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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介绍了不同的钻探技术指标对钻探施工效率的影响作用，提出了“开展钻探装备优化配置是以获得最
佳的钻探技术指标和最佳的钻探施工经济性为目标”的观点；然后逐项对深孔取心钻探装备的要素，包括钻机、钻
进方法、绳索取心钻杆、钻头、定向钻进器具和泥浆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各要素优化的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对深孔取心钻探装备优化配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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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取心钻探施工由钻进、回收岩心、起下钻等一些

基本环节组成，每一个环节的实施都需要运用一定
的装备。 钻探装备包括钻机、泥浆泵、钻杆、取心钻
具、钻头以及辅助性的钻探设备和器具等，它们是影
响钻探施工效率和成本的基本元素。 钻探装备的优
化配置，就是在保证钻探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基础上，
优化设计或选择钻探装备的各基本元素，形成最佳
的钻探装备组合，最终获得最高的钻探效率和最低
的钻探成本。

深孔取心钻探施工时间长、成本高、风险大，因
此开展深孔取心钻探装备优化配置的工作显得尤为

必要。 本文讨论的深孔取心钻探是指钻孔深度在
１５００ ～２５００ ｍ范围内的岩心钻探。

1　深孔取心钻探施工效率评价
深孔取心钻探施工的效率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

钻探技术指标予以评价，其中最重要的 ４ 项技术指
标是机械钻速、回次长度、起下钻速度和起钻间隔。
在钻进施工中，钻进效率会随着这几项技术指标的

变化而有不同。 由图 １ ～４可以看出，每一项技术指
标对钻进施工效率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机械钻速
是 ４项技术指标中对钻探施工效率影响最显著的。
在研究范围（机械钻速 ０畅８ ～２ ｍ／ｈ）内，机械钻速的
较小变化便可带来钻进效率较明显的变化。 回次长
度对钻进施工效率影响比较显著，但此项指标超过
４畅５ ｍ之后，其对施工效率的影响变弱。 起下钻速
度对钻进施工效率的影响也较显著。 不同型式的钻
机，立根长度不一样，在起下钻速度方面会有明显的
区别。 起钻间隔对钻进施工效率影响相对较弱，超
过 ４０ ｍ后影响已经不大；超过 ６０ ｍ后，影响微弱。
但不管怎么样，每一项技术指标的提高，都可能带来
钻进效率的提高。 钻探装备配置的优劣，可以从这
几项技术指标得到充分的体现。 开展钻探装备的优
化配置，其目的就是要获得最佳的钻探技术指标，最
终获得最佳的钻探施工经济性。

2　深孔取心钻探装备要素分析
2．1　深孔取心钻机

目前市场可得到的深孔取心钻机有２种，即立

４３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第 ３６ 卷第 １０期　



图 １　回次长度对钻进施工时间的影响

图 ２　机械钻速对钻进施工时间的影响

图 ３　起钻间隔对钻进施工时间的影响

图 ４　起下钻速度对钻进施工时间的影响

轴式钻机和液压动力头钻机。 液压动力头钻机的给
进行程长，一般为 ３ ～６ ｍ，比立轴式钻机的 ０畅５ ～
０畅８ ｍ要长得多。 对于 ３ ～６ ｍ 进尺，动力头钻机可
一气呵成，而立轴式钻机则需倒杆多次。 每次倒杆
不仅多耗时间，还可能造成岩心断裂，使得倒杆后的

初始钻进速度慢，并加大了岩心堵塞的概率，这些问
题在破碎地层尤为明显。 因此动力头钻机在机械钻
速、钻头寿命、回次长度和提钻间隔方面都要优于立
轴式钻机。 立轴式钻机在发达国家已基本被液压动
力头钻机所取代，这是主要原因。 常规动力头钻机
的最大弱点是没有钻塔，钻杆立根短，起下钻速度
慢。 孔深在 １０００ ｍ以内时，起下钻时间在整个施工
时间中占的比例小，所以问题不大，动力头钻机的综
合效率要高于立轴式钻机。 随着钻孔加深，动力头
钻机起下钻速度慢的缺点愈加明显。 表 １显示了钻
杆立根长度和起下钻速度对不同深度钻孔起下钻时

间的影响，其中 １８ ｍ长的钻杆立根代表有钻塔的钻
机，６ ｍ 和 ９ ｍ 长的钻杆立根代表无钻塔的钻机。
结果表明，长立根起下钻可明显减少深孔施工的起
下钻时间；而加大起钻间隔，会减缓钻杆立根短导致
的起下钻时间长的不利影响。

表 １　起下钻时间与钻探技术指标的关系 ／ｄ　
钻孔
深度
／ｍ

提钻间隔 １５ ｍ
立根长度／ｍ

１８ 篌９ 照６ 照

提钻间隔 ３０ ｍ
立根长度／ｍ

１８ 蝌９ 栽６ 适

提钻间隔 ４５ ｍ
立根长度／ｍ
８ 缮９ 靠６ 　

５００ P１ 汉汉畅６５ ２ 鞍鞍畅９７ ４ 哪哪畅３７ ０ 构构畅８５ １ ��畅５３ ２ ゥゥ畅２５ ０ いい畅５５ ０ 殮殮畅９９ １ ||畅４６
１０００ P６ 汉汉畅３３ １１ 鞍鞍畅３９ １６ 哪哪畅７５ ３ 构构畅３０ ５ ��畅９４ ８ ゥゥ畅７４ ２ いい畅２９ ４ 殮殮畅１３ ６ ||畅０７
１５００ P１４ 汉汉畅０３ ２５ 鞍鞍畅２５ ３７ 哪哪畅１３ ７ 构构畅０８ １２ ��畅７５ １８ ゥゥ畅７５ ４ いい畅９５ ８ 殮殮畅９２ １３ ||畅１１
２０００ P２５ 汉汉畅１２ ４５ 鞍鞍畅２２ ６６ 哪哪畅５０ １２ 构构畅６５ ２２ ��畅７８ ３３ ゥゥ畅５０ ８ いい畅６２ １５ 殮殮畅５２ ２２ ||畅９２
２５００ P３８ 汉汉畅９７ ７０ 鞍鞍畅１４ １０３ 哪哪畅１４ １９ 构构畅８３ ３５ ��畅６９ ５２ ゥゥ畅４９ １３ いい畅３０ ２３ 殮殮畅９３ ３５ ||畅２０

　注：立根长度 ６ ｍ 相应的起下钻速度为 １７０ ｍ／ｈ；立根长度 ９ ｍ 相
应的起下钻速度为 ２５０ ｍ／ｈ；立根长度 １８ ｍ 相应的起下钻速度为
４００ ｍ／ｈ。

根据技术经济分析和现场应用的数据，在钻孔
较浅时，液压动力头钻机比立轴式钻机在施工效率
方面有明显的优势，随着钻孔加深，这种优势逐渐减
小，原因是随着孔深的加大，动力头钻机的起下钻时
间增加较快。 为了解决动力头钻机在深孔钻进时起
下钻速度慢、时间长的问题，有专家提出为深孔动力
头钻机配钻塔，实现长立根起下钻。 此外，有钻塔和
塔衣的钻机可为钻机操作人员提供一个较好的环

境，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施工效率。 此种钻机已由中
国地质装备总公司和安徽 ３１３ 地质队联合研制成
功，初步试验的效果证实了这种新型钻机设计思路
的正确性。 这种新型钻机结合了常规立轴式钻机和
液压动力头钻机的优点，既可做到钻进效率高和取
心质量好，又可实现起下钻速度快，因此能明显提高
钻探施工效率。 但从多深的钻孔开始应该为液压动
力头钻机配置钻塔？ 为此，我们对比分析了不同钻
机在不同施工条件下钻进 １０００ ～２５００ ｍ 深度的钻
孔所需的施工时间，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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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钻机在不同技术指标时的钻进施工时间

钻机
类型

机械钻
速／（ｍ
· ｈ －１ ）

回次
长度
／ｍ

起钻
间隔
／ｍ

起下钻
速度／（ｍ
· ｈ －１）

钻孔
深度
／ｍ

取心钻
进施工
时间／ｄ

钻机搬
迁时间

／ｄ
钻进施
工总时
间／ｄ

立
轴
钻
机

１ 栽栽畅０ ３ 适适畅５ ２７ 佑４００  
１０００ 9５３   畅８ ５  ５８ [[畅８
１５００ 9８６   畅０ ６  ９２ [[畅０
２０００ 9１１９   畅９ ７  １２６ [[畅９
２５００ 9１６０   畅７ ８  １６８ [[畅７

１ 栽栽畅３ ３ 适适畅５ ２７ 佑４００  
１０００ 9４１   畅８ ５  ４６ [[畅８
１５００ 9６７   畅５ ６  ７３ [[畅５
２０００ 9９５   畅８ ７  １０２ [[畅８
２５００ 9１２７   畅６ ８  １３５ [[畅６

１ 栽栽畅０ ２ 适适畅５ ４５ 佑４００  
１０００ 9５２   畅５ ５  ５７ [[畅５
１５００ 9８２   畅７ ６  ８８ [[畅７
２０００ 9１１５   畅７ ７  １２２ [[畅７
２５００ 9１５１   畅３ ８  １５９ [[畅３

无
塔
液
压
动
力
头
钻
机

１ 栽栽畅２ ４ 适适畅０ ３０ 佑１７０  
１０００ 9５０   畅８ １   畅５ ５２ [[畅３
１５００ 9８３   畅９ ２  ８５ [[畅９
２０００ 9１２３   畅１ ２  １２５ [[畅１
２５００ 9１６７   畅９ ２  １６９ [[畅９

１ 栽栽畅５ ４ 适适畅０ ３０ 佑１７０  
１０００ 9４１   畅６ １   畅５ ４３ [[畅１
１５００ 9６９   畅５ ２  ７１ [[畅５
２０００ 9１０３   畅１ ２  １０５ [[畅１
２５００ 9１４１   畅９ ２  １４３ [[畅９

１ 栽栽畅２ ２ 适适畅８ ５０ 佑１７０  
１０００ 9４７   畅２ １   畅５ ４８ [[畅７
１５００ 9７６   畅６ ２  ７８ [[畅６
２０００ 9１０９   畅８ ２  １１１ [[畅８
２５００ 9１４６   畅８ ２  １４８ [[畅８

带
塔
液
压
动
力
头
钻
机

１ 栽栽畅２ ４ 适适畅０ ３０ 佑４００  
１０００ 9４５   畅７ ５  ５０ [[畅７
１５００ 9７３   畅１ ６  ７９ [[畅１
２０００ 9１０３   畅８ ７  １１０ [[畅８
２５００ 9１３７   畅７ ８  １４５ [[畅７

１ 栽栽畅５ ４ 适适畅０ ３０ 佑４００  
１０００ 9３６   畅６ ５  ４１ [[畅６
１５００ 9５８   畅８ ６  ６４ [[畅８
２０００ 9８３   畅９ ７  ９０ [[畅９
２５００ 9１１１   畅８ ８  １１９ [[畅８

１ 栽栽畅２ ２ 适适畅８ ５０ 佑４００  
１０００ 9４４   畅３ ５  ４９ [[畅３
１５００ 9７０   畅０ ６  ７６ [[畅０
２０００ 9９８   畅２ ７  １０５ [[畅２
２５００ 9１２８   畅８ ８  １３６ [[畅８

　注：（１）立轴钻机立根长度 １８ ｍ、常规动力头钻机立根长度 ６ ｍ、
带塔动力头钻机立根长度 １８ ｍ；（２）取心钻进施工时间包括钻进时
间、回收岩心时间和起下钻时间，所有其它时间不含在内。

由表 ２ 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动力头钻机加上钻塔之后，在 １５００ ～２５００

ｍ孔深范围内的施工效率总是高于立轴式钻机和常
规动力头钻机，并且随着孔深加大，其优势愈加明
显；

（２）在孔深 １５００ ｍ以内，常规动力头钻机的施
工效率要优于立轴式钻机，随着孔深减小，其优势愈
加明显；在孔深 ２０００ ｍ时，二者的施工效率相当；在
孔深 ２０００ ｍ之后，由于起下钻速度太慢，常规动力
头钻机的施工效率可能会低于立轴式钻机。
根据此分析结果，我们对深孔取心钻机的选择

提出以下建议：深度在 １２００ ｍ 以内的钻孔，采用常
规动力头钻机施工；深度在 １２００ ～１６００ ｍ之间的钻
孔，视情况采用常规动力头钻机或带塔动力头钻机
施工；深度超过 １６００ ｍ 钻孔，采用带塔动力头钻机
施工。
2．2　深孔取心钻进方法

由于提钻取心方法用于深孔施工时起下钻时间

太长，施工经济性太差，深孔取心钻进应该考虑绳索
取心钻进方法。 可能用于深孔取心钻进的绳索取心
方法有普通绳索取心方法、液动锤／绳索取心方法和
不提钻换钻头方法。
通过技术经济分析的结果（表 ３）可知，液动锤／

绳索取心钻进方法是经济性最好的深孔取心钻进方

法。 该方法在提高机械钻速和取心钻进的回次长度
方面具有十分显著的效果，应该作为深孔硬岩取心
钻进的首选取心钻进方法。 尽管不提钻换钻头方法
可明显减少提钻次数，加大起钻间隔，但由于起钻间
隔在超过一定值后，其对钻进施工时间的影响作用
变小（图 ３），该方法的优点不会带来显著的成效。
而不提钻换钻头钻具结构较复杂、可靠性较差、机械
钻速和回次长度都较低，导致综合效益差。
液动锤钻进是一种先进的钻进方法，这是早就

表 ３ 不同取心钻进方法施工不同深度钻孔需要的时间 ／ｄ　
取心钻
进方法

起下钻速度

／（ｍ· ｈ －１）
起钻间
隔／ｍ

机械钻速

／（ｍ· ｈ －１）
打捞岩心
间隔／ｍ

钻进施工时间／ｄ
１００ ｍ 钻孔 ５００ ｍ钻孔 １０００ ｍ 钻孔 １５００ ｍ 钻孔 ２０００ ｍ 钻孔 ２５００ ｍ 钻孔

绳索取心 ４００ 煙３０  １ PP畅０ ２ ��畅５ ４ 槝槝畅５ ２３ oo畅８ ５０ GG畅２ ７９ 33畅１ １１１ 66畅０ １４５   畅５

液动锤／绳索
取心

４００ 煙３０  １ PP畅３ ４ ��畅０ ３ 槝槝畅６ １９ oo畅１ ４０ GG畅９ ６５ 33畅２ ９２ 66畅４ １２２   畅４
４００ 煙３０  １ PP畅５ ４ ��畅０ ３ 槝槝畅２ １６ oo畅９ ３６ GG畅６ ５８ 33畅８ ８３ 66畅９ １１１   畅８

不提钻换钻头 ４００ 煙１００  ０ PP畅８ ２ ��畅３ ５ 槝槝畅８ ３０ oo畅１ ６２ GG畅４ ９６ 33畅８ １３３ 66畅５ １７２   畅４

得到了公认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９０ 年代，该方法是地
勘钻探行业大力推广的钻进方法。 后来由于地质工
作陷入低潮，许多先进方法被弃用，液动锤钻进方法
也未能幸免。 随着地质行业的复苏，液动锤钻进方

法重新得到了重视，目前推广应用的势头很好。 通
过实施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该方法
用于深孔的可行性得到了证实，液动锤取心钻进的
深度超过了 ５０００ ｍ，并且获得了很好的钻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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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动锤钻具是一种由泥浆驱动的孔底动力钻

具，对泥浆的使用有严格的要求，要求泥浆含砂量低
和润滑性能好，否则钻具的寿命和可靠性会受到影
响。 迄今为止，地质钻探中尚无比较理想的固相控
制装置，这对液动锤钻进方法的推广应用起到了一
定的限制作用。 所幸的是，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在
“８６３”项目的支持下已经研制出了适合于地质钻探
的离心机，目前正在进行样机试验，地质岩心钻探的
泥浆固控问题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这为液
动锤钻进这种先进高效钻进方法的推广应用提供了

有利条件。
2．3　深孔绳索取心钻杆柱

绳索取心钻杆是深孔取心钻进非常关键的一个

环节，直接影响深孔钻探施工的成败和经济性。 与
深孔绳索取心钻杆有关的问题有钻杆强度和钻深能

力问题、钻杆拧卸机械化问题和钻杆长度问题。
2．3．1　绳索取心钻杆的钻深能力问题

目前国产绳索取心钻杆使用的孔深纪录是

２１０４ ｍ（饱７１ ｍｍ钻杆，山东省地矿局第三地质队施
工）。 人们对深孔绳索取心钻杆的主要担心是钻杆
强度问题，因为超过一定孔深之后钻杆柱会因为超
过其强度极限而发生破坏。 大家都很关心国产的绳
索取心钻杆的钻深能力能否达到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ｍ 或
更深的问题。 影响绳索取心钻杆强度和钻深能力的
因素比较多，以下讨论 ３个主要问题。
2．3．1．1　钻杆材质

从长远来说，应该考虑铝合金钻杆在深孔取心
钻探中的应用，采用轻质的铝合金是解决超深孔钻
柱问题的有效途径。 尽管铝合金的屈服强度比钢的
低，但铝合金的密度比钢的低得多，其钻柱质量也比
钢钻柱小得多，铝合金钻柱中由钻柱自重引起的应
力比钢钻柱的小得多。 因此，铝合金钻柱显示出更
大的钻深能力。 世界上最深的科拉超深钻（深度
１２２６２ ｍ，采用提钻取心方法施工）和最深的绳索取
心钻孔（南非 ５４２３ ｍ的金矿勘探孔）就是用铝合金
钻柱施工的。 此外，采用铝合金钻柱可明显减轻对
钻机负荷的要求和加速起下钻过程。

由于我国在铝合金钻杆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基础

太差，经验还很少，还需较长时间的摸索，才可能研
制出满足深孔取心钻探要求的铝合金钻杆，所以我
们目前考虑深孔绳索取心钻杆还是以钢质钻杆为

主。 目前国内的绳索取心钻杆材料的屈服强度一般
都在 ６００ ＭＰａ以内。 对于深孔取心钻进，应采用机
械性能更好的钻杆材质，钻杆材料的屈服强度应达

到 ８００ ～１０００ ＭＰａ，相当于 Ｐ１１０、Ｓ１３５ 钢级，这样的
材质在国内市场上已经可以得到（嘉兴新纪元钢管
制造有限公司的 ＸＪＹ８５０ 冷拔管和衡阳华菱钢管股
份有限公司的 Ｓ１３５冷拔管）。
2．3．1．2　钻杆结构

钻杆结构设计是影响钻杆柱整体强度和钻深能

力的重要因素。 国外解决深孔绳索取心钻杆柱强度
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加大钻杆接头的厚度，因为
接头因具有螺纹而成为钻杆柱的薄弱环节，钻杆柱
的破坏绝大多数发生在接头部位。 加大接头壁厚之
后，岩心直径会相应地减小，南非的深孔取心钻具的
岩心直径比常规钻具岩心直径小一级，如 Ｈ 尺寸
（９６ ｍｍ）的深孔取心钻杆，其岩心直径与 Ｎ尺寸常
规钻具的岩心直径（４７畅６ ｍｍ）相当。 采取此措施
后，南非的钢质绳索取心钻杆的钻深能力可达到
３２００ ～４２００ ｍ，铝合金绳索取心钻杆的钻深能力可
达到 ６０００ ｍ（表 ４）。 我们在考虑 ２５００ ｍ以深的绳
索取心钻杆柱时，可借鉴这种思路，但不一定按岩心
直径小一级的做法。 如果钻孔深度还不是太大，钻
杆接头壁厚加大也不必过多。

表 ４ 南非深孔绳索取心钻杆主要参数

钻杆
型号

钻孔直
径／ｍｍ

岩心直
径／ｍｍ

钻杆外
径／ｍｍ

钻杆内
径／ｍｍ

接头内
径／ｍｍ

钻深能
力／ｍ

每米质
量／ｋｇ

ＣＵＤ９６ Ё９６ PP畅０ ４７ 儍儍畅６ ８９ 贩贩畅０ ７５ 觋觋畅０ ５０   畅３ ４１００ 　１６ oo畅０
ＣＵＤ７６ Ё７６ PP畅０ ３６ 儍儍畅５ ６９ 贩贩畅９ ５７ 觋觋畅２ ４６   畅２ ４２００ 　１１ oo畅２
ＣＨＤ７６ ┅７６ PP畅０ ４３ 儍儍畅５ ６９ 贩贩畅９ ６０ 觋觋畅３ ５５   畅０ ３２００ 　８ oo畅４
ＡＬＵ７６ ゥ７６ PP畅０ ３６ 儍儍畅５ ６９ 贩贩畅９ ５０ 觋觋畅８ ４６   畅２ ６０００ 　６ oo畅４

　注：钢钻杆接头内加厚，摩擦焊连接，接头硬化处理 １畅５ ｍｍ，钻杆
安全系数 ２∶１。

2．3．1．3　组合钻杆柱
采用组合钻杆柱，可在已有的钻杆条件下钻得

更深。 基本思路是：将接头壁厚较大、强度较高的钻
杆放在上部（钻杆柱受力最大的部位），将接头壁厚
较小、强度较低的钻杆放在钻杆柱下部，这样可在保
证钻杆柱强度的基础上，使钻杆柱较轻。 南非钻深
孔时就是将 ＣＵＤ７６钻杆与 ＣＨＤ７６ 钻杆组合起来使
用（表 ４）。
2．3．2　绳索取心钻杆拧卸扣机械化问题

目前绳索取心钻进起下钻过程中钻杆主要采用

手工拧卸，起下钻施工效率低、劳动强度大，对于深
孔钻进尤其如此。 因此迫切需要尽快研制出绳索取
心钻杆的机械化拧卸装置，以便提高施工效率并降
低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2．3．3　绳索取心钻杆长度问题

回次长度对钻进施工效率有较明显的影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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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提高绳索取心钻进的回次长

度。 由于采用液动锤钻进方法，钻进时不易发生岩
心堵塞，实现长回次钻进是可能的。 ＣＣＳＤ 科钻一
井施工时采用长 ９ ｍ的岩心管经常能打满管，就是
因为采用了液动锤钻进方法。 参考国外深孔绳索取
心钻进的经验，深孔绳索取心钻进采用 ４畅５ ～６ ｍ长
的岩心管应该是比较合适的，相应的钻杆单根的长
度和钻机的给进行程都应以此为基准设定，以便实
现连续的钻进过程和高的施工效率。
2．4　高胎体长寿命金刚石钻头

加大起钻间隔可提高施工效率，但绳索取心钻
进的起钻间隔受钻头寿命的直接影响，加大起钻间
隔的前提条件是提高钻头寿命。 根据国内外金刚石
钻头技术的最新进展，提高金刚石钻头寿命的主要
方法之一是加大钻头金刚石工作层的高度。 随着钻
头技术的发展，金刚石钻头工作层的高度在不断增
加，从最初 ４ ～６ ｍｍ 发展到现在的 １０ ～１２ ｍｍ，最
大的达到了 １６ ｍｍ。 钻头寿命因此显著增加，至少
提高 ３０％，多的提高 １ 倍以上。 对于深孔取心钻进
施工，一定要采用机械钻速高、寿命长的金刚石钻
头，不要因为钻头价格而放弃对钻头质量的要求，因
为钻头费用在深孔取心钻进施工总费用中占的比例

很小，而提高机械钻速和钻头寿命会带来明显的经
济效益。
2．5　定向钻进器具

定向钻进在深部矿产勘探中至少有以下 ３方面
的作用。

（１）纠斜：钻孔深度加大后，孔斜超标的概率更
大，对于详查阶段的钻探施工更是如此，纠斜在深孔
取心钻进施工已经成为常见的问题或要求。

（２）绕障：深钻施工中出现卡钻、埋钻和钻具断
裂事故是不可避免的，有的孔内事故处理需要很长
时间，并且最终还可能不成功。 在此情况下，采用侧
钻绕障避开孔内事故钻具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可大
大缩短事故处理时间，使钻孔免于报废。

（３）多分支孔钻进改善施工经济性：在一个钻
孔中施工多分支孔，可减少钻机搬家和勘探钻进总
进尺，降低勘探成本。

对于从事深孔取心钻进施工的队伍来说，定向
钻进器具应该是必备的装备。 目前，定向钻进在我
国的地质勘探队伍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多队伍
还不具备此种手段，对深部找矿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将有不利的影响。

目前有 ２种可用于地质勘探钻进的定向钻进工

具，即机械式连续造斜器和螺杆马达弯外管（弯接
头）钻具。 螺杆马达弯外管（弯接头）钻具可用于各
种孔深，并且定向的可靠性和造斜强度的可控性都
较好。 机械式连续造斜器目前只有在 １０００ ｍ 以内
钻孔中使用的报道，该造斜器使用成本较低，比较适
合于在坚硬岩层中进行定向钻进。
2．6　深孔取心钻进泥浆泵

地质矿产勘探钻孔在深部的主要口径是 ９５ 和
７６ ｍｍ。 深孔取心钻进泥浆泵应该满足在这 ２ 种口
径的钻孔中进行液动锤钻进和螺杆马达定向钻进的

要求。 ＢＷ３２０ 型泥浆泵的最高泵量和最高泵压分
别为 ３２０ Ｌ／ｍｉｎ 和 １０ ＭＰａ，ＢＷ －３００／１２ 型泥浆泵
的最高泵量和最高泵压分别为 ３００ Ｌ／ｍｉｎ 和 １２
ＭＰａ。 两种泵的泵量皆能满足饱９５和７６ ｍｍ钻孔中
液动锤钻进和螺杆马达定向钻进的要求，ＢＷ３２０ 型
泥浆泵可用于深度 １５００ ｍ 以内的钻进施工，ＢＷ －
３００／１２ 型泥浆泵的泵压更高，可用于更深的钻孔。
采用液动锤取心钻进方法施工深孔，对泵压要求较
高，这一方面对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钻
孔被压漏的风险加大。 为了降低深孔取心钻进时环
状空间的压力损失，应该采用超径钻头，建议采用
饱７７ ｍｍ钻头钻进 饱７６ ｍｍ 规格的钻孔，采用 饱９６
ｍｍ钻头钻进饱９５ ｍｍ规格的钻孔。

3　结论
深孔取心钻探装备配置合理与否，对深孔取心

钻探施工的经济性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 根据技术
经济分析和钻进实践的结果，现提出深孔取心钻探
装备配置的建议（见表 ５）。 希望通过深孔取心钻探
装备配置的优化，能够提高我国深部地质矿产勘探
的技术水平，提高深孔钻探效率并降低深孔钻探成
本。

参考文献：
［１］　马德义，覃勋平，付兆友．不同类型岩心钻机在新疆黄山铜镍

矿钻探施工效果对比［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０８，３５
（６）：１１ －１４．

［２］　张伟．关于我国地质岩心钻机发展方向分析［ Ｊ］．探矿工程（岩
土钻掘工程），２００８，３５（８）：１ －４．

［３］　张伟．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施工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Ｊ］．探矿
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０７，３７（１０）：２２ －２４．

［４］　Ｔｒｅｖｏｒ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４０００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Ｊ］．Ｍｉｎｅ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９９２，１１
（４）：４３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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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改进后的传动系统图

结构上，减小变速箱的减速比，提高变速箱的输
出转速，减小转矩，同时增大最小齿轮的齿数，由原
来 １８齿增大到 ２０齿，齿轮材料由原来的 ４０Ｃｒ改为
２０ＣｒＭｉＴｉ，提高了最小齿轮的强度，轴和轴承的受力
条件也得到了改善，提高了使用寿命。 同时降低了
卷扬机的高度，使卷扬机操作更方便。 将大的减速
比布置在分动箱，分动箱的轴向距离短，明显提高了
传动轴的支撑刚性，卷扬机与回转器从分动箱的上
部输出，降低了变速箱和卷扬机的高度，变速箱与分
动箱采用直联结构，拆装方便，钻机的解体性好。 箱
体采用铸造结构，简化了加工工艺，降低了制造成
本。

5　使用情况
ＳＧＺ －ⅢＡ 型钻机传动系统经改进后，采用变

速箱加分动箱的结构形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变
速箱的齿轮、轴、轴承的强度提高了。 在湖州内河桥
软地基桩孔施工，孔径 ６００ ～１０００ ｍｍ，孔深 ２０ ～３０
ｍ，用最低挡转速 １２８ ｒ／ｍｉｎ施工，累计进尺 ２４００ 多
米，变速箱齿轮没有出现损坏的情况。 用立轴式钻
机代替工程钻机进行软地基浅桩孔施工，投入成本
低，效率高。 在煤矿井下施工，钻机解体性好，组合
方便，适合井下狭窄空间的拆装、搬运。

6　结语
在钻机的传动系统设计过程中，利用转速图可

以直观地反映传动系统的传动关系。 按照传动副
“前多后少”，传动比“前缓后急”的原则，合理地布
置传动系统各传动副的传动比，将大的减速比布置
在分动箱，有利于改善变速箱各传动副的受力条件，
提高可靠性。 采用变速箱加分动箱的结构，对立轴
式钻机是较合理的布置形式。 变速箱和分动箱的结
构设计应力求加工简单，性能可靠，拆装、维修方便。

参考文献：
［１］　武汉地质学院，等．岩心钻探设备及设计原理［Ｍ］．北京：地质

出版社，１９８０．
［２］　杨惠民，等．钻探设备［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８．
［３］　孙振均，等．金属切削机床构造与设计［Ｍ］．北京：国防工业出

版社，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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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深孔取心钻探装备配置建议

钻孔深度／ｍ １５００ 牋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鞍
钻机 液压动力头钻机 液压顶驱钻机 液压顶驱钻机

钻塔 塔高≥２４ ｍ，立根长度 １８ ｍ 塔高≥２４ ｍ，立根长度 １８ ｍ 塔高≥２４ ｍ，立根长度 １８ ｍ
取心钻进方法 绳索取心液动锤钻进 绳索取心液动锤钻进 绳索取心液动锤钻进

钻杆

材质 屈服强度≥７００ ＭＰａ，延伸率≥１２％ 屈服强度≥８５０ ＭＰａ，延伸率≥１２％ 屈服强度≥１０００ ＭＰａ，延伸率≥１２％
接头形式 常规接头 常规接头 加厚接头，根据孔深确定加厚尺寸
长度／ｍ ３ ～４ 媼媼畅５ ４ 儍儍畅５ ～６ ４ 烫烫畅５ ～６

钻杆拧卸工具 液压钻杆钳 液压钻杆钳 液压钻杆钳

泥浆固控装置 离心机 离心机 离心机

金刚石钻头 高胎体长寿命钻头 高胎体长寿命钻头，超径钻头 高胎体长寿命钻头，超径钻头
纠斜（造斜）钻具 螺杆马达／弯外管 螺杆马达／弯外管 螺杆马达／弯外管
泥浆泵 ＢＷ －３２０ 型 ＢＷ －３００／１２ 型 ＢＷ －３００／１２ 型或压力更高的泥浆泵

［５］　张伟．二十一世纪大陆科学深钻技术发展展望［ Ｊ］．探矿工程
（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０８，３５（Ｓ１）：１６９ －１７１．

［６］　况学军，孙建华．ＸＪＹ８５０ 高强度精密地质管材的研制［ Ｊ］．探矿
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０８，３６（６）：２８ －３０．

［７］　王达，张伟，张晓西，等．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钻探
工程技术［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８］　胡世彬，刘兆平．我国首次完成全方位多分枝受控定向深孔钻
探［ Ｊ］．探矿工程，１９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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