全年如完成
５０００ ｍ进尺，每台新型不停车倒杆钻机每年与常规
立轴钻机相比可节省成本 １８万元。
按我队改造的大通孔、圆卡瓦、无主动钻杆立轴

钻机平均台效 ８６０ ｍ 推算，每台新型不停车倒杆钻
机每年完成 ５０００ ｍ进尺，新型不停车倒杆钻机每年
可比我队自己改造的大通孔立轴钻机节省成本

１３畅５万元。
同我队购置的 ＨＹＤＸ －６ 型全液压动力头钻机

相比，新型不停车倒杆立轴钻机的台月效率明显高
于全液压动力头钻机，虽然没有进行详细的成本对
比分析，但考虑购置成本、折旧、油料消耗、施工效
率、使用及维修等，新型不停车倒杆钻机的综合效益
要比全液压动力头钻机高得多，因为 ＨＹＤＸ －６ 型
全液压动力头钻机的购置成本要比新型不停车倒杆

立轴钻机多 ８０万元，按照上述两种钻机的实际钻进
效率以及每年每台钻机完成 ５０００ ｍ工作量计算，不
难看出两者的综合效益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3　应用效益分析及几点体会
从上述的初步应用效果不难看出，新型钻机及

绳索取心钻杆及工艺方法同常规立轴钻机相比，钻
进效率明显提高，成本和钻孔报废率明显降低。 我
们通过分析可以更清楚的得知取得良好效果的原

因：新型不停车倒杆立轴钻机的钻进过程与现有的
全液压动力头钻机过程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全
液压动力头钻机一次可以钻进 ３ ｍ，而本新型立轴
钻机完成 ３ ｍ进尺中途需要倒杆 ３ 次，３ 次倒杆的
时间只须 ６０ ｓ。 也就是说，完成 ３ ｍ的进尺，新型不
停车倒杆立轴钻机比全液压动力头钻机慢 ６０ ｓ，虽
然同全液压动力头钻机相比在完成 ３ ｍ多用了 ６０ ｓ
时间，但本钻机配备的钻杆为 ４ ｍ，完成相同孔深加
接钻杆的次数比现有全液压动力头钻机减少了

２５％，因此，同全液压动力头钻机相比，新型不停车
倒杆钻机加接钻杆的辅助时间完全可以抵消钻进过

程中倒杆所增加的辅助时间。 在购置成本、燃料消
耗、维修成本、提下钻杆的辅助时间等方面，无需对
比分析说明，凡是用过全液压动力头钻机的用户不
难看出全液压动力头钻机同这种新型不停车倒杆钻

机在上述的差别。 同现有常规立轴钻机的工作过程
相比，不停车倒杆立轴钻机及工作过程最明显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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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是：倒杆时无需停止回转钻杆，降低了常规立轴
钻机停车倒杆时必须停止回转而容易造成岩心堵塞

及损伤钻头的几率；去掉了原有主动钻杆，在加接钻
杆时无需移车和提出孔内的主动钻杆及提离孔底钻

头一定高度，这可以大大降低孔内由于孔壁不稳定
坍塌、掉块等引起的新钻杆不能加接到位的弊端，以
至减少了钻头扫孔次数和时间，同时将会降低其他
孔内事故隐患，毫无疑问对延长钻头寿命具有好处，
两者钻进效率的差别从上述统计表可以充分体现和

证明。
通过对新型绳索取心钻杆、新型不停车倒杆立

轴钻机回转器的研发及应用，我队取得了十分明显
的经济技术效益，所以我队又添置了一台新型不停
车倒杆钻机，我队还将陆续把所有现有的常规立轴
钻机更换成新型不停车倒杆钻机。

在当前石油价格大幅飙升，人类都在设法节能
降耗、减排高效的背景下，地质岩心钻探设备及钻探
施工技术也必须面对节能降耗、减排高效的挑战。
因此，我们建议，我国钻探技术科研人员、有关主管
机构、各有关钻探器具制造厂商，从用户及国家利益
出发，开发出具有节能降耗、减排高效、低制造及维
修成本、实用可靠的钻探设备及施工技术。 从我们
本次应用改造的钻机及施工技术方法看，我们认为，
将全液压动力头钻机及机械传动立轴钻机的优点有

机地结合起来，应该成为未来地质岩心钻机的发展

方向，这种钻机及无主动钻杆工作方式的优点及效
率都明显高于常规立轴钻机及全液压动力头钻机。
将现有的常规立轴钻机都改造成不停车倒杆立轴钻

机，同时采用无主动钻杆、不移车机上投放和打捞内
管总成及加接钻杆的工作过程将更现实、更实用，这
将大大提高我国地质岩心钻探技术水平、综合效益，
并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通过这次技术革新，将不断提高我队的地质找

矿取心钻探技术水平及市场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１］　王江，彭一江．提高立轴岩心钻机绳索取心钻探效率的技术革

新［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０７，（ Ｓ１）．
［２］　张永勤．论提高我国地质找矿钻探综合效益的措施［ Ｊ］．地质

与勘探，２００７，（６）．

　　编后语：关于岩心钻机的形式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直是
钻探行业内争论的焦点。 特别是当前正处于地质岩心钻机
更新换代的时期，大家无疑都希望看到很有说服力的文章。
以前我刊曾经发表过关于钻机形式的讨论文章，现在新疆地
勘局第九地质大队彭一江等同志又以自己的试验探讨了立

轴式钻机改型的效果，参加了这场讨论。 全液压钻机在发达
国家是普遍的发展趋势，无疑有它的道理，而立轴式钻机在
我国拥有其雄厚的技术基础和自身的优势，也是不乏先例
的。 希望大家多用自己的实践和数据来发表意见，参加我们
的讨论，共同为我国地质岩心钻机的发展建言献策。

（上接第 １５页）

5　实施效果
ＤＰ３ 井三开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９ 日开钻，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完钻，历时 ４２ 天，顺利钻达完钻井深
４０８６畅００ ｍ（斜深），水平段长 １２０１ ｍ。 通过采用低
密度无固相钻井液体系，很好的解决了水平井段的
携带岩屑、固相控制、润滑防卡、井壁稳定、储层保护
等技术难题。 在 ３８０５ ｍ以浅，较低的钻井液密度，
基本实现了欠平衡或近平衡钻井，达到了良好的气
层保护效果：起下钻，气测后效果明显，点火火焰高
２ ～６ ｍ，最长持续时间达 ３６ ｍｉｎ。

6　结论和建议
（１）低密度无固相钻井液体系能达到欠平衡的

目的，但是当水平段较长，钻进周期长，减轻剂破损
严重时，钻井液密度也就难以控制。 如要控制就需

要更大量的玻璃微珠，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可能就
得不偿失了。

（２）目前井队的固控系统针对普通钻井液的净
化是完全足够的，也是有效的。 但用于饱２１６ ｍｍ井
眼中的低密度无固相钻井液，就显得净化能力不足，
难以有效清除无用的有害固相，不能抑制钻井液密
度的持续上涨。

（３）如在以后井的开发中仍使用低密度无固相
钻井液， 且减轻剂仍用玻璃微珠时，建议用
ＨＧＳ６０００型的，效果会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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