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 －０３ －２５；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 －０７ －３０
　作者简介：梁俭（１９６６ －），男（汉族），青海西宁人，青海省第二地质矿产勘查院工程师，探矿工程专业，从事岩心钻探工程施工技术和安全管
理工作，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西路 ４３ 号，９３６４９９０７３＠ｑｑ．ｃｏｍ；陈永平（１９７７ －），男（汉族），青海西宁人，青海省第二地质矿产勘查院工程
师、注册安全工程师，探矿工程专业，从事岩心钻探工程施工技术和安全管理工作，１９９３ｃｙｐ＠１６３．ｃｏｍ。

青海地质岩心钻探安全标准化建设经验及探讨

梁　俭， 陈永平， 刘　鹏
（青海省第二地质矿产勘查院，青海 西宁 ８１０００２）

摘　要：近年来，为了使岩心钻探施工的各项管理工作与国际标准化管理接轨，结合岩心钻探工作野外流动性大、
作业环境复杂等特点，制定了枟钻探安全标准化实施方案枠、枟钻探安全标准化建设手册枠，并在夏日哈木、野马泉、
大场等矿区进行推广实施。 在规范岩心钻探施工、提高安全管理水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从业人员的人身安
全等方面总结了一些安全标准化实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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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施岩心钻探安全标准化建设的背景及意义
我院是一支以岩心钻探施工为主业的地勘单

位，现拥有宝长年、阿特拉斯等较为先进的全液压钻
探设备 ２０台套，国产立轴式钻探设备 １１ 台套。 能
承担千米以深深孔和复杂地层等各类岩心钻探施

工。 每年完成钻探工作量在 １０ 万 ｍ 以上，最高钻
月效率达 ３０００ ｍ。 随着院钻探生产能力的提高和
各项管理制度、经营机制的逐步完善，岩心钻探标准
化建设和推广的条件已基本形成。

岩心钻探安全标准化就是在本单位生产经营和

全部活动中，全面贯彻执行国家、行业颁发的各种规
程、规章、标准，按要求进行作业和工作，按标准对本
单位各环节进行持续改进和不断提高。 同时要依据
这些标准，结合本单位实际，建立起科学严格的内部
技术标准、质量标准、工作标准、管理标准、作业标准
及其它各项基础管理制度等，使本单位的各项活动、
各项工作和作业工序、环节、岗位及每个职工的工作
都有标准可供遵循，都在标准的指导和约束下进行，
从而提高全院的工作质量、施工质量、服务质量、降低
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效益，进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实施岩心钻探安全标准化建设是我院保证钻探

生产质量的有效措施。 其内涵就是在岩心钻探施工
的全过程、全方位、全员、全天候得到贯彻实施，使钻
探施工的安全生产工作得到不断加强并持续改进，
使安全管理水平不断得到提升，使现场的人、机、环
境始终处于最佳的安全状态，进而保证和促进本单
位在安全前提下健康快速发展。 通过标准化建设，
对营地、现场等进行统一规划、布置，规范每个人员
的作业行为。 做到人员、设备设施、作业环境、安全
管理各方面的统一规范。 通过岩心钻探安全标准化
的实施，逐步提高我院钻探施工的科学管理水平，完
善钻探生产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
开展岩心钻探安全标准化建设主要包括以下 ４

个方面的标准化建设：（１）钻探施工现场标准化；
（２）安全管理标准化；（３）安全设施标准化；（４）设备
管理标准化。

2　钻探施工现场标准化
2．1　机场布置标准化

在钻探设备安装前，结合地形条件对现场供电
设备、钻具管材、工具材料、循环系统、岩心编录区等
功能区域进行合理规划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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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动力头钻机现场布置
施工场地面积应当结合地形条件，以满足设备、

辅助设施、循环系统等要求为标准，钻探设备地基的
填方面积不能＞１／４ 的机场面积，且应平整，机场面
积一般长×宽＝１５ ｍ×６ ｍ。
现场布置主要针对钻机、钻具材料架、工具架、

搅拌机、冲洗液循环系统等。
2．1．2　立轴式钻探设备平面布置

立轴式钻探设备的钻塔地基面积最小为 ６ ｍ×
６ ｍ。 立轴式钻机的现场设备还包括发电机组、配电
柜、泥浆泵及绞车等。
2．2　安全警示标准化

对钻探机场用警戒线圈定，以控制使用场地面
积，对各个功能区域、危险因素的分布区域用警示标
识牌提醒、警示。 钻塔前悬挂班组岗位职责和操作
规程，以警示班组作业人员的责任、义务。
2．3　工器具摆放标准化

钻杆上架摆放整齐、一端对齐。 两端丝扣涂抹
黄油，其它管材和钻具分类整齐摆放。 常用工具在
专用工器具架上整齐摆放，其它小型工器具放置在
工具箱内。
2．4　施工现场环境保护标准化

矿区临时道路的修筑和机场开挖尽可能避开植

被良好的草场，在满足车辆安全运行的条件下，减小
路基宽度和机场面积。 机场循环液不乱排乱放，废
油、废脂及时回收集中处理。 钻孔施工结束后对废
泥浆池进行回填处理。
2．5　生活营地标准化

在生活营地建设中，打破以往各个机台分散，各
自布置的做法。 整装矿区各机台集中布置，统一规
划，统一管理。 通过对施工营地进行合理的规划和
功能分区，营地平面布置分区明显、布局整齐。 集中
建立简易修理车间，材料库房等。 对原材料分类堆
放整齐，标识明显。 营地生活用电采用集中供电、供
水的方式，配备齐全的消防设施，各功能区安全间距
符合安全规程的要求，对生活垃圾采用填埋处理。

为各机台统一配备电视、卫星接收器、图书杂
志、排球、羽毛球等娱乐设施，丰富野外施工人员的
业余文化生活。

3　安全管理标准化
在现有的安全管理体系下，为了适应岩心钻探

安全标准化建设的要求，完善了枟科学施工管理办
法枠、枟全液压动力头钻探设备作业指导书枠、枟机台

生产安全管理制度枠、枟交接班制度枠等管理制度，进
一步明确了各级工作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并通过出
队前的教育培训，日常工作中的教育学习和传、帮、
带等措施，使现场的每位作业人员清楚的知道自己
的职责，知道应该怎样按程序去做。 做到安全管理
全员参与，全程控制。
结合矿区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与地质项目单位

和兄弟单位成立矿区多项目联动安全管理网络，协
同配合多项目联动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做好矿区应急

救援工作的演练、培训、响应等工作，确保在事故发
生时能够及时有序、迅速有效地开展应急救援等工
作，做到人财物各项资源的统一整合，相互支援。 强
化施工生产安全管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保
证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矿区以分院长为安全第一
责任人，由各机台机长、副机长为成员组建“矿区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小组”，全面负责矿区安全管理工
作，并设置一名兼职安全员，负责矿区日常安全工作
的检查，监督和落实。 在多项目安全管理组织机构
的领导下，负责所施工项目的安全工作。
加强安全生产检查，对钻机施工的各个环节进

行全面的自查自改，坚持班前、班中、班后的安全生
产检查，查找并积极整改各类事故隐患，保证钻机的
安全生产。 配合局、院安全生产大检查，搞好施工机
台的安全生产工作，通过全面有效的安全检查，有效
防止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加强三级安全培训教育。 组织人员参加院举办

的全员安全生产培训，切实提高全体员工的安全防
范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定期组织职工进行安全知
识、岗位技能、操作规程、典型案例等内容的安全培
训学习，并形成完整的文字记录。
强化人的作业行为的标准化，员工上班劳保用

品的穿戴行为的规范、对每台设备的操作行为、维护
保养行为、检修行为的标准化。

4　安全设施标准化
针对岩心钻探安全设施布置不规范、设施不齐

全等特点，针对性地开展了安全设施标准化建设，主
要对钻探现场的临时用电、机械设备的安全防护、安
全标示、标牌、消防设施、防雷、防风等设施进一步规
范和统一要求。
临时用电的动力和照明均采用电缆输电。 钻

机、水泵、搅拌机等，机械传动部分均应安装防护罩、
网、栏，并保持齐全有效。 安全标示、标牌统一由院
安全科设计、专业厂家制作，在现场醒目位置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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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塔均需安装避雷针，且均应符合枟地质勘探
安全规程枠的各项要求。 作业现场和营地统一配备
消防灭火器材，规范使用并保持有效。

野外矿区钻机的搬家、转场较为频繁，在此过程
中也是安全事故多发、易发的时段。 针对矿区的环
境结合全液压钻机的特点，对全液压钻机设计了统
一的爬犁和钻机房（见图 １）。 经过改进，短途的搬
家、转场不用拆卸机具，利用拖拉机的牵引就能够完
成，大大降低了工作强度，同时也降低了安全风险。

图 １　全液压钻机安装的耙犁和钻机房

5　钻探设备管理标准化
高原野外岩心钻探工程具有风沙大，环境差，海

拔高等特点，因此对岩心钻探设备的管理、维护保养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针对这一特点，结合实际编制
了枟动力头全液压钻探作业指导书枠、枟动力头全液
压钻探设备保养标准枠，该作业指导书对钻进参数、
操作要求、设备保养、油料使用、搬迁安装、泥浆维护
等制定了统一规定，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

为保证动力头全液压钻探设备性能的高效发

挥，对管材、钻具进行了统一规范，除饱１５０ ｍｍ使用
国内地质标准外，其余均采用 Ｑ 系列产品，分别为
ＰＱ、ＨＱ、ＮＱ、ＢＱ。 同时对使用方法进行了统一规范
化。 其中包括：

绳索取心钻杆使用要求，两种不同材质、存在内
外径误差在 ０．１５ ｍｍ以上的钻杆不能混用。

套管使用要求：饱１２７ ｍｍ以上均采用专用地质
标准套管，饱１１４ ｍｍ、ＰＱ以下均选用钻杆做套管，即
套管、钻杆通用。

钻孔口径要求：地表钻探最大口径≯１５０ ｍｍ，
最小≮ＢＱ（５９ ｍｍ）；坑道钻探最大口径≯ＰＱ（１２２
ｍｍ）、最小为 ＢＱ（５９ ｍｍ）。
根据技术人员在施工现场的技术攻关和经验技

术总结，针对不同复杂地层在钻进过程中表现出的复
杂问题，相应制订了枟泥浆应用与搅拌要求枠标准。
标准的推广应用对于预防复杂地层中的孔内事故和

满足深孔钻进的要求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对提
高钻进效率、降低钻探生产成本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提高钻头的使用寿命、减少提钻次数、降低孔
内事故的发生，同时也为针对深孔钻进，制订了枟金
刚石钻头选择与使用标准枠。 同时根据矿区的环境
特点，进一步规范了设备维护保养办法，对项目人员
针对性的开展了枟设备使用手册枠的标准方法培训。
制定了对管材、钻具的维护保养方法，对保养设备的
油料本身和设备可供液压油选择，进行了统一规范，
有效减少了设备故障。

6　推进岩心钻探安全标准化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6．1　要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和岩心钻探的发展现状

目前各岩心钻探施工单位，都相继通过了枟职
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枠的认证。 通过安全管理体系
的实施，安全管理工作进一步进行了规范和加强。
但各单位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作为一家长期在野
外高原环境下实施岩心钻探施工的专业单位，也有
其自身的特点：高原地区的岩心钻探项目大多处在
荒无人烟、交通条件极差的地区。 在这些地区作业，
高原环境、车辆安全、道路交通、极端天气、通信保
障、施工现场环境、高原降耗等因素对标准化建设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实施标准化建设要结合本单位、
本行业的自身特点与环境，人员的现状，最大限度地
发挥现有的一切好的传统和资源。 不能搞“一刀
切”，更不能推翻现有的安全管理体系，推倒重来。
同时岩心钻探设备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先进的全
液压动力头钻机在提高钻探效率，降低安全事故等
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全
液压钻机、国产立轴钻机、坑道钻机等都在广泛使
用，针对不同机型，不同的作业场所要因地制宜，注
重与安全管理体系的结合。
6．2　要注重全员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由于岩心钻探工作场所多在荒郊野外，项目点
分散，施工队伍参差不齐，施工人员中农民工居多。
开展和实施标准化建设仅靠出队前的几次集中教育

和培训，以及靠领导的开会、检查是无法达到要求
的。 要加强日常工作中的教育和培训以及传、帮、带
工作。 要求每个员工的全程参与，只有每个员工的
积极参与，清楚地了解推行标准化建设的目的、意义
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具体的清楚“自己应
该怎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 才能主动地参与
到安全标准化建设的活动中来，确保安全标准化建
设的全员参与，进而确保其顺利实施。
6．3　要系统规划，全员、全过程参与并持续改进与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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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心钻探安全标准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
实施过程中要求进行系统的准备与策划，在标准化建
设的各个关键环节上形成完整的闭合环（见图 ２）。
从安全目标、方针的建立，风险评价和识别，到实施运
行，检查与评价、持续改进与提高各个方面形成完整
的闭环管理。 要建立系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
制。 注重动态管理，过程控制，全员、全过程参与。

图 ２　岩心钻探安全标准化建设闭合环

7　进一步开展岩心钻探安全标准化建设的实施建议
从发展的观点看，新形势下的安全质量标准化

具有继承性、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的特

点。 它的新特征就在于：一是突出了“预防为主，安
全第一，综合治理”的方针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
展观；二是强调了地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规范化、制
度化、标准化、科学化、法制化；三是体现安全与质
量、安全与健康、安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统一
性，把安全与质量、健康与环境作为一项完整的工作
来抓；四是起点要高，标准更严；五是对地勘单位安
全基础管理工作的拓展、规范和提升。 因此，我们一
定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其内涵，既不能把它片面化、
简单化、分割化，也不能扩大化，只有进一步强化安
全管理深度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模式，坚持以人为
本，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从安全操作规程和规章制
度上、技术标准上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才能实
现岩心钻探安全标准化建设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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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所水平对接井技术在河南安棚天然碱矿获得新突破

　　本刊讯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２１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
研究所在河南安棚天然碱矿实施的一对水平对接井在水平

井井深 ３２４０ ｍ处实现了一次对接连通。 这是勘探所继在湖
北沙隆达盐矿连通 ２８００ ｍ 深井以来的又一新突破，创水平
对接井井深新记录。 并且是利用勘探所公益性科研专项正
执行的项目研究成果“深孔高温磁中靶仪器”引导对接连通
的，体现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迅速性，这种工业生产
与科研成果紧密结合的模式对勘探所今后的科研工作起到

了较强的示范作用。
天然碱矿是一种可溶性较差的非金属矿产，河南安棚天

然碱矿是国内发现的大型天然碱矿之一，是世界上埋藏最深
的天然碱矿床。 勘探所实施的 ＳＰ－０１ 水平井开采的矿层埋
深达 ２８００ ｍ以上，该矿层是由厚度从 ０畅１ ～１ ｍ不等的矿互
层及夹层组成，矿层顶、底板及夹层主要为白云岩。 而且矿
层极不稳定，起伏比较大，电测井时经过 ３ 次对比才确定矿
层。

本工程有几方面的挑战：一是井深，超过 ３０００ ｍ；二是矿
层情况复杂，为可溶性差的矿产，矿层为薄矿互层及夹层；三
是深井高温精准对接。 勘探所定向钻探技术团队在承接这
个工程时就做好了啃“硬骨头”的心理准备，也坚信利用勘探

所目前掌握的高精度定向对接井技术以及团队具备的技术

开发能力一定能圆满完成这个难度工程。
从施工设计、人员安排、施工设备配套到现场施工都进

行了详细合理部署，从每一个环节来保障工程顺利完工。 尤
其施工设计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做了准确估计，同时给出了相
应的预案。 钻井工艺除了采用合理的钻具组合、井身结构
外，在井眼轨迹控制方面针对具体情况采取了特殊工艺方
法。 针对深井测斜仪器采用无线随钻测斜仪，避免用有线时
加杆上提仪器影响钻进效率；为了保证水平井段在矿层中钻
进，引入了地质导向仪引导钻头一直沿着矿层钻进而不出
顶、底板；为了适应高温井况下中靶，中靶仪器大胆采用正在
研究的成果———深孔高温磁中靶仪，实现一次指导中靶成
功，目前成熟的慧磁中靶仪耐温不超过 ８０ ℃，而该井井温达
１００ ℃以上。

此次安棚天然碱矿的水平对接井工程的成功标志着勘

探所定向钻探技术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但发挥了科研
成果的优势，还进一步提升了高精度定向钻探技术水平，为
勘探所深部钻探新技术新方法增加了含金量。

（陈晓琳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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