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金刚石冲击回转钻进几个问题的认识

赵子杰

近年来
,

在发展人造金刚石钻进技术的基础

上
,

结合硬岩钻进的需要
,

国内各系统均广泛地

开展了对冲击回转钻进技术的研究与试验工作
。

除将一批小口径液动冲击器推广应用于生产外
,

各种类型的中
、

大口 径冲击器也正在试用与设计

之中
。

这些冲击钻具
,

不仅配有一般回转钻进的

冲击器
,

也研究出了绳索取心式的液动冲击钻具

从类型上看
,

也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多种形式
,

如射流式
、

阁式以及不久前通过鉴定的射吸式
,

还有正在研制中的更新类型
。

这就使我国的液动

冲击回转钻进技术进入了普及推广的新阶段
。

本文简略地谈一下我们在研究及推广应用液

动冲击回转钻进技术中的几点体会
。

技术经 济效果

我们 用 一 型液动冲击器
,

在三个勘

探队的五个矿 区进行了生产试验
,

完成工作量

米
,

最大孔深 米
,

最高台月效

米
,

获得了较好的技术经济效果
。

提离了台时效率 据统计
,

试验中的五个

矿区台时效率普遍提高了 一 ,

详见图
。

在坚硬层中
,

有效地克服了钻头
“

打滑
” 。

试验中所钻岩层如下 溪西矿区为凝灰岩
、

陈伟明

凝灰熔岩
、

花岗闪长斑岩 鹅地矿区为花岗斑岩

银岩矿区为角岩
、

花岗斑岩 大尖山矿区为花岗

斑岩
、

石英脉
。

增加了回次进尺 由于岩心处于高频振动

状态
,

岩心始终受到松动
,

不易堵塞
,

使回次进

尺延长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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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质 , 好 岩矿心采取率一般均达到

卯 以上
,

比回转钻进有明显提高 孔斜悄况好

转
。

如银岩矿区
,

由于采用液动冲击回转钻进
,

每百米孔的弯曲度仅为
’ 。

减少孔内事故 由于该钻进法需用较大泵

量
,

从而造成了清洁的井底工作条件
,

使烧钻
、

卡钻事故明显减少
。

另外
,

由于在高频冲击振动

条件下
,

钻具难被卡紧
,

这也是减少井内事故的

原因之一
。

每米成本降低 由于冲击回转钻进可实现

长回次钻进
,

延长了钻头寿命
,

减少了孔内事故

等
,

使每米的材料费及总成本都得到降低
。

经对

溪西矿区 个钻孔的统计对比 个孔是冲击回

转
,

个孔是一般回转钻进
,

每米材料费降低了
‘ ,

单位成本降低了
。



冲击 回转钻进中孕镶金刚石

钻头的出刃状态及碎岩机理

当前使用的孕镶金刚石钻头
,

在生产中占据

主导地位
。

这些孕镶钻头多是用烧结法
、

电镀法

等把金刚石固结在胎体中
。

而孕镶钻头所用的人

造金刚石又多是细颖粒
。

研究表明
,

天然金刚石

抗冲击强度为 士 士 公斤 厘米
,

这种强度指标随金刚石顺粒变细而增加
,

人造金

月拓在强度上虽比不上天然金刚石
,

但由于所用

粒度较细
,

所以可在回转冲击钻进中发挥其效能
。

据资料介绍
,

当钻头上的出耳金刚石被压入岩石

时
,

由于处于体积压缩状态
,

这时其抗冲击强度要

比在 自由状态下提高 倍
。

这些因素为把人造

金刚石钻头运用于回转冲击钻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

冲击回转钻进中
,

由于有高速液流通过钻头

唇面 以脉冲形式
,

液流中携带有由于冲击方式

而产生的棱角岩屑 相对纯回转的岩粉而言
,

所

以
,

对钻头胎体的磨损要比纯回转钻进严重
,

并

带有较强的冲蚀磨损
。 、

这样
,

回转钻进中保持在

金刚石后面的胎体凸起
,

也会被迅速冲蚀磨损掉
,

造成金刚石出刃过长
,

这有利于在冲击载荷下吃

入岩石
,

提高钻进效率
,

但同时也容易造成金刚

石的过早脆性破坏
,

使钻头寿命下降
。

由于冲击回转钻进是在原有一定轴向载荷的

基础上
,

施加以高频冲击载荷的
,

其作用时间短

而使应力集中
,

冷成岩石疲劳破坏 加之金刚石

颗粒较细
,

间距 小
,

作用点密集
,

所以易在其

间的岩石表面造成反复的裂纹交割
,

促使岩面发

生交变破坏 同时
,

岩石内部也相应产生高频振

动
,

使其弹性系数降低
,

相对地增加了岩石的脆

性
,

从而易使裂纹扩展
,

有利于破碎
。

冲击 回转钻进的金刚石 钻头

普通孕镶钻头对冲击回转的适应性

生产试验证明
,

只要冲击器性能正常
,

参数
,

合理
,

一般孕镶金刚石钻头都能获得良好的钻进

效果
,

不会因高频冲击载荷而发生异常磨损与损

坏
。

相反
,

由于脉冲冲击载荷
,

冲击回转所产生的

岩粉要比纯回转时大
,

因而对钻头胎体具有更大

的研磨性
,

并存在着较强的冲蚀性磨损
,

有利于金

刚石出刃
。

虽然冲击回转钻进对胎体及金刚石磨

损程度比纯回转更明显
,

但由于破碎岩石的效率

高
,

平均到每米进尺的磨损量仍然比纯回转要小
。

对冲击回转钻进金刚石钻头的要求

钻 头结 构 为了减少冲洗液流经钻头

产生的背压
,

提高冲击器的使用效果
,

钻头各部

位的通水面积应增大
。

具体力
、

法是 增加水口数

钻头内外壁上的水槽可深些 适当增加胎体外径

与钢体外径之差
,

以增加钻头通水面积
。

为了适应冲击回转钻进
,

钻头底唇形状宜选

环槽形
,

槽顶端做成圆弧形 图
。

这种底唇形

式
,

可发挥冲击回转钻进体积破碎的作用
,

提高

破岩效果
。

胎体

图 环相形钻头唇面

把钻头唇面做成交叉形式
,

可比普通式唇面

节约 的切削面积
。

金刚石的镶嵌量也相应减

少
,

在同样的钻压下
,

唇面上的压强会成倍提高
,

相对提高了钻头对岩石的破坏能力
,

这对钻进致

密坚硬弱研磨性岩石
,

克服钻头
“

打滑
”

现象是

有效的 图
。

在广东连平县大尖山矿区
,

曾使

用湖南 厂的此类钻头
,

钻进致密坚硬的石英脉

和硅化较强的云英斑 岩
,

冲击回转钻进时效达

米
,

比回转钻进提高
,

钻头并没因施加

冲击载荷而有异常损湖屯
。

胎体硬度及 金刚石 浓度 胎体硬度应

比回转钻进时高一些
。

在广东溪西矿区花岗闪长

李询 回转冲击钻进中管路液流状态和孕镶金刚石钻头磨扭试牲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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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交叉式钻头唇面

斑岩中钻进
,

胎体硬度为 一“
,

不仅时

效高
,

而且钻头寿命长
,

时效达 米 时
,

钻头

平均寿命为 米
,

最高 米 而用胎体硬

度 一 时
,

虽然时效略高一些 为

来
,

但钻头寿命明显变短 仅 米
。

在致密坚硬的弱研磨性岩层中钻进
,

所用冲

击回转钻进的钻头胎体应适当降低硬度
。

金刚石浓度最好在 一 ,

这样在动载条

件下
,

有利于创造体积破碎的条件
。

如钻进弱研

磨性岩石
,

可选用 一 的浓度
。

冲击功和冲击频率

冲击功

冲击功大小是决定冲击回转钻进破碎岩石的

根本条件
,

同时也决定了金刚石钻头的使用寿命
,

一般情况下
,

必 口 径的钻头选用 公斤
·

米的冲击功为适合
。

一 型液动冲击器
,

地表测试单次冲击

功为 一 公斤
·

米
。

在试验中取得了较好的

经济技术效果
。

提离冲击频率的作用

当前国内运用的金刚石冲击回转钻进是以回

转为主
,

附加较小的冲击载荷
。

在冲击功一定情

况下
,

提高冲击频率
,

可增加单位时间内碎岩次

数
,

同时
,

也形成一种高颇高压冲洗液流
,

以脉

冲方式侧洗唇面及相关岩石
,

十分利于冷却与排

粉
。

实践证明
,

冲击倾率在 次 分以上会取得

较好的钻进效果
。

目前
,

人们正在研究进一步增

加冲击预率的办法
。

提高冲击颇率的办法

提高液动冲击器频率的办法是多样的
,

其中

很有效的方法是减少冲击器中工作液流的阻力及

液能损失
。

减 少液能报 失 在冲击器工作时
,

由

于阀门的高速启动
,

会引起水击压力波动
,

这种

波在管路中多次传递反射
,

必然会造成能 摄失
。

如在冲击器上部安设专用的水击波反射器
,

对于

改善冲击器性能
,

提高液能利用率是十分有效的
。

试验证明
,

使用此反射器虽泵压略高
,

但可位上

述波幅减小
,

并使冲击器冲击倾率提高
,

其冲击功也相应增加
。

另外
,

使用减耗阔
,

不

仅可减少泵盘
,

减少液流损失
,

提高水力利用系

数
,

而且由于冲洗液量适当减少
,

使流体流经各

通道的阻力减少
,

从而降低了背压
,

使冲击器起

动容易
,

工作稳定
。

经用 一 型冲击器在地

表试验知
,

不用减耗阀起锤困难
,

工作泵 需吕

升 分以上
,

使用减耗阀
,

泵量仅用 升 分即可

启动
,

泵量 升 分时可正常工作
。

减少液流队 力 在正作用冲击器上
,

由于液流方向与冲锤下行方向一致
,

大泵量有利

于推动冲锤下行
,

使冲击功增加
。

在冲锤反程时
,

流量越大
,

流经冲锤外部的液流流速越大
,

给锤

的阻力也随之加大
,

从而延长了回锤时间
,

形响

了冲击频率的提高
。

如果这时适当加大各处过流

断面尺寸
,

增加冲锤与管壁间的环状间隙
,

可以

提高冲击频率
。

如 一 型冲击器上
,

冲锤上

部通水孔过水断面积为 厘米
,

冲锤与管壁过

流面积为 厘米
,

地面测试冲击频率只有

次 分 后把上部通水孔断面积增大到 厘米
,

冲锤和管壁 ’的过流断面积增大到 厘米 时
,

冲击器性能明显提高
,

经测试冲击频率达到了

一 次 分
。

可见减少液流阻力的重要性
。

今 河北地质综合研究队
,

年
,

液动冲击回转钻进 译文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