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钻具与孔壁的环状间隙应适当增大
,

以减

小钻具提升
、

下降所产生的压力波动和抽吸
,

保护孔

壁的完好
。

( 2 ) 钻具的转速应适当减慢
,

压力亦应适当减

小
,

以避免钻杆对孔壁的敲打
,

引起掉块和垮塌
。

( 3 ) 提
、

下钻具要稳
,

开泵不得太猛
,

要尽量

避免发生破坏孔壁的压力波动和抽吸作用
。

( 4 ) 对较大裂隙漏失地层的堵漏
,

可采用聚丙

烯酸胺泥浆交联堵漏的办法
。

即在聚丙烯酸胺溶液中

加入交联荆 〔F e C 13

或 A 1
2

( 5 0 ` ) 。〕
,

送入孔内与孔内泥

浆 (另加一些粗泥浆亦可 ) 混合
,

利用交联剂使聚丙

烯酸胺产生交联形成不溶物
,

这样所得到的絮凝物强

度较高
。

这种交联堵漏比单纯使用聚丙烯酞胺溶液与

泥浆混合絮凝堵漏效果要好
。

金刚石钻进的转速与钻压关系的探讨

侠 西省地质局第八地质队 董振泽

金刚石钻进中
,

合适的钻头压力及其相应的冲洗

掖量和转速
,

是取得最优钻进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

在以上三个参数中
,

钻头压力对钻进效果又起着主导

作用
。

国外若干资料认为
,

调节钻进过程
,

应首先确

定轴向压力
,

然后根据最优的每转切削深度
,

把钻具

转速调到所用设备和工具允许的最大值
,

以及送人相

应的
、

保证能冷却钻头
、

排除岩粉的足够 的 冲 洗 液

量
。

通常
,

在中硬以上地层钻进时
,

在较高转速情况

下 ( 8 0。 转 /分以上 )
,

按规程加压
,

进尺不快
,

甚至

不进尺 ; 而适当增大钻压
,

可得到较好的钻速
,

且钻

头磨损正常
。

据有的单位实践
,

用必洲毫米钻杆钻进
与6毫米口径钻孔

,

在转速 1 0 0。~ 1 1 0 0 转 /分情况下
,

孔深达 25 0 米
,

采用减压钻进
,

钻速低
。

而采用自重

钻进
,

钻速较高
。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
,

现对钻具受力情 况 分 析 如

下
:

1
.

重力
:

即钻具重量
,

它随钻孔 深 度
、

钻具规

格不同而异
,

一般为产生钻头压力的主要作用力
。

2
.

浮力
:

即冲洗液对钻具的作用力
,

其大 小 等

于所排开液体的重量
,

但它可以在称重中给以消除
。

3
.

摩擦阻力
:

即钻具在沿孔壁螺旋下降过 程 中

所产生摩擦力的垂直分力
。

4
.

举离力
:
又称水压力

,

根据以往资料介绍
,

其

大小可表示为
:

举离力 (磅 ) = 0
.

7 8 5 x 钻 头压力降 (磅 /英寸
2

)

x 〔 1
.

2 x 钻头直径 (英寸 ) 一 1
.

2〕

现场测得钻头压力降为 5公斤 /平方厘米
。

1公斤 /

厘米
, = 14

.

2磅 /英寸
2 ,

如用 “ 毫米口径钻进
,

代 入

上式得
:

举离力 = o
.

7 s 5 x 5 X 1 4
.

2 X 〔 1
·

2
· 亘生

2 5
。

4

一 1
。

乙 ) 翎

80 磅 = 36
.

4公斤

由上可知
,

举离力对钻压有一定影响
,

需要增加

钻压
,

以取得压力补偿
。

但此值不能够解释目前在高

转逮情况下需大幅度增大钻压的现象
。

5
.

离心力
:

由钻杆在孔内沿孔壁高速做圆 周 运

动产生
,

即对子L壁的侧压力
。

表示为 F ” 二 阴

赛
。

现就

l一孔壁
, 2一钻杆

o 产 :

钻孔中心

0 :

钻杆中心

内 :

钻孔直径
沱:

钻杆直径
刀 :

钻孔
、

钻杆偏心距

F
。

值分析计算如下
:

首先分析一下钻杆在

孔内的受力状态
。

因孔内

间隙和轴向压力的存在
,

钻杆在孔内一般成螺旋状

弯曲
,

并与孔 壁 成 线 接

触
,

钻具在孔内运动可简

化为刚体运动
,

运动质心

为钻杆中
』

白
.

见图 1
。

当钻杆在机械带动下以
二

转 /分转动时
,

钻杆中心
0将以V速绕钻孔中心0 了

转动
。

其中
:

厂 二 2 二尺竺 = 上二 尸 。

6 0 3 0

尺 二生 (汉
, 一 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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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摩擦系数值求出临界转速 , 如表 i
。

表 1

0
。

1 5

1 3 0 4

。一

1
。一

1 1 3 1

…
” 2 3

。
·

5

}
。

’
6

7 1。

}
。 5 3

.01一1600
从 ( 1 ) 式知

,

离心力而和钻具重量
、

转速
、

钻

具级配比有关
,

但在一个回次中
,

钻具重量
、

级配比

是固定的
,

影响最大的则是转速
,

且成平 方关 系
,

F 妇 a ” . 0

那么
,

离心力又是怎样转化为阻止钻具下降力的

呢 ? 我们知道
,

钻杆在孔内转动
,

产生离心力
,

给孔

壁以压力
,

如果钻具随钻孔加深而下降
,

由于钻杆与

孔壁之间存在摩擦
,

必然会产生一个向上 的 摩擦 力

不岁
,

其大小与正压力
、

两物体接触的摩擦系数有关
。

可表示为
:

F 召 二 F 正压力
,

召

式中
: 召

— 钻杆与孔壁岩石的摩擦系数
;

尸正压力 = 几
,

则 F 召 = 尸” 。

粼

由表作出八一。 曲线见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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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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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八一 , 关系图知
,

在级配比一定的情况下
,

摩擦

系数越小
,

临界转速越高
,

反之越低
。

因此
,

在同一

转速下
,

润滑性能越好
,

钻压损失越小 ; 反之
,

钻压

损失则大
。

2
.

在摩擦系数召不变的情况下 (取值 0
.

3) 不同

1 8 0 0 9

( d
l 一 d )召

了Vl一介

从 ( 2 ) 式知
,

影响 尸月 大小的主要因素仍然是

转速
。

当摩擦力 F 召随着转速增加而增加到一定值—
等于钻具重量时

,

钻具将会附着在孔壁上而不下降
。

这时
,

钻具在孔内的运动状态为
:

钻头克 取 孔 底 岩

石
,

钻孔加深
,

但由离心力产生的摩擦力的作用
,

使

钻杆附着在孔壁上
,

阻止钻具下降
,

从而大大降低了

钻头压力
,

以至形成空转不进尺
。

如称能使钻具附着在孔壁上的转速为临界转速
,

当达到这一速度时
,
尸群 = p

即 一王一
.

里二 : , 。

d(
1 一 d)

.

刀 = 尸

1 8 0 0 9

, , ,

~
,

、 二 、
、

*
_ _

1
.

/ 1 8 0 0 9

化简临界转速 ” ”
金

`

V兹清委了丁万
,

” ” ” ” “ “ ’

结论
:

1
.

就 目前一般 钻孔 级配情况 下
,

崛籽 二 5厘米

dl 钻孔 = 5
.

7厘米
,

代人 ( 2 ) 式得
:

F 群 =
一」一

p 矛 户

2 5 5 8 4 9

级配比的临界转速可由 ( 3 ) 式 、 =

求出
,

详见表 2
。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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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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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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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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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d /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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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型竺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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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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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d / d ,

、、

月月 d / d ,, 招招 d / d :::

000
。 4 999 4 1 888 0

。

5 888 4 9 888 0
。

777

000
。

6 444 4 9 888 0
。

7 555 6 5555 0
。

9 111

000
。

7 555 5 9 333 0
。

8 888 9 2 33333

000
。

7999 6 5 555 0
。

9 333 1 2 2 22222

000
。

9 444 1 2 2 222222222

上式中
, 当卫生兰
一 2 5 5 8 4 9

= 1, F召 二 P
,

则 一亿妙
摩擦系数召 根据中南矿冶学院探工系 教研 室 测

得
: 召 , 在 0

.

1 2~ 0
.

2 2 之间

由表 2 作出不同级配比与临界转速曲线如图 3
。

从曲线图可知
,

级配越合理
,

临界转速越高
。

因

此
,

在相同转速下
,

级配越合理
,

钻压损失越小 , 反

之
,

钻压损失越大
。

同时
,

在相同级配比的情况下
,

钻进口径越小
,

临界转速越高
。

3
.

由 1
、

2
、

可 知
,

要降低钻压损失
,

可从提高

临界转速入手
,

即级配合理
,

使用乳化冲洗液 (减小

摩擦 ) ,

缩小钻进 口径
。

这样
,

既减小了钻压损失
.

又



不同转速下钻压补偿值 裹 3

转速 (转 /分 ) 钻压补偿值 (为规程规定之钻头压力值的 )

J一口Jn``任产/矛/ /了产了,止,上,几QU6 0 0

80 0

1 00 0

1 2 0 0

图 3 不同级配比与临界转速曲线

减小了钻杆在高速运转下产生的离心力
,

从而减小了

振动
,

使钻具趋于稳定
。

4
.

在钻进中
,

因多种因素存在
,

钻杆在孔 内 可

能不完全遵循上述理想运动状态
。

综合考虑举离力
、

钻具由离心力产生的摩擦力等的影响
,

在一般实际操

作中 (级配比为必 50/ 必57 毫米
,

润滑情况一般) ,
孔

深 100 来后
,

要适当增加 补偿 钻压 (因孔浅时
,

钻

杆刚性大
,

且受立轴主动钻杆影响 )
。

所增加补 偿 钻

压值推荐如表 3
。

增加补偿钻压
,

要因钻进情况不同而异
,

如采用

绳索取心钻进
,

润滑条件良好
,

临界转速值则很高
,

达2 0 0 0转 /分以上
,

这样正常钻进中
,

钻压损失很小
,

所补偿钻压值也很小
。

反之
,

临界转速值很低
,

钻压

补偿值则要求很大
。

增加补偿钻压时操作要求
:

1
.

下钻钻进
:

先将钻机开到需要的高 转 速
,

然

后追加补偿钻压
。

2
.

提钻取心
:

提钻采心前
,

先减 去补偿钻压
,

然后采心
,

停车
,

提钻
。

(注
:

本文图 l 中
: a

应为d : )

表镶式金刚石钻头轴心压力与寿命关系的探讨

江苏省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邹新初

表镶式金刚石钻头钻进中硬岩层是借钻具的轴心

压力
,

以其胎体唇面镶焊的金刚石之棱角切进岩石一

定深度
,

并随钻具的迥转连续对岩石进行切削和剪切

的作用来破碎岩石的
。

所以
,

钻头的质量
,

金刚石的

品级
,

钻进工艺规程等
,

都直接影响钻头的使用寿命
。

在钻进工艺规程中
,

正确选择轴心压力对延长钻

头的使用寿命
,

提高钻进效率
,

减少金刚石的磨损都

是极为重要的
。

因此
,

必须分析轴心压力与寿命的关

系
。

压力大于孔底岩石之临界抗压强度
,

临界抗破碎强度
。

其关系式为
:

P

o 金 / 2哪 s0 /
o 誉

3

式中
:

0S

— 单颗金刚石的支力面积

而小于金刚石之

. . . . . .

… … ( 1 )

(厘 米
2 ) ;

2哪 5 0

3 — 钻头唇面起克取岩石作用的金刚石 (一

一
、

公式的推导

现在假定钻头胎体底唇形式为标准形状
,

中等硬

度
。

表镶金刚石为天然单晶正八面体
。

夹角直镶
,

按

径向和角度尺寸呈放射状或螺旋状排列
。

金刚石粒数

” (粒 ) ,

钻头转数 , (转 /分 ) 是合理的而且是恒定

的
,

冲洗介质为乳化液
,

钻进的地层是适宜的
。

为了有效的破碎岩石
,

必须使金刚石支力面上的

般按金刚石总粒 数的 2 s/ 计 算 ) 支力面积之 和 (厘

米
2

) ,

尸

— 钻头破碎岩石所需的轴心压力 (已去掉

冲洗液浮力及井壁阻力对钻压的影响后的孔底压力 ) ,

P

2州 5 0

3
— 钻头唇面起克取岩石作用的金刚石单位支

力面上承受的压力 (公斤 /厘米竹 ,

J会

— 金刚石之临界抗破碎强度 (公斤 /厘米
2 ) ,

妇— 岩石之临界抗压强度 (公斤 /厘米
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