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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烧钻事故的发生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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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烧钻事故发生的原因，提出了事故的处理原则、处理方法，并在实际生产实践中得到了应用，为解决
实际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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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种原因，在煤田地质勘探施工过程中，烧
钻事故时有发生。 有时因为事故处理不当，就有可
能造成整个钻孔报废，导致生产经营不能正常进行，
在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 发生事故后如何采取正确
的处理方法去解决这种钻探施工中的事故，笔者就
这种事故的产生和处理在工作中进行了一些尝试。

1　烧钻事故产生的主要原因分析
（１）钻具接箍密封不严。 在施工过程中，由于

钻具在高压泥浆的作用下，加上起下钻频繁的拧卸
钻具，致使钻具接箍磨损，密封性能降低，造成泥浆
漏失而无法传输到钻头，达不到冷却的目的而造成
事故。

（２）水龙头堵塞。 随着浅部地质勘探工程的减
少，深部煤田地质勘探工程项目已经成为当前煤田
地质勘探工作的主要对象。 在深部钻探施工中，为
确保泥浆能够传输到孔底，许多施工钻机会在下钻
时在接箍处加缠盘根线，以防泥浆在中途漏失。 这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每次起钻时，缠加在接箍处的盘
根线就会残留在泥浆中，久而久之泥浆中就不可避
免地留有盘根线，这些残留在泥浆中的盘根线就会
对水龙头形成堵塞，影响泥浆的正常循环。

（３）泥浆泵故障。 由于泥浆泵长期使用而检修
又不及时，从而导致泥浆泵活塞磨损过大、球阀卡
死、水龙头被糊死等原因造成供水不连续，或是形成
气阻现象，造成这类事故的发生。

（４）其他因素。 由于钻杆长期使用得不到及时
更换，使残留在钻杆钢材中的有害物质的危害越来
越大，最终在钻杆中形成砂眼，加上检查上未能及时
发现，导致泥浆不能正常输送到孔底，形成看似孔内
上水而实际上是孔底无水，而发生烧钻事故。

2　事故处理的基本原则
要在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个案的特殊

性，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法。 本着“存疑求原、
解释合理、逐一破劲、砸反结合、掏打小眼”的处理
原则和“稳、准、静、决” 四个步骤，开展事故的处理
工作。

（１）存疑求原。 对存在的疑问，认真研究，仔细
分析出发生事故的原因，进而采用匹配合理的处理
事故的钻具组合，达到预期的目的。

（２）解释合理。 对处理事故所采取的方法，依
据事故个案的特性，在事故的处理思路上，根据具体
的实际情况，所采取的处理方法要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目的性和倾向性，解释要合理。

（３）逐一破劲。 确定处理方案和事故处理钻具
组合后，烧钻事故一般是钻具较紧，很难直接反开，
这时应当对孔内残留钻具采取套砸（采用同径岩心
管套住孔内残留钻具进行冲击）的方式进行破劲，
以达到松动下部残留钻具的目的。

（４）砸反结合。 每当用反扣钻具捞出孔内残留
钻具后，必须在下次反孔内残留钻具前，对孔内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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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具进行套砸，使残留在孔内的残留钻具有所松动，
以便采用反扣钻具反正扣时能够顺利实现捞取孔内

残留钻具的目的，预防因孔内残留钻具紧而导致反
不开或折断打捞工具等次生事故的发生。

（５）掏打小眼。 采用上述方法处理完成后，如
果孔内还有岩心管，先剥掉岩心管上端与钻具连接
的变径接头，再用小一级钻具打小眼的办法，穿过烧
钻孔底０．３ ｍ左右，使岩心管松动捞出，用同径钻头
磨孔保持孔内干净。

（６）处理步骤。 在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法
后，本着“稳、准、静、决”四个步骤，认真研究对策，
以达到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尽最大努力防止事故
复杂化。 稳：就是要在事故发生后，不要着急，认真
梳理一下发生事故的过程，做到心中有数。 准：在现
场，认真了解事故发生的情况，了解操作上的细节以
及发生事故后所采取的措施，判断好孔内情况，为下
一步的处理建立起处理思路。 静：始终要保持清醒
的头脑，不能再次违章作业，必须要在了解情况的基
础上，在处理思路上有一个系统的处理方法，并对下
一步的处理进行预设想，以保证事故的有序开展。
决：了解情况后，在判明情况的前提下，迅速决断，开
展处理，实施补救，解决问题。

3　处理实例
3．1　平顶山煤田北部勘探区 Ａ孔

该孔在施工到 １１６３．２２ ｍ处发生烧钻事故，孔
内残留钻具为 ７ 个立根钻铤，计 ９４．５ ｍ，无心刮刀
钻头 ７．１２ ｍ（该钻头由一根钻铤和 ２个长 ８００ ｍｍ、
外径为 ９８ ｍｍ 的扶正器及无心金刚石钻头连接组
合而成）。
事故发生后，按照烧钻事故的处理办法进行处

理，用反扣钻具对事故进行处理，采用反、砸结合的
方法，即用反扣钻具捞出孔内部分残留钻具后，下入
正扣钻具和不带钻头的岩心管（岩心管下端锯成斜
形）、开泵对泥浆进行循环以保持孔内清洁并进行
套砸的方法进行处理，直到孔内残留的无心刮刀钻
头处。 然后采用正扣钻具套扫到超过钻头 ０．３ ～
０畅５ ｍ，再用扁管（将小一径岩心管中间合适位置砸
扁，其最扁处直径要大于残留钻具内径５ ～８ ｍｍ）下
入残留岩心管内冲击将其捞出。 用这种方式处理，
主要是为了预防一旦钻头烧结处未能与地层脱离而

造成前功尽弃的事情发生。
按照这种处理方式，仅用 ５ 天就将事故处理完

毕。

3．2　平顶山西部勘探区某孔
该孔在正常钻进时，发现不进尺且孔内有劲，操

作人员便起钻强力提拔达到 ４５０ ｋＮ并上下活动近
１ ｈ，也未能活出钻具，据此，工作人员判断有可能是
烧钻事故，故而将钻具倒开。 孔内残留钻具为：钻杆
２ 立根＋２ 个单根（４８．８７ ｍ）、６ 立根钻铤（１２７．３０
ｍ）和一根岩心管（５．７８ ｍ），事故孔深为 ９５３．５３ ｍ。
事故发生后，施工钻机开展事故的处理工作。

拟定用反扣钻具将孔内残留钻具反出、剥除岩心管
上端与钻具连接的变径接头、再用小一级钻头在残
留岩心管内打小眼的方法进行处理。 对孔内残留钻
具钻铤以上采用反一趟砸一趟，即用反扣钻具打捞
出孔内残留钻具后，下入正扣开泵套砸一次，然后再
下入反扣钻具进行反扣打捞的方式进行处理，逐步
向下推进。 当孔内仅残留一根 ５．７８ ｍ的岩心管及
岩心管上端与钻具连接的变径接头时，按照事故预
处理方案，用扫铁钻头将岩心管上端与钻具连接的
变径接头剥去、捞出后，采用小于岩心管内径 ３ ～５
ｍｍ的无心呈锥状的“簸箩”钻头，将岩心管内的岩
心破坏并钻进超过钻头 ０．５ ～１．０ ｍ，在钻岩心管内
岩心时，将连接钻头的钻杆弯曲成“辘轳把”形，以
使其在钻进过程中形成边钻进边扩打岩心管并使之

活动。 然后下入小于岩心内径一级的扁管（带有锥
型钻头）捞取岩心管，用扁管的目的是避免一旦出
现判断失误被烧的岩心管未松动而用锥子捞取所带

来的风险。
该钻孔事故仅用 ３５天便处理完毕。

3．3　河南鲁山县段店勘探区
某钻机在施工时，在钻进到孔深 ２５３．４５ ｍ时发

生烧钻。
事故发生后，钻机机长采取强力提拔 ４０ 多分

钟，毫无结果。 但从情况分析，烧钻程度不太严重，
加上事故发生后，机长又采取强力提拔时间在 ４０
ｍｉｎ左右，故此判断，此时的孔内钻头部位的烧结正
在冷却。 所以，研究决定采取强力提拔，撑紧孔内钻
具，使孔内钻具处于强拉伸状态，刹车停机，进一步
等待孔底部位冷却，以便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当钻
具在强力拉伸状态下停留 ４０ ｍｉｎ后，在拉力的作用
下，钻具突然脱离孔底。
此次事故仅用了不足 １ ｈ便处理完毕。

4　结语
　　（１）无论是什么事故，首先是要对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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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可行。
2．7　洗井及抽水

采用水泵分段抽水法，水泵为 ＪＱ型深井潜水泵
（额定扬程为 ２４０ ｍ，额定流量为 ６ ｍ３ ／ｈ，电机功率
３．０ ｋＷ），井泵上接塑料扬水管，内径 ５０ ｍｍ，壁厚 ６
ｍｍ。 通过提吊钢丝绳将潜水泵分别下到 ５３、６５、９５
ｍ深处，直至水清砂净，洗井结束。 确定潜水泵放置
深度时，需考量以下 ２ 方面：首先，测得孔内动水位
为 ６５ ｍ，送水的地点比出水口高 ６０ ｍ，考虑到高程
损失，在泵的扬程范围内；其次，在满足出水量的同
时，尽量减小对第四系含水层的抽吸作用［１０］ 。 所
以，最终将潜水泵置于孔深 ８０ ｍ处，出水量稳定，为
７２ ｍ３ ／ｄ，说明 ＵＰＶＣ井管能承受孔内侧压和本身的
重力，达到替换钢管的目的。

3　结语
该水井成井后出水量 ７２ ｍ３ ／ｄ，解决了当地小

学用水难的问题，施工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为在
云南地区应用和推广全塑井管成井工艺积累了经

验，为“以塑代钢”展示了广阔的推广前景［１１］ 。 水井
水质、出水量等均达到设计要求，可以预测其长期的
使用效果会好于其他类井管。

ＵＰＶＣ全塑井管也可应用于大直径水井，在保
证强度的要求下，同等孔径和地层条件下，可保证出
水量，大大节省成井成本，只是对成井质量和施工人
员的技术要求更高。 倘若规范施工工艺，提高成井

质量，ＵＰＶＣ全塑井管将会有更好的推广价值，在中
国的应用前景将是巨大的，是我国轻型、耐腐蚀井管
材料研究和机井建设的发展方向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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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质进行准确的定位，这一步是十分重要的，然后
采取正确的技术措施，开展事故的处理工作，决不能
被假象所迷惑。

（２）事故发生后，在处理手段上要对路，当第一
次按照正常的一般性事故去处理时，一旦发现孔内
有劲就要考虑到是否是有别的因素，是烧是卡还是
粘等，决不能一味地强拉硬拽，从而使事故复杂化。

（３）事故处理完毕后，一定要对所用全部钻具
进行认真的检查，认真查看钻具、特别是钻杆是否存
在有砂眼等漏洞，以确保泥浆能够输送到孔底，发挥
其作用。

（４）当钻孔超过 ８００ ｍ 时，为确保泥浆冲洗液
发挥作用，则应该对每一个立根的连接处进行加缠
盘根线，以保证连接处的密封性，确保泥浆能够输送

到孔底，同时，要及时对水龙头进行清理，确保水龙
头的清洁和畅通无阻。 在正常的钻进过程中，必须
勤用小网孔的筛网对泥浆进行过滤，使残存在泥浆
中的盘根线最大限度地减少甚至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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