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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钻头新型切削具

一 金刚石坯件

年 , 在加拿大金刚石钻探协会第

届年会上
,

美国提出了一篇论文
,

内容是介

绍用一种称为 的金刚石钻头坯 件

在赤铁矿层进行岩心钻探的初步试验工作
。

所谓 金刚石坯件
,

是用 聚晶

金刚石粘结层焊接到碳化钨硬质合金衬层上

组成的圆形块
,

直径为 毫米
,

金 刚 石粘

结层厚约 毫米
,

碳化钨硬质合金 衬 层厚

毫米
。

用这种坯件嵌镶在钻头体 上 制成

地质钻头
。

钻头体是用 号钢 丈即

钢 制造的
,

在其唇面上铣出一定深度

和宽度的径向槽
,

用 号易熔焊料和

焊剂将金刚石坯件镶焊到槽 中
。

镶 焊 是在

熔点下进行的
,

具有足够大的焊 接强

度
,

而且不需要很高的温度致使金刚石表面

遭到破坏
。

为了作对比
,

这种新型钻头是按

型表镶金刚石钻头的尺寸设计的
,

即

规格
,

外径为 士 毫米 ,

内径为
士 毫米

。

坯件的排列是这样的 ,

使

相邻两坯件的内
、

外出刃交替出露 图
,

外

出刃为。 毫米
,

最初试验是在 转 分下进行的
。

钻机给进

力可达 公斤
。

泵压为 了公斤 厘

米
。

试验时
,

新型钻头与 型 表镶

天然金刚石钻头交替使用
,

均配用标准金刚

石扩孔器
。

由于时间

不允许
,

对新型钻头

未进行破坏性试验
,

仅作了技术可行性试

验
。

共 试 钻 了 两个

孔
。

第一个是
。

斜

孔
,

使用了 个

表镶天然金刚石钻

头和 个新型钻头
,

共钻进了 米
,

一

岩

层中硬至硬
,

除赤铁

矿外
,

有硬硅质石灰

岩
,

构造多变
。

第二

个是垂直孔
,

为含石

英脉的软岩层
,

使用

了 个表镶天然金刚

石钻头和 个新型钻

头 , 进尺 米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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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出刃为 毫

米 钻头钢体外径

为 毫米
,

内

径为 毫米
,

唇部截面形状为半

回形 图
。

另外
,

图

坯件在径向上具有
。

副前角
,

在轴向上亦有
。

的后斜角 图
。

这种钻头是以剪切方式破碎岩石的
。

试验所用钻机最高转速为 转 分
, 但

钻第一个孔时
,

钻进 。 米孔段
,

用了 个表镶天然金刚石钻头
,

全部磨钝
。

接着换用新型钻头
,

钻 进 米
,

时 效 达

米
,

钻头无破坏或磨损迹象
。

进尺

米后发生岩心堵塞
,

此时钻头有些金刚石坯

件表面发生严重破损 , 但钻头仍可使用
。

时

效 米
。

为了作对比
,

从 米起用一个新

的 型天然金刚石钻头钻进了 米
,

所钻岩性大致相同
,

均 为赤铁矿及硬硅质石

灰岩
,

标定最后进尺 米时
,

时效为

米
,

但该钻头金刚石被磨光以致不能再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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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共试验了 个新型钻头
,

除了 个

钻头外
,

在比使用传统钻头压力为大的情况

下钻进
,

均没有发生显著变形或效率降低的

现象
。

值得指出的是
,

任一个新型钻头的内

径实际上没怎么磨损
,

唇部磨 损 也 是 轻微

的 ,

而外径的磨损将是限制这种钻头使用寿

命的因素
,

虽然外径上的磨损不是很严重
,

但改善钻头钻进能力以保持外径尺寸仍然是

将来设计钻头至要的考虑因素
。

在检查坯件

实际磨损情况时
,

可以明显地看出
,

遭受磨

损的部分只是
。

扇形那么大的范围
。

因此
,

在钻头钢体上设计足够强度的凹槽来支持半

圆或
。

扇形而不是全圆形金刚石坯 件 将是

切实可行的
,

既可降低制造成本
,

而对钻头

的钻进能力又不会有任何影响
。

试验最终表明
,

应用 金 刚石

坯件来制造地质钻头在中软至中硬的岩层中

进行取心钻进
,

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

但由于

试验时间太场
,

未能取得全面的经济指标
。

其物理性质基本上是各向同性的
。

金刚石组元将金刚石的硬 度
、

耐磨性和碳化钨硬合金的强度
、

韧性结合在

一起
,

因此
,

它可以发挥现有机床的最大能

力来提高刀具的效率
。

目前已生产出两种 组元制 品
,

一种是长方形的
,

长 宽为 毫米

图 , 一种是圆形的
,

半径约为 毫米
,

可切成不同夹角的扇形块 图
。

这两

种制品的金刚石层厚约 。 毫米
,

总厚度约

毫米
。

金刚石层

碳化翻寸底

图

二 金刚石组元

据外刊报道
,

德比尔斯工业金刚石部于

年 月 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专家讨

论会上宣称
, 已研制成各向同性的金刚石组

元 —一种被称为 的金刚石制品
,

可用于制造地质钻头
。

这种 金刚 石组元是用 金 刚石粒

杂乱分布在金属胎体中合成时具有极大韧性

的共生物质
。

在合成过程中
,

金刚石与金刚

石之间发生粘结作用
。

在讨论 会 上 展 示的

组元样品是由听谓 含 金 刚

石层
,

中间低模量余属层和具有极大破裂强

度的碳化钨硬合金基础衬层组成的
。

采用中

间金属层的措施是为了避免在金刚石与碳化

钨硬合金粘结部位发生不重合 应 力 的 可能

性‘

层 中杂乱分布的金刚石颗 粒的

共生物质具有极大的韧性
,

它与天然单晶金

刚石不同
,

不存在优先出露面
。

也就是说
,

碳化钨衬底

图

天然金刚石应用于钻探工程
,

迄今已有

一百多年的历史
,

且不论其稀缺程度如何 ,

就其物理性质而言
,

它用作钻探磨料并不是

一种 “ 万应灵药 ” 。

因此
,

各国钻探界很重

视研究改善天然金刚石的钻岩性能
,

如定向

镶焊
、

低温镶焊
、

加工成硬芯金刚石
、

以及

与碳化钨硬合金制成复合磨料 即本文介绍

的所谓金刚石坯件或组元
。

另一方面也在

大力探寻金刚石的代用品
,

如合成金刚石及

其它超硬材料
。

这一发展动向启示了我们
,

从物质的内部结构来研究一种既硬又韧的钻

探磨料
,

应提到 日程上来了
。

光鹿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