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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中硬岩层的特点设计了一种孕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介绍了其切削结构、特点及切削原理。在钻进中

硬岩层时，复合片切削齿和孕镶金刚石后支撑能够共同发挥切削作用，提高钻头钻进效率和钻头的稳定性并且能

使钻头具有较长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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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ew type of diamond—impregnated PI)c bit w∞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um hard rock

formation．The tuning structure，and principle were introduced．The PDC cutting tooth and the diamond—impregnated rear

support啪strengthen the roIe of cutting action to improve the drilling efficiency and the bit stability in medium hard rock

with long servic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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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片钻头在钻进松软均质地层时具有钻速

快、效率高、寿命长等优势。但在中硬、研磨性较强

等非均质地层中，钻速低，寿命短。研究表明，复合

片钻头在钻进较硬或者研磨性较强地层时，复合片

切削齿切削岩石需要有较大的压力和切削力，会产

生较高的温度和较大的冲击载荷。残余应力、机械

疲劳、冲击载荷等破坏形式的存在会使复合片上的

金刚石切削刃很快磨损或碎裂。复合片钻头在中硬

地层钻进时，钻头不平稳、跳动、复合片崩裂、磨损消

耗快、机械钻速低、寿命短。为了进一步扩大复合片

钻头的使用范围，需要研制一种新型的复合片钻头，

充分提高切削齿的抗冲击破碎韧性，增加钻头的钻

进效率，增强钻头的稳定性，提高钻头的寿命。

1 孕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的结构设计

1．1结构简介

孕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改变了以往地质复合片

钻头单一的切削结构形式，采用主辅切削结构，主切

削件为复合片切削齿，辅助切削件为孕镶金刚石后

支撑块(见图1)。这种切削结构的特点是在中硬地

层中钻进时，有利于保证复合片连续切削岩石，减少

钻头由于地层变化引发各种振动的可能性，增加钻

头工作的稳定性；同时，当复合片钻头进入较硬地层

后，复合片的磨损使辅助切削元件孕镶金刚石后支

撑与地层接触，辅助切削岩石，因而降低了作用在复

合片切削齿金刚石层上的载荷，减少了对复合片切

削齿的磨损破坏机率，因此增加了钻头的钻进效率，

提高了钻头的寿命。

1．2复合片的选择

复合片作为钻头的主切削元件，其性能指标对

钻头的整体性能好坏有着重要的影响。复合片的性

能指标主要是耐磨性(亦称磨耗比)、抗冲击韧性、

热稳定性。国内复合片耐磨性的平均指标为(10—

15)×104，抗冲击韧性平均水平在300-400 J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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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钻头的切削结构

而热稳定性是指烧结前后复合片耐磨性和抗冲击韧

性的变化，复合片在加热到750℃以后，耐磨性和抗

冲击韧性两项指标普遍下降5％一10％。根据钻进

中硬地层的特点，要求复合片具有高的耐磨性、高的

抗冲击韧性和高的热稳定性。设计的孕镶金刚石复

合片钻头采用1013，5 mm的“三高”性能复合片，即

具高耐磨性(磨耗比>20万)、高抗冲击韧性(>400

J)、高热稳定性(750℃烧结后，磨耗比和抗冲击韧

性变化<±5％)。

1．3金刚石孕镶块性能参数的选择

金刚石孕镶块作为钻头的辅助切削元件，其磨

损速度应与复合片主切削齿保持一致，如果过早磨

损，就会失去保护复合片切削齿的能力。考虑到金

刚石孕镶块受力相对较小，其耐磨性应比复合片切

削齿稍低一些。因此在选择其性能参数(主要指胎

体硬度、金刚石的品级和粒度及金刚石的浓度)时

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3．1胎体的硬度

胎体的硬度必须与岩石性质相适应，这样才能

取得较好的钻进效果。设计钻头是针对研磨性较强

的中硬岩层，胎体硬度选择HRC35～40，能满足钻

进该地层的要求。

1．3．2金刚石的品级和粒度

岩石越硬，选用粒度较细和品级较高的金刚石，

岩石较软则选用粗粒金刚石。高品级的人造金刚石

具有晶形好，单粒抗压强度好，热稳定好的特点。根

据中等硬度岩层的特点，选择JR3型人造金刚石。

对于孕镶金刚石块的自锐性来说，金刚石的粒度起

重要作用，对于中硬岩，选用过细的金刚石粒度会因

出刃不足而打滑，因此选择45-50目的人造金刚石

较为合适。

1．3．3金刚石浓度

金刚石的浓度必须保证钻头的工作唇面上的金

刚石数量具有足够的切削能力；必须使钻头具有较

高的耐磨性。浓度过低，切削能力低；浓度过高，影

响胎体包裹金刚石的能力，反而降低钻头的耐磨性。

对于中等研磨性岩石，钻头的金刚石浓度选择范围

在70％一90％，在设计时选用80％的金刚石浓度。

1．3．4保径材料

孕镶金刚石钻头的保径材料有小片状硬质合

金、人造金刚石聚晶、天然金刚石、复合片等。设计

中选择小片状硬质合金保径。

1．4切削块的数量确定

钻头上切削具数目越多，切削点就多，单位时间

完成的切削量就大，钻速也越高，钻头寿命较长。但

是，由于轴向载荷有限，单个切削具上的载荷不足，

只能形成表面破碎；同时，切削具数目太多，使剪切

体变小，孔底冷却效果变差。切削具数目取决于岩

性、钻头直径和切削具形状。对软岩取较少的数量，

对较硬和非均质及研磨性岩石，为保证钻头寿命，一

般应取密集式排列。本次设计针对的是中硬岩，采

用6个切削齿。

1．5复合片的排列方式

根据所钻地层的软硬程度和岩性特点，并按照

等切削、等磨损原则，来设计钻头的底面排布。本次

设计采用6片直径13．5 mm、厚度为4．5 mm的圆形

复合片，单环排列(见图2)。

圈2使用前孕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

1．6复合片的出刃

按复合片镶嵌结构分为半出刃型和全出刃型

(见图3)。一般而言半出刃型钻头适用于钻进中硬

地层，包镶牢靠，不易掉片，但进尺较慢。全出刃型

适用较松软地层，排粉好，进尺快。设计的孕镶金刚

石复合片钻头是用于中硬岩钻进，要求进尺快，钻头

制造厂家武汉金地探矿机械有限公司镶焊复合片技

术成熟，焊接质量稳定，因此设计采用全出刃，使其

排粉较好，进尺较快。

1．7孕镶金刚石块的出露高度、形状

孕镶金刚石块的出露高度、形状对钻头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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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铴体
半出刃型 全出刃壁

圈3夏台片镶焊出刃圈

有着重要的影响。孕镶金刚石块后支撑作为副切削

元件如果出露过高，将阻碍主切削齿复合片的钻进；

出露过低，则不能达到保护复合片并且辅助切削岩

石的目的。因此孕镶金刚石块与复合片切削齿的高

度差要控制得很精确，在设计时选择1．5—2 mm。

孕镶金刚石块的形状设计成圆弧形即和复合片形状

相匹配，一方面能很好的支撑复合片，另一方面使孕

镶金刚石块与岩石的接触面积小，以降低摩擦阻力

和摩擦面温度。

1．8复合片的镶焊角度

1．8．1 切削角a

由于复合片的碎岩方式主要是靠压碎剪切作用

来破碎岩石，所以复合片在钻头体上的镶焊角度应

采用负斜镶，即切削角a>90。(见图4)。切削角a

值可根据切削岩石的硬度来选择其大小，岩石较硬，

口值大些，反之要小些。一般中硬岩层a值取100。

一105。。切削角大，有利于保护切削刃，反之有利于

提高钻速。本次设计主要是针对中硬岩钻进，切削

角选择1000。

钢体

田4重台片的切削角n示曩图

1．8．2径向角鸯

径向角指复合片表面和钻头径向平面之间的夹

角(见图5)。复合片钻头采用径向角进行镶焊，钻

进时岩粉容易排出，不糊钻，进尺较快。口值一般取

5。一150。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加强机械清洗，防止

“钻头泥包”，径向角使岩屑朝外滑移。本次设计的

径向角为10。。

2孕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的主要特点

在钻进中硬地层时，孕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和

睡5夏台片的径向罱声示意圈

普通复合片钻头相比有如下优点。

2．1钻头同心度提高

复合片钻头按照使用的材料不同分为钢体式和

胎体式。钢体式的钻头体是整体采用钢材毛坯经过

机械加工而成，钻头制作工艺简单。孕镶金刚石复

合片钻头是属于胎体式复合片钻头，其钻头体是在

钢体的端部用粉末冶金方法在模具中经过热压或无

压浸渍烧结而成，其特点是结构灵活，钻头的内外尺

寸比普通钢体式复合片钻头尺寸更加精确，钻头的

同心度提高，取心效果更好。

2．2钻头的保径效果提高

普通复合片钻头采用在钻头内外镶焊硬质合金

保径条保径，在钻进中硬地层时，钻头的钢体不耐冲

蚀，直径较容易磨损，钻头的寿命较短。而孕镶金剐

石复合片钻头的后支撑是孕镶金刚石块，表面耐冲

蚀，采用金刚石聚晶、硬质合金片等高耐磨材料做保

径，延长了钻头的使用寿命。

2．3降低了对复合片切削齿的磨损

普通复合片钻头在钻进中硬地层时，只有复合

片单一切削元件承担较大的钻压，作用在复合片切

削齿上的荷载较大，复合片的磨损速度较快。而孕

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在钻人中硬研磨性地层时，复

合片切削齿切削岩石一定深度后，金刚石孕镶块开

始与地层相接触和复合片切削齿一起切削岩石并且

分担钻压，降低了作用在复合片上的载荷，因此降低

了复合片的磨损速度，提高了整个切削结构的工作

寿命。

2．4有效地控制钻头的各种振动，提高钻头的工作

稳定性

钻头的振动通常有3种，回旋振动、扭转振动和

轴向振动。回旋振动是在井眼直径稍微大于钻头直

径的情况下，钻头的侧向力迫使钻头作横向移动，将

钻头向井壁方向推移。回旋振动会造成复合片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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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层凸缘被剪掉或者部分或整个金刚石层破碎，复

合片切削齿失去自锐能力。扭转振动就是通常说的

“憋钻”现象，发生扭转振动时，钻头会发生卡滑，钻

头转速会时大时小，或反向转动，这样使复合片切削

齿受很大的冲击荷载，复合片的金刚石层容易碎裂

或脱落。轴向振动就是通常说的“跳钻”，复合片切

削齿吃入岩石的深度时大时小，复合片切削齿承受

着冲击荷载，复合片容易冲击损坏。普通复合片钻

头遇到以上3种振动时钻进效率降低，钻头寿命缩

短，而孕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的孕镶金刚石块作为

辅助切削元件有较强的耐磨性，能保持复合片连续

切人地层，减小钻头的动态不平衡力，减少各种振动

发生的机率，提高钻头工作的稳定性，提高钻进效

率。

2．5水口面积增大，冲洗液冷却钻头效果更好

复合片钻头的水口和水槽要合理设计，达到更

好的冲洗岩削和冷却复合片的目的。一般每组切削

具要配置一个水口，水口的面积要大于钻头与岩心

之间或者钻头与井壁之间环状间隙的面积。在钻头 田6使用后的铣头情况

的内外壁上加工水槽，水槽与水口相连，用以补充增 合h"OJN齿上的钻压和扭矩力，减少了热磨损对复
加钻头内外环状间隙过水面积的不足。孕镶金刚石 合片切削齿的破坏机率。孕镶金刚石部分的抗高温

复合片钻头属于胎体式，其结构形式更为灵活，采用 性和耐磨性和复合片切削齿相当，因此在钻进中硬
金刚石孕镶块做后支撑体积可比普通复合片钻头的 岩层时能承受一定轴向荷载。这种孕镶金刚石复合

钢体支撑体积小，钻头的水口高度增大，水路截面积 片钻头结合普通孕镶金刚石钻头和复合片钻头的特

增大，内外水槽的宽度更大。钻进过程中，冲洗液流 点，在较软的地层，复合片切削齿能吃入较深的地

量增大，冲洗液冷却钻头效果更好，排粉更加通畅。 层，取得较高的机械钻速，在研磨性较强的中硬地

普通复合片钻头与孕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用后情况 层，孕镶金刚石部分能发挥辅助切削作用，使整个钻
对比见图60 头的钻进持续快速进行。

3孕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切削机理

孕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在钻进初期。只有复合

片参与切削，复合片钻头破碎岩石的方式以切削破

碎、剪切破碎为主，挤压破碎为辅；对于硬度小的塑

性岩石，在钻压的作用下，钻头的切削齿极易吃人地

层，与此同时切削齿前的岩石，在扭转力的作用下不

断产生塑性流动而实现切削破碎，当遇到研磨性较

强的中硬岩时，复合片的切削齿切削作用减弱，复合

片的顶出刃和内外出刃会逐渐磨平，复合片的后支

撑开始接触研磨性较强的中硬岩层，其胎体具有自

磨自锐作用，钻头上的每粒金刚石在钻压作用下压

入岩石使下面的岩石处于极高的应力状态，呈现塑

性，同时在旋转扭矩的作用下产生切削作用，破碎岩

石的体积远大于或等于金刚石颗粒的吃入与旋转体

积，这时钻头进行犁式切削作用，这个过程降低了复

4工程应用

2009年7月，江西煤田地质局224大队在江西

省新余市梅山煤田矿区进行地质找矿工作。该队采

用武汉金地探矿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们5 Into绳索

取心钻具并配以该公司生产的卿7 mill复合片钻

头。勘探区的地层煤田上部地层主要为红色粘土覆

盖层，厚度为0—100 m，下部地层主要由灰色粉砂

岩、灰色或灰白色细粒砂岩和中粒砂岩、泥岩及煤层

组成。大部分岩层属于中等硬度。采用xY一5型

钻机，卵5 lnm绳索取心钻具，65 kW柴油发电机

组。钻进参数为：钻压10～15 kN，转速300-350 r／

min，泵量100—200 L／min。设计的孕镶金刚石复合

片钻头与常规复合片钻头进行对比试验，所选用的

钻进规程参数基本一致。两种钻头使用情况的部分

统计数据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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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次试验统计得出，常规复合片钻头的时 磨性和钻进速度，提高钻头的使用寿命。实践证明，

效是0．8—1．2 m，钻头平均寿命60 m；孕镶金刚石 孕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在钻进中硬地层时比常规复

复合片钻头时效为2～2．5 m，钻头平均寿命120 m。 合片钻头的钻进效率高，钻头寿命长，工作稳定，能

由此可见运用孕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钻进效率提高 取得较高的机械钻速。

了2倍左右，钻头的寿命提高了2倍左右。孕镶金

剐石复合片钻头的应用大大提高了钻头的工作寿命 参考文献：

及钻进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可观的经济效益。 【I]刘广志．金刚石钻探手册[M】-北京．地质出版杜·1999·

【2】 张绍和．金刚石与金刚石工具[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5．

5 结{吾 【3] 王福修．混合切削结构PDC钻头简论【J]．石油矿场机械，

孕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具有2个切削元件，复 2005．34(3)：30—32．

合片作为主要切削齿，在钻进中硬岩层时选用“三 【41黧妻?曩驾PD；c钻头切削齿的发展[’]·石油钻探技术'
高”复合片对提高钻头的性能有重要意义，孕镶金 [5】邹德永．粱尔国．硬地层PDC钻头设计的探讨[J]．石油机械，

刚石块作为辅助切削齿可以提高钻头的稳定性、耐 2004．32(9)：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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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期间及完工后，经信息化施工监测及

工后监测，自嵌式景观加筋挡土墙工程稳定性及美

观效果均较理想，满足设计及环境美观要求。

4结论

自嵌式景观挡土墙是一种新颖的具有很大经济

潜力及景观价值的柔性挡土结构。通过分析自嵌式

景观加筋挡土墙的特点及工作原理，对具体工程进

行设计，并对施工关键注意问题及工程应用效果进

行了分析。

自嵌式景观加筋挡土墙具有诸多优点，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本文对自嵌式景观挡土墙的设计、施

工及在国内的大范围推广应用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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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忠达．公路挡土墙施工[M]．北京：人民楚通出版社，2004，

[3】陈忠达．公路挡土墙设计C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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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施工过程中遇到集中出水点可进行超前帷

幕注浆或径向注浆堵水处理。

4结语

炭质板岩隧道施工要遵循“先超前、后开挖、短

进尺、弱爆破、快封闭、早成环、二衬紧跟”的原则，

斜井或小断面采用“微台阶预留核心土法”施工，大

断面双线隧道采用“三台阶七步流水作业法”施工，

以加强超前和初期支护，缩短施工安全距离的措施

为核心。以超前地质预测预报和围岩变形监控量测

为指导，做好防突泥突水、防坍方和防瓦斯的应急准

备工作。

实践证明，本技术较好地解决了炭质板岩地区

隧道施工安全和进度问题，在同类型地质条件下隧

道施工中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l】赵华峰．彭彬．铁路大断面隧道三台阶七步开挖法施工作业指

南[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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