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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语

1) 本次抗旱打井施工是在时间紧
、

任务重
、

工期短的情况下实施的
,

采取气动潜孔锤冲击回转钻进

技术成井工艺
,

历时 41 天
,

总进尺 2 9 81
.

5m 。

成井共 16 口
,

总出水量为 4 7 0 4 m 3

沮
,

单孔孔深均在 1 00

米以上
,

最深孔深 2 01
.

7 米
,

终孔孔径在 中 18 Om m 一 中 2 5 4 m m 。

可满足居 民 15 6 4 7人
、

牲畜 7 9 4 0 头用水
,

同时可灌溉面积为 4 2 0 0 亩
。

气动 D T H 钻井施工时间短
,

成井快速
,

解决急需用水需求
,

在施工过程中

能明确掌握该孔出水量大小
、

是否成井
、

孔内干净
,

不再需要特别的洗井
。

2 ) 寒武系灰岩及砂页岩地层水位埋深较大成孔深在遇到灰岩溶蚀孔洞及较大裂隙时
,

风压降低
,

风

量漏失
,

返水
、

返渣效果较差
,

钻进困难
。

3 ) 岩浆岩 (花岗片麻岩 )地层成井在施工过程中
,

岩浆岩地层 由于风化裂隙发育
,

岩体破碎
,

采取较

大口径多层套管成井工艺
,

效果较好
。

4) 潜孔钻机工作参数主要指钻具于孔底的轴推 (压 ) 力
、

钻具的回转速度
、

扭矩和排渣风量等
,

合

理地选择这些参数
,

不仅能获得最高的钻孔效率
,

还能延长钻具的使用寿命
。

5 ) 虽然空气潜孔锤钻进速度快
,

成井周期短
,

但是空气潜孔锤在钻进过程中
,

潜孔锤对孔壁的震动

较大
,

在水量丰富
、

破碎地带较深地带不能护壁
,

所以在真正水量大
、

地层复杂的钻进过程受到一定制

约
。

如大直径跟管钻进
、

多层护壁等这些是空气潜孔锤钻进新的课题
。

6 ) 本次采取气动潜孔锤钻进技术
,

由于无法取芯
,

含水层及其富水性的判别只有根据钻进返水的变

化及返渣的氧化锈斑
、

水蚀情况来判别含水层
,

这需要钻机操作手及时进行返渣的收集和现场技术人员

及时判别
。

7 ) 在水文地质水井钻探中
,

大孔径空气潜孔锤钻进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

沙漠和缺水区是急需进行地

下水勘探和开发的地区
,

而使用冲洗液的钻进方法
,

钻探工程本身就需要水
。

有时必须从很远的地方运

水
,

不但增加了钻探成本
,

而且常因待水而停钻
。

使用空气钻进的方法
,

对于解决缺水地区
、

严重漏 失

地层
、

以及其他无法使用液体循环的地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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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q u谁 r悦 St 预测抽水井对观测井影响的可行性研究

择稳定流
,

输入参数 1 8
.

6
。

3 ) 在水位数据库中输入静止水位 10
.

48
m ,

同时输入表 1数据
。

) 在分析中点击 2 6#观测井
,

点击时间
一
降深分析

,

则 26 #观测井的降深
一
时间曲线如图 2 所示

。

) 在分析中进入 hT
e招分析

,

为了消除抽水过程中由于含水层的泄漏及含水层其它边界条件的影响
,

可以取时间
一
降深中的前 I O Om 初 进行自动匹配

,

此时计算出的含水层参数精确
。

匹配后的 hT
e招 曲线如 图 3

。

图 2 时间
一

降深曲线 图 3 匹配后 T h
e 色 曲线

根据匹配后的 The 招 曲线自动计算出该抽水试验的参数值为
:

T r
all sm 治s iv iyt ( 导水系数 ) :T 二 2

.

1 5 E一 4 ( m
Z

/: )

S t。 r a t vl 且y (贮水系数)
: p

`二 1
.

4 5 E一 6

2
.

2 1 7#观测井位置降深预测

1) 激活 17#虚拟观测井
,

设置 17 #观测井的静止水位为 O
,

为了使 1 7#观测井的时间
一
降深曲线有截

止时间
,

可 以设置一系列虚拟点
,

这些虚拟点的水位可以设定成任何值
,

这不会影响观测井的降深预测
。

为了简单起见
,

这里设置各时间水位值为 l m 。

2) 在分析中点击 1 7#观测井
,

将 1 7#观测井的参数值 T 和 p
`

改成与上面 2 6#观测井的参数值相同
。

预测得到了 1 7#观测井位置的时间
一
降深曲线如图 4 所示

。

图 4 1 7 #观测井预测时间
一

降深 曲线 图 5 1 7 #观测井实测时间
一

降深曲线

3 1 7#观测井实际降深
一时间曲线

为了便于跟预测结果相比较
,

在预测位置实际设置 了 1 7#观测井
,

野外抽水试验中 1 7#观测井观测的

时间
一
降深数据见表 2

。

根据以上数据作出 17#观测井的实际时间
一
降深曲线如 图 5

。

表 2 1 7 #观测井野外观测时间
一

降深数据表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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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1 7#观测井
,

实际测得该抽水试验的参数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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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a n s m 治S iv iyt ( 导水系数 ) :T花
.

1 6 E一 4 ( m
Z

/: )

S t。 r a vlt 诉 (贮水系数)
: p

`

牡
.

3 7 E一 6

4 1 7#观测井预测与实测时间
一
降深曲线对比分析

为了方便比较 1 7#观测井预测时间
一
降深曲线的可行性

,

将该井预测与实测的时间
一
降深曲线放在同一

图上 ( 图 6 )
。

由上图可以看出
,

预测曲线与实测曲线重合度高
,

预测与实测的参数值相对误差
: 6 T二 0

.

5%
。

6 p 牲 5
.

5%
,

参数值的误差较小
,

因此用 A q u谁 rT e s t 软件模拟虚拟观测井是可行的
,

计算结果精确

可靠
。

5 结 论

根据上面用 A q u ife rT e st 软件预测与野外实测的时间
一
降深曲线对比得到结论如下

:

1) 软件预测的参数设置如下
: 13#抽水井稳定流量

为 1 8
.

6m 3

八
,

静止水位 I o
.

4 8m ,

抽水时间 4 8 Om 拍 ; 2 6#

观测井距 1 3#井 ZOOm ,

17#观测井距 1 3#井 3 5 Om 。

为了

消除抽水过程中由于含水层的泄漏及含水层其它边界条

件的影响
,

抽水时间不易太长
,

否则测得的导水系数 T

和贮水系数 p
`

不精确
,

时间越长
,

含水层的泄漏及含水

层其它边界条件的影响越大
,

p
`

越不精确
。

2) 利用 A q u谁 rT e s t 软件预测观测井位置的降深曲线与实测观测井的降深曲线重合度高
,

预测与实测

的参数值相差较小
,

利用 A q u 谁 rT e s t 软件模拟抽水井对观测井影响可行性高
,

模拟计算的参数值结果精

确可靠
。

3 ) 利用 A q u谁 rT e s t 软件可以预测除抽水外任意位置的降深
。

这大大节约 了设置观测井的费用和工作

量
,

给抽水试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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