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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齿参数对PDC钻头破岩效率影响的试验

邹德永，蔡环

(中国石油大学石油工程学院，山东东营257061)

摘要：PDC切削齿尺寸、后倾角和布齿密度是影响PDC钻头性能的重要设计参数。采用室内钻进试验方法，考察切

削齿尺寸、后倾角和布齿密度对PDC钻头破岩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可钻性为Ⅲ级以下的岩石，直径19 mm切

削齿的破岩效率最高；对可钻性为Ⅳ～V级的岩石，直径16 mm切削齿的破岩效率最高；采用直径19 mm和16 mm

切削齿时，后倾角为15。左右时的破岩效率最高；随布齿密度增大，破岩效率降低，特别是在可钻性为Ⅲ级以下的岩

石中，布齿密度的影响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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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on effect of cutter parameters of PDC bit

on rate of penetration

ZOU De-yong，CAI Huan

(College ofPetroleum Engineering in China University ofPetroleum，Dongying 257061，China)

Abstract：PDC cutter size，back rake and density are very important design parameters affecting the performance of PDC bit．

The effects of PDC cutter's size，back rake，and density on the rate of penetration(ROP)of PDC bit were researched through

room drilling experiment．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OP of the PDC bit designed with cutters diameter of 1 9 mm is the high—

tmt in the rock whose drillability grade isⅢ．But in the rock whose drillability grade is IV—V。the ROP of the PDC bit de·

signed with cutters diameter of 16 mm is the highest．When the PDC bits designed with cutters diameter of 19 mm and 16 mm

are used．the highest ROP is obtained in the back rake about 15。．In the rock whose drillability grade isⅢ，the ROP de-

creases with the PDC cutter density increasing，and the effect is obvious．

Key words：PDC bit；cutter size；back rake；cutter density；rate of penetration

钻井实践证明，切削齿尺寸、后倾角和布齿密度

是PDC钻头设计的重要参数，对PDC钻头破岩效

率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是，在目前的PDC钻头

设计中，切削齿尺寸、后倾角和布齿密度设计仍然凭

经验：软地层采用大尺寸、低密度布齿，硬地层采用

小尺寸、高密度布齿，后倾角为10。一30“1‘2。。目

前，国内外对PDC钻头力学分析、水力模拟、布齿设

计方法等问题研究较多"。10|，但对PDC切削齿尺

寸、后倾角和布齿密度的合理取值问题，由于缺乏理

论依据，钻头设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能满足

PDC钻头个性化设计的需要。笔者通过室内钻进试

验，对PDC切削齿尺寸、后倾角和布齿密度对PDC

钻头破岩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确定出适合不同性

质地层的切削齿尺寸、后倾角和布齿密度，为PDC

钻头的个性化设计和合理选型提供科学依据。

1试验钻头设计

试验钻头为直径10 cm的三刀翼钻头，如图1

所示。钻头剖面形状设计为“直线一圆弧一直线”形，

内锥角130。，外锥角15。，冠顶旋转半径30 mm，冠

顶圆弧半径13 mm。切削齿直径采用目前常用的

13．44，16．10和19．05 mm。后倾角取5。，lO。，150。

20。和25。。不同布齿密度的试验钻头所对应的布

齿数量见表l。共设计了21只试验钻头，各钻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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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参数见表2。

图1钻头设计图

Fig．1 Test bit design drawing

表1不同布齿密度试验钻头对应的切削齿数量

Table 1 PDC cutters number corresponding to

various density for test bits

表2试验钻头布齿参数

Table 2 PDC cutters design parameters for test bits

2岩样制备

为使试验具有良好的重复性和对比性，试验采

用人造岩样。以水泥为主材，制备了3种标准岩样，

分别代表极软、软和中3类地层⋯1，其组成及特性

见表3。

表3试验岩样组成及特性

Table 3 Composition and properties

of test rock samples

3钻进试验

钻进试验是在中国石油大学油气井工程实验室

的3H-650A型钻头试验台架上完成。3H-650A型

钻头试验台架由液压控制钻压系统、电机驱动旋转

系统、水力循环清洗系统和数据采集系统等组成，如

图2所示。在钻进试验中，转速固定为60 r／min，钻

压分别为6，8和10 kN。采用清水作为循环介质，

流量为“L／s。

图2 3H-650A型钻机示意图

Fig．2 3H-650A drilling rig diagram

试验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l～15号

钻头分别钻进l#，2#，3#岩样，数据采集系统自动记

录钻压、转速、扭矩、进尺和钻时等参数，每次试验藿

复3次，取平均钻速作为衡量破岩效率的指标；第二

阶段，在通过第一阶段试验优选出适合不同性质岩

样的最佳切削齿直径和后倾角的基础上，用16～2l

号钻头分别钻进l#，2样，3#岩样，分析其布齿密度对

破岩效率的影响。

4试验结果分析

4．1 切削齿尺寸与后倾角对破岩效率的影响

图3为8 kN钻压下钻进3种岩样获得的平均

钻速随切削齿直径和后倾角的变化曲线。6 kN和

10 kN钻压下的变化规律与8 kN钻压下的完全相

同，只是平均钻速的数值不同。

由图3可以看出，切削齿后倾角对PDC钻头的

破岩效率有显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与切削齿尺

寸和岩石性质有关。直径16 mm和19 mm切削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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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头，钻进可钻性级值分别为3．5，4．6和5．8的岩

样时，后倾角为150左右时破岩效率最高。13 mm

切削齿钻头，钻进可钻性级值为3．5的岩样时，后倾

角为150左右时的破岩效率较高；钻进可钻性级值

为4．6和5．8的岩样时，后倾角200左右时的破岩效

率较高。后倾角对破岩效率的影响机制涉及到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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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的应力分布问题，十分复杂，在此不作讨论。根

据试验结果，可以认为，在V级以下地层中，无论是

采用19 mm切削齿还是16 mm切削齿，最佳后倾角

均为15。。对可钻性级别更高的地层，若采用13

mm切削齿，最佳后倾角为200。

后倾角O／(。) 后倾角0／(。)

(a)l#岩样，可钻性级值3．5 (b)2#岩样，可钻性级值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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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岩样，可钻性级值5．8

图3 PDC切削齿尺寸和后倾角对钻速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PDC cutter size and back rake on drilling rate

由图3还可以看出，切削齿尺寸对PDC钻头的 覆盖要求的前提下，建议尽量设计和选用低密度布

破岩效率也有比较大的影响。钻进可钻性级值为 齿钻头，以提高破岩效率。

3．5的岩样时，19 mm切削齿钻头的平均钻速最快，

其次是16 mm切削齿钻头，13 mm切削齿钻头的平

均钻速最低；钻进可钻性级值为4．6和5．8的岩样

时，16 mm切削齿钻头平均钻速最快，其次是19

mm切削齿钻头。分析其原因，地层可钻性级值低，

抗钻阻力小，在同样的钻压水平下，切削齿比较容易

吃人地层，故较大尺度切削齿可获得较高的破岩效

率。地层可钻性级值越高，抗钻阻力越大，切削齿尺

寸越大，吃人越困难。据此可以得出结论：钻进Ⅲ级

以下软地层的PDC钻头，选用19 mm切削齿，可获

得较高的破岩效率；钻进Ⅳ和V级地层时，选用16

mm切削齿可获得较高的破岩效率。从提高破岩效

率方面考虑，地层可钻性级值越高，选用的切削齿直

径应越小。

4．2布齿密度对破岩效率的影响

图4为8 kN钻压下平均钻速随布齿密度(数

量)的变化规律。在6 kN和10 kN钻压下，也具有

相同的规律。

由图4可以看出：平均钻速均随布齿密度的增

大而降低；与钻进3#岩样相比，钻进l撑岩样时，布齿

密度对机械钻速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是因为在同样

的钻压水平下，布齿密度增大，切削齿嵌入地层的能

力必然降低，而且布齿密度对破岩效率的影响与所

钻地层的可钻性密切相关。因此，在设计PDC钻头

时，应根据所钻地层的性质和采用的切削齿尺寸，合

理地设计切削齿数量。对于较软地层，在满足井底

P
{
3
、、

■

硝
拯
露
}

齿数玮

图4布齿密度对PDC钻头钻速的影晌

Fig．4 Effect of PDC cuter number on drilling rate

5 结论

(1)PDC切削齿尺寸对钻头破岩效率有明显地

影响。在设计和选用PDC钻头时，应根据所钻地层

性质，选用合适尺寸的切削齿。钻进可钻性为Ⅲ级

以下的软地层，应选用直径为19 mm或更大尺寸的

切削齿；钻进可钻性为Ⅵ～V级地层，选用直径为

16 mm左右的切削齿。

(2)PDC切削齿的后倾角对钻头的破岩效率有

显著地影响，且与切削齿尺寸和地层性质有关。在

V级以下地层中，无论是采用19 mm切削齿还是16

mm切削齿，最佳后倾角为15。。对可钻性级别高的

地层，若采用13 mm切削齿，最佳后倾角为20。。

(3)PDC钻头钻进速度随布齿密度的增大而降

低，且与地层性质密切相关。设计PDC钻头时，应

根据所钻地层的性质和采用的切削齿尺寸合理地设

计布齿密度。对于较软地层，在满足井底覆盖要求

的前提下，建议尽量设计和选用低密度布齿钻头，以

提高破岩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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