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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金刚石钻进效果

张 块

中国地质大毕
·

武汉

该文对评价金刚石钻进效果的优劣
,

提出了一种新 方法 —模 糊

绘合评价法
。

此法解决了通常 评价法在钻头
、

岩石
、

规程三条件均变

情况下
,

不能客观地反映钻进 效果好坏的 难题
。

关 侧 模糊综合评 价法 , 金刚石钻进 , 效果

众所周知
,

金刚石钻

进效果不但与金刚石钻头

的质量及合理选用有关
,

而且还与所钻岩石性质及

钻进规程参数和操作技术

水平有关
。

因此
,

钻进效果是受多种因素影

晌控制的绘合效应
。

那么
,

钻进效果的评价

究竟应选择什么形式的评价指标 怎样才能

正确评价钻进效果 , 这正是多年来钻探工作

者反复探讨的向邃
。

对评价指标的探讨

关于评价指标的提法及用途不尽相同
。

有这样一些提法 金刚石钻头质量的评价

金刚石钻头使用效果合理性的评价或金刚石

钻头技术经济指标合理性的评价 金刚石钻

进效果的综 合评价
。

现对这些 提法 作一分

析
。

金刚石钻头质量的评价 是指金刚石钻

头本身质 的好坏
。

一个质量好的金刚石钻

头
,

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
,

应能获取较高的钻

进速度
,

较低的钻头磨耗
。

因此
,

其评价指

标应包括钻速 犷 和钻头磨损速率 犷 、

〔或钻头寿命 〕两个单 指标
。

一般不

考虑钻头费用的多少
。

以往单因素指标的组

合形式有

犷二 犷‘

犷二 十 厂、 ,

或犷二 犷、 。

称为 “ 权
” ,

取值在 之间
。

表示磨

损对综合指标贡献大小的相对程度
。

犷二 犷 。这一形 式
,

当犷口 、

厂 同时增大

或减小时
,

会出现比值近似不变的情况
,

因

此
,

不常用
。

在钻进条件相同的条件下
,

一

般采 用厂二 犷‘ 为评价 指 标
。

金刚石钻头使用效果合理性的评价 是

对钻头选择
、

操作情况及钻头本身质量的综

合评价
。

其技术经济指标是 正确使用钻头

所获取的较高钻速
、

较低钻头磨耗及钻进成

本
。

因此
,

一般应选用单米成本作为评价指

标
。

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 成本 方程也 可化为

厂二

手的倒数
。

在特殊的情况下
,

如需尽
’ 口

’

曰
。

一

卜
, , ” ’门 “

” 声” 朋
’

、

快完成钻探工作
,

则应提高 钻速
,

此时 可

根据实际要求取小值
。

金刚石钻进效果的评价 钻进效果包括

碎岩效果和钻进质量
。

碎岩效果是以最少的

能量消耗
、

工具磨损
,

获取最大的体积破碎

量
。

因此单因 素评价指标常 用 每转 进尺

帖
、

每米 能量消耗
、

钻速及 钻头磨

损速率
。

钻进质量是指岩心采取率 叮 和



估孔弯曲度 〔用轴偏角 表示 〕
,

由此可

以看出
,

钻进效果的评价指标无疑是 由多个

单因素指标决定的综合指标
,

只强调某个单

因素指标都是不切实际的
。

对这种多因素的

综合评价
,

通常有两种方法

总分法 如

厂 二 厂 二 十 万下一
犷

十 几二 十 叮 一 花

乙 仃

加权平均法 如

一 ” 二
, 六 ”去 , 。

十 万
。

口

刀 一称 为 “ 权
” ,

艺刀, 一
。

刀 表 示
‘一

第 个因素指标所占的权重
。

可根据实际情

况主观规定
。

利用加权平均法
,

在同种岩石
、

钻头选

择合理的情况下
,

可以判断规程的优劣
、

操

作水平的好坏
。

并可以通过统计
、

试验数据

建立综合指标与规程之间的回归方程
,

从而

达到选择最优规程与预测钻进效果的 目的
。

在同种岩石
、

操作合理的情况下
,

还可判断

钻头选择是否合理
。

由此可见 在钻头
、

岩

石
、

规程不相同的情况下
,

根据这种评价指

标就不能客观地反映钻进效果的好坏
。

而在

实际工作中
,

通常这 三个 条件均在 不断变

化
,

为此采用这种常规的 “ 打分 ” 评价法就

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
。

因此
,

笔者提出一种

新的评价金刚石钻进效果法 —模糊综合评

价法
。

使用的优劣
、

厂家产品的评价
、

钻进效果的

好坏
、

岩石可钻性划分及钻进规程的选择等

都 可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
。

模糊 综合评 价一般 是通过计算 机完成

的
,

为了说明方便
,

这里只给 出笔算步骤
。

笔

者试图通过钻进效果的评价
,

把模糊综合评

价法介绍给读者
。

具体步骤为

首先给出模糊评价集厂
,

如

犷 好
,

比较好
,

中等
,

差

划出 各单因 素评价 指标的 区域
,

女口

采用钻速 犷刁
、

钻头寿命
、

岩心

采取率 专 这三个单因素指 标
,

并 根 据

以往钻孔资料把每个单因素指标按好
、

比较

好
、

中等
、

差划分为 个等 级 表
。

裹

指 标 好 比较好 中等 羞

,

, 邢

刀,

以上

以上

以上

。 。 。

制定各 单因 素评 价指标的 权重
,

衰

犷“ 乙

权 重

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评价主要用于对某类问题不能用一

个简单的数字即 “ 得分 ” 来评价
,

只有好
、

比较好
、

中等
、

·

差等这样一些模糊的感觉
。

钻探工作中很多问题正是这样
,

没有一个明

确的数量标准
,

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感觉
。

因此
, 很适宜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

。

如钻头

若将各评价因素的权重记为模糊集
、

则有
, , 。

需要指出 评价集厂 和模糊集 以及单

因素评价指标区域的划分
,

都要根据具体钻

进条件和要求确定
,

并对不同的岩层划分不

同的指标区域
。

建立单因素评价矩阵刀 是进行样

品的各项单因素评价
,

即求 出各单因素对

个区域的隶属度
。

这里采用统计法
,

由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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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各区域上的比例构成钻进效果的单因素

评价矩阵
。

笔者曾在某机台收集 了 组数

据 表
。

,

肉这 组数据可得到单因素对各区域的

隶 属度 为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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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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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价结果进行归一 化处理

二

模糊综合评价结果为

求出模糊综合评价结果点 将模糊

集绝与单因素评价矩阵刀进行模糊变换
,

就

得到模糊综合评价结果旦
。

即

丝 哑 塑 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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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说明 互二 忿
’

尽称为模 糊变 换
。

模糊

变换与
·

的线性变换不同
,

它是采用
“ 取大取小 ” 运算法则进行的

,

即把线性变

换中的乘法换成取小运算
,

把加法换成取大

运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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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评价结果表明 当时该机台的钻进

效果为 时好
,

为 时比 较好
,

为

时中等
,

为 时差
。

需要指出 如果将两个机台的钻进效果

进行对比
,

那么所钻岩层应大致相同
,

或根

据不同岩层划分不同单因素评价指标区域
。

笔者认为 模糊综合评价法较一般的评

价法更能全而反映钻进效果的优劣
,

其应用

范围更广更灵活
,

应进一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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