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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镶金刚右钻头胎体磨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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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金刚石孕镶钻头磨损 勺因素
,

才能合理毋计护使用金刚石 钻头
。

愁为塑劈镶铡秒头蘑损的主要因毛 调整钻进参数和钻头设 计 参

数
,

以控制岩屑对钻头的磨损强度
,

可收到好的钻进效果
。

关键词 岩屑 重复破碎 磨损 孕镶金刚石钻头

在使用金刚石孕镶钻头钻进的过程中发

现
,

同一厂家
、
同一批生产的同种钻头

,

在不

同地区
、

由不同的操作者使用
,

效果不尽相

同
。

钻速过高或过低
,

都 会影响孕镶钻头的

合理磨损
。

笔者认为这些都与孕镶钻头胎体

的磨损因素有关
。

孕镶钻头胎体磨损的影响因素
,

一般认

为有以下三个 ①岩面对胎体的磨损 ②冲

洗液 或岩粉流 对胎体的冲蚀 ③岩屑对

胎体的磨损
。

找出其中的主要因素
,

对于合

理设计和使用孕镶钻头
,

控制钻头唇面胎休

的磨损速度
,

提高钻头的使用效果是十分重

要的
。

现就此间题作如 下讨论

, 岩面对月台体的磨损

根据观测分析
,

岩面不是磨损胎体的主

要因素
,

主要依据如下

胎体唇面与岩面之 间 是 有 间 隙

的
。

根据观测
,

在正常磨损的钻头 中
,

其金

刚石平均出刃量约
,

而金刚石 在 岩

面上的刻痕深度约
,

两者的差 值 反

映了岩面与胎体之 间的空隙
。

因此
,

岩面直

接磨损胎体的机会很少
。

胎体唇面与岩面之 间 存 在 着 岩

屑
。

在常用钻头结构参数条件下 即余刚石浓

度 左右
,

粒度 尹左右
,

孕镶钻头唇面

上金刚石的平均颗粒间距约 。 ,

根据金

刚石的工作方式
,

除金刚石尾部的支撑胎体

外
,

每粒工作金刚石的前端及两 侧均为岩屑

排出的必经之地 照片
,

即除金刚石尾 部

蟒蚌状胎体与岩面能直接接触外
,

岩而与唇



图 钻头胎体唇面漫流状态

上是沿周向延伸 照片妇
。

这也说明冲洗液

对胎体的冲蚀作用是不大的
。

若冲蚀粉流 由

内径向外经方向有较强的冲刷 力
,

则金刚石

尾部的支撑体必然明显朝向外径方向
,

而且

变短 图
。

面胎体之间的其他间隙均可能被 岩 屑 所 充

填
。

因有岩屑作 中间磨粒 类似 钢 粒 的 作

用
,

故大部分胎体受不到岩面的直接磨损
。

经观察 照片
,

在胎体表面 除

蝉蚌支撑体外 很难看到岩面与胎体的擦痕
。

另外
,

在钻头唇面金刚石被 压 碎 或 脱

落的情况下
,

唇面胎体上 也会留下很明显的

擦痕 照片
。

这些痕迹是脱落的碎裂金刚

石对胎体的摩擦
二

刻划的结果
。

所以
。

刻痕

多在金刚石切削刃附近
。

冲洗液 岩粉流 对胎体的冲蚀

经观测分析
,

冲洗液对胎体的冲蚀不是

胎体磨损的主要因素
,

主要依据如下

岩面与胎体之 间的冲洗液流动间

隙极其微小
。

常规孕镶钻头的这种间隙只有
‘

二左右
。

从流体力学的角度 分 析
,

冲

洗液在微小缝隙 中流动
,

其冲蚀作用不可能

太大
。

冲洗液在钻头唇面上 呈 漫 流 状

态
。

由于冲洗液是在钻头唇面金刚石颗粒周

围的弯曲通道中通过
,

流通路线呈绕 曲形状

图
,

因此
,

尽管冲洗液压力较大
、

冲洗

液流速也不会太快
,

因而冲蚀作用也不会太

大
。

金刚石尾部的蟒蚌状胎体 基 本

照片 金刚石尾部胎体沿周向分布

图 匀 冲蚀作用大时出现的情况

钻头唇面通道 中有岩屑充填
,

这

也必然削弱粉流的冲蚀作用
。

基于以上分析
,

冲蚀作用不是胎体磨损

的主要因素
。

有时靠近水 部位的胎体受冲

蚀较明显
,

这是因为该处为冲洗液的主要通

道和岩屑含量多
,

以及液流速度高等原因所

造成
。

对此应通过改进钻头设计参数等措施

加以解决
。

岩屑时胎体的磨损

根据大量观察分析
,

岩屑是胎体磨损的

主要因素
,

主要依据如下

部分岩屑的颗粒直径接近或大于



岩面与胎体之 间的间隙
。

照片 为钻头唇面

上留卞的 一粒岩屑
,

经测量分析
,

该粒岩屑

大于岩面与胎体之间的间隙
。

在钻头回转过

程 中
,

这类大颗粒岩屑因受到碾挤而重复破

碎
几

,

在 由岩屑变为岩粉的过程 中
,

也必然对

胎体产生磨损
。

相邻金刚石间的尾部支撑体形状

特殊 照片
,

这种畸形显然是因为 排 屑

时两金刚石相距太近
、

岩屑对金刚石尾部胎

体磨损强度超过 了一般情况
一

下的磨损而造成

白勺
。

照片 钻头唇面留下的大颗粒岩屑

照片 钻出的岩屑 只

从岩屑的粒度组成分析 照片
,

岩屑的粒度差很大
,

大的达 那 以 上
,

小

的不足 户
。

从图 中岩屑的形状判断
,

岩屑

确实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重复破碎
,

可见
,

岩

屑对胎体的磨损是存在的
。

根据观察
,

在一般情况下
,

胎体

块尾部的金刚石出刃较高
,

而且岩屑易在胎

体块的后半部分积聚
,

这也表明大部分岩屑

要从尾部排出
。

这些岩屑在此处受到碾挤的

同时也必然磨损胎体
。

照片 胎体表面金刚石支撑胎体

的畸形

钻进不同岩石
。

胎体的磨损程度

不同
。

如 钻进砂岩时
,

胎体磨损很快
,

而

钻进隧 石 等 岩 石时
,

胎体磨损很慢
,

这也

说明岩屑对胎体的磨损起了重要作用
。

以 上分析是以一般情况为出 发 点 进 行

的
,

即以孕镶钻头是以 自磨出刃为条件的
。

如所钻岩性不同
,

以上诸磨损因素对胎体的

作用程度会有差异
,

但其主次关 系 仍 然 不

变
。

如在钻进高强致密岩层时
,

极易产生钻

头打滑现象
,

钻头不能 自磨出刃
。

出现这种

情况
,

主要是 由于金刚石吃入岩石很浅
,

岩

屑颗粒的粒径大部分小于岩面与胎体唇面之

间的间隙
,

而且岩屑量也很少
,

因而岩屑难

以产生重复破碎
,

胎体也就很难受到磨损
。

在这种情况下
,

冲洗液的冲蚀作用虽略有增

强
,

但因固相含量少
,

仅靠冲蚀来使金刚石

出刃是困难的
。

又如 当钻进抗压强度较低而

研磨性很强的砂岩时
,

胎体磨损严重 金刚

石出刃量大
,

吃入岩石较深
,

大部分岩屑和

脱落岩粒直径大于岩面与胎体之间的空隙

岩屑极易受挤压而产生重复破碎
,

并对胎体

产生严重磨损
。

在这种情况下
,

岩屑与岩面

对胎体的磨损作用较强
,

冲蚀作用则相对较

弱
。



综上所述
,

无论是对部分钻进参数的调

整或改变金刚石浓度
、

胎体硬度
,

还是改变

钻头的唇面结构等
,

都关系到改变岩屑对胎

体的磨损性能
。

小 结

孕镶钻头在 自磨出刃的情况下
,

岩屑对

胎体的磨损作用最大
,

而岩面对胎体的磨损

和冲洗液对胎体的冲蚀次之
。

但 自磨出刃并

不一定是孕镶钻头的最佳使用效果
。

为保证

孕镶钻头在 自磨出刃的前提下
,

能够使钻头

唇面上的每粒金刚石以最优的效 果 切 削 岩

石
,

在设计和使用钻头时
,

应充分考虑岩屑

性能
、

岩面及冲洗液对胎体的磨蚀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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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型和 型

液动 冲击 器通过技术鉴定

〔本刊讯 〕冶金部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研究的 一 型无簧液动冲击器 和 冶金

部第一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探矿技术研究所研

制 的 型液动 冲击器
,

于 年 月

日在成都市通过治金部地质局组织的技术鉴

定
。

与会者认为
,

这两项成果是在科技体制

深化改革
、

国内诸多冲击器群芳争艳的新形

势下推出的
。

这些 冲击器在技术性能上具有

先进性和创造性
,

尤其是密切联系当前的生

产实际
, ,

注重经 济效益
,

因而在试验阶段即

受到用户欢迎
。

代表们充分肯定 了 一 型冲击器结

构简单
、

易损件少
、

启动容易
、

性能稳定等

优点
,

并观看了该冲击器在多种角度下的地

面启动表演
。

认为这种冲击器在结构和主要

性能上达到 了国内先进水平
。

代表们认 为
,

个 型 液 动冲击器的

研制工作密切结合当前生产发 展 的 实 际需

要
,

及时完成 了 型系列配套
,

既保持 了

系列的技术先进性
,

又注重技术市场开

拓和综合技术经济效益
。

会议期间
,

与会代

表还听取 了西南地区煤田钻探系统 用

型冲击器所进行的生产试验情况介绍
,

指

出运用该冲击器
,

在低 固相 泥 浆 洗 井条件

下
,

使煤田钻井速度和钻孔质量得到全面提

乞局 。

〔本刊通讯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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