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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钻切技术在宝钢二号高炉快速大修

改造工程中的应用

曹友权1，潘鸿宝2
(1．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辽宁总队，辽宁沈阳110004；2．北京发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100102)

摘要：详细介绍了宝钢二号高炉快速大修改造工程中采用的无损钻切技术，即高精度水平钻孔、基础整体静力水

平切割、注浆充填、抬升平移的施工方法及所用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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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宝钢二号高炉已经过10多年的连续运行，从技

术角度考虑，已达到一定时限，必须对其进行大修改

造。而一旦高炉停产改造，所有特种钢铁原料均得

不到供应，将造成日经济损失达上千万元人民币。

因此，如何实现高炉的快速大修也是国内钢铁企业

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

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采用无损钻切技术，在

高炉不停产的状态下，在高炉基础某一水平界面上，

进行钻孔，用于顺利安装切割绳，然后利用切割绳按

若干单元交叉切割出一个完整的平面来，并以一种

既不能粘接又要具有支撑力的材料进行填充，以保

持2万t左右的高炉处于平稳状态。施工过程中，

按单元逐个交替进行，当整个切割、充填与加固完成

后，高炉停产，放残铁，再采用抬升平移技术把旧高

炉移走，并将预先新建在旁边的新高炉推到原位，从

而实现高炉的快速大修改造。

2施工前模拟施工实验

在该号高炉的快速大修工程中，北京发研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吉林大学，通过有限元计算，确定

了切割单元尺寸。其后，在发研公司的北京基地，进

行了单元钻孔、切割、充填等实验，实验结果十分理

想。但基于此类工程的特殊性，根据该高炉大修将

采取的基础切割、顶升、平移方案，为了确保生产施

工的安全可靠性，按1：l的比例浇注了一个高2．2

m、直径18．5 m的混凝土基础，在上面对所有的施

工工序进行了实验，通过实验认真总结施工技术参

数和操作规范，制定出完善的切实可行的施工技术

方案，为高炉的大修能安全顺利地进行提供必要的

技术准备。

3高精度水平钻孔施工

3．1钻孔的布置

根据有限元计算，在基础的切割面上沿。一

180。水平方位平行布置14个卿6 mm钻孔，并在基

础的侧面用红线标出每个钻孔的开孔和终孔位置，

以便检验钻孔的施工精度。

3．2施工设备选择

根据工程设计，利用全液压钻机，人造金刚石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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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钻头在钢筋混凝土上进行水平钻孔，要求钻孔偏

斜率≯1．25‰，以满足金刚石绳锯水平切割施工的
要求。 一

钻机既要满足钻孔的施工能力，同时又要求具

有较高的制造精度及其与给进导轨的装配精度，以

尽量减小设备本身对钻孔精度的影响。经过对多种

钻机的比较，最终选用HI皿(喜利得)公司生产的
DD一750HY型液压金刚石钻机(见图1)，配备D—

u玛2型液压动力系统(见图2)，同时采用我们自行

设计和改进的长导轨以及可调整式机架，再配以相

关的专用辅助机具。

图I DD一750IIY型液压金刚石钻机

田2 D—U)32型疆压动力系统

3．3钻具级配和钻头的选择

为了确保钻孔的水平施工精度，根据模拟实验

情况，经过反复研究，确定采用的钻具连接方式为：

金刚石钻头一扩孔器1一岩心管一扩孔器2一岩心

管一变径接头一钻杆一单动扶正器1一钻杆一单动

扶正器2一钻杆一主动钻杆。

此连接方式的特点在于采用了双扩孔器和双单

动扶正器的双重扶正作用，双扩孔器在孔内的定位

作用非常有效，同时专门设计制作的单动扶正器大

幅度提高了钻具回转的稳定性，并降低了钻具与孔

壁的摩擦阻力，减少了设备动力的损耗。其装配简

图如图3所示。

围3钻具蓬撬示曩圈

l一混凝土；2一钻头；3一扩孔器l；4一岩心管；5一扩孔

器2；6一岩心管；7一接头；8一水槽；9一扶正器I；10一

钻杆；11一接头；12一主动钻杆；13一水接头；14—钻机

输出轴；15一导轨；16一机架；17一可调节支座

选择金刚石钻头首要考虑的因素是高效快速钻

孔，要求其既要满足钻进规程参数的要求，又要满足

钻具级配的要求。所选用的钻头，壁厚比一般的金

刚石薄壁混凝土钻头厚，又比地质岩心钻头薄；采用

粗颗粒的高品质人造金刚石，胎体中的金刚石浓度

相对较低；钻头胎体的硬度要根据所切割混凝土的

情况和金刚石的品质来选定，尽量保持胎体的磨耗

速度与金刚石的磨耗速度接近。

每个钻孔的施工均使用全新的钻头、扩孔器和

岩心管等主要钻具，同时在使用之前进行尺寸校验

和连接的直线度测试。施工过程中，对钻具进行多

次重复测试，观察变化情况，如果变化较大，要及时

调整连接顺序或更换新的钻具。

3．4钻机机架的设计与安装

钻机机架通过锚栓与地面固定，通过调整4个

支撑丝杆来保证钻机安装的水平周正，再通过调节

设置在机架纵横双向支架连接部位的水平调节丝杆

来进行方位的调整。机架结构见图4。

图4钻机讥架结构

钻孔设备安装时要进行严格测量标定。导轨轨

道面对称中心线和钻孔设计轴线要在同一垂直面内

且相互平行，开孔位置的中心线与钻机输出轴的中

心线以及钻孔设计的轴线要相互重合。

3．5钻孔轴线轨迹的设计

根据钻孔最大允许偏差1．25‰的范围，结合机

架安装的起始上仰角度，计算出钻孔轴线在水平和

垂直两个方向每米的最大允许偏差值，据此绘制出

钻孔轴线轨迹图，再根据钻具刚性强度和自然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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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绘制出理想的钻孔轨迹图，用以指导实际生产

施工。

3．6开孔钻进与开孔导向定位器的设计与使用

开孔钻进时除采取轻压慢转外，同时设计了一

个开孔导向定位器安装在导轨机座前端，让钻头通

过此定位器进行开孔钻进，开孔定位器的限位孔径

比钻头的外径或岩心管的外管尺寸只能大lO一20

um。孔深超过3 m后，解除开孔导向定位器的作

用。钻进过程中装配情况如图5。

围5开孔导向定位器

3．7钻进参数的合理选择

如果钻进效率较低，进尺缓慢，钻头和扩孔器在

同一部位反复磨削导致孔径扩大，容易造成钻孔偏

斜。为了保证有较高的钻进效率，在钻进过程中，除

选用高质量的金刚石钻头外，钻压、转速和泵量3种

参数的合理匹配非常关键。钻进过程的不同阶段所

采取的钻进参数见表1。

表l不同阶段的钻进规程参数

在钻进过程中要及时正确判断孔内情况，以便

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处理。遇到钢筋或角钢时，要相

对加大钻压，转速比正常钻进时适当降低，泵量基本

保持不变，这样可以连续快速通过，防止或减小钻孔

产生偏斜。当岩心阻塞时应立即处理，不应硬磨。

3．8钻孔监测

选用高精度的全站仪和水准仪各一台分别放置

在机架的正后方和正侧面，全站仪主要监测钻机机

架的方位和钻孔轴线的轨迹变化，水准仪主要监测

机架的水平度和上仰角度在施工过程中的变化。在

钻进的过程中实时进行测量监控，并根据监控测量

的数据及时调整钻孔工艺参数。

3．9钻孔偏斜原因分析及采取的纠偏措施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导致钻孔偏斜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设备、仪器方面，包括

设备、机具安装的误差，钻具加工和连接的精度．测

量误差；二是钻进过程的控制方面，包括钻进规程参

数的控制，钻具级配及其磨损程度；三是钻进对象的

不确定性，如混凝土的均质程度和坚硬物体的影响

程度；四是其他的人为因素。

上述影响因素中，设备、仪器及人为方面的因素

都比较容易控制，而混凝土的情况则难以避免，因此

控制孔斜的关键就在于钻进过程的控制。

正常钻进过程中，通过合理调节钻压、转速和泵

量，选用快速高效型的钻头，采用双扩孔器和双扶正

器以及长岩心管，钻具在孔内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

很好地控制孔斜。

但是遇到混凝土不均或角铁及坚硬物体时，钻

速变慢，致使钻头在原位重复扩孔，导致孔径增大，

钻具在重力作用下自然下垂，从而造成钻孔偏斜；另

外，随着钻孔的延伸，钻具不断加长，其刚性相对变

弱，也会加大孔斜的趋势。钻进过程中要实时测量，

如发现孔斜超出设计范围，立即采取纠偏措施。

当孔斜严重时，采用灌浆料充填相应孔段，深度

以超过孔斜严重段200一为佳。灌浆料选用RG
微膨胀二次灌浆料，其特点为早强、高强，1天抗压

强度可达到30—50 MPa；另具微膨胀性，可以很好

地充填偏斜孔段。然后再采取正确的钻具级配，以

合理的钻进参数快速扫孔通过，实施纠偏。由于该

材料强度高，扩孔器在钻iL底部扩孔能力会大大减

弱，这样有利于纠偏原有钻孔轨迹。

若孔斜不严重，可在偏斜孔段灌人少量RG微

膨胀二次灌浆料，填充钻孔底部环面部位，高强度的

灌浆料类似在钻孔的下方垫了一块“钢板”，然后以合

理的钻进参数与钻具级配快速扫孔通过。

4金刚石绳锯整体静力水平切割

高精度水平孔钻孔完成后，采用金刚石绳锯按

单元逐个交替进行整体静力水平切割。
4．1 金刚石绳锯切割的原理及特点

金刚石绳锯切割是金刚石申珠绳在液压马达主

动轮带动下，沿钢筋混凝土切割面连续的高速运动

研磨切削的。是利用金刚石颗粒对混凝土和钢筋进

行磨削的方法，无冲击、无振动，对于钢筋混凝土结

构来说属于静力切割。具有无振动、低噪声、无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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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切割体不受厚度和形状的影响等特点。

4．2切割设备的选择与安装

采用HI埘(喜利得)公司Ds—wsl5型钻石线
锯系统，配用D—u】32型液压动力装置及Ds—

TS32型切锯机头。

金刚石薄壁钻所钻的口176 mm钻孔为安装孔，

用于固定和穿绕金刚石绳索，做好安全防护。

绳锯机底座采用2×014 mm化学锚栓固定，固

定深度≥150 mm，调整传动和导向轮相对于切割线

的偏差≤3 mm。

4．3切割

切割绳索通过两钻孔中心水平面位置，确保一

次性完成单元切割面积，要求平面波动不能超过±

10mm。

通过操作控制盘调整切割参数，以使切割速度

稳定、设备稳定。切割参数为：压力10—11 MPa，液

压流量100 L／min。切割效率为1．5 m2／h(含辅助

时间)，切割面平整光滑。切割完成后效果如图6。

圉6切割完成后的效果

4．4防止切割平面波动的措施

采用自制的绳锯切割侧面导正器(图7)，通过

限制金刚石绳的波动来防止切割面产生波动。

一装酒骷孔一装够曼 锿：：
卜1 两端通过锚栓与混凝土周定

圈7绳锯切割侧面导正器示意圈

5压力注浆充填

切割出一个完整的平面后，以一种既不能粘接

又要具有支撑力的材料进行填充，以保持2万t左

右的高炉处于平稳状态。

6整体加固抬升

切割、填充完成后，采用特种技术将高炉里的残

铁放净后，在直径18．5 m的高炉基础的圆周上水平

均匀布置8个400 t的千斤顶(先用钻排孔的方法，

开设放置千斤顶的空间)，同时对切断后的上部基

础整体进行特殊的加固，然后通过一种平移机械装

置将旧高炉连同上部加固的基础整体抬升平移走，

再将预先新建在旁边的新高炉推到原位，从而实现

高炉的快速大修改造。见图8。

圈8抬升平移示意田

7结语

在该高炉的快速大修改造中，我们在高炉基础

上进行高精度水平钻孔、切割和充填等施工技术，得

到了国际同行业的高度评价，已申请了国家专利，填

补了我国钢铁行业在该领域内的技术空白。

通常，只要钻孔长度≯10 m，采取本文所述的施

工设备和方法即可满足偏斜率≯1．25‰的技术要

求。如果现场条件允许，在严格测量监控的基础上

可采取双向对钻并加大钻孔口径等综合控制措施，

不但会降低施工难度和成本，水平钻孔的精度会更

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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