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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杆螺纹除了起连接作用外
,

主要是传递扭矩
。

但频繁的拧
、

卸却是钻杆螺纹磨损的重要原因
。

欲延

长钻杆螺纹的寿命
,

除了提高钻杆接头的材质
、

加工

精度及热处理工艺之外
,

还必须有合理的螺纹公差值

和公差范围
。

这些数值的大小决定着钻杆螺纹拧卸回

次的多少
。

这个
“

多少
”

就是钻杆螺纹寿命的长短
。

若公差值偏大
,

当螺纹上扣后的各个间隙就大些
,

这

种配合就不能做到紧密适当
。

反之
,

若公差值合适
,

其范围也合理
,

这样的配合就好
,

拧卸自如
。

从开孔就使用的新钻杆
,

到完成两个一千米的深

孔为止
,

最少也得拧
、

卸各一千多次
。

如果遇到复杂

地层
,

还可能大大地超过这个次数
。

在频繁地拧卸情

况下工作的螺纹
、

公差值及范围都大
,
那么当第二孔

终孔后
,

这批新钻杆经过近两千次地拧卸研磨
,

就有

一部分钻杆由于螺纹过早的松旷需要报废
。

假使我们

在选择螺纹公差值及范围时
,

比较合理
,

在上扣之后

配合即紧密
,

拧卸亦自如
。

它虽然经过近 两 千 次 的

拧
、

卸研磨
,

有一定的磨损
,

但还不会出现过分的松

旷
。

也就不会报废了
。

为了说明问题
,

可把螺纹磨损情况简化为如图所

示
,

甲齿的偏差为就 :孟会
,

乙齿的偏差为绍
·

“ s 。

假如

我们在相同条件和相同拧卸次数的情况下使用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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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螺纹牙齿示意图

都磨损了。
.

10 毫米
。

这时甲齿的磨损已到了报废线
,

因过分松旷而不能再使用了 ; 而乙齿的磨损离报废线

还有 0
.

05 毫米
,

所以仍可使用
。

但是公差范围不宜太

小
,

太小会给螺纹的加工增加难度
,

并提高了成本
。

目前
,

我国使用的钻杆螺纹公差值和公差范围都

比西方国家的大
。

这就是我国钻杆寿命短的根本原因

之一
,

由表中可以看出
,

我国钻杆螺纹母扣外径的公

差值 ( + 0
.

15
, + 0

.

05 ) ,

和公差范围 (0
.

10 ) 都比美

国的 ( + 0
.

0 5 2
, + 0

.

0 0 1 ) ( 0
.

0 5 2 )
,

英国的 ( + 0
.

0 5
,
o )

(0
.

05 )大一倍多
。

这就明显地说明了在相同条件下使

用时
,

我国钻杆螺纹松旷的时间要比美
、

英的提早一

半
。

我们所说的
“

过早松旷而报废
”

指的就是这个
。

瑞典的钻杆螺纹公差和公差范围比我国的小
,

但

比美
、

英两国的大
。

这主要是 由于瑞典为了减少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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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钻具螺纹的种类
,

而将钻杆螺纹与套管螺纹合二

为一的结果
。

另外
,

美国和英国的钻杆接头的公螺纹的内径公

差范围大于母螺纹内径公差范围一倍多
。

这是由于它

们的母扣铿孔直径与母扣的外径相同
,

公扣肩部直径

与公扣的内径相同
,

而引起的大偏差值
。

这种放大公

扣内径偏差的原因
,

纯属为了在上扣时容易对中而采

取的一种办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