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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D挤压式扩孔钻头拉力一扭矩模型建立及验证
邱玲玲，乌效呜，孟凡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在水平定向钻进中，作用在钻头上拉力和扭矩是设计钻进和施工的重要依据。通过对挤压式钻头的力学

分析，提出了挤压式钻头的拉力一扭矩模型并较全面地分析了影响模型结果的因素。还结合现场施工数据对模型

进行实践验证，结果与现场数据较为吻合。因此，该模型对挤压式钻头水平定向钻进施工设计优化起到了很重要

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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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lunent and Certification of the Tension-Torque Model of Extrnsion Type Reaming Bi乞／QIU厶愕一ling，WU

Xiao—ming，MENG Fan-wei(Faculty of Engineeing，China Umve璐ity of Geosienc髑。Wuhan Hubei 430074，China)

Abstract：IrI HDD．the tension and torque卵ting on de bit are important foundations f矗the design of drilling and con-

struction．The tension—torque matIlematicM model is established by de mechanical anMysis on extrusion type reaming bit

and de facto培which affect de咒sults 0f de model are analyzed entirely．The model w鹊t∞ted according to de construe—

tion dam，de陀suhs agreed wi$field data weH．Therefore，de model plays an important wle fbr construction design opfi-

mization on HDD试t}I extrusion type reaming bit．

Key words：extrusion type阳aming bit；tension；torque；tension—torque model；HDD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大力发展，水平定向钻进技术

广泛应用于供水、煤气、天然气、污水、电力和电信电

缆等公用事业管线的铺设。但其遇到的问题也是比

较复杂。例如在进行定向钻进施工前对钻机型号的

选择没有可参考的依据，在施工设计时，只是人为的

分配扩孔级数，没有科学高效的分配扩孔级径，而在

钻机开动时，对回拉速度与回转速度方面也达不到

最优化的效果，诸如此类往往会出现“大马拉小车”

或“小马拉大车”等不协调的情况，造成设备的适应

能力差或高频率出现钻孔事故等。

本文通过对挤压时钻头的力学分析建立的拉力

一扭矩模型很好的解决了以上的问题。

1钻头拉力一扭矩模型建立

1．1钻头钻进过程分析

水平定向钻进在回转钻进时，钻头在与土体平

面接触后，假设钻头回转一周进尺为h，在轴向力的

作用下，钻头尖端先切入土层，则钻头切人土层的深

度为h，在回转力的作用下，钻头回转一周，将其所

经过部分的土体破坏掉，钻头在轴向力和回转力的

作用下继续钻进，钻头尖部又吃人土层h深度，而此

时，钻头斜面只与中部土体圆台区域接触。该部分

土体将产生变形。随着钻头的回转，圆锥体面上的

土体都将产生变形，这样循环往复，钻孔就会不断地

加深。而破碎下来的土体，其中部将进入钻头上部，

另一部分将被挤入土层。该部分土体在钻头斜面的

作用下发生破坏，钻头提供破坏该部分土和克服侧

壁摩擦所需的力。

1．2模型建立

1．2．1基本假设

(1)钻头为刚性体形；

(2)钻头横截面为圆形；

(3)钻头与孔壁连续接触；

(4)摩擦系数在某孔段为常数；

(5)把一切引起轴向阻力和旋转扭矩增加的因

素都等价于钻头与孔壁摩擦系数的变化。

1．2．2钻头(以挤压式钻头为例)拉力一扭矩方程

图1为工程中常用的挤压时钻头实体，图2为

其相应的力学模型的示意图，钻头的锥度为Q，前一

级孔半径为r，钻头半径为尺，土体摩擦系数为．厂。

圆台的侧面积：s=耐(R+r)[其中z为圆台的

母线，Z=(R—r)／s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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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挤压式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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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数据验证

当钻孔资料的摩擦系数确定后，利用以建拉力

一扭矩模型预测钻机扭矩。对上海市伽利略路某电

缆铺设非开挖工程进行扭矩预测计算。

该钻孔长180 m，钻机型号为D100×120，钻杆

长度6 m，钻头直径600 mm，前一级钻孑L直径400

mm，土体的摩擦系数0．3，钻头锥度280，轴向力50

kN。

模型预测数据与实际施工数据对比见表1。

表1 实际施工数据与模型预测值对比表

铀扦 拖力 拖力 预测扭矩 实际扭矩 实际扭矩

l 8500

2 8000

5 8300

8 Ilo()o

lO 12000

38．55 1．38 1300 1．76

36．28 1．29 1200 1．63

37．64 1．34 1200 1．63

49．89 1．78 1400 1．90

54．42 1．95 1500 2．03

3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拉力条件下，理论数据均比实测数据小。

这是由于扭矩表盘的数据包括液压系统的损失以及

钻杆摩擦的部分。

3．1扭矩计算影响因素

通过对式(5)的分析，我们知道土体摩擦系数、

轴向力、钻头锥度和前后扩孔直径的大小有关系。

其中扭矩与土体摩擦系数、轴向力成正比。这是影

响扭矩大小的主要因素。土体越坚硬，摩擦系数越

大，钻进难度越大，相应所需扭矩也越大。钻机提供

的轴向力主要用于破坏土体，越大的轴向力对土的

正压力越大，摩擦力越大，则扭矩也相应增大。同时

钻头锥度的正弦与扭矩成正比，使用不同锥度的钻

头，需要提供的扭矩的大小不一样。扩孑L直径影响

扭矩的大小，在上一级扩孔直径一定的情况下，新一

级的扩孔直径越大，破坏土体产生的扭矩也就越大。

扩孔直径与扭矩的大小成正比。

3．2土性参数的取值

上述公式中门拘数值由，=mn0得出[其中0为

钻头与土体之间的内摩擦角，(o)]。不同类型的土

有不同的p值，主要视土体的软硬程度而决定，由相

关规范可确定。

3．3扭矩与回拉力的合理配套设计

只有强大的功率输出才能够确保工程顺利和钻

机的良好工作，才能延长整个钻机的使用寿命。由

于定向钻机并不是短暂间歇式的高动力作业方式，

而是带动主机、水泵等设备负荷连续工作的，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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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选择钻机时，首先要考虑配套发动机的连续

输出功率，而不仅是最大间歇输出功率或总功率，这

样才能保证钻机长时间以恒定的负荷能力去克服施

工中的阻力，尤其在进行复杂或含石块地层的工程

施工时显得更加重要，而钻机的功率的配额更为重

要。表2为对应孔径和钻孔长度的设备功率配备选

择对照表，以供参考。

表2钻机功率要求对应关系表

结合钻机功率要求和在现场施工记录的回扩孑L

时拉力、扭矩和泥浆泵量等数据(表2)，以拉力一扭

矩数学模型分析为基本依据，全面考虑其它影响因

素，对水平定向钻进铺设施工优化综合设计。对设

计模型进行编程，以VisuM C++软件开发平台，采

用空间解析几何方法，运用三维图形库技术Open．

GL，设计出拉力一扭矩模型的可视化界面，其演示

界面如图3所示。

图3挤压式钻头扭矩拉力对话框

4结论

(1)拉力一扭矩模型对水平定向钻进铺设施工

设计优化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2)可利用拉力一扭矩模型和钻机功率要求表

确定工程需要钻机型号。

(3)拉力一扭矩模型的可视化界面方便工程施

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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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地质岩心钻探规程》通过评审

本刊讯由中国地质科学勘探技术研究所提交的《地质

岩心钻探规程》通过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北京科学大会堂组

织的专家评审。评审委员会认为，规程编写组在广泛收集研

究现有相关规范，吸收钻探技术最新实用性成果和地质勘查

单位钻探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地质钻探特点和现

状，编制完成了本规程。

，《规程》包括钻探工程设计、钻探方法、钻探设备、冲洗液

与护壁堵漏、钻孔轨迹测量、孔内事故预防和处理、工程质

量、生产(安全)管理等19章和2个附录。内容齐全，层次清

晰，技术参数和指标合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规程》全面规范了地质钻探技术管理工作，对提升钻探工程

标准化、产业化水平，提高矿产资源评价质量和效率具有重

要意义。

《规程》强调按照设计进行施工的原则。首次统一了钻

孔公称口径，为钻探方法转换及钻具标准的修订奠定了基

础。进一步充实了金刚石钻进、绳索取心钻进内容；新增了

冲击回转钻进、定向钻进、空气反循环钻进等技术规定；在安

全生产和健康环保方面借鉴了国家相关标准和石油钻井先

进技术成果，体现了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趋势。

《规程》在编制中注意了与有关行业相关规程的协调性，

编制工作程序和成果表达形式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及相关

规定，结构和文体统一，格式、表述、符号符合要求。

岩心钻探技术涉及地矿、冶金、煤炭、有色、核工业、化

工、建材等各工业部门，是资源勘查最主要、最直接的技术手

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钻探规程是钻探施工中必须

遵循的准则，是实现探矿工程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基础。我国

现行地质岩心钻探规程编制于20世纪80年代，一些内容已

经与地质岩心钻探技术最新成果的发展不相适应，严重影响

到地质调查和资源勘探工作。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2009]

05-01-01号工作项目任务书要求，《地质岩心钻探规程》

修编工作于2008年底启动。钻探规程修编工作由著名钻探

技术专家王达教授主持，编写组成员有赵国隆、萧亚民、陈星

庆、汤松然、孙建华、张林霞、刘秀美、戴智长等资深专家和中

青年专业技术人员。 (刘秀美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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