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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外载碎岩基本现象，对旋挖碎岩基本过程进行分析，得出其在回转钻进情况下的螺旋破碎的碎岩形式。

然后根据岩石破碎时的压入条件，以单个截齿为研究模型，得出轴向压力的理论计算公式，继而参考库伦纳维的内

摩擦理论，得出了切削力的理论计算公式。根据不同钻具形式，将单个截齿的计算公式扩展，得到了旋挖钻机压力

和扭矩参数的计算公式。将轴向力与切削力计算公式中在特定工况下的影响因子简化，得出了旋挖钻机钻进过程

中进尺速度与切削力的理论关系。最后利用LS—DYNA动态分析软件模拟了单个截齿在不同侵深条件下的切削

力变化曲线，并将曲线与同等工况下理论计算的曲线进行对比，得出单个截齿的入岩参数理论计算公式。可为入

岩旋挖钻机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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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bout Calculation Methods of Rock Fracturing by Rotary DrilVJIA Xue—qiang，ZHANG Ji·guang，LUO

Yah-yan，GENG Qian—bin，QIU Hong—chen(Xuzhou Xugong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Machinery Co．Ltd．，Xuzhou Jiang—

SU 221001，China)

Abstract：Combining with basic phenomenon in rock fracturing by external load．the analysis is made on the process of

crushing rock by rotary drilling to get the helical breaking form．Based on the conditions of pressing into the rocks and se—

lecting a single cutting pick as calculation model，the theoretical formula of axial pressure is obtained；then with the refer—

ence of Coulomb—Navier internal friction theory，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formula of cutting force is obtained．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drilling tool，th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single cutting teeth is extended，the formulas for calculating the

pressure and torque parameters of rotary drilling rig are obtained．The influence factors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in the axial

force and cutting force calculation formulas are simplified，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rilling penetration rate and

cutting force in rotary drilling process is obtained．Finally，by dynamic analysis software Is—DYNA，change curve of cut-

ting force of single pick in different drilled depth is simulated，and the comparison is made on the simulated curve and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ed curve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 to get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formula for cracking parameters of

single pick，which can b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rotary drilling rig．

Key words：rotary drilling rig；parameters of rock cracking；pick；cutting force；penetration depth；numerical simulation；

IS—DYNA

0 引言

从20世纪80年代，旋挖钻机被引进国内算起

的30多年里，旋挖钻机大部分时间的施工对象都是

土层，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旋挖入岩要求被提

出，而为了适应这一趋势，各主机厂家将钻机的性能

参数设计的越来越大，推出入岩性能大幅提升的大

型旋挖钻机，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凸显了一个重要问

题：虽然设备制造技术在不断提高，但是在近几年里

旋挖入岩的相关研究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设备所

提供的性能参数并不能代表最高效、最节能环保的

人岩参数，长此以往，必将影响行业的良性发展。本

文将从岩石破碎的相关理论出发，结合旋挖钻机碎

岩的特点，利用数值模拟手段，对旋挖钻机碎岩参数

进行分析研究。

1 旋挖碎岩

1．1外载碎岩基本现象

利用工具来碎岩，基本上有2个过程，先是侵人

岩石，然后才产生其周围岩石的大块崩落。因此在

碎岩过程中，明确工具侵入岩石的现象，是研究机械

方法碎岩的一个基本过程。通过压头静力侵人岩石

的试验，可以观察出压入侵深不随载荷增长而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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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是存在一种跃进式侵入现象，这种现象对于

脆性岩石更加明显¨J。

1．2旋挖碎岩过程

旋挖钻进可划归为硬质合金回转钻进工艺。钻

进时，钻头切削具在轴向压力(钻具自重以及动力

头压力)的作用下压入岩石，在回转水平力(扭矩)

的作用下沿孔底剪切破碎岩石。钻具在旋转过程

中，不断向下侵入，因此在轴向力和水平力的共同作

用下，导致孔底岩石以螺旋层形式连续被破碎心]。

在剪切碎岩过程中，通常是通过若干次小剪切的积

累，来实现切削具与岩石的大面积接触，从而实现较

大体积的岩石剪崩。

2入岩参数分析

通过对旋挖钻机碎岩过程的分析，入岩参数主

要为轴向压力和水平切削力，反映在旋挖钻机上就

是钻机加压力和钻机扭矩2个参数。下面以单个截

齿的入岩模型为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2．1截齿轴向力

在轴向压人条件下，截齿要压入岩石形成破碎

坑，则单位接触面积上产生的压力，必须达到或者超

过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即满足以下公式：

F。I>So- (1)

式中：F，——单个截齿所加轴向压力；s——截齿硬

质合金头侵入一定深度后与岩石接触面在水平面的

投影面积；盯——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

式(1)中需要确定的参数主要为．s，即不同侵深

下的投影面积，该参数可结合图1所示的参数得出

计算公式：

s，=华 (2)
o

d=^[tan(半一卢)+lan(罕+卢)](3)
将上述参数代入式(1)，可得：

F，={h[tan(半一卢)+tan(字+卢)]}2耵·詈
(4)

据该公式可知，轴向压力的大小受截齿安装角

度、截齿锥角、岩石强度以及侵入深度有关。对于一

特定钻头在某一地层施工时，影响轴向压力大小的

就是单次侵入深度因素。

根据上述公式，在截齿轴向压力确定的情况下，

a一截齿硬质合金头锥顶角；口一截齿安装角度；d～截齿

硬质合金头水平投影直径；^一侵入深度

图1 截齿硬质合金头压入岩石计算模型

可以计算出硬质合金头的单次理论侵入深度：

2．压
h：—————二坠塑I_——一f5)tan(半一卢)+tan(竿+卢)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式(5)可以用来大致

估算侵入深度，并不能反映实际破碎时载荷与侵深

的跃进式侵入关系。

2．2切削力

根据库伦纳维尔理论：固体介质材料(包括岩

石在内)破坏时，在其破坏面上的抗剪强度等于介

质的内聚力(或称之为内连力)与作用在该面上的

内摩擦力之和HJ。在截齿切削岩石形成大剪崩的

过程中，其必须克服如图2所示的面积abb 7(锥面

abcd的投影)、侧面积分别为abc’和ab’c产生的岩

石抗剪切阻力和破坏面上的摩擦力【4 J。

＼＼
＼

b’
I～、 d[7=／5涂、 ．∥。

图2 硬质合金头水平切削模型

如图2所示，三角形abb’、abc’和ab’c的面积

．s，、S：以及S，，可分别用以下公式计算：

|s。=盖 (6)
厶o■II‘一

S：=S，=≯h虿d+忐) (7)

再考虑到破坏面上的内摩擦力，则所需克服的

总阻力F，为：

Fl=(．sl+2S2)仃o+(F。一F，力^sin妒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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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盯。——岩石抗剪强度；产_切削具与岩石摩
擦系数涓——岩石内摩擦系数。

形成剪切时，切削具的有效外载F，如下式所

示：

FI=(F，一F，力cosq) (9)

当所施加外载F．满足切削阻力要求时，即可形

成剪切，因此可求得切削力，，：

。 (Sl+2S2)盯一Fy“sinq)+Fyfcosq)
Ⅳ 一—————————————————————————————J————————————————————————————————一

“

COS妒一，l sin妒：燮峨， (10)slcos妒一，l nq，
。

式中：p——岩石的内摩擦角。

设：

7=tan‘丁o‘+ffr一卢)+tan(字+卢)(11)
(F，一F，D COS妒=(s。+2S：)下+(F。一FyM sin妒

可推算出切削力计算式如下：

F，：型!塑业辈兰塑生垂型型塑盟丛垫竺型 (12)
7 1T矿sln妒tan妒L cos9一It sln妒，

由式(12)可知，剪崩所需切削力t的大小与

施加压力F，，岩石参数盯、厂0及妒有关。

2．3压力扭矩参数计算

对于安装多个截齿的旋挖钻头而言，钻进过程

中所需设备施加在钻头的压力扭矩大小，可分别按

下述公式计算。

2．3．1加压力计算公式

钻机所需加压力的大小，可视为钻头单个截齿

轴向压力的累加，其计算方式为：

F=mF。 (13)

式中：m——钻头底部截齿数量。

2．3．2扭矩计算公式

钻机施加在钻头上的扭矩，为钻头单个截齿切

削力围绕钻头中心的力矩和，考虑到截齿筒钻与截

齿捞砂斗布齿方式的差异。

(1)截齿筒钻

F：_F mD (14)F=—- (14)
二

式中：卜扭矩，N·rfl；m——钻头底部截齿数量；
D——钻头直径，in。

(2)截齿捞砂斗

由于截齿捞砂斗截齿布置间距几乎一样，并且

底板两侧上的截齿布局呈左右互补状态，因此其扭

矩可用下式计算：

T=F。t∑i (15)

式中：卜扭矩，N·ni；F。——切削力大小，N；
t——截线间距，in；m——截齿数量；i——截齿序

号。

由于切削力与轴向压力成正比关系，因此轴向

施加压力越大，所需扭矩也就越大。

3入岩参数确定

在分析人岩参数的方法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以

下2个公式，即进行人岩参数研究的目的，无非是为

了获得最大的进尺速度：

n^ ⋯、
秽2丽 L lb，

P29』5L50 (17)

式中：”——钻机的进尺速度，m／s；几——动力头转

速，r／min；危——单次侵入深度，in；P——动力头输

人功率，kW；卜动力头输出扭矩，N·m。
由于式(16)、式(17)中单次侵入深度h、扭矩丁

都与轴向压力成正比，而转速凡则是与轴向压力成

反比，因此在某一特定工况下(设备、钻具以及岩石

均被明确)，进尺速度只与轴向压力有关。通过对

以上关系公式简化，进尺速度公式可用下式表示：

肛去(18)
式(18)中，占是与设备、钻具以及岩石性质有关

的系数，在特定工况下可视为常数，因此由该公式可

知，进尺速度与轴向压力成反比关系，即轴向压力越

小，钻进速度越大。虽然轴向压力越小越好，但是实

际应用时，需要考虑小侵深、高转速情况下钻具的磨

损情况，并且，受设备因素的限制，转速大小也有一

定的范围限制。

综上考虑，关于入岩参数的确定，主要是轴向压

力参数的确定，从理论上讲，将转速n在可用范围内

取最大值，即可得到一个最小轴向压力，但是该种状

态下进尺速度与钻具磨损的关系，还需要通过实验

来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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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值模拟

利用显性动力学软件ANSYS／LS—DYNA，对单

个截齿模拟碎岩过程进行模拟，得出岩石破碎过程

中截齿的受力特性，并与理论条件下的计算数值进

行分析验证。

4．1材料参数

在本次模拟过程中，主要是为了得出截齿的受

力情况(磨损破坏情况不考虑)，并且截齿材料的刚

度相对于岩土而言很大，因此可将截齿设置为刚体，

关键字为术MAT_RIGID；岩土材料模型选用可反映

大应变、高速应变速率和高静水压力的模型——

HJC(HOLMQUIST—JOHNSON—CONCERTE)岩土本

构模型，由于该材料模型在软件中无法设置，需要在

关键字文件中重新设置，岩土材料模型设置2种，分

别用于模拟抗压强度为48 MPa的岩石，2种材料模

型参数如下。

截齿刚体材料参数：密度P为7800 ks／m3，弹性

模量为210 GPa，泊松比为0。3。

HJC材料参数∞J：密度P为2400 ks／m3；剪切模

量G为14．86 GPa；内聚力强度A是给定静水压力

下完全断裂强度与无损伤强度的比值，为0．79；压

力强化系数日为1．60，压力硬化系数Ⅳ为0．61，B

和Ⅳ由参考应变率下材料断裂强度决定；应变率敏

感系数C为0．007；静态抗压强度．疋’为48．0 MPa；

混凝土的最大拉伸强度丁为4 MPa；应变率s。为

1．0 s～；混凝土破碎的最小塑性应变占，为0．01；

混凝土所能够达到的归一化最大强度Sm．x为7．0；混

凝土材料空隙开始闭合和空隙全部闭合时的临界压

力P。。。h、P㈨分别为16．0和800 MPa；体积应变

p。。。h渺10ck分别为0．0078和0．1；D。和D2为混凝土

的损伤常数；弹性体积模量后，、k：、k，分别为85．0、

～171。0、208．0 GPa；失效类型．疋为一1。

4．2有限元模型

本次模拟选用的截齿模型，为旋挖入岩施工常

用的“305022”牌号的截齿。模拟过程中，为降低计

算时间，将截齿模型中的倒角、圆角以及一些小的细

节简化，其他尺寸按实际进行建模，截齿安装角度为

60。，锥角为72。；岩土模型尺寸选择为环形(便于截

齿做圆周运动)。

上述模型的建立借助于PROE软件建立，通过

IGES格式导入Is—DYNA，截齿和岩土模型均使用

Solidl64单元类型，模拟过程采用Lagrange算法。

对截齿采用自由划分，由于硬质合金头是与岩石接

触部位，因此对该部位进行网格加密，最终划分单元

数为5149；对岩土模型采用映射划分，最终划分单

元数为144000。

4．3边界条件与载荷施加

为了反映岩石破碎真实情况，利用有限尺寸单

元体模拟无限大的岩体施工环境，在岩土模型除开

挖面以外的其他面上施加非反射边界条件，并在底

面施加全约束，限制位移。截齿与岩体模型接触类

型设置为侵蚀面面接触，并通过设置关键字木MAT—

ADD—EROSION来模拟截齿对岩石的破碎过程，设

置失效准则为最大主应变和最大剪应变失效。

对于模型载荷，施加的是沿y轴向下的速度和

绕y轴旋转的转动载荷。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模拟

刚体施加绕任意轴旋转状态时，需提前设置好刚体

转动惯量。转动载荷模拟动力头转速为15 r／min

的状态，即转速n设置为0．0015 rad／ms。为了在有

限的时间里，能使截齿达到足够深的位置，将速度载

荷放大，将其速度设置为0．06 ram／ms(由于原始速

度较小，即使放大很多倍，其增加的能量也有限)。

然后，约束截齿其他方向的平动和旋转自由度。

4．4求解控制

求解时间设置为150 ms。在侵蚀接触过程中，

由于模型结构变形过大，有限元网格会发生严重畸

变，数值计算难度增加，并且可能导致侵蚀接触失

效，出现沙漏(零能)模式。为避免该种情况，通常

采用沙漏粘性阻尼算法，通过调整沙漏阻尼系数来

控制沙漏变形Mj，本文该系数设置为0．1。

4．5结果分析

在切削角为60。的情况下，不同侵深条件下截

齿各方向受力曲线见图3。

由于模型模拟的是截齿圆周运动轨迹，X、Z方向

的受力可视为切削力的分力，因此XZ方向合力即为

切削力，通过上述各方向曲线，可以得出以下分析：

(1)无论是竖向侵人，还是水平切削，截齿碎岩

时，在其各受力方向都是呈现出跃进式破碎现象。

(2)随着侵入深度的增加，各方向受力都呈现

整体上升的趋势，但是在上升过程中，受力一直呈现

波动状态。

(3)在切削过程中，每一次大剪切之前都要进

行若干小剪切，导致受力曲线经过几次攀升，才可以

达到一个新的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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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儿从八．肌o
一。”f2入深』叟IIl』11 ’lr

侵入深度／m

叻向受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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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截齿各方向受力随侵入深度变化值

(4)在截齿侵深0．8～2．3 mm范围内，各方向

受力都呈现出比较平稳的曲线，这可看做是跃进侵

入开始时，产生的单次侵入深度即为1．5 mm。

5理论计算验证

依据上文提供的计算公式，以模拟时应用的同

等工况，通过计算来对比理论数据和模拟数据的差

异。根据公式计算出的不同侵深条件下的轴向压力

与切削力如表3所示，将上述数据与模拟数据对比，

可得到如图4所示的曲线。

表3轴向压力与切削力随侵深变化

侵入深度／轴向压力／切削力／ 侵入深度／轴向压力／切削力／
film kN kN mm kN kN

l O．21 0．12 6 7．50 4．28

2 0．83 0．48 7 10．2l 5．83

3 1．87 1．07 8 13．30 7．6l

4 3．33 1．90 9 16．87 9．63

5 5．21 2．97

从切削力的对比曲线可以发现理论计算的曲线

随侵深波动，数值呈正比增加，但是与波动变化的模

拟数值相比，两者整体相差不大；轴向压力方面，

仪入深度／mm

轴向Jt；／J对比¨¨线

图4对比曲线图 (下转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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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根据矿煤层条件、地质结构特点，采用卵3

mm的螺旋高强钻杆加接保直组合稳定钻具配备复

合片钻头进行钻进2个近水平孔深孔，孔深分别是

210和240 m。历经6天的现场试验，完成了2个试

验钻孔的施工，其中1 17号试验钻孔孔深210 m、终

孔直径94 mm；1 18号试验钻孑LZfL深240 m、终孔直

径94 mm，8 h平均时效60 rn，在钻进过程中，钻机

运转正常。工业性试验验证了ZDY4000LS型煤矿

用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的钻进、行走和辅助功能

等性能，检验了液压系统的性能及可靠性。

5 结语

针对煤矿瓦斯抽放钻孔需求及现有履带式钻机

存在的问题，研制了ZDY4000LS型煤矿用履带式全

液压坑道钻机，该钻机整机宽度小，可以在中小巷道

工作；钻机行走方便，爬坡能力强；自带液压支柱固

定方便，可以适合不同巷道高度；钻机自带回转液压

马达，调角方便。生产试验表明，该钻机具有良好的

可靠性和操控性，搬迁移位、调角及顶固方便快速，

操作系统操作简单，联动可靠。该钻机的研制成功，

提高了煤矿井下瓦斯抽放钻机的整体技术水平，提

升了煤矿井下瓦斯抽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

用于瓦斯事故应急救援、瓦斯抽放等煤矿安全技术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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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模拟加载的速度载荷并不能真实反映轴向压力

的变化，导致两者数值差异过大，应以计算数值为

准。

通过上述验证分析，通过理论计算的数值可作

为选择人岩参数设计的参考。

6结论

(1)结合碎岩理论，分析了旋挖钻机入岩的基

本过程，轴向压力压人是产生回转剪切的前提条件。

(2)分析确定影响人岩参数的因素——截齿安

装角度、锥顶角、岩石参数以及侵入深度等等，并提

出了压力扭矩参数的理论计算方法。

(3)利用ANSYS／LS—DYNA显性动力学软件

对不同侵深条件下的受力进行模拟，并对不同侵深

下的受力曲线进行分析。

(4)以数值模拟的同等条件下，利用推导出的

理论计算公式，得出切削力和轴向压力的计算与模

拟对比曲线，得出理论公式应用的可行性。

”+”+“+”+“+一+”+“+”+一。。F“+

(5)由于模拟的是单个截齿的受力状态，组合

截齿状态下各截齿的相互影响情况，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分析。

(6)在设计旋挖钻机时，应注意加压力与扭矩

等人岩参数的匹配，大的加压力是产生破碎侵入的

关键，而扭矩则是大侵深下旋转剪切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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