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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烧钻事故的原因；结合工程实例，总结了几类烧钻事故的处理技术措施；最后得出了预防烧钻事故
的注意事项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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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钻进过程中，特别是金刚石钻进过程中，如果
孔底冲洗液不足，使钻头冷却不良，岩粉排除不畅，
高速回转过程中钻头与孔壁、岩心和岩粉摩擦产生
高温，岩粉泥浆或冲洗液中的粘土就起胶结物的作
用，把钻具下端与孔壁岩层、岩心烧结在一起。 此时
冲洗液循环中止，钻具不能回转，也不能提动，形成
烧钻事故。
烧钻事故胶结最强的是钻头部位。 发生烧钻

后，首先应根据施工情况，判断烧钻程度、地层情况、
孔内情况及现场情况，迅速采取有利措施，及时有效
处理。 笔者结合多年从事野外钻探施工经验，分析
烧钻事故的原因，总结处理经验，提出预防和杜绝烧
钻事故的注意事项和技术措施。

1　烧钻事故的原因
烧钻事故的关键原因是由于在钻进过程中孔底

部位失水或断水而导致冲洗液量不足，从而不能冷
却钻头产生高温而造成。 一般多是由于钻机操作人
员思想大意，精力不集中，不能严格按操作规程作
业；没有根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情况，作出正确判断
而及时应对孔内变化，或是技术经验不足而造成。
具体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没有及时发现：

（１）水泵工作不正常，送水量小或不送水；
（２）吸水笼头被杂物堵塞或吸水高度太大，吸

不进水；

（３）阀门出现故障，没有排除；
（４）钻进软塑地层，钻压高压入过深，导致水路

堵塞；
（５）岩层有硬变软时，没有及时减压和降低钻

速，进尺过快，岩粉多而造成糊烧钻；
（６）钻杆破裂或接手漏水，使冲洗液供量不足；
（７）钻头磨损过度，水口变小，水槽变浅；
（８）岩心堵塞钻头，未及时处理；
（９）扫孔速度太快，冲洗液量不足。

2　烧钻事故的征兆
（１）进尺很慢或不进尺；
（２）烧钻事故发生时，首先感到转动吃力，钻具

回转阻力增大；
（３）烧钻事故发生时，会有憋泵，泵压增高，高

压管跳动，返水量变少等症状；
（４）钻进过程中，泵压突然下降而孔内返水正

常，冲洗液已不是从孔底返出，如继续钻进，就有发
生烧钻事故的可能；

（５）动力机负荷增大，发出与正常运转时不同
的声音；传动皮带跳动厉害，夜间照明灯忽明忽暗；

（６）钻具提动困难或根本提不动。

3　烧钻事故的处理
烧钻事故发生后，要根据事故的性质以及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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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烧钻程度、地层情况等确定处理措施。
3．1　轻微烧钻事故

当有烧钻征兆，孔内干净时，要立即用升降机强
力起拔，不要死拉，边开车边拉。 如提拉不动，再用
千斤顶起拔。
3．2　完整地层烧钻事故

地层较稳定，冲洗液为清水，孔内干净，岩粉厚
度＜０畅３ ｍ。 处理此类事故，要先泡，泡就是让烧结
钻具在孔内停留一段时间，使烧结部位变软。 因为
烧钻后钻头与岩石烧结成一体，强行处理会造成钻
机、钻塔或其它附件损伤。 既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又浪费人力、物力，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相反，根据
热胀冷缩的原理，待其冷却后，钻头与岩石之间产生
缝隙，粘结力减小，则钻具便可容易提出。
3．2．1　实例一

２００９年，１０３号机在河南省安阳市都里铁矿区
施工 ＺＫ３００４ 孔，该矿区为灰岩、闪长岩地层，完整
稳定。 该孔设计孔深 ３００ ｍ，用 ＸＢ１０００Ａ 型钻机，
ＰＨＰ、ＣＭＣ无固相冲洗液，硬质合金钻进。 在 ２８０ ｍ
时，此时孔内岩粉厚度 ０畅２ ｍ，为抢进尺操作人员打
开回水钻进，使送水量减少，不能有效冷却钻头，在
交接班之前 １５ ｍｉｎ 发生烧钻事故（钻具未提离孔
底）。
烧钻事故发生后，对事故钻具强拉硬顶处理。

约３０ ｍｉｎ，升降机的内齿圈被拉崩。 后因购买配件，
拆卸安装钻机而中间停待 １７ ｈ，在试车时钻具被完
整提出。 观察提出的钻具，钻头未发现明显变形，颜
色为黑蓝色，岩心为灰白色，呈粉状和碎粒状，用锤
敲击才能从钻头内倒出。
3．2．2　实例二

２０１０年，河南省洛阳市洛宁下峪东草沟铅锌矿
区，该矿区地层主要为片麻岩，局部有辉绿岩和安山
岩，地层完整。 施工 ＺＫ４００２ 号，用 ＨＹ－４４型钻机，
设计孔深 ２４０ ｍ，冲洗液为清水，加入聚丙烯酰胺和
植物胶护壁剂，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 由于责任不
到位，水泵吸水管露出水面，钻具未顶离孔底，孔深
２１０ ｍ时发生烧钻事故。 强行处理，钢丝绳被拉断，
钻具未拉动。 等水和安装钢丝绳 ２ ｈ 后，经过重复
顶、拉、扭强行处理约 ２０ ｍｉｎ，钻具慢慢的提离了孔
底。 钻具提离孔底 １畅０ ｍ 后，已可自由活动。 钻具
提出钻孔后，钻头体未发现明显变形，金刚石胎体底
唇面已露出钻头体，胎体内周呈不规则形状，已压平
压宽，厚度约 １２ ｍｍ，与岩心烧成一体，外径也不规
则（饱７５ ｍｍ钻头），直径约 ７５畅６ ｍｍ，钻头体颜色为

黑色，岩心为灰白色，呈粉状和碎粒状，经锤敲击岩
心才能倒出。
3．3　复杂地层烧钻事故

冲洗液为泥浆，孔内地层复杂，烧钻后钻头和岩
石烧结成一体，岩粉沉淀在钻杆与孔壁较小环状间
隙内，泥浆在孔壁上形成泥皮对钻具有一定的吸附
作用，此类烧钻事故为复杂性质的烧钻事故，由于孔
内复杂，具不可预测性，停待会造成更复杂孔内事
故，因而处理此类烧钻事故要及时、准确、稳妥。

２００９年，河南省嵩县金矿区，该矿区为中元古
界熊耳群鸡蛋坪组，断裂构造为平行于潭头－大章
断陷盆地两侧断裂的北东向断裂，岩石硬、脆、碎，在
河南省为最难钻进地层。 上部为黄土夹硬碎石块，
地层主要为英安岩、石英角闪岩、花岗岩。 岩石破
碎，易掉块，且构造岩层内有充填物，遇水膨胀，局部
漏水，易坍塌。 施工 ＺＫ２００４ 号钻孔，设计孔深 ５００
ｍ。 用 ＸＹ－４ 型钻机，绳索取心金刚石钻进工艺。
用 ＣＬ植物胶无固相冲洗液，以达到防塌维护孔壁
稳定。 在孔深 ４２３ ｍ时，由于水泵工作不正常，水量
减小，不能起到冷却钻头作用，没有停钻修理，强行
钻进发生烧钻事故。
处理此类事故用升降机提拉和千斤顶起拔往往

无效，因此不能停待，不能硬顶拉。 一般应先反回钻
杆和异径接头，然后再用套取、劈、透、磨等办法进行
处理。 本事故的步骤如下：

（１）反：用反丝公锥反出全部钻杆至内管总成
露出；

（２）捞：用打捞器的打捞头与钻杆接手焊接，连
接钻杆打捞，捞出内管总成，避免用打捞器直接打
捞，因负荷较大，钢丝绳易断开导致打捞器总成掉入
孔内，造成二次事故，使事故复杂化；

（３）反：用反丝公锥反出钻具的上扩孔器；
（４）消灭岩心管：加工带导向器的环状切铁钻

头，用饱７３ ｍｍ 调质 ４５ 圆钢，长度 ３００ ｍｍ，上部丝
扣和绳索钻杆正常连接，间隔 ５ ｃｍ加工丝扣接胎体
较硬金刚石钻头，下部为外径 ４２ ｍｍ （钻头可通
过）、长 １８０ ｍｍ，加工丝扣，与外径为 ６０ ｍｍ、长 １３０
ｍｍ导向外套相连并焊牢，整套消灭钻具中通直径
２０ ｍｍ，如图 １所示，消灭岩心管至下扩孔器上部；

（５）掏心、打眼：加工掏心打眼钻头，用饱４２ ｍｍ
钻杆，上部加工接手和绳索钻杆连接，下部镶硬质合
金，硬质合金外出刃 １ ｍｍ，内出刃 １ ｍｍ，底出刃 ２
ｍｍ并留水口（如图 ２ 所示），透出钻头约 ０畅３ ｍ，打
眼时压力要轻，水路要畅通，转速不宜过快，打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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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导正切铁钻头

图 ２　掏心打眼钻头

间不宜过长；
（６）捞：用公丝锥打捞，拧丝锥时要反复轻转，

不要拧死，上顶时液压表显示 ７ ＭＰａ，与卷扬机配合
并用，扩孔器与钻头被整体捞出，钻头已严重变形，
烧成黑色，胎体完全脱落，成平底钻头；

（７）吸：加工磁铁打捞钻头，把磁铁放入旧钻头
内，用 ３ ｍｍ厚钢板距钻头底部 １５ ｍｍ处封堵，钻头
体上留出对应的 ２ 个小孔以便冲洗液流入和流出
（如图 ３所示），取出孔内铁屑、金刚石等。

图 ３　磁铁打捞钻头

经过多天努力，处理好了此次烧钻事故，顺利完
成施工任务。

4　烧钻事故的预防
（１）操作时要集中精力，随时观察孔底压力、水

泵压力、孔口返水及进尺和动力运转情况，发现异常
立即提升钻具离开孔底并及时排除；

（２）保持水泵良好运转，保证水流正常；
（３）保持泥浆池清洁，及时清除泥浆池和沉淀

池里的岩粉和杂物；
（４）下钻时严禁一下到底，钻具距孔底 １ ｍ 以

上时，开泵，待冲洗液循环正常后再缓慢将钻具慢转
放到孔底；

（５）下钻前检查钻具，损坏钻具禁止下入孔内，
发现返水不正常立即停钻，查明原因；

（６）泵压突然增加或下降立即停钻，查明原因；
（７）在软塑地层或软硬互层时，严禁进尺过快，

控制钻压、钻速；
（８）禁止使用外径和水口严重磨损及底面不平

的钻头；
（９）孔内保持清洁，不许有碎硬质合金片和铁

片，岩粉厚度不得超过 ０畅３ ｍ。

5　总结
根据烧钻事故的原因、孔内情况、地层情况等采

取有效的措施，只要操作人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尽
心尽责，此外，使用合格钻具、保持泥浆清洁、使用好
的泥浆、不要任意加减钻压、不要随意调整水量等，
烧钻事故是可以杜绝的。 发现烧钻征兆，要立即果
断处理。 在处理孔内烧钻事故时要根据孔内实际情
况、地层情况，分清事故的性质和类型，认真做出准
确判断“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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