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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聚晶体钻头
之东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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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特殊材料部最近研制成功

一种金刚石聚晶体
,

是用小颗粒金刚石在高温高

压条件下使金刚石晶体之间相互牢固地粘结在一

起制成的
。

这种金刚石聚晶体称为
,

可

以烧结成各种形状
。

目前用于镶制取芯钻头的是

一种 型 金刚石聚晶体
,

其形状如图

所示
,

是等边三角形块
,

三角形每边长 毫米
,

厚 毫米
。

每颗重约 克拉
。

据初步试验证明
,

这种金刚石聚晶体具有如下一些优点

热稳定性好
,

可承受 ℃的高温而不裂

解
。

因此
,

可以采用现有的烧结方法来制做钻头
,

并可采用传统的方法进行回收
。

之

图

具有多方面的适应性
,

既可作钻头的主切

削刃
,

又可作钻头保径之用
。

试验证明 用这种金刚石聚晶体代替天然金

刚石来镶制钻头
,

钻进软岩到中硬岩层如砂岩
、

石灰岩和软质花岗岩等可取得很好的效果
。

例如

在实验室内钻进 花岗岩
,

机械钻速可达

米
了分

,

比普通表镶金刚石钻头快三倍
,

而且

取出的岩芯质量很好
。

在砂岩中钻进
,

同样也取

得很好的效果
。

表 为用 镶 制的钻头与

规格 协 毫米 的表镶 和 孕镶 钻 头钻 进

砂 岩 抗压强度为 公斤 厘米

的效果对比
。

从表 可以看出
,

污 钻头的平均机械

钻速比表镶或孕镶钻头的都高
,

说明它 具有很好

的切削性能
。

表

钻钻头类型型 钻头平均寿命命 平均机械钻速速

米 厘米 分

《万 钻头头
。

表表镶钻头头

孕孕镶钻头头

卜海帐

质均而坚实
,

在各个方向上都不易破裂

不像天然金刚石那样存在固有的弱解理面
,

也不

像天然金刚石那样易于被磨平而抛光
。

在钻进过程中
,

由于聚晶体上新的金刚石

单 晶不断地出露
,

因此在整个钻头的使用寿命期

内
,

每顺聚晶体都能保持其切削刃的锋利
。

与不

规则的小顺粒浑圆形天然金刚石不同
,

这种聚晶

体的切削刃较大而且不易崩
。

具有很好的切削性能
。

在钻进过程中
,

随

着被钻岩石对胎体的磨耗
,

聚晶体的前部形成弧

坑
,

而后部形成蛾抖尾
,

如图 所示
。

由于聚晶

体有足够大的出刃
,

钻进时对岩石产生剪切与压

碎作用
。

表 所列为用 钻头钻进不同的岩

石 在不同机械钻速情况 下的钻头压力值
。

每个

钻头都镶 有 块 万 聚晶体
,

只有钻进

花岗岩的钻头镶 块聚晶体
。

岩岩石名称称 岩石抗压强度度 钻头压 力 公斤

《《《公斤 厘加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机械钻速

机机机机械钻速 厘米 分分

厘厘厘厘米 分分分

花岗岩岩
。 、

砂岩岩

砂岩岩
。

人 延 石灰岩岩
。

砂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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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万 钻头的设计 从标准系列的

规格 户 毫米 到 规格 笋 毫米 的钻

头都叮以 用 聚靛,体来镶 制 而 科 , , 以

采用与天然金刚石钻头相同的镶制方法 不过由

于 巧 聚 晶体的特殊规格与形状
、

钻头的

冠部设计要作适 当的改变 现将 了 关 〔巧

钻头的设训问题 分述 于下

关于聚晶体的镇嵌方向问题

聚晶体是三角形块状 将角尖朝外

镶嵌是有好处的
,

见图
。

这样镶嵌可以使胎体

对它包镶牢固
。

但随着聚晶体的磨损 与岩石的

接触表面逐渐增大 则需要增加钻头压力才能保

持原来的机械钻速
。

聚晶体在钻头唇面上的镶嵌方式可以是径向

的 也可以是切向的
,

如图 所示 到日前为 上

听进行的试验表明 聚晶体是径向镶嵌还是切向

谁嵌
,

钻头的钻岩性能有所不同
、

有人建议存每

关于钻头唇面上聚晶体的排列方式

聚晶体在钻头衬面 的排列方式 叮以是齐式

各样的 为了获摇最优的钻岩性能
,

需要设计合

理的排列方式以便适应钻进条件的要求 图 听

示 为在试验室取得很好效果的 柑柞列方式

关于保径聚晶体的镶嵌方式

由 聚晶体每一 方向 上的 表面面积都比较

人 ‘ 正面三 角形的 面积 为
、

, 平方晕来 侧面长

方形的面积为 平方毫米
,

此用 于钻头保

径是 一种很理想的材料

保径聚晶体的镶嵌方式有多种 图 所示 为

用聚晶体的侧面作保径的镶嵌方式 图 为用聚

晶体的三 角形 面作保径的镶 仪方式

一

扇胎块冲前部位唇面与侧面相交的棱角 上采用

径向镶嵌 为好 这样 同一个聚晶体块在胎体的

侧面可起到保径作用
,

而在胎体的喊面上又可起

到主切削刃的作用
。

一 乍侧嵌

图

关于聚晶体的镶嵌数

由于钻进过程中存在一些未知因素和可变因

素
,

所以要给出一个钻头 镶嵌的聚品体的准确

数量是不可能的 表 中的数据可供参考

关于聚晶体的出刃

聚晶体在钻头嚼面 上的 出刃人小是十分币要

的 一般不宜人 于 毫米 如图
、

应指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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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钻头规格 块 块 块

《 砚

‘

弓硬玉

这种钻头钻进岩石时并不是一直靠聚晶体的最初

出刃来刻取岩石
。

新钻头使用时
,

聚晶体的原始

刃尖很快就被磨掉
,

随着胎体被磨耗
,

聚晶体即

渐渐露出其切削刃
,

从而有效地刻取岩石
、

所以

说 这种聚晶体钻头在镶嵌方式 上像表镶钻头
,

而在钻岩性能上则又像孕镶钻头
。

过程中靠岩石的研磨性使聚晶体逐渐出露
。

这样
,

胎体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而使钻 头的使用寿

命延长
。

钻进软而非研磨性的岩石如 页岩等
,

以像

硬质合金钻头那样将聚晶体直接镶嵌在钻 头钢体

也可以将聚晶体作锯齿状排歹雌嵌在听面

但每颗聚晶体的出露部分应有胎体支撑保护
,

如

图 所示
,

否则聚晶体很容易折断

据报道
,

美国已 用 石 金刚石聚晶体

镶 制成薄壁钻头
、

软岩取芯钻头
、

中硬 岩取芯钻

图
’

实践证明
,

钻进石英砂岩等岩石时
,

聚晶体

最好不留出刃而完全镶嵌到胎体表面以下 钻进

图

头
、

不取芯全面钻进钻头
、

套管鞋
、

稳定器和扩

孔器
。

目前 金刚石聚晶体的钻岩性能

正在其他类型的岩石上进行钻进试验
,

以 便作出

应有的评价
。

谈耀麟 据《 》

编译

会 议 见 闻

冶金地质学术委员会

探矿工程组第三次会议在京召开
冶金地 质学术 委员会探矿 工程组第三次全体会

议
,

于 年 月 至 日在首钢地质勘探 公司召开

学术委员会委员
、

探矿 工程组组长李振潜主持会议
,

副

主任委员杨春发出席 会议
,

冶金部地质局 副局 长张

福霖同志到会讲 了话
。

会议 回顾 和总结 了该组 自 年成 立以来的 〔作

情况
。

三 年来
,

该组组织 了小型专题学术研 讨会 次

本专业 大型学术会议 次 并组织 参加全国地质学会

学术活动 次
。

这些对促进学术交流
、

技术发展和活

跃学术气氛都起到 积极作用
。

会议就姊备中的冶金地质 系统探矿 工作会议及对

会议的报告和规划草稿提出 了浩询性的意见
。

大家认

为 近 几年人造金刚石钻探 有 了很 人发展和提 高 将

要召开的探矿 会议必将对加快探矿技术改造 新技术

推 ’
‘

加强探矿 价理 提高经济效 益和探矿 效 果 起

币要推动作用

会议 讨 仑和制定 该组今后的活动 划 少安

排在明年 二季度 付开冲击 , 转钻进技术研 讨会 卜平

年 召开钻探机具 标准化和加 工技术研 讨会 川 年 上

半年召开 综合性探矿 工程学 术报告会 迎接 ” 年新

技 术推
’ ‘

高潮

会议还 讨沦 了该组成员增补问题 为使该组 活动

面更广泛些
,

经协 商拟增补成 员 名 待报 清学 术 委

员会批准后公 布
二

本刊通讯 员

。︸曰喃州卜油夕﹄

冷臼 玉一 笼一 卜 一 ·

卜 且分 壬介 于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