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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深孔钻进对金刚石钻头性能提出的新要求，从结构改进、金刚石选择与匹配、原材料优选、配方创新、
制造工艺优化及针对地层优化性能参数等几个方面入手，研制了新型高胎体低温烧结钻头，通过野外现场试验验
证，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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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外资源勘探不断向更深推进，对于深
孔钻进钻头的要求越来越高，金刚石钻头作为主要
碎岩工具，对于钻探效率影响最大，为此对深孔钻进
钻头进行了研制和试用。

1　深孔钻进对金刚石钻头性能提出的新要求
深孔钻探所钻穿的地层种类多，地层复杂，涉及

多个地质年代所形成的地层，无论从地层类型、岩
性、结构形态、力学特性、复杂程度，还是地层压力、
内部应力等都各不相同。 目前深孔钻进普遍存在的
问题有：（１）深部地层岩石结晶度高、硬度大，钻进
难度都大幅提高，钻进效率低，胎体保径效果不理
想，钻头寿命短；（２）冲洗液循环路线长，采用绳索
取心钻进钻具与孔壁环状间隙小，泵压高。 孔斜对
深孔的影响更大，随着勘探向深部发展，对勘探精度
要求不断提高，以往的 １畅５°～２°／１００ ｍ已不能满足
要求，目前地质设计部门提出了 ０畅５°／１００ ｍ的更高
要求。 针对上述深孔钻进要求，研究设计新型钻头，
以提高钻头适应性和寿命，力图超越传统钻头。

2　主要地层类型及钻头设计研究方向
2．1　坚硬致密弱研磨性岩层

钻进坚硬致密弱研磨性地层有 ２ 个难点：（１）
钻进时效低。 这类岩石石英含量大，其岩石压入硬
度一般可达 ５０００ ＭＰａ 以上，个别甚至高达 ７０００
ＭＰａ；造岩矿物细，硅质胶结，颗粒之间结合力大，结
构致密，整体强度高。 造成钻进时效低。 （２）钻头
打滑。 由于时效低，岩粉少而细，钻头胎体磨损甚
微，新金刚石难以出刃，钻头唇面金刚石磨光，发生
打滑现象。 研究表明，随着孔深增加，岩石围压增
加，孔隙度减小，强度逐渐增加，塑性增强，即岩石坚
硬致密程度趋于增大。
针对此类地层，解决金刚石出刃和提高时效是

深孔用钻头研究的关键。
2．2　中硬～硬的较完整地层

由于岩石不是很硬，钻压能够保证金刚石的比
压，钻进以体积破碎为主，同时孔底完整，冲洗液较
为畅通，排粉较容易，此类地层钻头设计的目标是提
高钻速和寿命。
2．3　破碎和砂卵砾石地层

组成砂卵砾石地层的岩石，多是坚硬的岩浆岩
和变质岩。 破碎及砂卵砾石层的堆积有一定的自由
度，外力作用下卵砾石非常容易转动，造成压力难以
达到体积破碎，破碎效率低，孔底不完整，冲洗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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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力低，岩粉不能及时排出，造成大量粗颗粒岩粉及
细砂粒在钻头端部重复破碎，内外径磨损量大，钻头
消耗快。
此类地层提高钻头胎体耐磨性和增强保径能力

是研究关键。

3　深孔钻进金刚石钻头的研制
根据前述深孔钻进对金刚石钻头的要求，本项

目从结构改进、金刚石选择与匹配、原材料优选、配
方创新、制造工艺优化及针对地层优化性能参数几
个方面入手，研制深孔钻进用金刚石钻头。
3．1　钻头结构改进
3．1．1　提高工作层高度

将钻头工作层由 ６ ～８ ｍｍ提高到 １５ ｍｍ，以有
效提高钻头寿命，并设计了架桥式钻头和底喷双层
水口钻头（图 １），提高高胎体钻头胎块的抗弯能力。

图 １　架桥式钻头和底喷双层水口钻头

3．1．2　加大钻头外径、加宽水口水槽宽度
将钻头外径增大了 ２ ～３ ｍｍ，赠大水槽宽度和

深度，提高冲洗液冷却胎体和携带岩粉能力，以适应
深孔绳索取心钻进中钻杆外径与孔壁环状间隙较

小，尤其墩粗钻杆墩粗部分间隙更小的环境，减小冲
洗液在孔底循环时压力损失和泵压急剧增高现象。
3．1．3　选用阶梯齿形唇面

（１）钻进时形成特殊的孔底形状，增加钻头导

向性，防止钻头跑偏引起孔斜。 另外这种唇面保持
能力强，不易变成凸弧形失去导正防斜能力。

（２）增加破碎自由面，提高切削力和破岩效率。
对于完整基岩，能形成孔底岩石尖形环，在钻杆柱旋
转时存在一定程度的摆动，促使岩石尖断裂破碎，减
小岩石破碎难度。

（３）增加坚硬致密岩层唇面和岩石接触面积，
增加参与切削岩石的金刚石颗粒数量，增加唇面和
岩石间岩粉量，加快钻头出刃速度；从微切削和磨粒
磨损两方面加强破碎效果。
3．1．4　采用复合型保径

（１）保径材料：方形聚晶和大颗粒高强金刚石
相结合，方形聚晶提高了聚晶在保径圆周面上的覆
盖面积，增强聚晶耐磨性；大颗粒高强金刚石单晶在
方形聚晶周围镶嵌，提高钻头胎体耐冲蚀性，增强保
径能力。

（２）采用双层高低错落型布置方形聚晶来提高
聚晶覆盖率，并防止烧制过程中聚晶移位。

（３）对于破碎和卵砾石的地层，增加内外径的
方形聚晶和大颗粒高强金刚石单晶密度。
3．2　金刚石选择与匹配

高强人造金刚石及其粒度级配，是提高钻头寿
命和破岩时效的前提，也是钻进坚硬地层的主要手
段。
3．2．1　选用高质量金刚石磨料

金刚石品级越高，抗压强度、切削能力、耐磨性、
冲击强度、热稳定性越好，晶形越完善。 切削效率越
高，使用寿命越长。 因此提高金刚石单晶的品质是
提高钻头性能的重要一环。
3．2．2　根据地层情况运用比压概念配合设计金刚
石浓度和粒度

对于坚硬致密岩石，岩石具有极高的压入硬度，
每颗参加切削破岩的金刚石都处于强力规程下，承
受的钻压高、弯矩大，我们选用较低浓度、较细粒度，
减少单位面积唇面上分布的金刚石颗粒数量，增加
单粒金刚石上的钻压，即增加比压，同时金刚石出刃
较小，易于保留适量岩粉并小颗粒金刚石易于及时
脱落为磨粒，与岩粉共同发挥磨粒磨损作用，加大了
胎体的冲蚀与磨蚀，提高破岩时效。
对于中硬～硬的地层，采用较高浓度方式配以

较粗颗粒为主、较细颗粒为辅的混镶方式。 用粗颗
粒既能避免单位面积唇面上分布的金刚石颗粒数量

过多现象，从而增加比压，又能充分利用粗颗粒金刚
石出刃高、切削量大的特点，提高微切削破碎速度，

０８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３年第 ４０卷第 ８期　



在冲击载荷下更能提高体积破碎效果。 而利用细颗
粒填充粗颗粒金刚石间空白胎体，不让砂粒进入金
刚石间隙冲蚀胎体，来增加胎体耐磨性，适应高时效
下大量岩粉对胎体磨耗较严重的情况，从而兼顾寿
命与时效同时提高。

对于破碎和卵砾石的地层，由于碎岩以磨削方
式为主，同时岩粉不能及时排出，有重复破碎现象，
钻头内外径磨损量大，钻头消耗快。 我们采用较高
浓度方式配以中等粒度为主、小粒度为辅的混镶方
式，充分提高单位面积唇面上分布的金刚石颗粒数
量，同时提高胎体硬度，提高胎体耐磨性和冲蚀性。
3．3　胎体材料选择与匹配

在传统胎体组分基础上，本项目通过增添新的
元素并适当调节胎体配方组分，来降低胎体烧结温
度，减少烧结温度对金刚石原有强度的影响，提高胎
体对金刚石包镶力和胎体强度。
3．3．1　尽量采用预合金粉末

预合金粉末相对机械混合单粉有烧结温度低，
可塑性、耐冲击性好，不易氧化，价格低等优点。 国
外生产的钻头等金刚石制品多采用标准的预合金粉

末。 本项目尽量采用预合金粉末作为胎体材料来降
低烧结温度，提高胎体性能。
3．3．2　添加碳化物形成元素

添加碳化物形成元素是指在传统配方基础上，
适量加入Ｗ、Ｆｅ、Ｃｒ、Ｔｉ 等金属，使其在钻头烧结过
程中与金刚石表面 Ｃ原子悬挂键结合，形成碳化物
层，使胎体和金刚石之间以弱化学键和化学键粘着，
增强胎体对金刚石的包镶。 实验表明，碳化物形成
元素在 Ｃｕ基合金中能降低 Ｃｕ 合金和金刚石的接
触角，降低内界面张力，从而提高粘结力，加固包镶。

（１）增加能形成碳化物的骨架材料组分钨
（Ｗ）。 试验表明，Ｗ 是强碳化物形成元素，自 ７５０
℃开始在金刚石表面有 ＷＣ、Ｗ３ Ｃ３、Ｗ４ Ｃｏ２ Ｃ 生成。
同时，Ｗ和 Ｃｕ、Ｃｏ、Ｎｉ、Ｆｅ等其它粘结金属都有较好
的相容性，同时烧结时金刚石和Ｗ相互进行化学反
应的热力学条件并不苛刻，常规粘结剂的烧结温度
均能满足ＷＣ 生成。 Ｗ熔点高达 ３４１０ ±２ ℃，可以
作为骨架材料。

（２）增加铁作为胎体的性能调节组分。 铁既与
金刚石形成渗碳体型碳化物，同时实验表明铁与金
刚石的附着功比钴高，还能与其它元素合金化，强化
胎体。

（３）提高钴（Ｃｏ）含量。 钴是优秀的粘结剂材
料，既能降低钴与金刚石的内界面生长，又有较高的

附着功，是铜的 １０ 余倍。 同时钴与 Ｃｕ、Ｍｎ、Ｎｉ、Ｆｅ、
Ｚｎ、Ｓｎ、Ｗ等其它金属都有较好的相容性，能够满足
钻头胎体的韧性。

（４）增加磷（Ｐ）元素。 磷在 ７１４ ℃时与铜存在
共晶反应。 在铜合金中磷是最有效、成本最低的脱
氧剂，微量磷的存在，可以提高熔体的流动性。 磷还
能够降低铁基合金的烧结温度，通过添加较高含量
的磷可以减弱铁对金刚石的侵蚀作用。

（５）添加稀土元素。 有关资料表明，在胎体中
添加一定量的稀土元素，可以降低共晶合金的熔点，
具有有效地脱氧、脱硫、脱氮作用，能抑制硫、氧、氮
的偏析，净化金刚石与胎体界面，降低液态合金对金
刚石的接触角，提高材质机械性能，改善金刚石钻头
胎体的机械性能。
3．4　针对地层设计适用低温配方

根据上述思路，增减胎体组分，调整组分含量，
针对坚硬致密地层、中硬～硬的地层、破碎和卵砾石
的地层分别设计了多种低温烧结新配方，分别烧制
空白钻头进行烧结试验，进行了硬度和抗弯性的测
试；并在空白钻头上局部混合金刚石，试验胎体对金
刚石的粘结性能。
烧制和室内试验测试结果表明：（１）新型低温

配方烧结温度降低 ６０ ～７０ ℃，降低了金刚石和聚晶
的热损伤；（２）提高了对金刚石的粘接力和包镶力，
以及金刚石最大出刃高度，保证了金刚石失效前不
脱落；（３）抗弯强度、冲击韧性及与钢体连接强度满
足了钻进需要；（４）硬度、耐磨性、抗冲蚀性方面得
到提高。
通过优选，确定 ３个配方用来进行野外试验。

3．5　优化烧结工艺
烧结是钻头制作的关键步骤，包括烧结温度、压

力、保温时间、升温和冷却速度，本项目从以下方面
优化烧结工艺。
3．5．1　全压增大

加大烧结压力，可以减少粉末颗粒间间隙，提高
相互接触面积，提高热传导速度，加快相互扩散速
度，提高致密化速度，减少烧结时间。 通过加大加厚
模具，提高模具强度，使总烧结压力达到 ２０ ＭＰａ。
3．5．2　仍采用初压、中压、全压三步加压法

针对原烧结工艺，进行了加压点前移并采用局
部连续加压方式。 初压在温度升至 ６００ ℃时加上，
数值为全压力的 ２０％ ～３０％，避免初压过大，影响
粉末脱气；温度升至塑化点后既开始将压力加至全
压的 ７０％，中压在达到塑化开始有体积收缩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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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压力滞后有胎体收缩的现象出现，从中压开始
温度与压力同步上升；全压在达到最高温度时加，促
使胎体致密化的进行。
3．5．3　采用温度与压力同步上升的二次保温工艺

针对中频感应加热集肤效应，外部温度上升快，
内部升温慢，选择加中压时进行一次保温保压，在烧
结早期温度较低时进行充分的热传递，使被烧结合
金尽早内外温度一致，以缩短全温烧结时间；中压保
温后采用温度与压力同步上升方式到达全压和全

温，再进行一次保温保压烧结。 这样能最大程度避
免元素聚集和偏析；二次保温减少了金刚石高温期
停留时间，提高了金刚石强度。

4　新型深孔钻进金刚石钻头的现场应用及效果
本项目研制的钻头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中旬 ～１１

月下旬期间在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韩麻营镇大汤头

沟矿区 ＺＫ２３０２ 钻孔开展生产试验，完成试验进尺
７０２畅１５ ｍ，其中单只钻头最高进尺达 ３１３畅３ ｍ，时效
比同孔其他钻头提高达 ５％ ～１５％，取得了较好的
试验效果。 试验应用表明，所研制的钻头是比较成
功的。
4．1　矿区概况

大汤头沟矿区隶属承德市隆化县韩麻营镇大汤

头沟村，韩麻营镇马虎营村西南 ６ ｋｍ，省道经过马
虎营村，交通较为便利。 矿区位于燕山山脉中段北
部，地处承德市与隆化县分界处黑山主峰西侧，海拔
７５０ ～８００ ｍ，地形陡峭，沟谷发育，地表植被覆盖面
积达 ６５％以上，覆土厚度不大。 年平均气温 ８ ℃左
右，最高达 ４０ ℃，最低－２９ ℃，温差变化较大。 最
大风速为 ２５ ｍ／ｓ。 年降雨量 ５００ ｍｍ 左右，多集中
在 ７ ～９ 月份。 霜冻期自 １２ 月下旬至翌年 ５ 月上
旬，最大冻土深度 １畅４０ ｍ，最大积雪厚度 ２７０ ｍｍ。
属于比较干燥寒冷的大陆性气候，生活环境、施工条
件较差。
矿区位于黑山基性杂岩体西北部边缘，第四系

覆盖层薄，但上部地层较为破碎，部分孔段漏失较
重，主矿层分布在 ８００ ～１４００ ｍ之间，埋藏较深。 杂
岩体由斜长岩和苏长岩组成，生成于元古代，两者成
侵入关系。 斜长岩占 ８０％以上，结构致密坚硬，研
磨性较弱，可钻性 ７ 级，部分 ８ ～９ 级；苏长岩硬度、
研磨性中等，可钻性 ６级左右；铁矿石可钻性 ８级。
4．2　钻孔设计及实际钻探情况

地质设计钻孔为直孔，终孔直径＞７５ ｍｍ，孔深
范围在 ８００ ｍ左右，预计见矿深度 ７００ ｍ，钻孔穿过

矿层底板 ３０ ～５０ ｍ后方可终孔；提下钻时必须进行
水文观测；孔斜≯２°／１００ ｍ；第四系覆盖层不要求取
心，但基岩面以上 ５ ｍ 开始取心，岩心采取率≮６５
％，矿层顶底板 ５ ｍ 范围内及矿层岩心采取率≮
８０％。 钻孔实际孔深 １４０３畅０６ ｍ，实际见矿深度
１１００ ｍ，前后多次钻遇破碎带，漏失严重，进行多次
堵漏工作，施工难度较大。
4．3　设备情况

ＸＹ－４Ｂ 型钻机，ＡＹ１５ 型钻塔，ＢＷ２５０ 型泥浆
泵 １台（４１０５柴油机动力），氧气瓶式自制稳压罐及
高压胶管等。
管材：饱１４６ ｍｍ 孔口管，饱１０８ ｍｍ 套管，饱８９

ｍｍ套管，邯郸探矿机械厂饱７１ ｍｍ绳索取心墩粗钻
杆。
钻具：饱１４６ ｍｍ单管钻具；饱１０８ ｍｍ 双管钻具；

饱８９ ｍｍ双管钻具；Ｓ７５ 绳索取心钻具配饱７７畅６ ｍｍ
钻头、饱７７畅９ ｍｍ扩孔器。
其它：２０ ｋＷ发电机 １ 台，搅拌机 １ 台，绳索取

心绞车 １ 台。
冲洗液：水＋水解聚丙烯酰胺。

4．4　生产试验情况及效果
本钻孔使用 饱７７ ｍｍ 金刚石钻头的孔段为

７３畅３０ ｍ至终孔，共钻进 １３２９畅７６ ｍ，耗用钻头 １０个
（部分未用完），其中某厂钻头 ６ 个，共进尺 ６２７畅５８
ｍ，试验钻头 ４个，共进尺 ７０２畅１８ ｍ。 钻头性能指标
见表 １。

表 １　大汤头矿区钻头性能一览表

编号 钻头结构 硬度
工作层高
度／ｍｍ

金刚石
品级

浓度
／％

粒度
／目

试验 ６ 号 梯齿面，双层水口
底喷式，上下水口
高均为 ９ ｍｍ

ＨＲＣ２０ １５ ＨＨＤ９０ １２０ ３５ ～６０

试验 ７ 号 梯齿面，高低架桥
式，８ 个水口各高
１６ ｍｍ

ＨＲＣ１５ １５ ＨＨＤ９０ １００ ３５ ～７０

试验 ８ 号 同 ７ 号 ＨＲＣ１２ 档１５ 槝ＨＨＤ９０  １００ 照３５ ～７０ 篌
试验 ９ 号 同 ７ 号 ＨＲＣ１２ 档１５ 槝ＨＨＤ９０  １００ 照３５ ～６０ 篌
某厂钻头 梯齿面，１０ 个水

口各高 １０ ｍｍ
ＨＲＣ１２ １０

我院投入试验钻头 ４ 个，１ 个（６ 号）为底喷双
层水口钻头，钻进 １畅３ ｍ 由于孔底岩粉较多发生堵
塞憋水而停用。 另外 ３ 个为架桥型钻头，其中 ７ 号
钻头由于灌水泥扫孔时间较长，扫孔完毕钻头下入
钻孔前工作层还有 ８ ｍｍ，即仅消耗 ５０％，但孔内岩
粉沉淀过多造成堵塞，钻头发生非正常损坏；７、８、９
号 ３个钻头共进尺 ７００畅８８ ｍ，平均使用寿命 ２３３畅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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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某厂家钻头共投入 ６ 个，其中 ３ 号扫孔钻头非
正常损坏，仅钻进 ２８畅９ ｍ，１ 个钻进 ８５畅９ ｍ 尚能继
续使用，另外 ４个正常用完，４ 个正常用完的钻头共
钻进 ５１２畅８７ ｍ，平均使用寿命 １２８畅２２ ｍ。 对比之下
我院钻头比同矿区某厂钻头寿命提高 ８２％。 另外，
统计表明，某厂家钻头平均每百米提下大钻次数为

３畅４２次，我院试验钻头平均每百米提下大钻次数为
１畅９１次，比前者缩短 ４０％以上。 提下大钻增多主要
原因是取心失败和丈量孔深造成，试验钻头寿命延
长也是提下大钻次数减少的重要因素。
钻头试验情况见表 ２。

表 ２　大汤头沟矿区钻头试验情况一览表

孔深／ｍ 回次
钻头
进尺
／ｍ

钻头
编号

回次
进尺
／ｍ

辅助
时间
／ｈ

纯钻
时间
／ｈ

纯钻
率
／％

时效
／（ｍ·
ｈ －１）

正常台班
进尺情况

百米提
下大钻
次数／次

提下大钻情况

７３ 篌篌畅３ ～
１４３  畅１３

６１ ～１０１ ６９   畅８３ 某厂 １ 号 １ RR畅６６ ５７ xx畅５０ ３１ 棗棗畅１０ ３５ ２ ??畅２４ 平均 ８ 乔乔畅９ ｍ １２ ��畅９０ 共 ９次：下钻 １ 次，加套管 １ 次，换
扩孔器 １ 次，取心 ５ 次，灌水泥 １ 次

１４３   畅１３ ～
２８５  畅９３

１０２ ～１６５ １４２   畅８０ 某厂 ２ 号 ２ RR畅２３ ５４ xx畅５０ ５３ 棗棗畅３０ ４９ ２ ??畅６８ １０ ｍ 以上 ６ 个，８ ～１０ ｍ
的 ３个，最高 １６   畅８ ｍ，平
均 １１ 潩畅３７ ｍ

２ ��畅８０ 共 ４次：换钻头测孔深 １ 次，量孔深
２次，取心灌水泥 １ 次

２８５   畅９３ ～
２８７  畅２３

１６６ １   畅３０ 试验 ６ 号 １ RR畅３０ １ 棗棗畅１０ １ ??畅１８ 钻头堵，泵压高，停用，工作层未消
耗

２８７   畅２３ ～
３００  畅４３

１６７ ～１７３ １３   畅２０ 某厂 ２ 号 ２ RR畅０７ ７ xx畅５５ ６ 棗棗畅２５ ４５ ２ ??畅１２
最高 １ 个，９ xx畅４ ｍ ７ ��畅５７ 共 １次：换钻头

３００   畅４３ ～
３６５  畅１３

１７４ ～２０４ ６４   畅７０ 试验 ７ 号 ２ RR畅０３ １４ xx畅４０ ３１ 棗棗畅７０ ６９ ２ ??畅０５ １０ ｍ以上的 ３ 个，８ ～１０
ｍ 的 ３ 个，平均 １１ PP畅６ ｍ

１ ��畅５５ 共 １次：换钻头，地层变硬停用

３６５   畅１３ ～
３９４  畅０３

２０６ ～２１９ ２８   畅９０ 某厂 ３ 号 ２ RR畅０６ １５ xx畅４０ １６ 棗棗畅３０ ５２ １ ??畅７８ １０ ｍ以上的 １ 个，８ ～１０
ｍ 的 ２ 个，平均 １０ PP畅９６ ｍ

７ ��畅９２ 共 ２次：换钻头并测孔深、取心各 １
次，钻头用光

３９４   畅０３ ～
５２９  畅８

２２０ ～２７５ １３５   畅８０ 试验 ８ 号 ２ RR畅４２ ４９ xx畅６０ ５７ 棗棗畅５０ ５３ ２ ??畅３６ １０ ｍ以上的 ７ 个，８ ～１０
ｍ 的 ２ 个，最高 １７ RR畅８ ｍ，
平均 １０ 眄畅９６ ｍ

２ ��畅９４ 共 ４次：换钻头 １ 次，量孔深 １ 次，
取心 ２ 次，孔内岩粉沉淀过多堵塞，
钻头非正常损坏

５２９   畅８３ ～
７１６  畅９１

２７６ ～３５０ １８７   畅０８ 试验 ７ 号 ２ RR畅４９ ５１ xx畅６０ ８３ 棗棗畅５０ ６２ ２ ??畅２４ １０ ｍ 以上 １３ 个，８ ～１０
ｍ 的 ２ 个，最高 １６ RR畅２ ｍ，
平均 １１ 眄畅３８ ｍ

１ ��畅５９ 共 ３次：换钻头 １ 次，量孔深 ２ 次，
钻头用光

７１６   畅９１ ～
７８１  畅１６

２２ ６４   畅２５ 某厂 ４ 号 ２ RR畅９２ ３２ xx畅９０ ２９ 棗棗畅９０ ４７ ２ ??畅１５ １０ ｍ 以上 ４ 个，８ ～１０ ｍ
的 ２个，最高 １２   畅８ ｍ，平
均 １０ 潩畅３５ ｍ

１ ��畅５５ 共 １次：换钻头，钻头用光

７８１   畅１６ ～
１００３ ?畅８６

３７３ ～４５８ ２２２   畅７０ 某厂 ５ 号 ２ RR畅６２ ８９ xx畅３０ １２２ 棗棗畅７０ ５８ １ ??畅８１ １０ ｍ 以上 ８ 个，８ ～１０ ｍ
的 ７个，最高 １２ ｍ，平均
８   畅９４ ｍ

２ ��畅６９ 共 ６次：换钻头 １ 次，取心 １ 次，取
心并量孔深 １ 次，量孔深 ３ 次

１００３ ??畅８ ～
１３１７ ?畅１６

４５９ ～５７４ ３１３   畅３０ 试验 ９ 号 ２ RR畅７０ １４８ xx畅２５ １６３ 棗棗畅５０ ５２ １ ??畅９１ １０ ｍ 以上的 ８ 个，平均
９   畅４ ｍ

１ ��畅５９ 共 ５次：换钻头 １ 次，取心 １ 次，量
孔深 ３ 次

１３１７ ??畅１６ ～
１４０３ ?畅０６

５７５ ～６１１ ８５   畅９０ 某厂 ６ 号 ２ RR畅６２ ５９ xx畅５０ ４５ 棗棗畅３０ ４３ １ ??畅９０ ８ ～１０ ｍ 的 ４ 个，最高
９   畅４ ｍ，平均 ７ 档畅０４ ｍ

２ ��畅３２ 共 ２次：换钻头 １ 次，取心 １ 次，钻
头工作层 １０ ｍｍ，已消耗 ６０％

钻进技术参数：全孔在 饱７７ ｍｍ 口径绳索取心
钻进期间钻进技术参数变化不大，岩心采取率符合
地质要求，大部分采取率在 ９０％以上。 使用新研制
的长寿命钻头钻进与其它钻头钻进技术参数相同。
钻压在 １５ ～１８ ｋＮ之间，以 １５ ｋＮ为主，在浅部个别
回次采用 １８ ｋＮ，或根据需要减压至 ９０％；转速基本
４６８ ｒ／ｍｉｎ；冲洗液量：常用泵量为 ６０ Ｌ／ｍｉｎ，在破碎
漏失地层进行钻进使用高泵量，正常钻进泵压为 １
～３ ＭＰａ。
试验钻头最初由于外径水槽长度大，造成了憋

压现象，下钻后泵压从 ２ ＭＰａ 升至 ２畅５ ～２畅８ ＭＰａ，
为此钻头又进行了改进加工，缩短水槽长度，使泵压

降低至了 ２畅３ ＭＰａ，虽仍高于普通钻头，但对钻进无
影响。

5　结论
（１）野外试验证明，本项目所研制的金刚石钻

头适应了深孔钻进要求，具有寿命长、时效高、导向
性好、保径好、对地层适应性较强等优点。

（２）新研制的钻头与同矿区使用的其它钻头
比，金刚石粒度大，浓度高，色泽相对好，时效较高。
试验 ８、９号钻头比同钻孔其它钻头在相近深度钻进
提高时效 ５畅５％～１６％，最高台班进尺达到 １７畅６ ｍ，
提高 ４８％，高进尺台班数也多于对比钻头；７号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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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时效 ５％，最高台班进尺达到 １６畅２ ｍ 提高
２７％。

（３）新研制的钻头由于提高了工作层高度，提
高了胎体性能，延长了钻头使用寿命，平均使用寿命
２３３畅６１ ｍ，比同矿区其他钻头寿命提高 ７２％；最高
钻头寿命 ３１３畅３ ｍ，同矿区其它钻头最高寿命 ２２２畅７
ｍ提高了 ４１％。

（４）低温烧结新配方通过添加碳化物形成元
素、采用预合金粉末、针对地层设计适用配方等措
施，有效提高了对金刚石的包镶力和粘结力，提高了
金刚石出刃高度，延长了金刚石有效工作时间。 同
时还降低烧结温度达６０ ～７０ ℃，减小了热压烧结对
金刚石的损伤（图 ２），提高了钻头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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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业　在　前　行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全球矿业行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本刊讯　还有不到 ３个月的时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将
于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如期举行。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全球
矿业行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将为全球矿产行业展
示最新动态提供良好的平台。

作为全球矿产能源行业最大的投资和消费国之一，中国
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矿业企业的广泛关注。 根据组委会最
新统计，已经有超过 ２０个国家的矿业政府部门在 ２０１３ 年的
矿业大会中预定了展位；而且在矿业大会 ５０ 多个专题论坛
中，全部 １０个国家推介会论坛中已经全部预定。 在 ２０１３ 年
国外政府部门中，既包括每年都参加矿业大会的国家：加拿
大、澳大利亚、格林兰、秘鲁、阿根廷等，也有一些首次参展的
国家，如智利、肯尼亚和新西兰。

在本届矿业大会展区中，已经有超过 ８０％的展位被预
定，２０１３年设备展区面积也大幅增加，展览总面积预计将超
过 ２００００ ｍ２ 。 同时，组委会还收集了如项目介绍、经营矿种
等详尽的展商信息，以方便企业更方便有效的找到投资者或
潜在合作伙伴。

与往年一样，本届矿业大会将兴办多场论坛及会议，其
中包含 ５０个专题论坛，涵盖了政策与融资、矿业普查勘探与
开采、矿产品专题、国家投资和矿业可持续发展等不同专题，
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交流机会。

根据 ２０１３年矿业行业的总体形式以及最新的政策动
态，特别推出了一些专题论坛，如海外初级勘探企业投资论
坛、中国国际矿业投资论坛、中国国际绿色矿山峰会等。

海外初级勘探企业投资论坛是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首次

推出的论坛，旨在为海外初级勘探企业与投资者提供更多的
投资对接服务。 届时这些勘探公司将有机会展示和推广其
投资项目，并且大会组委会将会对参加项目展示的企业给予
一定程度的优惠。

而由商务部支持的中国国际矿业投资论坛将就 ２００９ 年
以来中国矿业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情况进行分析，介绍中国企
业在海外投资的基本情况，分析对这些公司的经营现状，并
从政策扶持、战略决策、行业自律等多个方面提出参考意见。

另外中国国际绿色矿山峰会也是 ２０１３ 年论坛的一大亮
点。 由于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枟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年）枠中明确要求，于 ２０２０ 年完成基本建立绿色矿山格
局的战略目标，同时也为绿色矿山的资格认证提供了依法办
矿、规范经营、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环
境保护、土地复垦、社区和谐、企业文化等严格的评估标准。
而中国目前拥有共大约 １０ 万座矿山，试点绿色矿山近 ５００
家，这无疑对国内外矿业企业及矿山相关服务机构提供了巨
大的发展机遇。

尽管中国并不是救世主，并且自身也面临着 ＧＤＰ 增长
率下降等问题，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 在充
斥着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世界经
济前进的重要动力。 作为中国矿业能源行业的重要载体，中
国国际矿业大会也因此在全球矿业能源行业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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