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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地质钻探技术的应用分析

蔡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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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炭行业的发展前景直接影响着国家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尽管我国的煤矿储量非常充足，但由于地

形地质环境的限制，地质勘探出现许多困难。本章拟根据矿井地质勘探中常见的困难对钻井方法的运用加以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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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矿地质钻探介绍

地质钻探，是指运用传统的方式对地下地质状况进

行探索的方式，通常可包括普查和详查二个领域。普查

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和认识岩层、地貌构造等方

面的基本状况;至于详查，则必须对整个地质现状进行全
面详尽的勘察，这就需要大量运用钻井技术手段。而且

相对于其他技术手段来说，钻井技术手段又具有种类较

少、破坏性较小的优势，所以运用这种技术手段一般都

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对更大范围地域内的地质现

状的勘察。而且，钻探还存在着准确度极高的特点，可

以直接对某一区域进行深度取样，为地质问题的详查研

究提供了保障。也因此煤矿地质勘探的难点，不论普查

或详查都远远超出了常规的地质勘查方法。同时由于我

国煤炭资源储量丰富，而且分布区域广泛，而我国各地

的矿山地质构造又错综复杂，这也为我国煤炭资源的利

用造成了极大的障碍[1]。

2 煤矿地质钻探技术的应用探究

2.1  绳索取芯技术
绳索取芯技术现已广泛应用在多种不同的岩石上，

并已针对不同岩石特点开发出与之相适应的绳索取芯标

准化钻具。其中，不提钻取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在岩

芯管中，岩石矿芯既已填充或矿芯既已封闭的环境中，

在钻孔后再钻进杆柱内不需再提出的土壤地表中，又或

在进入钻孔的杆柱内时，都能够采取专用绳索形式的打

捞工具，所获得的岩石矿芯容纳管。同时由于采用了绳

索方式的取芯方式，还能够很大的减少了升降钻机的辅

助时间，这从而大大提高了钻井效率。

2.2  井下防治水应用
2.2.1  斜下孔钻进
在上岩层自重的影响下，如果采取顺层钻进方法钻

孔，就非常容易发生塌孔现象，这样对破碎岩石钻孔的

困难度就会增大[2]。想要达到最好的应用效果，就必须合

理调节泵油气压、调整钻孔间距等:当钻头磨损离孔底约

15m以内时，就必须要给水下钻杆，并同时调节泵油气
压，而一旦出现憋泵现象时，要及时提钻做出适当的解

决措施。当钻头下至洞底时，就必须转动钻头并冲水至

10min以内，才能够完成钻孔工作。
2.2.2  孔口承压止水套管封注
在探放高压水时，一般使用双套管封注法，过程包

括:①首先使用ø108开孔中的短开孔(ø108孔口管2m);②在
等待二十四小时以后，戴好ø108护口，然后再改用ø89
的测井岩心套管继续钻至一定深度;③下为ø89九类型的
套管。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ø108护口要留排气孔，这
样在封注ø89型式套管的时候，套筒外壁与孔室之间一
定要完全封死，而且必须用上压;②ø108孔的内管人工封
注后，还需要用砰石块堵严，而且在下管浇注时，还必

须要事先把材料搅拌到水面团状态，所以2m孔内管也只
能使用一袋半的混凝土。之后，再向孔内投浆，然后在

管壁涂上混凝土。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便开始下

氧，下管时必须手扶套管，旋转后再慢慢地向洞底送，

同时为确保与管壁混凝土的分配，也需要事先将专用会

先压入坑底的;③斜洞用89号灌浆材料封注时，先要在孔
内上装起水平轮，接着再下入另一头的灌浆材料中，用

卡缆将注浆材料的成型料末端连起并卡在孔内，随后再

连第二杆灌浆材料，在第二只连接套筒末端上简易螺丝

头，并用麻绳穿过提引器和平轮，将提引器与简易螺丝

头衔接好，然后再将第二只联接的节套下入孔中。然后

也可重复采用此法，直到套管落在洞底。完成后再套上

ø89型人格保险丝，然后安装好的注浆料盘并完成注浆材
料的方法。在注浆材料方法进行以前，将ø108保险丝上
的排吻突瓦路全部开启，然后在注浆管通过排吻突向外

返浆的时候，再次关闭排吻突，直至符合所设置条件的

要求，封注完毕。

2.2.3  高角度上仰孔钻进
在大倾角的仰孔钻入前，必须注意下列条件:①必须

选在顶板条件较好处(或进行顶板支护);②在钻孔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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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仰视孔中情况;③在加完支杆后，工作人员必须尽快撤
离孔的下方。为确保施工安全，通常采取如下的措施:①
下好孔中管后，在孔中加接一根套管以减小孔洞尺寸;②
在钻机导正器前，接加长导正器并缩短击发长度，以提

高开孔作业的精确度;③应及时建立起坚固的钢筋模板。
2.3  反循环钻探
反循环钻孔技术出现在金刚石绳索的取芯钻孔技术

之后，利用这种技术可以在同一钻孔内通过空气中取样

法和水力反循环技术，使用同一种钻具完成钻孔转换。

根据岩层的变化选择空气或液压反循环钻孔，使传统钻

孔技术的限制得以解决，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是一项有

着重大突破的钻孔方法。此工艺主要包括了空气与液压

二种反循环，前者的循环介质为压缩空气，通过双壁刃

具通过内外管环隙，采用了压缩型空气断路器直接向孔

底注入，并通过全面破岩的方式使孔底潜孔锤直接带动

气体进入钻孔，并通过双壁刃具的中间管道，将潜孔锤

所推动出的气体与岩屑直接地向土壤中传递，从而使岩

屑量成为了能够客观判断矿体的化验结果的最主要地质

数据。

2.4  液动潜孔锤钻探
在液动锤技术研究应用领域，我国居世界领先地

位。本工艺的主要特点是采用回转钻探，利用液动锤通

过与现场配套的泥浆泵对冲洗水进行传输和控制，对带

有岩石破坏功能的钻机施以冲击能量，携带冲击负荷的

钻机则完成了回转钻探。布置在钻柱或岩心管与会先

中间的液动锤，通过在钻井中随延进钻时形成的钻头压

力作用，使钻井效率大大提高。这种方法革新了以往的

回转钻井技术，继现代金刚石钻探和空气钻井之后的又

一项全新的钻井技术。对有脆性、低耐切割性能和高耐

冲击力较差的坚硬岩石充分利用，对坚硬岩石，以及其

中一些性质较复杂岩石所产生的减失水剂利用率相对较

小、减失水剂质量不佳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的一个

非常有用的减少漏失剂方法[3]。

2.5  组合钻探工艺
反循环连续取样术和金刚石绳索取芯术是使用比较

普遍的二类钻孔技术，这二类钻探方法各有利弊，将它

们有机组合，能够大大提高地质考察矿产普查水平和钻

井质量，从而显著降低成本。这些方法在钻井工程上的

使用率较高、判层准确，特别适合于在干燥的水资源紧

缺区钻探。由于反循环法的钻井技术并没有充分反映被

钻井岩层的地质结构和产状，使得地下水位差异对定向

钻井的深度产生了较大影响。而绳索式取心钻井技术由

于在取心的技术效果方面相对较高，所以可以钻很高的

深层，与反循环的钻井技术一样，缺点在于钻井效率需

要进一步提高，同时技术效果也较低下，并无法准确掌

握被钻岩层的状况。

3 煤炭地质钻探中出现的重要问题

3.1  深孔钻探的问题
在我国当前煤炭工业的发展中，钻井问题一直属于

国家基础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由于钻井的施工复杂

性远比一般的基础建设要高，并且，在项目管理工作

开展的过程中还必须结合复杂多变的地质自然环境。所

以，在对进行采面等地质勘探项目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往

往会产生许多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把深孔钻探。由

于煤炭的采掘工序与其他的矿产的开采工序都有很大的

不同，在开采与钻井的过程中都一定要确保矿井项目的

顺利实施，而一旦在矿井内逗留的时间过长就很容易出

现特别重大的安全事故。所以在矿井地质钻井工程中，

对升空钻井工艺的深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4]。那么怎样才

能做到进行深孔钻井在矿内没有发生意外现象，对于煤

炭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对矿井的环境保护都是非常重要

的问题，而在我国现在的煤矿地质勘探项目中，作为技

术人员，必须对深孔钻井技术具有相当高的要求。也由

此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如果缺乏一定的关于深孔钻井的

工程技术理论知识，将会极大的影响矿井钻探工程的成

功进行。但是，由于面临着矿山地质调查研究和深孔钻

探等工艺技术使用上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加以认真研

究。同时还必须对钻探等工艺技术的各个领域的技术问

题进行认真了解，通过专业技术培训，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才可以尽量快地压缩施工时间，为企业的盈利发展

创造良好的前景。

3.2  可能出现的坍塌问题
在煤矿开采的日常工作中，由于煤炭资源是我国自然

资源中很重要的一项自然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的过程中，有很多开采工作者已经在地下开展了大量煤炭

资源的挖掘工作了，但如果不能及时对地下开采的工作环

境加以维护，就造成了地下开采工作者们在进行地下工作

的时候，往往都会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但同时又由于人

们在工作的时候往往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这就很可能提高

了危险状况发生的可能性，所以说关于地下工作环境的维

护，以及防止出现地面塌陷的情况就变得尤为关键。对于

工人们而言，在地下的工作环境虽然枯燥无味，但要是发

生了安全的情况，又或者是因为工人们没有时间进行准确

的反应，并且进行了紧急救护的行动，就可能造成很大的

人员伤亡事故。但在矿山地质勘探中，除了对于深孔问题

这样一个专业性方面的讨论以外，在矿井中最易发生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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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便是关于采煤矿井中的塌陷问题。如矿井中一旦发生了

塌陷的问题。那么就将会严重影响矿井开采建设的顺利开

展，因为塌陷问题将会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并且在塌陷处理的过程中将是相当困难的，并且也很容易

产生二次破坏。

4 煤炭地质钻探问题的研究对策

据有关的资料分析，对于不同的煤层出煤率也是有

所不同的，薄煤层约为百分之九十七;中煤层约为百分
之九十五;深煤层约为百分之九十三。在我国目前的煤矿
地质钻探工作中，尚有着许多的问题需要找到原因并纠

正。因此如果要想进一步的发展壮大我国煤炭工业，还

需要进一步提高煤矿地质勘探作业过程的安全度与科学

性。当前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煤矿的储存数

量正在持续大幅下降，再加上我国目前许多的煤炭矿产

资源都已经在逐渐出现枯竭，究竟怎么样才可以比较安

全的勘探出更多的矿产资源，这对于我们今后的经济发

展与建设将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下面就根据以上所提

到的实际情况研究出了一些解决方法[5]。

4.1  选择适合的机具
在当前煤矿开采工程中对于深孔钻井技术的课题研

究上还是存在着较大的不足，在当前煤矿开采中是否还

能够采用传统的开采方法，对采矿过程而言也是一个极

其重要的关键问题，也因此在煤矿开采中，一旦煤矿开

采的工具老化，那么开采的生产效率就是非常低的，同

时也就非常容易存在煤矿安全事故的风险。所以说，企

业对煤炭在进行开发前就必须根据煤炭的情况加以详细

分析，以便于选择更适合煤矿生产发展的方法，在煤矿

开采的时候必须按照国家安全要求规定实施。对煤矿开

采的工作而言，深孔钻探的工艺是非常关键的，从而选

用正确的工具将对煤矿开采工作有着重要的帮助。因为

人们都清楚在煤炭的开发过程中，工具的正确选用是非

常关键的，所以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为避

免在煤炭的开采过程中机器在矿井的停留时间过长，人

们可以选用比较适宜的工具，来缩短机器在矿井内的停

留时间，由此也可以降低安全隐患出现的概率。

4.2  加強防范坍塌的意识

按照本文中所介绍的，在矿井地质勘探中存在的塌

孔现象的研究情况[6]。由于煤矿开采工程中会出现相当

多的困难，而钻孔困难是在煤炭的开发中的主要困难。

如果不及时地对矿井塌陷现象加以细致的研究和调查，

因为在从煤矿发掘过程中转入地下施工阶段的时候，如

果发生了矿井的塌陷现象将会导致施工的前期工作的破

坏，并且极易造成施工者的安全威胁，所以说对塌陷现

象发生的防范措施就十分关键。首先在进行煤矿发掘工

作的前期阶段，就必须对矿山的地质情况加以详细研

究，而一旦确认了该矿井的下岩层已经相对发软，那么

在矿井的发掘过程中就需要对该处加以补强处理，以防

止出现塌陷的情况。而对于塌陷情况的解决方法则有很

多种途径，但是除了主要针对于地下条件的注浆施工方

法之外，在我国尚有可以采取的针对性较强的方法，因

此也可以很好地解决目前在煤矿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塌

陷情况。

结语

对于一些较为普遍的煤矿地质钻井工艺和煤矿开采

运用技术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采用组合钻井方法，根据

岩层和地质环境的特点，能够大大提高煤矿开采质量、

减少煤矿开采成本，对提升地质研究和矿产资源勘探能

力有着相当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永全，周兢.钻探技术在煤矿水害防治工作中的
应用[J].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2017，44（11）：
35-41.

[2]张晓鹏.钻探技术在煤矿防治水工作中的应用[J].机
械管理开发，2017，32（10）：71-72.

[3]吴睿.钻探技术在煤矿井下防治水中的应用[J].内蒙
古煤炭经济，2017（12）：33+50.

[4]田秀丽．煤矿地质钻探技术的应用浅析[J]．内蒙
古煤炭经济，2018（4）：16．

[5]陈小俊.煤矿地质钻探中相关问题研究[J].决策探
索：中，2017（8）.

[6]赵毅，茹海丰.超前钻探技术在煤矿的应用[J].山西
煤炭，2017， 32（10）：5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