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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全管理工作是企业生产和企业经济工作的重要保障，安全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单位各项经济指
标的实现。 因而，安全是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只有确保安全，企业才能正常运营、才能发展。 就地质岩心钻探施
工中闻、看、遇见的安全事故进行分析，供同行们参考，并望起到防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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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钻探施工向广度和深部开展，针对钻探施
工的安全问题，从人身到机械、从场地到孔内等安全
均引起广大员工的高度重视。 国务院、福建省政府
及国家安监局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均下发了相关文

件和规定，对企业施工安全要求更加严格和规范。
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坚持依法依规组织生产经营、切实加强安全监
管工作，使生产安全形势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因各种
原因在钻探施工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和

安全事故，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觉和重视。 隐
患是各种安全生产问题的集中体现，是安全生产的
大敌，隐患不除，事故难绝。 只有全面落实和完善安
全生产制度，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使安全生产
各项工作更加依法、规范、有为、高效地开展，真正做
到“要我安全转变到我要安全”，真正从思想上重
视，才能减少和杜绝事故的发生，确保安全。

1　钻探施工中的安全事故
经过多年的钻探安全管理实践，钻探中主要安

全事故如下：
（１）钻塔整体倾斜、倾倒；
（２）钻塔局部弯曲变形、倾倒；
（３）活动工作台自锁装置（防坠）失灵；
（４）安装、拆卸钻塔中的人员伤亡；
（５）钻塔避雷装置失灵、引发事故；
（６）机房照明线路、内燃机排气引发火灾；
（７）高压胶管打扭伤人；
（８）钻机传动部位（万向节）螺栓飞出伤人；
（９）皮带轮传动部位伤人；

（１０）钻杆及钻杆接箍折断；
（１１）同矿点多层面同时作业、滚石伤人。

2　安全事故分析与预防
2．1　钻塔整体倾斜、倾倒事故分析与预防
2．1．1　事故原因分析

（１）在平整机场特别是钻塔场地面积不够大、
不是全实地，有个别塔腿承载地基是回填土。

（２）由于机场地面积过小，泥浆循环槽贴近塔
腿，在施工过程中塔腿土层经循环泥浆冲刷，浸泡变
松软。

（３）机场布置在山地斜坡上，机房开挖贴山体
面较陡，在雨的冲刷下造成山坡面滑坡，坍塌以至泥
土覆盖机场甚至造成机场钻塔移位倾倒。

（４）因山坡较陡又无固定物，使钻塔绷绳全靠
地锚加固，且地锚埋深不足。

（５）地形平坦空旷，台风影响。
2．1．2　预防措施

（１）在机场平整时要严格按照钻塔基础面，实
地确保 １８ ｍ钻塔机场要求 ６ ｍ×６ ｍ；２３ ｍ钻塔要
求 ７ ｍ×７ ｍ，，确因地势条件无法满足实地要求时，
虚地部位应用片石和水泥砂浆将基础砌实，砌实基
础不得超过基础面积的 １／４。

（２）在不是很硬实的塔腿基础的循环槽用水泥
砂浆护壁，或在该塔腿部位用毛石和水泥砂浆加固。

（３）在较陡坡地上开挖机场应严格按要求在陡
坡较大时分 ２ 层或 ３ 层降坡处理，同时保证岩石坚
固稳定时，坡度应小于 ８０°，地层松软不稳定时坡度
应小于 ４５°，并挖一防水沟槽导流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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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坡地无固定物设置绷绳时，应按要求与
钻塔保持夹角 ４５°左右，１８ ｍ以上钻塔设置 ２ 层绷
绳，且地锚埋深＞１ ｍ。

（５）若遇暴雨大风时应及时卸去塔衣将钻杆下
入孔内、卡上冲击把手并停机撤离人员，防止钻塔被
吹翻伤人。
2．2　钻塔局部弯曲变形倾倒事故的分析与预防
2．2．1　事故原因分析

（１）拆卸钻塔时抛丢塔件，造成塔件变形弯曲，
安装时未校正。

（２）安装钻塔时，钻塔件少装或未装（如拉筋和
斜撑），螺栓未紧固。

（３）钻机在处理事故如卡钻、埋钻时的强力提
拔，造成缺件及螺栓松动部位强度不足使钻塔变形、
弯曲。
2．2．2　预防措施

（１）拆卸塔件下抛时尽可能丢在泥土部位或坡
地上。

（２）安装钻塔时应将所有的塔件校直并全部安
装齐全。 若有缺件，应及时补上，塔安装后必须由上
往下将所有的螺栓紧固。

（３）强力提拔钻具时应提前检查紧固螺栓和相
关部位（钢丝绳、绳卡、提引器等）。
2．3　活动工作台上跑事故的原因分析与预防
2．3．1　故障原因分析

活动工作台自锁（防坠落）失灵、手轮未锁死常
造成活动工作台上跑事故，主要原因：

（１）导向钢丝绳不符合要求；
（２）弹簧、弹珠未加油润滑锈蚀卡死；
（３）脚踏部位销磨损，造成无法控制防坠部位；
（４）手轮控制螺栓磨损；
（５）挂钩未挂到位。

2．3．2　预防措施
（１）检查导向钢丝绳，更换合格钢丝绳。
（２）检查弹簧、弹珠，加油保养发现磨损的及时

更换。
（３）检查调整脚踏件，磨损的更换；更换手轮螺

栓件。
（４）活动工作台停止使用时及时将手轮锁死，

并挂牢安全钩。
2．4　安、拆钻塔的安全事故
2．4．1　事故原因分析

（１）安、拆钻塔时，塔上、塔内员工同时施工，塔
上螺栓、工具掉下或丢塔件时弹到钻塔后掉落伤人。

（２）安全带未系，踏空坠落伤人。
（３）塔上台板断坠落伤人。

2．4．2　预防措施
（１）安、拆钻塔时，工作人员应戴好安全帽，塔

上工作时，塔下人员禁止进入安装范围内，塔上塔下
不得同时作业。

（２）按要求上塔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
（３）检查台板是否因长期使用而损伤，同时台

板的厚度应保持在 ５０ ｍｍ，不合格的应及时更换。
（４）塔上禁止 ２人同时在一块台板上工作。

2．5　钻塔避雷装置失灵、无法起到避雷作用
2．5．1　事故原因分析

（１）避雷针导线截面积不够。
（２）接闪器未按要求高出塔顶 １．５ ｍ以上。
（３）引下线与钻塔绷绳间应小于 １ ｍ。
（４）接地极与电机接地、孔口管及绷绳地锚间

距不足 ３ ｍ，同时接地电阻＞１５ Ω。
2．5．2　预防措施

（１）更换合格截面积的引线。
（２）将接闪器安装在木棍上，按要求高出塔顶

１．５ ｍ固定在钻塔塔帽上。
（３）引下线尽可能往钻塔外拉，使之大于 １ ｍ

后用地锚固定，地锚深度＞７００ ｍｍ。
（４）应测验接地电阻＜１５ Ω，同时埋置接地极

时应按规定与电机接地和孔口管、绷绳、地锚间距＞
３ ｍ。
2．6　机房照明线路内燃机排气引发火灾事故
2．6．1　事故原因分析

（１）未按要求使用电缆线，而是使用胶质线。
（２）灯泡接线位置未按要求用木板固定在塔件

上，而是直接用胶布捆绑在塔件上且紧靠塔布，因钻
塔在工作中的振动，使电线与塔件磨擦久而久之，电
线破皮产生短路而引发明火导致塔布着火。

（３）内燃机排气管口直接排到塔布上，排出的
热气有时有火星直接接触到塔布，从而导致塔布着
火引发火灾事故。
2．6．2　预防措施

（１）严格按要求使用电缆线。
（２）安置电灯位置的塔件上先固定 １ 块木板使

电线不直接与铁塔件接触，同时经常检查电线的包
扎情况。

（３）将内燃机排气管上套一铁管加长直接引伸
至塔外，使废气直接排放到空旷处。
2．7　高压胶管打扭伤人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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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事故原因分析
（１）未按要求安装高压胶管防缠绕装置。
（２）修理水龙头故障时，未将变速手把放在空

挡位置，未关闭柴油机。
2．7．2　预防措施

（１）应按规定设高压胶管防缠绕装置和导向
绳。

（２）修理高压水龙头时应关掉柴油机，同时将
手把放在空挡位置。
2．8　钻机传动轴（万向节）螺栓飞出伤人事故
2．8．1　事故原因分析

（１）孔内原因造成钻机蹩车、强行开机、且短时
间内重复强行开机造成传动轴（万向节）扭伤变形，
螺栓飞出伤人。

（２）传动轴紧固件材质问题，引起变形折断飞
出伤人。

（３）传动轴长期运转，螺栓弹簧垫老化螺母松
动飞出伤人。
2．8．2　预防措施

（１）孔内有故障，需强行开车前，首先应检查相
关的传动部位（紧固件），发现异常及时排除解决。

（２）经常性检查传动轴紧固螺栓情况，在购置
该部位紧固螺栓时应选择强度高的专用紧固件。
2．9　皮带轮传动部位伤人事故原因分析与预防
2．9．1　事故原因分析

（１）皮带轮传动部位未安装防护装置（防护罩、
防护栏杆），皮带飞出伤人。

（２）违章从传动部位跨越，以至裤腿被卷进传
动部位，引起人员甩倒卷入造成伤人事故。
2．9．2　预防措施

（１）在皮带轮或外露轴传动部位短距离的加安
防护罩，长距离的安装防护栏杆；

（２）提高员工安全素质，严禁从传动部位跨越。
2．10　钻杆及钻杆接箍折断
2．10．1　事故原因分析

（１）钻杆用时过久，接箍磨损严重。
（２）施工钻孔偏斜及斜孔施工钻杆边磨严重。
（３）员工粗心大意，明知钻杆与接头磨损严重，

却无检查、无更换，继续使用造成断杆、断接箍事故。
2．10．2　预防措施

（１）钻杆用时过久且发现断杆现象时，应用卡
规测量钻杆外径，当外径＜７０ ｍｍ 时应及时更换钻
杆，避免孔内断钻杆事故。

（２）提下钻过程中及时细心检查接箍磨损情

况，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更换接箍，上钻杆扣时在接箍
丝扣部位应加润滑油以保护丝扣。

（３）在无返水钻孔顶漏钻进施工时应在钻杆外
壁加润滑剂冲洗润滑，以减少钻杆的磨损，增加钻杆
的使用寿命。
2．11　同矿区多层面同时作业、滚石伤人
2．11．1　事故原因分析

（１）详勘矿区，开展地质工作的单位多，且各自
为政，没有统一的安全管理机构。

（２）钻探队的钻孔位置与坑探队的平硐位置相
互影响，存在上下两层或多层同时施工，滚石伤人。

（３）平机场放炮时，警戒人员责任心不强，飞石
伤人。
2．11．2　预防措施

（１）在详勘矿区应由上级主管单位组织矿区各
单位成立一个统一的安全管理机构，统一协调矿区
的安全生产工作。

（２）在布置矿区的钻孔位置与平硐位置时，应
首先考虑到生产安全相互影响的问题，必须错开施
工时间。

（３）严格矿区坪机场的放炮时间，及时贴出预
警告示，使矿区全体人员都知道、自觉遵守，并在关
健路口派出警戒人员值班。

3　实际案例分析
3．1　钻塔最上层成 ９０°左右弯曲变形，钻塔倾倒

某矿区钻机施工过程中，因孔内异常关车提钻，
无法提动，后加压强力提拨，钻塔突然顶层弯曲成
９０°变形，经换塔处理后继续施工。 紧接在施工中又
遇卡钻，经强力提拔使钻塔整体倾倒。 后经事故分
析，造成该事故原因有：（１）该弯曲部位在以往拆塔
下丢时可能曾受损伤，在钢丝绳的强力提拨下以至
受伤部位在强压力作用下无法承受而变形；（２）该
变形部位的紧固螺栓有未紧固的情况，以至在钢丝
绳强拉钻塔件的强压力作用下向未紧固一侧倾倒，
造成事故发生；（３）钻塔倾倒原因分析为地基松软
不均匀，且经强力提拔多次在钢丝绳强拉钻塔件的
强压力作用造成软地层下沉，使钻塔整体向松软一
侧倾倒。
在同一机台、同一机场、连续发生 ２起倒塔事件

这在钻探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但却真实地发生了。
3．2　照明线路短路引发钻塔塔布火灾事故

某矿区钻孔施工时至 １８时许，突然照明线路因
磨损破皮造成电线断路引发火灾（二层），火势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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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层由下而上燃烧塔布。 机台上班员工奋力抢
救，慌乱中分别由活动工作台攀塔而上。 有位员工
攀的不巧，正是活动工作台重锤下落方向，当他攀爬
到二层时正巧遇重锤下落砸到头部，该同志由二层
掉到地面，所幸戴有安全帽，落地后仅腰部受了轻
伤。 后经事故分析原因有：（１）使用的是胶质电线，
且时间过久；（２）电线接头与塔件接触部位未用木
板隔离，只是用胶布绑扎在塔件上；（３）日常没有检
查这种部位，以至接线口外露与塔件接触断路造成
火灾事故。
3．3　修理水龙头大意酿成的大祸

某年夏季的某日 １７时左右，某矿区某机台该机
水龙头磨损漏水，当班班长与另两位同志停机修理
水龙头，一位同志在活动工作台内，一位同志站在回
转箱上用管钳协助拧卸水龙头，孔口有一位同事用
管钳夹持主动钻杆，协助上面两位同志同时一道处
理水龙头故障。 突然离合器手把合上，造成钻机回
转，顿时将站在回转器上面的员工甩到前机房，而孔
口协助的员工因回转器突转，使其身体前倾倒在回
转器上。 水龙头尚未修好，回转器带动主杆一同旋
转，高压胶管在转动时将在活动工作台内的员工及
活动工作台紧紧缠绕在一起。 此事件造成该 ３位员
工当场死亡。 事故分析：（１）修理水龙头时未关柴
油机动力；（２）变速手把未拨到空挡位置；（３）离合
器手把未放置在安全位置。 由于粗心大意没按规程
操作，酿成如此大祸。 当时此事引起了地矿系统的
广泛重视，由此而规定了设置高压胶管防缠绕装置
的出台。 并写进了地质岩心钻探规程，成了行业安
全行为规范。
3．4　内燃机排气管引发塔布火灾事故

某矿区一台钻机白班进行钻探施工时，后机场
房塔布突然失火，火势较大，当时钻机正值提钻过
程，塔上员工慌乱中最后掀开塔布从前机房跳下，不
巧正落在前机房支撑塔布的木杆上又被弹出数米摔

成腰椎骨折，机台塔布大部烧毁。 事故分析：最重要
的原因是内燃机排气管出口直对塔布，且距离较近，
时间一久，热气将塔布烤焦，而当时内燃机不正常，
提钻阻力大，有火星喷出，导致塔布被引燃。
3．5　同矿点多层面同时作业、滚石伤人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初，某详勘矿区，海拔 １３００ 多
米，属于大型的金铜矿区，当时矿区有地质、钻探、坑
探 ３个不同单位的分队，另还有 ２ 个专门负责修路
坪机场搬迁的民工队伍。 形成两层或多层次的施工

作业层。 一次坑探队掘进用的风管被山上滚下的石
头砸断，工人前去处理时，被山上滚下的石头击中，
造成死亡 １人的事故。 事故分析：当时矿区没有一
个具体负责协调各单位安全管理的机构，各单位各
自为政，在施工安排时，经常碰到下面在硐探，中间
在钻探，上面在坪机场或搬迁，造成许多的不安全隐
患。 此次事故发生后，省地矿局在该矿区成立了
“矿区局安全监察站”具体负责协调各单位之间的
矛盾，制定了具体的制度，将威胁到安全的孔位放到
最后施工，并加强了矿区的安全监督与协调工作，直
至整个矿区结束后，再未发生过伤亡事故。

4　结语
随着钻探施工工艺的不断改进，加上钻探材料

的不断更新，以往的胶质电线已被现今的电缆线所
替代；以往的角铁塔已被管子塔所更换；以往的手把
钻机已被现今的液压钻机所更新；以往的硬质合金、
钢粒钻进工艺已被如今的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所替

代。 由此可见，钻探设备机具的改进，施工技术工艺
的创新，同时带来了安全可靠性的增强。 加上党中
央，国务院及各省市自治区都十分重视安全工作的
开展，近 １０ 年来每年都在 ６ 月份开展“安全生产
月”活动，并以此为契机，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工作，
普及安全知识，弘扬安全文化，以提高广大职工的安
全意识，同时减少和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加强班
组安全建设的经常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 但是
“生命至高无尚、安全责任为先”，安全问题决不能
有半点马虎和大意，必须：（１）严格按照枟地质岩心
钻探规程枠、枟地质勘探安全规程枠和枟金属与非金属
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枠
（国家安监总局第 ３５ 号令）要求组织钻探生产；（２）
严格贯彻执行国务院（国发［２０１０ ＝２３ 号枟通知枠和
省政府（闽政［２０１０ ＝２２ 号枟意见枠）精神；（３）做好
三级安全教育和班组安全建设等安全教育工作；
（４）严格执行年度定期与不定期的钻探安全检查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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