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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勘察用非均质热压金刚石钻头试验研究
叶宏煜 1,谭松成 2,谢　涛 1,潘家栋 1,杨凯华 1,2

(1.武汉万邦激光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43005 6;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工程勘察在同一个钻孔中需要面对不同风化程度的岩石层,并可能遇到不同粒径与胶结性的卵砾石层.因

地质条件较为复杂,工程勘察钻进过程中容易产生憋钻、糊钻等现象,岩心采取率低.针对工程勘察钻进特点,为
提高金刚石钻头对地层的适应性和钻进效果,并提高岩心采取率,设计了 2 种新型非均质热压金刚石钻头.该结

构将每个工作齿分成主、辅工作层两部分,可以使钻头既具有 PDC 钻头破岩的特征,又能体现孕镶金刚石钻进的

特色,并提高钻头对地层的适应性.现场试验表明,该结构的钻头在风化岩层和基岩中的平均钻进时效达 2.68 m,
钻头使用寿命平均达 48.70 m;对比电镀金刚石钻头,钻进速度提高约 2 1％,使用寿命相当.
关键词:工程勘察;金刚石钻头;非均质结构;预合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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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on Heterogeneous Hot-pressing Diamond Bit for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YE Hong-yu 1,TAN Song-
cheng 2,XIE Tao 1,PAN J ia-dong 1,YANG Kai-hua 1,2(1.Wuhan Wanbang Laser Diamond Tools Co.,Ltd.,Wuhan
Hubei 43005 6,China;2.Faculty of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Hubei 430074,China)

Abstract:During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rock formation with different weathering degrees,and bouldery forma-
tion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and cementation can be encountered in drilling of the same borehole.The complexity
of geological conditions may easily lead to such phenomena as bit bouncing,bit balling,resulting in low core recov-
ery.To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and drilling efficiency of diamond bits,two kinds of diamond bits with heterogene-
ous structures were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In the
heterogeneous structure,every single cutt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main and auxiliary working layers,which al-
lows the diamond bit behaving like both the PDC bit in rock fragmentation and the impregnated diamond bit in drill-
ing,improving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diamond bit to different formation.Field testing indicates that the new hetero-
geneous diamond bit can achieve 2.68m/h average rate of penetration,and 48.7m average bit service life in weath-
ered rock and bedrock.Compared with ordinary electroplated diamond bits,the rate of penetration is improved by
2 1％,while the service life is more or less the same.
Key words: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diamond bit;heterogeneous structure;pre-alloyed powder

0　引言

工程勘察钻机具有加压能力小和扭矩不大的特

点,且钻遇的地层包括不同程度的风化岩层和不同

类型的完整基岩,因此工勘钻头在提高钻进效果、对
地层的适应性和岩心采取率等方面与地质勘探钻头

存在差异[1－3].
钻进效果好主要指钻进时效高和钻头的使用寿

命长.近年来,该衡量标准已由钻头使用寿命长逐

渐转化为钻头钻进时效高为主了,特别是对于某些

难钻地层,更是要求钻头以钻进效率为主[4－5].同

时,不管研制何种性能的钻头,都应该提前深入了解

或测试所钻地层的物理力学性质,并准确掌握钻进

工艺参数与技术条件,才能设计出合理可行的钻头

用于生产实践.
工程勘察会涉及多种不同地层,要求工勘用金

刚石钻头对地层的适应能力好[6－7].目前,电镀孕

镶金刚石钻头因钻进时效和使用寿命较高而受到工

勘行业的欢迎,其原因在于电镀金刚石钻头的胎体



中含有微型针孔,且镀层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节瘤发

育,检测硬度与耐磨性时离散性较大.这样的胎体

性能条件既可以对金刚石有良好的包镶,又能让金

刚石有好的出刃效果.但同时,电镀方法因可能存

在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因而为热压金刚石钻头在

工勘行业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提高钻头

使用寿命并同时保证机械钻速,热压孕镶金刚石钻

头的胎体性能不能一味追求硬度高、耐磨性强和致

密程度好,必须同时考虑金刚石的出刃效果,从而提

高钻头对不同地层的适应性.
不论地质勘探还是工程勘察,岩心采取率都是

极为重要的指标.岩心采取率除了与地层条件有直

接而重要的关系外,与钻头和钻具结构,以及钻进工

艺技术同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钻头和钻具结构合

理,配合先进的钻进工艺技术,促使钻具运转平稳,
卡心牢固,岩心采取率才能得以提高.

1　钻头设计

1.1　钻头结构设计

工程勘察通常涉及土层,强、弱风化岩层和完整

基岩等几种类型的地层.在生产实践当中除了土层

钻进可能会采用硬质合金钻头或 PDC 钻头外,一般

在施工现场不希望中途换钻头,因而要求一种结构

与性能的金刚石钻头能够适应整个钻孔中地层变化

的需要.基于此设计了两种结构的孕镶金刚石钻头

(如图 1 所示).

图 1　钻头齿结构示意

图 1 所示两种钻头结构的特点之一是每个扇形

工作齿均由 S 1 和 S 2 两部分组成,且 S 1 与 S 2 的比

值在 1/3~2/3 左右.其中,S 1 部分是扇形钻齿的

主切削刃部分,硬度与耐磨性较高,并采用高品级、
高浓度的金刚石参数,是破碎岩石的主体;S 2 部分

起着支撑 S 1 的作用,同时起着辅助破碎岩石的作

用,硬度与耐磨性较低,采用较低品级与较低浓度的

金刚石参数.图 1 中所示的两种钻头结构各有其优

势,可依据地层、钻具和钻探技术工况设计、选择和

使用.
由于 S 1 和 S 2 部分所存在的性能差异,钻进中

可以起到类似复合片破碎岩石的效果,从而提高钻

进效率.图 1(a)中的结构对提高钻进效率有利,但
对使用寿命会有影响,多用于不同程度的风化岩层

和第四系地层的钻进,同时该结构可以用于“打滑”
岩层中钻进;同时,可以通过调节α的大小,适当调

节钻头的性能.图 1(b)中的结构具有较好的广谱

性能,对地层的适应性更高,能同时兼顾钻进时效与

钻头使用寿命.
为提高钻头钻进的稳定性,从而提高岩心采取

率和延长钻头使用寿命,该钻头结构所采用的内外

保径规格较高,且采用粗粒人造单晶和热稳定性聚

晶体联合保径.保径规必须延伸至工作层全高度

(如图 2 所示).

图 2　钻头保径规结构示意

钻头水口可以用于调节钻头底唇面积大小和钻

进性能,改善钻头对地层的适应性和钻进效果,一般

设计为 5~8 mm 宽.加宽的水口有利于调节钻头

对地层的适应性,有利于钻头底部冲洗液的循环,有
效冷却钻头和及时排除岩粉,并提高机械钻速和减

少钻头磨损.

1.2　钻头性能设计

钻头的性能主要指胎体的硬度、耐磨性、抗弯强

度、抗冲击韧性、抗冲蚀性与胎体热性能等,其中尤

以胎体硬度与耐磨性最直观、最重要,同时也最实

用[8－10].钻头的硬度与耐磨性不是一个概念,但两

者有相通之处.耐磨性主要涉及钻头自锐性能和金

刚石出刃效果,因此直接影响钻头的钻进时效和使

用寿命[1 1].在热压工艺参数优化的条件下,钻头的

性能主要由胎体材料成分及其含量比所确定.
目前,孕镶金刚石钻头的胎体材料已经逐步转

向采用预合金粉为主的材料体系,通常由 3~6 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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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粉组成,比采用单质金属粉时的金属粉末种类

明显减少,但其组元成分却更多[12－1 3].因此,采用

预合金粉材料体系烧结获得的胎体其合金化程度更

高,胎体成分分布均匀,性能稳定,对金刚石包镶效

果好,钻头的性能良好.同时,预合金粉的粒度多为

32 5 目(部分甚至达到 500 目或更细),而普通单质

金属粉的粒度为 200 目,因此烧结温度较低,保温时

间可以缩短,压力也可以适当下降,有利于降低能源

消耗.本研究采用了 FJT 和 FAM 型预合金粉,分
别由湖南省冶金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湖南富栊新

材料有限公司研制生产.

1.3　热压工艺参数设计

热压工艺参数包括烧结温度、压力、升温速度、
保温时间、出炉温度及冷却降温环境等.分析热压

参数的作用可知,温度是实现胎体合金化的基本条

件,设定的温度可以使得胎体中的部分金属成分处

于液相或熔融塑变状态,而另外一些硬质金属成分

则一直保持固相,例如 WC 或 YG8 和 Fe Ni Co
等预合金粉.烧结温度确定的基本依据是胎体材料

中是否有高熔点金属以及高熔点金属的含量比例的

大小.高熔点金属(例如 WC 或 YG8)含量高时,烧
结温度必然较高,而 Cu Sn 等粘结合金材料含量

高时,则设定的烧结温度较低.同时,工程勘察用的

金刚石钻头,采用预合金粉材料体系和非均质结构,
必须同时兼顾 S 1 与 S 2 两部分的不同性能.S 1 部

分的硬度设计为 HRC28~32,S 2 部分的硬度设计

为 HRC20~22,烧结温度设定为 9 50~96 5 ℃.
烧结过程中的压力,有助于胎体合金化和综合

机械性能提高,因此将影响烧结温度的确定.压力

越大,对胎体合金化影响越大,但压力增加到 22
MPa 后,对硬度与耐磨性等性能的影响就不太明显

了.因此,烧结压力一般控制在 1 5 ~22 MPa.当

然,对于粘结金属含量很低的预合金粉胎体,基本属

于固相烧结范畴,这时的压力应该提高到 22 ~ 25
MPa,或者更高一些.

采用热压烧结法制造孕镶金刚石钻头时,多采

用中频电炉升温烧结,通过热传导的方法将热从模

壁外传至钻头胎体内部,导致模具内外存在温度差.
这种温度差都在 1 00 ℃以上,有时甚至可高达 200
℃.因此,必须设定保温时间,以消除模具内外的温

度差.保温时间依据钻头规格、胎体材料、模壁厚度

和升温方式(或升温速度)等有所不同,一般在 4~6

min.

2　钻头研制与现场试验

2.1　钻头研制

钻头拟在福建南安某工勘场地使用,地层情况

从上至下为:(1)第四系粘土覆盖层,夹带少量碎石

与卵石,层厚 2~10 m;(2)风化岩层,厚度约 5~8
m,其中强风化层 3~5 m,中风化层 2~3 m;(3)完
整基岩(花岗岩),在花岗岩基岩中钻进 1 ~2 m 即

可完钻.因此,该施工场地的工勘钻孔深度一般在

1 2~20 m.
依据前述钻头设计思路和施工地层情况,设计

了如图 1 所示的 2 种类型共 4 个 Ø76 mm 的工勘

用热压金刚石钻头(实物如图 3 所示),并进行了工

勘钻进试验.具体钻头结构、胎体材料、金刚石参数

和热压工艺参数如下.

图 3　工勘用钻头实物

(1)工作层结构:图 1 a 型钻头 S 1 与 S 2 的比值

为 1∶1.5,水口宽 1 0 mm;图 1 b 型钻头 S 1 与 S 2 的

比值 1∶1,水口宽 6 mm.
(2)胎体材料:S 1 部分工作层的胎体材料配方

为 FAM 103 (40％)、FJT A2(25％)、FJT 07
(1 7％)和 WC(18％);S 2 部分工作层的胎体材料配

方为 FAM 103(37％)、FJT B5(35％)、FJT 06
(20％)和 WC(8％).

(3)金刚石参数:S 1 部分工作层的金刚石体积

浓度 为 9 5％,粒 度 为 3 5/40 目(70％)、50/60 目

(30％),品级为 SMD40;S 2 部分工作层的金刚石体

积浓度为 7 5％,粒度为 40/45 目(75％)、50/60 目

(25％),品级为 SMD30.
(4)热压工艺参数:烧结温度 9 60 ℃,压力 24

MPa,保温时间 5 min,出炉温度 780 ℃,出炉后缓

冷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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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钻头试验与分析

试验用工勘钻机为 GY 200 型,其钻进第四系

地层、风化岩层和花岗岩基岩的转速和钻压分别为

205 r/min＋3.5 kN,388 r/min＋4.5 kN 和 47 5 r/

min＋6.5 kN.试验结果表明,钻进第四系地层时,
钻头的平均时效为 5.90 m,未出现糊钻现象;钻进

风化岩层(含花岗岩基岩)的平均时效为 2.68 m;钻
头的平均寿命达 48.70 m,其中 ZK 7 孔取出的岩

(土)心样如图 4 所示.

图 4　ZK 7 孔取出的岩(土)心样

试验结果表明,钻头的钻进时效与寿命基本达

到了设计要求,但仍然有提高的空间.(1)图 1 a 型

钻头的水口宽度可减小为 8 mm,从而提高钻头的

耐磨性,并避免宽水口中塞卡小砾石,影响钻进效

果;(2)S 1 部分的胎体硬度可以适当提高,以提高钻

头的耐磨性;(3)钻头的热压烧结工艺参数可进一步

优化,从而完善预合金粉末体系的金刚石钻头固相

烧结新理念.

3　结论

(1)工勘用孕镶金刚石钻头需要面对多种不同

性能的地层,要求钻头对地层的适应性好,并具备较

高的耐磨性和较好的金刚石出刃效果.
(2)所设计的 2 种工勘钻头结构合理、新颖,各

具特色,均可用于工程勘察钻进中.2 种类型钻头

均体现出了复合片钻头的钻进特点和金刚石破碎岩

石的特征,能够得到基本肯定.
(3)除钻头结构外,钻头的胎体性能同样重要.

本次试验采用预合金粉胎体材料,以铁、镍金属为

主,并配合碳化钨材料,且粘结金属为较低含量的铁

铜合金粉.
(4)非均质热压钻头与电镀金刚石钻头对比,时

效提高了约 2 1％,使用寿命相当,但钻头质量仍然

有改进与提高的空间,有待下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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