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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垂直钻孔内多管路下管

方法，步骤为：（A）在下放路径上部中段需下放管

路的管口坐标位置施工一垂直钻孔，孔底与下一

中段水平巷道贯通；（B）将预制的各管段以套管

焊接的方式依次下放到所述钻孔中，每下放一条

管路后，通过支座装置将管路固定，管路（7）底部

通过弯头与贯通巷内相应的水平管路碰接。本方

法无需孔内作业，施工量小，工期短，成本低，保

证了作业安全，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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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垂直钻孔内多管路下管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为：

（A）在上部中段需下放管路的管口坐标位置施工一条垂直钻孔，孔底与下一中段水平

的贯通巷贯通；

（B）将预制的管段以套管焊接的方式依次下放到所述垂直钻孔中连接成管路（7），每下

放一条管路（7）后，通过支座装置将管路（7）固定，并在管路（7）底部通过弯头与贯通巷内相

应的水平管路碰接；

所述步骤（B）的详细措施为：

（B.1）在上部中段孔口处布置井架（1）和固定平行横跨在孔口的承重梁（6），在井架（1）

上安装起吊装置；开始依次下放固定各管路（7）；

（B.2）对于当前下放的管路（7），取钢管预制成各管段，每管段的上端焊接一套管；

（B.3）在孔口附近，将吊卡安装在第一节管段靠近套管一端，利用起吊装置的吊钩（4）

和吊卡吊起第一节管段，然后向垂直钻孔内下放；

（B.4）当前下放管段上的吊卡到达承重梁（6）位置处时，使用承重梁（6）支撑当前吊卡，

然后脱开吊钩（4）与该吊卡之间的连接，使用吊钩（4）和另一副吊卡吊起下一节管段，并将

下一节管段的下端与前一节管段的上端对正套接后焊接；继续下一节管段的下放；

（B.5）重复步骤（B.4），直至组成当前下放的管路（7）的最后一节管段的上端下放到承

重梁（6）位置处；

（B.6）使用吊钩（4）吊住当前下放管路（7）的上端，移动当前下放的管路（7）至靠近垂直

钻孔孔壁处；每条管路（7）分别对应一组支座装置，所述支座装置包括直管支座（10）和弯管

支座（11），将直管支座（10）焊接在管路（7）的上端，将弯管支座（11）焊接在管路（7）的下端；

（B.7）将上端的直管支座（10）与所述承重梁（6）焊接在一起；至此完成当前管路（7）的

下放与固定；

（B.8）重复步骤（B.2）至（B.7），直至所有管路（7）下放固定完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钻孔内多管路下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起吊装置上安装

有测力装置，用于检测当前起吊的重量；所述步骤（B.7）中，首先下放管路（7）使管路（7）底

部与垂直钻孔底部相接触，然后逐渐下放管路（7）的同时观察测力装置，当起吊装置所承受

的重量为管路（7）总重量的40%至60%时，停止下放，将上端的直管支座（10）与承重梁（6）焊

接在一起。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钻孔内多管路下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起吊装置包括安

装在上部中段处的稳车（5）、安装在井架（1）顶部的定滑轮组（2），还包括安装有所述吊钩

（4）的动滑轮组（3），所述动滑轮组（3）位于定滑轮组（2）的下方；所述稳车（5）上的牵引绳从

顶部绕过所述定滑轮组（2）、再从底部绕过所述动滑轮组（3），然后末端与所述井架（1）固定

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垂直钻孔内多管路下管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骤（C）：所有

管路（7）下放完毕后，将垂直钻孔底部与贯通巷之间的断面封闭，向钻孔底部输送混凝土

（9）直至混凝土（9）高度超出孔底与贯通巷之间的断面；混凝土（9）固化后，从钻孔孔口向孔

内浇灌细沙（8）进行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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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钻孔内多管路下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在垂直钻孔内进行多管路下管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新城金矿井下排水、排泥系统改造过程中，需要在‑630m至‑380m中段之间（垂深

250米）实现6条排水、排泥管路的连通，分别为两条Φ377×12mm无缝钢管、两条Φ245×

12mm无缝钢管、两条Φ108×10mm无缝钢管，按垂直距离计算管路总重量在80吨左右。

[0003] 采用常规安装固管方式（根据管路重量计算管路托架形式与间距），可行性路径有

盲竖井和中段之间的措施井。经设计论证，盲竖井井筒断面小、井筒内管道梁规格小无法满

足管路安装需求，中段之间措施井随回采结束都进行封闭回填，不具备管路安装条件，且路

线长度达到6倍垂高约1500米。因此，若采用常规安装固管方式，需要另施工路径连通‑630m

至‑380m中段。

[0004] 按常规方式，具体的解决方案有两种：一是施工‑380m至‑630m断面面积不小于

7.06㎡的措施竖井，以满足人员在措施竖井内作业要求，同时措施井内安装支撑梁和托架，

按常规方式进行安装敷设，其缺陷在于措施竖井断面面积大，施工量大，工期长，成本高，且

井内作业安全性差，操作难度大。二是从‑380m至‑630m根据管路直径分别施工6个管路钻

孔，按常规钻孔、下管、固管方式安装管路，其缺陷在于钻孔总垂高达1500米，同样存在施工

量大、工期长和成本高的问题，并且在较小的孔口下放和固定较长的管路难度较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垂直钻孔内多管路下管方法，其目的是：减小钻孔或凿井施工

工程量，提高施工效率，减少成本，降低施工难度。

[0006] 本发明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垂直钻孔内多管路下管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为：

[0008] （A）在上部中段需下放管路的管口坐标位置施工一条垂直钻孔，孔底与下一中段

水平巷道贯通；

[0009] （B）将预制的管段以套管焊接的方式依次下放到所述钻孔中连接成管路，每下放

一条管路后，通过支座装置将管路固定，并在管路底部通过弯头与贯通巷内相应的水平管

路碰接。

[0010] 作为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B）的详细措施为：

[0011] （B.1）在上部中段孔口处布置井架和固定平行横跨在孔口的承重梁，在井架上安

装起吊装置；开始依次下放固定各管路；

[0012] （B.2）对于当前下放的管路，取钢管预制成各管段，每管段的一端焊接一套管；

[0013] （B.3）在孔口附近，将吊卡安装在第一节管段靠近套管一端，利用起吊装置的吊钩

和吊卡吊起第一节管段，然后向钻孔内下放；

[0014] （B.4）当前下放管段上的吊卡到达承重梁位置处时，使用承重梁支撑当前吊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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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脱开吊钩与该吊卡之间的连接，使用吊钩和另一副吊卡吊起下一节管段，并将下一节管

段的下端与前一节管段的上端对正套接后焊接；继续下一节管段的下放；

[0015] （B.5）重复步骤（B.4），直至组成该管路的最后一节管段的上端下放到承重梁位置

处；

[0016] （B.6）使用吊钩吊住当前下放管路的上端，移动该管路至靠近钻孔孔壁处；每条管

路分别对应一组支座装置，所述支座装置包括直管支座和弯管支座，将直管支座焊接在管

路的上端，将弯管支座焊接在管路的下端；

[0017] （B.7）将上端的直管支座与所述承重梁焊接在一起；至此完成当前管路的下放与

固定；

[0018] （B.8）重复步骤（B.2）至（B.7），直至所有管路下放固定完成。

[0019] 作为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起吊装置上安装有测力装置，用于检测当前起吊

的重量；所述步骤（B.7）中，首先下放管路使管路底部与钻孔底部相接触，然后逐渐下放管

路的同时观察测力装置，当起吊装置所承受的重量为管路总重量的40%至60%时，停止下放，

将上端的直管支座与承重梁焊接在一起。

[0020] 作为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起吊装置包括安装在上部中段处的稳车、安装在

井架顶部的定滑轮组，还包括安装有所述吊钩的动滑轮组，所述动滑轮组位于定滑轮组的

下方；所述稳车上的牵引绳从顶部绕过所述定滑轮组、再从底部绕过所述动滑轮组，然后末

端与所述井架固定连接。

[0021] 作为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还包括步骤（C）：所有管路下放完毕后，将钻孔底部与

贯通巷之间的断面封闭，向钻孔底部输送混凝土直至混凝土高度超出孔底与贯通巷之间的

断面；混凝土固化后，从钻孔孔口向孔内浇灌细沙进行固管。

[0022]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积极效果：（1）本方法充分结合了钻孔固管和井

筒内下管安装的优点，并克服了二者的缺陷，只需施工一条钻孔，且钻孔直径有限，无需孔

内作业，施工量小，工期短，成本低，保证了作业安全；（2）采用分段套接的方式依次下放各

组管路，操作方便；（3）起吊装置、吊卡与承重梁相互配合，套管焊接时，利用承重梁临时承

接管路的重量，因此只需要一组起吊装置即可完成下管任务，管路下放完成后，承重梁还进

一步用作固定管路，充分利用了中段空间和施工装置，极大地节省了成本；（4）通过直管支

座和弯管支座分别固定管路的上下两端，直管支座与承重梁焊接在一起，弯管支座通过混

凝土固定，可以避免管路过长而弯曲；（5）焊接直管支座时，通过逐步下放、观察起吊重量的

方式，使上下端分别承担管路一半的重量，保证管路的稳固；（6）在钻孔内采用细沙充填固

管，效率高、成本低，效果好；（7）充分利用了亭式钢管井架和起吊装置中的动、定滑轮组，实

现了单根重量30吨管路在井下受限空间内的悬挂；（8）本方法首次实现了深度250米、直径

1.2m钻孔内全长无托架下放多条排水、排泥管路，为后续工程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作用，丰富

了工程设计和方案规划的思路。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具体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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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5] 如图1，一种垂直钻孔内多管路下管方法，步骤为：

[0026] （A）在‑380m中段利用LM‑250反井钻机施工一条孔径1.2m、深度250m的垂直钻孔，

钻孔底部在‑630m中段与平巷相贯通。

[0027] （B）将待下放管路7分别以管段之间套管焊接的方式依次下放到所述钻孔中，每下

放一条管路7后，通过支座装置将管路7固定，并在管路7底部通过弯头与贯通巷内相应的水

平管路碰接。

[0028] 步骤（B）的详细措施为：

[0029] （B.1）在‑380m中段钻孔孔口位置安装高度为11m的亭式钢管井架1，在井架1上安

装起吊装置。所述起吊装置包括安装在中段处的5吨稳车5、安装在井架1顶部的50吨4门定

滑轮组2，还包括安装有所述吊钩4的50吨4门动滑轮组3，所述动滑轮组3位于定滑轮组2的

下方；所述稳车5上的6V×30+FC‑Φ20‑1870钢丝绳从顶部绕过所述定滑轮组2、再从底部绕

过所述动滑轮组3，然后末端与所述井架1固定连接。通过计算可知，单条排水管路的最大重

量是27吨，则单股钢丝绳所受最大拉力为3.38t。钢丝绳破断拉力为242KN，计算得安全系数

为7.3，满足安全系数不低于5的要求。

[0030] 孔口还设置4根40b工字钢作为承重梁6。

[0031] 然后开始依次下放固定各管路7：

[0032] （B.2）对于当前下放的管路7，取Φ377×12mm无缝钢管按照长度6m分段下料，得到

用于组成该管路7的若干节管段，每节管段的一端分别焊接一套管。

[0033] （B.3）在钻孔孔口附近，将吊卡安装在第一节管段上端，利用起吊装置的吊钩4和

吊卡吊起第一节管段，然后向钻孔内下放。

[0034] （B.4）当前下放管段上的吊卡到达承重梁6位置处时，使用承重梁6支撑当前吊卡，

然后脱开吊钩4与该吊卡之间的连接，使用吊钩4和另一副吊卡吊起下一节管段，并将下一

节管段的下端与前一节管段上端的套管相套接并对正焊接；然后开始下一节管段的下放。

[0035] （B.5）重复步骤（B.4），直至组成该管路7的最后一节管段的上端下放到承重梁6位

置处。

[0036] 下放时，还可以利用口部带一定锥度的措施套环解决多条管路7下放过程中相互

剐蹭、卡管的问题。

[0037] （B.6）使用吊钩4吊住当前下放管路7的上端，移动该管路7至靠近钻孔孔壁处；每

条管路7分别对应一组支座装置，所述支座装置包括直管支座10和弯管支座11，将直管支座

10焊接在管路7的上端，将弯管支座11焊接在管路7的下端；使用上下端同时固定，可以防止

管路7在钻孔内弯曲。

[0038] （B.7）将上端的直管支座10与所述承重梁6焊接在一起；至此完成当前管路7的下

放与固定。

[0039] 优选的，所述起吊装置上安装有测力装置，用于检测当前起吊的重量；该测力装置

可以是安装在吊钩4处的测力计。焊接直管支座10时，首先下放管路7使管路7底部与钻孔底

部相接触，然后逐渐下放管路7的同时观察测力装置，当起吊装置所承受的重量为管路7总

重量的40%至60%时，停止下放，将上端的直管支座10与承重梁6焊接在一起，使上下端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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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管路7大约一半的重量，保证管路7的稳固。

[0040] （B.8）重复步骤（B.2）至（B.7），直至所有管路7下放固定完成。

[0041] （C）所有管路7下放完毕后，利用钢板、锚杆等将钻孔底部与贯通巷之间的断面封

闭，利用输送泵向钻孔底部输送混凝土9直至混凝土9高度超出孔底与贯通巷之间的断面；

混凝土9固化后，从钻孔孔口向孔内浇灌细沙8进行固管。

[0042] 至此下管施工完成。

[0043] 目前，‑630m新建中央水泵房已经通过钻孔内的排水管路进行排水半年以上，排水

期间管路稳定、无振动。

[0044] 经济效益方面，本方法利用反井钻机施工一条孔径1.2m、深度250m钻孔并安装6条

排水管路，单价4500元/m，费用合计为：4500×250=112.5万元。并且，根据排水系统规划设

计，将于2019年下半年进行‑930m排水系统改造，排水管路采用本方法，利用原盲竖井建设

期间通风泄水井（‑630m至‑930m之间一条直径为1.2m措施竖井，现已废弃）作为安装路径，

可节省费用4500元/m×300m=135万元。该管路工艺的创新可以为新城金矿节省投资24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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