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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研磨性地层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金刚石钻头和钻

进技术措施
,

是当前金刚石钻进急需解决的技术关键

l’ed 题之一
。

我们在某钨矿区蚀变花岗岩的高研磨性地层中钻

进
,

金刚石钻头寿命低
,

成本高
。

采用清水加皂化油

作冲洗液
,

平均钻头寿命为 9
.

16 米 /个 ( 25 个金刚石

钻头统计资料见表 1 )
,

以后使用聚丙烯酞胺加太古油

作冲洗液
,

由于排粉和润滑性能增强
,

钻头寿命有一

定提高
,

平均为 18
.

81 米 /个 (表 1 6 个钻头统计资

料 )
,
以后我们与部勘探所联系试制一 批适合 于高研

磨性地层的金刚石钻头
。

勘探所的钻头投入生产试验

后
,

平均钻头寿命为 4 1
.

48 米 /个 (见表 1 ) ,

为原来钻

头寿命 9
.

16 米 /个的4
.

5倍
,

它是突破高研磨性地层钻

进的有效钻头
,

深受广大工人
、

干部和技术人员欢迎
.

勘探所试验钻头与我队使用金刚石钻头对比资料

了爪露磊…~ 下添燕瘾蔽而蔽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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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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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研磨性地层特点

某钨矿区
,

钻探施工中遇到的高研磨性地层为中

细粒蚀变花岗岩
,

它的岩性特点是
:

矿物粒度一般为
1~ 1

.

5毫米
,

石英斑晶可达 3毫米
,

主要矿物
:

石英

万0%
,

斜长石 30 %
,

钾长石 10 %
,

黑云母白云母
、

叶

腊石及其他 10 %
,

岩石可钻性 8~ 9级
。

高研磨性地层中钻进特点
:

蚀变花岗岩地层含有

硬度很高的造岩矿物 (石英 ) ,

而胶结物连接强度低
、

松散
,

钻进中机械钻速为2米 /小时
,

金刚石钻头磨耗

量大
,

平均每钻进 1 米
,

工作层高度消耗 30 丝左右
,

我们统计 25 个金刚石钻头资料
,

其中 90 %以上钻头属

于正常磨损
,

一般一个金刚石钻头钻进 5~ 8回次
,

工

作层厚 度全 部消 耗光 (我们使用六 O 一厂
、

六 O 二

厂
、

无锡钻探工具厂的金刚石钻头
,

胎体硬度一般为

H R C 3 8~ 4 5 ,

金刚石粒度为 4 6~ 5 0目
。

勘探所的试验

钻头主要技术规格见表 2)
。

在高研磨性地层钻进
,

值得注意的是 51 0 :

在岩石

中呈粒状
,

还是以隐晶质分布
,

其研磨性极不相同
,

如我矿区深部隐伏状蚀变花岗岩
,

虽然石英含量高
,

但在岩石中呈隐晶或胶体结构
,

致密坚硬
,

而研磨性

却很低
,

不能视为高研磨性地层
。

蚀变花岗岩中的 S宝。 :

在岩石中呈粒状
,

晶粒间连

接强度低
。

它具有较高研磨性
,

石英易裸露脱落
,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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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磨耗胎体
,

对胎体具有强烈的磨损能力
,

造成金刚

石过早脱落
,

钻头寿命较低
,

所以在高研磨性地层
,

合理选择金刚石钻头和加强冲洗液的排粉能力显得极

为重要
。

二
、

合理选择金刚石钻头是关键

在该矿区施工中
,

我们先后使用六O 一厂
、

六 O

二厂
、

无锡工具厂等单位钻头
,

钻头使用寿命平均都

不超过 10 米 /个
,

而勘探所试验钻头平均钻头寿命为

4 1
.

48 米 /个
,

从试验对比资料看出
:

勘探所的试验钻

头
,

耐磨性强
,

钻头寿命高
,

钻进效能良好
,

四个试

验钻头寿命都超过地质矿产部的要求标准
,

其中 4 07

号
、

40 0 号
、

40 3号钻头寿命却超过 40 米以上 (见表

3 )
。

其原因
,

我们认为首先是金刚石钻头 品种有了



勘探所试脸钻头钻进效果

钻孔孔段 使 用 钻进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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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

尤其是胎体配方的变化
,

即在胎体中增加一定 金刚石钻头寿命有一定提高 (见表 1 资料 )
。

比例的强研磨性材料
。

四
、

乳化液的合理便用

其次
,

钻头内外径补强合理
,

进行生产试验的 4 在水质和岩性比较适宜的情况下
,

使用太古油乳
i

个钻头
,

内外径都采用 8 颗聚晶和 16 颗天然金刚石补 化液对钻具的减摩润滑
,

提高机械转速和进尺均起到

强
,

所以钻头内外径磨耗小
,

这也是试验钻头寿命高 良好作用
。

若用水泥护孔
,

需采 用非 离子型 的乳化

的原因之一
。

液
,

或使用纯碱 ( Na
Z
C O

3

) 洗孔一次
,

以沉淀水中的

三
、

加强冲洗液排粉能力
,

保持孔内清洁 aC
于十 ,

防止破乳
。

p H值以 8 左右为合适
。

高研磨性地层
,

钻进效率高
,

产生岩粉多
,

一般 五
、

注意施工技术播施的配合

很难充分沉淀
。

在使用 P A M (P H )P 无固相冲洗液后
,

应坚持提钻回灌
,

平衡地层压力
,

以防孔壁坍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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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例如
:

开展定向钻探土作
,

要求及时测量出钻

孔方位
、

倾角和造斜工具的面向 , 需要研究合理钻进

参数 , 需要测量井下电钻
、

涡轮钻以及螺杆钻的转速
、

扭矩和温度
,

测量冲击回转钻具的孔底冲击功和冲击

频率 , 利用某些矿层特点
,

在钻井过程中进行预测报

警
,

能及时发现矿层和防止打丢矿层等
。

(一 ) 地质岩心钻探工作对随钻测 t 仪器研制

设计的要求
1

.

必须设计适于小口径取心钻进随 钻 测量仪
;

2
.

仪器的可靠性好
。

在钻进中
,

研 磨
、

冲 蚀
、

振动
、

高压和潮湿等条件是影响仪器可靠性的主要因

素
,

因仪器在井下工作
,

故其可靠性比一般仪器更为

主要 ,

3
.

必须保证达到设计精度或目的要求
,

4
.

重量轻
,

便于携带
,

适合于地质钻探 工 作
;

并需适应我国地质钻探技术现状 ,

5
.

成本要低廉 ,

(二 ) 研制随钻测 l 技术途径和方法
1

.

信号通道

信号通道是随钻测量技术的关键问题
。

美国已总

结了四种方法解决通道问题
,

其中以泥浆压力脉冲法

较为成熟和实用
,

占有领先地位
。

所以我们应以泥桨

压力脉冲法为起点
,

即拟用泥浆压力通道系统设计
,

解决岩心钻探孔底某个具体参数的传输问题
,

是可能

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成功的
。

同时应积极开展电磁波
、

声波通道的探索
。

目前
,

电磁波通道方法由于易受杂

波千扰和衰减大
,

能量利用率低
,

致使信号的探测和

回收均有困难 , 但是此法具有较高的传输信号速度
,

在钻具旋转和没有冲洗液时均能传输信号
。

声波通道

方法易受现场杂音千扰
,

信号衰减大
。

但是此法结构

简单
,

成本低
。

2
.

选择测量参数

一般说来
,

随钻测量回次中
,
测量参数越多

,

反

映孔底情况越多
。

但是由于岩心钻探口径的限制
,

不

可能同时放很多传感器
。

在初期应以解决实际测量问

题的单参数测量为好
。

在向多参数过渡时
,

测量参数

也不宜太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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