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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奇芳

湖韭省地质局

护不
‘

企鑫
,

习帅戒戏川
年我们学习上海砂轮厂

频热压人造金刚石钻头的经验
,

年在湖北探矿厂试制第一批

造金刚石钻头
,

由于胎体不耐磨

钻头寿命短
。

在试制第二批钻头时
,

我认为 ℃烧结温度过高
,

会降低

人造金刚石强度
,

提出降低烧结温

度的试验
。 、 、

号钻头烧结温

度仍用吮。℃, 号钻头用 ℃
,

烧结后测定胎体硬 度
,

号 钻 头
,

号钻头
,

号

蚕瑰娜奚犷孤探找寨

钻头
,

号钻头
。

据上海砂

轮厂的经验
,

采用 考号配方的胎体硬度要求

才能 获得足够的密度和强度
。

而 号钻头的胎体硬度
,

显然是过低

了
。

经研究确定进行第二次烧结
,

把温度提高

到 ℃
。

烧结后胎体硬度
。

这 个钻

头都送到大冶铜录山第一地质大队试验
。

号钻头寿命 米 , 号钻头寿命 米 ,

号钻头寿命 米
。

而“ 两次烧结 ”的 号

钻头寿命高达 米
。

主要是胎体耐磨性

好
,

胎体对金刚石的包镶能力强
。

这 个钻头

用的人造金刚石是郑州三磨所产品
,

是同一

包的
,

粒度 目 , 钻进 级花岗闪长岩
,

质均

完整
,

钻进参数相同
,

只是烧结工艺不一样
。

通过多次试验证明 , “两次烧结 ” 确实

能提高胎体耐磨性
,

延长钻头寿命
。

但烧结

周期较长
,

一个钻头烧结两次需 分钟
,

石

墨模具消耗较大
。

要推广应用还有局限性
,

便进行缩短烧结时间的研究试验
。

第一步
,

把 “两次烧结 ” 改成 “两次连续烧结 ” ,

烧

结周期缩短到 分钟
,

所烧结的 号钻头寿

命 米
,

超过了 号钻头
。

但比 “ 一次

烧结 ” 的周期还多 分钟
,

周期还是较长
。

第二步
,

把 “ 两次连续烧结 ” 改成 “两次保

温 ” ,

烧结时间缩短到 分 钟
,

所 烧 结的

号钻头寿命
。

米
。

“两次保温 ” 既能缩短烧结时间 ,

又能

减少石墨模具的消耗
, 可以推广应用这种烧

结工艺来提高钻头质量
。

统 计 由 年到

年底
, 用 “两次保温 ” 的钻头有 个

左右
, 已用完 个

,

进尺 米
,

平均

寿命 米
。

用 “一次烧结 ” 的 钻 头有

个左右
,

用完 个
, 进尺 米

,

平均寿命 米
。

使用情况见表
。

关于 “两次保温 ” 的钻头为什么能够提

高胎体的耐磨性延长钻头寿命
,

我认为这是
物理结构的问题

,

要从胎休各种组分元素的

性质和特征来加以研究分析
。

鳃 我们用来做胎体的 号配方由 种元素

粉料组成
,

碳化钨和钨钻合金做骨架材料
,

它

们的熔点在 。
“

以上
,

较为稳定
,

不易变质
,

缺点是较脆
,

受不起冲击
。

用“ 青铜
、

镍和锰

做金属粘结剂
,

青铜是以铜为基础的铅
、

锌
、

锡合金
,

熔点较低
,

约 ℃ ,

含量适当

增加可提高胎体的致密度
。

但 青铜最大的

缺点是“亲和力大 ”,

粉粒熔化后容易聚集成

团块
,

这样就会破坏原来各种粉末组分的“ 扩

散均匀 ”程度
,

粘结剂分布不均匀
,

就会降低

胎体对金刚石的粘结能力
,

致使胎体不耐磨
。

钻在胎体内易熔于铜液中生成铜钻合金
,

对
碳化钨和钨钻合金具有良好的浸润性

。

镍易

熔于铜液中成为白铜
,

可以增强粘结剂的韧

性和结合强度
。

‘

锰的加人可以增加胎体的耐

磨性和提高硬度
,

也是 良好的脱氧剂
,

它最大
缺点是容易被氧化而成二氧化锰

。

这种锰的

氧化物是极有害的成分
,

如果它存在胎体内

会大大降低耐磨性
,

使胎体磨耗加快
,

缩短钻

头寿命
,

所以锰粉被氧化变质后绝不能使用
。

青铜
、

锰
、

镍三种粉末混合后稍能降低粘

结剂的熔点
,

如果能够把这三种组分合理调

整含量
,

可以得到理想的胎体硬度和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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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体各种组分的粉料粒度对胎体的物理

性质也是有影响的
。

碳化钨和钨钻合金作为

胎体的骨架材料
,

它的粒度大小也直接影响

到胎体的性能
,

粒度越细
,

热 压 的 密 度越

高
。

青铜
、

镍
、

锰等合成的金属粘结剂
,

它的粒度同样是越细越好
,

可以促进粘结金

属 “扩散均匀” ,

为胎体的熔合和再结晶创

造有利条件
。

这五种粉末的粒 度 都 要 求在
。目以细为好

。

我们把做胎体的五种粉末
,

先用 。目

过筛
,

取 。目以细的筛下粉料配合
,

再把

这些混合料加人两倍以上的硬质合金粒在球

磨机内混磨 小时
,

粉料基本能达到 目

以下
。

试验钻头的胎体都采用 号配方
,

即

碳化钨
,

钨钻合金
,

青 铜
,

镍
,

锰
。

型孕镶钻头的胎体

粉料全量 克
, 混金刚石的粉料 克

,

金刚石 克拉
,

内外径用 颗 小 的

人造金刚石聚晶补强
。

烧结后 的 胎 体 硬度
。

无论 “两次 保 温 ” 或 “ 一 次

烧结 ” 这些基本条件都是相同的
,

不同的是
“一次烧结 ” 的工艺采用一次保温两次加压

表 , 而 “两次保温 ” 的工艺采用两次
保流三次加压 表

。

“两次保温 ” 烧结金刚石钻头时
,

升温

到
“ ,

青铜开始熔化
。

在
“

保温三分钟
,

压力加到 公斤
,

把各 种粉

料
·

压缩成固体状态
,

内部空气被排除出去
,

没有或很少孔隙度
,

青铜被各种 粉 粒均

匀地隔离开来
。

当温度升高到

时
,

加全压 公斤
,

青铜粉粒 和 其他各

种粉粒熔合成一休
, 但它不 能 熔 集 成大团

块
,

胎体才各种组分元素保持原来 “ 扩散均

匀 ” 程度
, 得到密度均匀 的胎体 , 在

“ ,

用 公斤的压力排 出 胎 体 内部空

气
。

升温
“

时
,

可以防止或减少

“ 一 次 烧 结 ” 工 艺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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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 结 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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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频 功率 千瓦

时 间 分

表 压 公斤

光度计温度
。

常温

压 缩 量 讼米 ’ 冷压量为 零

“ 两 次 保 温 , 工 艺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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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被氧化
,

锰元素能保存胎体中
,

以增加胎

体 耐磨性
,

延长钻头寿命
。

“ 一次烧结 ” 金刚石钻头时
,

没有中温

和中压过程
,

连续两次升温到
“ ,

胎体还有孔隙
,

青铜易熔集成大团块
,

破坏了各组分的 “ 扩散均匀 ” 程度 , 而且在

高温时锰更易被胎体内部空气所氧化而成二

氧化锰
。

这种有害成分存在胎体内
,

会大大

降低耐磨性
。 “ 一次烧结 ” 的钻头胎体包镶

金刚石的能力差
,

金刚石刚磨损或尚未磨损

时
,

胎体 已经大量地磨损
,

造成金刚石未能

发挥或刚发挥就过早脱落
,

致使钻头寿命缩

短
。 “两次保温 ” 工艺能防止 青铜熔集

成大团块
,

又能防止锰被氧化
,

胎休苞镶金

刚石的能力强
,

使金刚石能充分发挥
,

钻头

寿命长
。

为了证实上述看法
,

我们在湖北省地质

实验室和省地质综合研究队进行胎体 “金相
分析 ” 。 “一次烧结 ” 的一号胎体和 “两次

保温 ” 的二号胎体都采用 号配方
。

分析结

果
,

在 “两次保温 ” 的胎体金相照片中
,

黑

色钓铅粒和白色的铜粒分布均匀 , 在 “ 一次
烧结 ” 的胎体金相照片中

,

铅粒和铜粒熔成

大块
。

现用图片代替照片作对比以示差别
。

两次保温 胎体金相示意图
一次烧结 ”

蒯本金相示意图

全国第二届探工 学术会议论文选登 ,

本刊有侧节

人 造 金 刚 石 深 孔 钻 进 的 实 践

曹 永 益

人造金刚石深孔钻进
,

是 目前我国发展

小 口 径金刚石钊探技术过程中 捉 出 的 新课

题
。

我队自 年推广人造金刚石钻探技术

以来
,

由于地质找征旧流要
,

施工的钻孔全

为 米以上深孔
。

为了突破和掌 握小 口 径

深孔钻进技术
,

我们利用现有的转盘钻机
,

在复杂地层条件下
,

通过实践
,

初步摸索总

结出一套小 口径深孔钻进方法
,

从而使我队

钻探生 产技术经济指标以较大的幅度超过了

同矿区大 口 径中深孔钻进的历史最高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