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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矿区用人造金刚石钻头钻进复杂 硬
、

脆
、

碎 地层的试验 ’咋
,

自一九七四年十

二月开展以来
,

进行 了一年
,

完成两个生产钻孔
,

开动 个台班
,

总进尺
,

米
, 其中人

造金刚石钻头进尺 米 钻进铁矿 米
、

透闪石和透辉石 米
,

其他岩石
米

。

共投入 个钻头 单晶孕镶钻夕、 个
,

聚晶补强钻头 乞个
,

爆炸法聚晶手 镶 钻 头

个
,

消耗钻头 个
。

一
、

钻进不同地层钻头的 摄特点
、

钻进硬
、

脆
、

碎地层 在某矿区硬
、

脆
、

碎地层钻进
,

遇到的矿层主要是贫铁矿和赤
铁矿

,

可钻性 级
,

个别孔段 级
。

由于坍塌掉块
、

岩心破碎
、

残留岩心较多等原因 ,

孔

底碎屑多 , 同时
,

由于节理和裂隙发育 ,

破坏了钻头研磨和切削岩石的稳定性
,

导致钻头在
回转中振动

。

钻头磨损的主要特点是

内径磨损较快 图 这是岩心碎块不断重复破碎的结果
。

严重者使钻头唇部

内侧磨损加快
,

·

从而形成喇叭口 图
。

高度磨损 由于钻头胎体硬度与地层不相适应 钻头胎体过软
,

使胎休高度磨
损严重 图

。

个别钻头钻进两
、

三个回次
,

工作层全部磨耗
。

金刚石崩落 由于岩石破碎
,

胎体磨耗很快
,

使金刚石出刃不断加大
,

胎体包镶
金刚石面积减小

,

在钻头回转时受到振动和冲击
,

造成金刚石崩落
。

’ 胎块弧形变相及崩落 由于破碎地层节理和裂隙发育
,

使钻头回转阻力不均
,

产
生振动和冲击

,

钻头沿回转方向的胎块前方发生弧形变相
,

而胎块后部发生崩落 图
。

、

钻进坚硬完整地层 岩石坚硬而致密
,

研磨性小
。

钻进时钻头打滑
,

钻头 高 度 及

内
、

外径磨损很小
,

唇部光滑戈亮
,

卜

这是 由于岩石坚硬
,

金刚石尖刃很快被磨钝
,

钻进速度
下降

,

岩粉越来越少
,

对胎体的反磨耗也越来越少
,

使金刚石不能及时出露更新石
、

钻进软岩层 该矿区主要岩层为透闪石和透辉石
,

除部声较硬外
,

大部较软
,

可钻
性 旦级

,

使用单晶孕镶钻头一般都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

钻头磨损正常
,

一般呈微孤形变相

图
。

二
、

钻头变相服因分析
试验的 个钻头

,

其主要变相形式有喇叭双变相
、

内外台阶变相
、

底唇沟槽变相
、

胎块
和水槽胀裂变相

、

胎块崩落变相
、

唇部麻面变相等
。

以喇叭形变相居多
。

钻头的非正常变相
,

一
方面反映了钻头性能对地层的不适应性

,

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钻进参数和操作技术的不 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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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叭形变相 在钻迸过程中岩心碎块等碎屑物不断重复破碎的结果
,

钻头唇部内侧

磨损加剧
,

即形成轻微喇叭形变相
。

较严重的喇叭形变相大部分是由于岩心堵塞
、

扫掉块或

扫残留岩心时操作不正确造成的
。

如 号钻头
,

由于钻进铁矿层时
,

岩心易堵
,

多次提动钻
具

,

岩心碎块重复破碎造成唇部内侧磨损严重
。

、

内
、

外台阶变相 孔底有残存的钢粒
、

合金或胎块碎片
、

坚硬岩屑等
,

使钻头唇部

内
、

外侧磨损加快
,

即形成内
、

外台阶变相
。

个别钻头是由于乳化液泥浆含砂量过多或是 由

于胎体内
、

外侧金刚石过少而钻压过大 成的
。

如 号钻头
,

在 “ 号孔第 回次
,

使用

泥浆钻进
,

因含砂量多
,

钻进中发现堵水
,

提钻后钻头 已成内台阶变相
。

又如 号钻头
,

在

号孔第 回次扫孔到底后不进尺
,

发觉钻头刻取岩石声音不正常
,

提钻后
,

钻头唇部
外台阶变相

,

原因是扫孔快
、

压力大
。

、

底褥沟槽变相 孔底有坚硬碎屑
,

或钻头金刚石分布不匀所致
。

女口了。。号钻头
,

由于

孔底有崩 落胎块的碎片没有及时捞净 , 使钻头底唇磨出深沟
。

、

胎块和水槽胀裂变相 由于扫残留岩心
、

扫掉块
,

或钻进中压力过大
,

特别是岩心

堵塞时加大压力往往会引起胎块和水槽胀裂
,

一般多呈喇叭形胀裂
。

如 号钻头
,

在

号孔第 回次由于岩心堵塞
,

加大压力仍不进尺
,

提钻后发现钻头有轻微喇叭形变相
,

有一

个水槽有裂纹
。

、

胎块崩落变相 扫坚硬掉块或残留岩心时
,

由于钻头受压和回转阻力不均
,
使钻头

承受过大的振动和冲击载荷
,

”回次因采岩心后残留过多
个胎块全部崩落

。

,
一

、

钻头唇部麻面变相

的
。

极易发生胎块局部或全都崩落
。

如 号钻头
,

在 号孔第

米
, 、

第二次采心时扫孔一分钟后扫不下去而提钻
,

钻头四

是由于孔底残存坚硬碎屑以及井故处理后没有捞净残渣而造成
如 号钻头

,
因卡簧座脆断事故

,

处理时未将碎块捞净即继续钻进
,

造成钻头底唇严重

麻面变相
。

、

钻头唇部发蓝 是轻微烧钻的表现
。

主要原因是钻头内
、

外径磨损快
,

内
、

外水槽
过水断而变小

,

循环水量小
,

钻头冷却差
。

、

外锥形变相

乡当
,

孔径小而钻头外径过大
,

扫孔时速度过诀
、

一

压力过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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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头呈外锥 ”“相

。

命使用的钻头中有个别钻头出现外锥形变相
。

主要原因足钻头选用不

如 号钻头
,

在 号 孔 第

号钻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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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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