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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联 金 刚 石 钻 头 技 术 发 展 的 几 个 阶
‘

段

李 振 潜

消耗量的
。

因此
, 人工合成金刚石实际

上给地质钻探节省出来了大量 的 天 然 金刚

石
。

苏联的金刚石钻探由此 才 真 正 推广开

来
。

年
,

全苏金刚石钻探 总 工 作 量是

米
,

年达到 万米
,

到 年已

超过 万米了
。

在这期间
,

对于金刚石应
用技术的研究

,

特别是提高次级金刚石性能

和各种类型钻头的研究工作
,

有了进一步的

发展
。

从 年到 年
,

苏联各单位研制

并推广的金刚石钻头型号达五 十 多 种
。

以

上
,

可认为是苏联金刚石钻头技术发展的第
二阶段

,

即正式应用阶 段 或 大 发展阶段
。

苏联用人造金刚石制做地 质 钻 头 的试

验
,

最先是在 年由 进

行的
。

年该所建立了金刚石钻进试验室
,

了甸

一‘与

徽探找术

和其它国家一样
,

在廿
、

姗年代
,

苏联

也曾使用过粗粒黑金刚石 即卡邦那多 手

工镶制的钻 头
。

由于这种金刚石稀缺昂贵
,

没有大量使用
。

年间
,

苏联有色

和贵金属地质勘探科学 研 究 所

研制出苏联第一批单层细粒金刚石 钻头

样品
。

年
,

全苏矿物资源经济和
地质勘探工作研究所 研究设计

了多层金刚石钻头结构和金属陶瓷法制做工

艺
。

当时
,

也是由于缺少金刚石货源而未能

推广
。

所以
,

苏联长时期主要靠铁砂
,

后改

用钢粒打钻
,

软岩则用硬质合金钻头
。

五十年代
,

苏联在西伯利亚雅库特发现

了金刚石矿
。

年他们第一次用雅库特金
刚石制成了钻头

。

一 年
,

全苏勘探

方法和技术科学研 究 所 研 制 了
、 、

及 型金 刚石钻

头
,

并批量投产
。

年又研制成 功

型孕镶金刚石钻头
。

另外
,

全苏天然金刚石

和工具科学研究 和设 计 工 艺 所
二二 研制成了 型孕镶钻头

,

乌克兰

科学院超硬材 料研 究听

也研制成 型金刚石钻头
。

但是
,

当

时可以提供给地质钻探用的金刚石为数仍然

很少
,

同时也缺少适用的金刚石岩心钻机
。

在这期间
,

金刚石钻探的总工作量每年都有

所增长
,

年为 米
,

年为

米
, 。年为 米

,

但只 占当时 总工作

量的 。
。

以上
,

可以看做是 苏联金 刚石

钻头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

即技术准备阶

段
。

年
,

掌 握了 人

工合成金刚石的技术
,

并正式投人了生产
。

但质量还很低
, 只能制做砂轮等机械加工用

的磨具
。

当时
, 苏联机械制造业中制做磨具

大量消耗的金刚石粉
,

者协是 由天然金刚石经

人工捣碎得来的
,

数量之大 占全国金刚石总

继续进行人造金刚石钻头的研制工

作
。

经过生产试验
,

第一个通过国

家鉴定的是 型孕镶钻头
,

但

只在唇部使用了人造金刚石 , 侧刃

仍然镶用粗粒天然金刚石以保径
。

年
,

进行了 和 型钻头的研制

工作
,

钻头侧刃镶的都是该所研制

的超硬材料 “ 斯拉乌吉契 ” ,

钻头

的唇部
,

型用的是 型高
强度人造金刚石单晶

,

型用

的是天然金刚石碎粉
。

这两种钻头

在粗一 妞级岩石中钻进
,

都取得了

好效果
。

所谓斯拉乌吉契是一种由

人造金刚石单晶细粒和硬质合金粉

末混合 烧结成 的一种 复合体
,

是
在 年研制成

功的
,

在苏联石油钻上应用得较早
。

为了解决 、哑级中等可钻性

岩石钻进的需要
,

近几年来
,

苏联

广泛地开展了各种聚晶人造金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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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
, 这种电镀钻头在本矿区的钻

进参数条件下 钻压 一 公 斤
、

转 速
转 分 时效 米较为适宜

,

如果

地层完整
,

钻机能开 转 分
,

时效也不
宜超过 米

。

这样会大大提高钻头寿命
、

减

少事故
,

并能提高纯钻时间
。

三
、

内径的保持是钻头的薄弱环节

实践表明
, 人造金刚石孕镶钻头的内壁

磨耗较快
,

这次我们用的绳索取心钻头
,

此

现象十分明显
。

原因何在呢 我 们 分 析认

为
。

钢体设计不合理

我们研制的普通双管电镀钻头的内壁镀

层厚度为 毫米
,

这次设计的绳索取心钻头

钢体只能保证内壁镀层到 。 毫米
。

而内壁

镀层越薄
,

金刚石越易脱落 因钢体与镀层

的膨胀系数不一致
,

镀层薄了容易出现卷曲

录落
。

。

内壁镀层 中金刚石 浓度不 匀

浓度不匀的原因是 钻头内径小
,

曲率

大
,

上砂时往往不能均匀
,

而使 目的金刚

石颗粒多滚集在最凹处
。

在 毫米的镀层

中
,

有许多缺少金刚石的 “空 白” ,

只有镍

锰合金同岩石相磨
。

底唇
、

外壁 同内璧的镀层厚度搭配 不

合适

绳索取心钻头
,

内壁承担的研磨量大
,

它既要破碎岩石
,

修整岩心
,

又要在堵心时

重复破碎岩石和套扫岩心
。

绳索取心又很少

提钻
,

钻头外壁相对地得到保护
,

内壁相对

损耗量大
。

改 进 措 施

一
、

改变钢体尺寸

钢体内径尺寸拟由原来 中 改为

中
。

二
、

确保钻头内壁镀层中的金刚石浓度

及均匀度

除上砂时注意内壁金刚石浓度不能低于

唇部浓度外
,

还可在内壁选用更细的

或 目
、

高强度的金刚石
。

三
、

减薄底唇镀层厚度

如在试验矿区这种地层钻进
,

维持钻头

寿命在 米
,

底唇镀层可 较 原 来 减薄
,

以使钻头底唇及内外壁镀层磨耗

程度相当
,

避免浪费
。

四
、

增加钻头水 口

钻头设计八个水口 ,

似 已够用
,

但考虑

到绳索取心钻头的底面积大 比普通双管的

大 ,

产生岩粉多
,

温度也高些 , 如果

水口增至 个
,

也许更好
。

小 结

一
、

这次试验投人的六个 钻 头
,

打 了

个回次
,

平均时效均超过国家地质总局

规定的 指标
,

进尺则比较接近
。

说明工艺可

行
、

钻头性能比较稳定
。

二
、

这种镍锰胎体 的 电 镀

钻头
,

对密云大槽矿区 级片麻岩是有
较好适应性的 , 而对 级研磨性弱的岩

层则不适应
。

三
、

在试验中
,

未见镀层崩裂
、

掉块和

胎环脱落现象
。

说明镀层与钢体结合牢固
,

电镀规范是可行的
。

‘ 接第 页 硬质合金科学研究所还研制成一种

钻头的研制工作 为此研 一 型钻头
,

用的是 型多晶金刚石
。

制 出了 型钻 头
,

全 部镶的是斯拉乌吉契 这些都说明
,

在用单晶人造金刚石孕镶钻头

苏联设计局 和苏联科学院高压物理 对付硬岩取得成功之后
,

各种类型的多晶金

研究所 中 旦 协作研制成功的 型钻 刚石和钻头
,

已经在中硬岩石的钻进中取得

头
,

镶用的是被称作人造 巴拉斯的 型 了良好的效果
。

从而显示了人造金刚石在钻

多晶金刚石 , 由苏联磨料研究所 探中全部取代天然金刚石的前景
。

以上这一

困
、

列宁格勒矿业学院 月
、

阶段
,

可以认为是苏联金刚石钻头技术发展

和伊里奇磨具厂协作研制的 月 型钻头
,

的第三阶段
,

即大力发展 人造金刚石钻头的

用的是另一种人造 巴拉斯一 型多晶金 阶段
。

预期在苏联各类人造金刚石钻头在生

刚石 , 针对 一粗级岩石钻进的特点 ,

余苏 产中所占的比重 , 还会继续增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