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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定向钻机在东峰煤矿的实践与应用

（山西兰花集团东峰煤矿有限公司）

张永强

摘 要：一直以来，东峰煤矿采用普通钻探设备，施工顶板高位钻孔治理裂隙带瓦斯时，存在

钻孔有效长度短、轨迹不可控、施工周期长、工作量大等问题。为了提高钻孔的抽采效果，公司引

进了煤矿用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等钻探装备及其配套的定向钻进技术，为解决东峰煤矿目前

存在的高位钻孔瓦斯抽采难题提供强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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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一直以来，东峰煤矿采用普通钻探设备，施工顶

板高位钻孔治理裂隙带瓦斯时，存在钻孔有效长度

短、轨迹不可控、施工周期长、工作量大等问题，为了

提高钻孔的抽采效果，经过调研，确定采用定向技术

与装备探索裂隙瓦斯治理方案，引进了中煤科工集

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生产的ZDY15000LD型煤矿

用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等钻探装备及其配套的定

向钻进技术，该技术具有定向受控特点，轨迹可控、

钻孔施工距离长，为解决东峰煤矿目前存在的高位

钻孔瓦斯抽采难题提供强力的技术支撑。

1 钻进方法及工艺

定向钻进技术是指利用钻孔自然弯曲规律或采

用专用工具使钻孔轨迹按设计要求延伸钻进至预定

目标的一种钻探方法，即有目的地将钻孔轴线由弯

变直或由直变弯。目前东峰矿采用孔底螺杆马达钻

进工艺技术，孔底螺杆马达钻进是以螺杆马达（高压

冲洗液作为传递动力介质）作为孔底动力钻具，通过

采用带有不同形式造斜件（弯外管或弯接头）的螺杆

钻具并配备随钻测斜仪器，就可进行满足不同需要

的定向钻进施工。施工过程中利用随钻测量系统测

量钻孔倾角、方位、工具面向角等主要参数实现孔口

钻孔参数、轨迹的即时显示，便于施钻人员随时了解

钻孔施工情况，并即时调整工具面方向和工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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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钻孔尽可能的按照设计的轨迹延伸。

2 定向钻进技术使用条件和应用范围

（1）煤层条件：适用于普氏系数f≥1的较完整煤

层，避免在煤层破碎带或煤层陷落柱区域内布置定

向钻孔。

（2）岩层条件：使用于普氏系数f≤6的岩层，避

免在裂隙发育带或炭质泥岩、铝质泥岩等遇水膨胀

性岩层内布置定向钻孔。

3 施工方案比较

33..11普通钻机施工方案普通钻机施工方案

回采工作面普通钻场设计在回风顺槽，每间隔

75m布置一个普通钻场，每个钻场布置四个钻孔，钻

孔距煤层底板 1.5m，钻孔长度 170m，钻孔采用

ZDY3200S型煤矿用全液压坑道钻机施工，钻杆选用

φ73mm空心外平钻杆，钻头选用金刚石复合片三翼

钻头，直径为113mm。普通钻场布置详见附图1，普

通钻孔技术参数详见附表1。

33..22千米钻机施工方案千米钻机施工方案

回采工作面高位钻场设计在回风顺槽，每间隔

450m布置一个高位钻场，每个钻场布置四个钻孔，

钻孔分两排布置，上层钻孔距底板2.1m，下层钻孔

距 底 板 1.7m，钻 孔 长 度 600m，钻 孔 采 用

ZDY15000LD型煤矿用全液压坑道钻机施工，钻杆

选用φ89mm通缆钻杆，钻头选用直径为φ120mm金

刚石复合片三翼钻头定向钻进。高位钻场布置详见

附图2，高位钻孔技术参数详见附表2。

33..33方案比较方案比较

（1）若按回采工作面推进长度2700m计算，使用

普通钻机施工，每间隔75m布置一个高位钻场，共计

施工36个高位钻场，需施工钻孔进尺24480m。使

用千米钻机施工，每间隔450m布置一个高位钻场，

共计施工6个高位钻场，需施工钻孔进尺14616m。

（2）根据矿方抽采经验参数，普通钻场抽采纯量

平均为0.6m3/min，千米钻机施工高位钻孔抽采纯量

平均为1.8m3/min

4 结 语

表1 普通钻孔技术参数表

钻孔直径（mm）

113

方位角（°）

0 4 8 12

倾角（°）

12

钻孔间距（m）

0.6

钻场间距（m）

75

孔深（m）

170

附图1 普通钻场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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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千米钻机施工比普通钻机施工，具有以下

优点：

（1）为实现采空区裂隙带、工作面上隅角区域瓦

斯高效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工艺，对于东峰煤矿安

全高效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2）减少了职工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钻孔施工效

率，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工程总量。

钻孔直径（mm）

113

方位角（°）

0 4 8 12

倾角（°）

12

钻孔间距（m）

0.6

钻场间距（m）

75

孔深（m）

170

表2 高位钻孔技术参数表

4 结 论

（1）阐述了煤矿风险分级管控理论，分析了煤矿

事故隐患闭环管理模型，明确了煤矿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与隐患管理基本要求。

（2）对煤矿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管理系统

技术架构进行了设计，并以矿井掘进工作面的危险

源空间预警为例简述了管理系统的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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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 高位钻场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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