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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定向钻机在大阳煤矿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一

次掉钻事故，在打捞过程中尝试过多种方法，但最

后还是采用掘进小巷道的方式进行取出。为了在以

后的工作中避免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对这次定向

钻机掉钻事故进行详细处理分析，并总结了一些预

防措施与大家一起分享。

大阳矿定向钻机掉钻事故
处理分析及预防措施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千米定向钻机在综采放顶煤工作面的应用，钻孔施工过程中出现

的掉钻以及打捞方案的制定，后期的打捞过程，打捞失败的原因分析，并总结出一些千米定

向钻机在施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和预防措施。

关键词：打钻；掉钻；打捞；预防措施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大阳煤矿分公司）

乔马东

图1 4#本煤层钻孔设计及实钻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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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钻孔施工情况

在 3304综采放顶煤工作面的回风巷施工定向

水平长钻孔，设计开孔倾角0°，方位角319°，勘探线

方位 289.5°，设计孔深 500m。其中，在 150m处需要

从底板绕回风巷之后再进入煤层钻进。

2016年3月31日八点班开始施工，实际开孔倾

角 3.6°，方位角 323.7°，截至事故发生时（4月 2日八

点班）累计进尺81m（测深）。其中25m-39m为砂质

泥岩，其余为煤。具体设计轨迹及实钻轨迹见图 1
所示。

2 定向钻进掉钻事故概况

2016年 4月 2日八点班发生断钻事故，接班孔

深 78m（测深），开泵冲孔返渣多，泵压 1.5MPa；冲孔

之后接第一根钻杆钻进，给进压力 1.5mpa，泵压

1.5mpa，钻进过程中返渣量很大，进尺慢，来回活动

冲孔时间长，第一根钻杆用时约1小时，打完测量之

后接第二根钻杆，开泵发现泵压升高至 3MPa，遂往

外退钻，起拔压力增大至8MPa以上，并配合慢速回

转退钻1个行程后，泵压和起拔压力降低；后又向里

下钻约半个行程，动力头不前进，给进压力增大仍不

动，同时发现没有泵压，信号也测不到，汇报后提钻。

提出后发现钻具从上无磁钻杆上的短接公扣根

部断掉，短接及短接以后的部分掉入孔底，具体断裂

位置如图2所示。

图2 钻具（上无磁钻杆）断裂位置

3 打捞方案的制定和施实

通过对事故发生情况分析，制定两种打捞方案：

（1）采用Ф110mm母锥+Ф89mm普通外平钻杆

进行打捞，如图3所示。

图3 Ф110mm母锥及变径接头

（2）采用Ф153mm套铣钻头+Ф127mm套铣钻杆

进行套铣打捞，如图4所示。

图4 Ф153mm套铣钻头及Ф127mm套铣钻杆

4 第一次打捞情况(母锥打捞)

4月 3日四点班和 4月 4日零点班采用Ф110mm
母锥+Ф89mm普通外平钻杆进行打捞。第一次下钻

至25m处给进压力增大，下不动，根据钻孔剖面图分

析，该处为钻孔轨迹由上升转为水平的拐点，且根据

施工记录 25m-39m地层为砂质泥岩。遂提钻换Ф
153mm扩孔钻头扩孔至40m见煤，提钻；第二次下Ф
110mm母锥，顺利下到孔底。

在80m处开始出现阻力，慢慢回转攻丝，回转压

力6-12MPa，大部分在10MPa以下，给进1.5 MPa，攻
丝距离约0.3m，开泵没有泵压，后退0.3m，后退初期

钻杆振动了下；继续攻丝，攻丝距离0.4m，回转压力

10MPa，开泵仍没有压力；后退0.4m，继续攻丝，攻丝

19



兰花科技 2016.3（总第59期）

技 术 经 验技 术 经 验

距离 0.5m，回转压力最大 16MPa，开泵瞬间憋泵至

5MPa，往后提泵压瞬间降为 0；后退 0.5m，继续向里

攻丝，每向前走 0.3m处给进压力增大，慢速回转钻

杆有磕碰声，之后可以继续前进，压力无变化。

提钻将上无磁短接提出，见图5所示。

图5 Ф110mm母锥打捞出钻具及断裂位置

5 第二次打捞情况(套铣打捞)

4月 6日八点班用Ф153mm扩孔钻头扩至孔底

约79.5m，扩孔过程泵压为0MPa，回转压力5MPa,给
进压力1.5MPa，返渣有大量煤渣，且有大块。更换Ф
127mm卡盘和夹持器卡瓦。

4月 6日四点班，带套铣用水便接头下井，计划

下套铣钻具，但由于水便接头无法和Ф127mm套铣

钻杆连接，采取不带水下Ф127mm套铣钻杆36m（岩

孔段），下钻过程基本正常，给进压力 2MPa，回转压

力8MPa，其中在25-36m处钻杆有轻微振动，需要适

当配合回转下钻。

新套铣用水便接头于 4月 7日下午 4点到矿，

到矿后直接下井。从 36m开始继续下钻，开泵冲

孔，压力正常 0MPa，返出大量煤渣；继续不带水下

钻至 51m，给进压力 2MPa，开泵冲孔，泵压正常

0MPa；下钻至 57m给进压力增大 3MPa，开泵冲孔

后，给进压力降低，继续不带水下钻至 79.5m，开泵

冲孔发生憋泵，泵压最大 5MPa，后退一个行程泵

压正常 0MPa，孔口返水正常，返出大量煤渣。开

泵向里回转扫孔，泵压 1-2MPa，回转压力 8MPa，
给进压力 2MPa，回转过程中孔内没有异常响声，

扫至 84m时回转压力增大至 18MPa，开始憋泵，泵

压增至 5MPa，钻杆开始振动，向后退钻，起初起拔

压力达 13MPa，停泵强行起拔，大约后退 0.5m，起

拔压力降低，开泵泵压下降至 2MPa。继续向里扫

孔至 84m又出现憋泵，回转压力大，遂决定提钻，

提钻后钻头内塞满煤渣且较实，且钻头内外表面

都没有磨痕。4月 8日零点班第二次下钻至 72m，

开泵回转扫孔至 83m处仍没有碰到任何东西，提

钻后钻头没有磨痕。

6 打捞失败的原因分析

通过两种打捞方案的实施，没有打捞成功，分析

原因主要有：

（1）该钻孔为煤孔，钻进过程中发生了塌孔，导

致发生了断钻事故；

（2）钻入底板再抬高至顶板，钻孔角度变化

较大，也是发生掉钻的主要原因；

（3）由于孔底发生塌孔，导致孔底钻具被埋，

下入套铣钻具时钻孔轨迹偏离了原钻孔轨迹，造

成无法找到孔底钻具。

7 预防措施及建议

（1）定向钻进技术施工煤层钻孔时，要求施工

区域煤层普氏系数 f≧5,且煤层完整性好，胶结性

好，并尽可能避开地质构造带，如陷落柱、断层等。

（2）本次4#钻孔发生塌孔事故主要是由于施工区

域3#煤层裂隙发育丰富，完整性差，且（下转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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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通过增阻调节法，可以调节局部用风地

点的风量，但是矿井总风量也会因阻力的增加而减

少，所以增阻调节方法是有一定范围的，超出这范围

是不能达到调节目的，同时该方法也不是一劳永逸

的，需根据生产需风量的不断变化而及时调整。

33..22 降阻调节节法降阻调节节法

降阻调节法的总原则是“根据并联风网中风压

相等”，减少阻力较大巷道的风阻R，再据 h=RQ2增

加有效风量。

故所采取的措施有：扩大巷道断面S，降低摩擦

阻力系数 a，在实际应用中将 3301运输顺槽的钢支

架支护改为锚网支护，大大减少了摩擦阻力，增加了

有效风量。但该方法的缺点是：扩大巷道断面的施

工量较大，施工工期较长，所以往往只有对矿井通风

系统进行较大改造时才会使用。

4 结束语

矿井局部风量的调节方法还有很多，本文只是

从局部阻力增阻和降阻两方面，结合作者的实际经

验讨论了风量调节的两种办法。增阻法可有效的通

过简单的修筑调节风门来改变风量，但会使矿井总

风量减少，改变范围也是有限的；降阻法可以减少矿

井总风阻，但从经济和时间方面考虑，在改变整个矿

井通风系统时比较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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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陷落柱较近，造成本次塌孔事故

的发生。

（3）在处理孔内塌孔、卡钻等异常情况时，首先

采取起拔的方法处理，先用副泵起拔，副泵最大压力

可以调至20MPa，当副泵起拔不动时，再用主泵配合

起拔，严禁直接采取强力回转起拔。

（4）当采取主副泵配合起拔都无效果后，需先争

得领导同意后，再采取回转起拔的办法处理，要求将

钻机扭矩调至3000N/M，采取小扭矩回转起拔，同时

注意观察回转压力严禁超过8MPa。

（5）当发生断钻、掉钻事故时，当班机长一定要

记录清楚断钻、掉钻具体位置，为后续事故打捞处

理提供可靠的数据，提高打捞的成功率。

（6）每个班次要求现场交接班，并一定要做好

当班记录，主要包括泥浆泵压力（正常钻进泵压和

空载泵压）、给进压力、起拔压力，返渣返水情况，

何时何地发生过异常情况，出现异常如何处理等

情况一定要详细记录，方便接班人员了解钻孔施

工情况，有助于保证钻孔的顺利安全施工，有效

提高成孔率。

（上接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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