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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PDC钻头与工艺学》
刘广志

国土资源部高咨中心�北京 100812

　　1949年初�北京解放不久�当时的人民政府企
业部即在地质部门建立了新中国地质探矿队伍�组
织解放前给日本、英国人当过钻工的一批人到北京
参加钻探工作．那时候国家急需金属矿产资源以恢
复破坏的重工业区�但用的是解放前遗留下的破旧
钻探设备�钻的绝大部分又是坚硬的金属矿层．但即
使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政府投入的钻机由1952
年的10多台�猛增到1200余台�增长了120多倍．
全国已获得52种重要矿种如：煤、铁、锰、铜、铅、锌、
钨、锡、钼、铝、磷、硫等的储量�保证了国家第二个五
年计划的需要（见宋应文集 P69）．但由于钻探队伍
发展太快、熟练工人奇少�矿层坚硬等客观因素�出
现了严重的“工程质量差、效率低、成本高”的现象．

如何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一时成了一个急切需
要解决的大问题．政府主管部门组织了探矿界的大
讨论�一致认为：要走国外先进道路�推广金刚石探
矿�才能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应该搞跨部门的大协作”．于是一个寻找原料、制造
压机、研究钻头工艺和研究钻进工艺的课题、纷纷由
大学、工厂、研究所分担并限期完成的计划�付诸
实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长江金刚石钻头研制公
司�是在李大佛同志开放创新的思维指导下、在有关
教授和专家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李大佛教授和
他的助手们广泛深入地钻研国内外金刚石钻头制造

工艺�从小口径到大口径、从地质钻探扩展到石油钻
探�倾注其全部精力�视发展低温电铸孕镶金刚石钻
头事业为己任�为了验证所设计和开发的金刚石、
PDC 钻头的实际效果�长期反复往来于中原油田和
工厂之间�现场监检、收集数据、不断创新�终于使该
厂的金刚石钻头品种进入石油钻井的新领域�这是
一个国外也未曾见到过的新领域．

应当说�低温电铸孕镶人造金刚石地质钻头是
中国地质大学率先研制成功（1975年）�并批量地、
成功地应用于中国地质钻探工业生产�这不仅是地
质钻探的中国特色�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
领先技术．现在低温电铸孕镶金刚石地质钻头在全

国范围内已得到广泛推广使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全年全国使用金刚石地质钻头大约100万只�而低
温电铸孕镶金刚石钻头的占有率在50％以上．特别
是对于那些坚硬致密的坚硬地层（或称打滑地层）使
用电铸孕镶金刚石钻头和其他钻头比较�更具优越
性�综合效益更好（该项目曾获国家发明专利和国家
发明三等奖、地矿部科技成果一等奖）．随着时代的
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电镀技术引进诸如新的添加剂、
超声波、脉冲振荡射流之类新技术�低温电铸孕镶金
刚石地质钻头必将在地质钻探领域发挥更大更好的

作用．
在室温的条件下制造电铸金刚石复合片�并且

是在室温（20～30℃）的环境中生产低温电铸复合
片取心石油钻头（曾获国家发明专利、地矿部科技成
果二等奖）�应当说这是一项新工艺、新技术�恐怕在
国内外没有先例．用这种技术研制的取心石油钻头
分别在甘肃玉门油田托参一井和河南南阳油田

B125-2井中使用�均取得十分显著的经济指标．目
前�他们还在研制低温电铸孕镶金刚石石油全面钻
头�并在川东北气井试验了一只8—1／2″低温电铸
孕镶金刚石石油钻头�已经初见成效�很有前景．在
我国投资巨款开发的“普光气田”�特别坚硬、研磨性
特强的陆相地层 PDC 钻头钻不动�牙轮钻头也很难
钻进�而且风险很大�处于比较尴尬的局面�他们研
制的低温电铸孕镶金刚石石油钻头有望打破这种局

面�提供新式武器攻克难关．无压浸渍 PDC 石油钻
头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外研制的新型石油钻头
产品．由于该钻头价格昂贵�国内当时使用很少．应
当说 PDC 石油钻头这种新技术、新产品对于石油勘
探具有划时代意义．20年来通过广大科技工作者根
据国情将该技术、该产品吸收、消化并创新�PDC 钻
头已经在国内大面积推广�目前90％以上的国产
PDC 石油钻头取代了进口产品．石油钻井规程砾石
夹层原来规定是不能使用 PDC 钻头的�他们研制成
功了砾石夹层中使用的新型 PDC 石油钻头．从
2006年开始�利用自激振荡脉冲射流原理�成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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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自激振荡脉冲射流 PDC 石油钻头．现在中国地
质大学长江钻头公司生产的 PDC 石油钻头已经大
面积地采用了自激振荡射流技术和装置�通过生产
使用普遍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钻头钻进效率提
高30％左右�钻头寿命也有相应的提高�特别是这
种钻头破碎的岩屑比普通钻头破碎的岩屑颗粒粒径

大2～4倍�这样就扩大了 PDC 石油钻头的使用范
围�特别是勘探井．

《金刚石、PDC 钻头与工艺学》这本书�顺应时
代潮流�在知识经济时代�新知识、新技术日新月异、
层出不穷�一旦停滞不前�便可能被很快淘汰．李大
佛教授深知此理�每日都觉是在逆水行舟�70多岁
的高龄仍然研究不止、笔耕不缀�在出版《电镀金刚
石钻头研究》、《电镀金刚石钻头技术》等专著的基础
上�又推出了这本《金刚石、PDC 钻头与工艺学》．该
书对业内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本书注重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耦合�较好地达到

先进技术与市场需求的双向关照．书中列举了第一
手实验数据和大量的实物照片�主要论述了金刚石
地质钻头、PDC 石油钻头及其钻进机理�介绍了坚
硬、致密、“打滑”地层用电镀金刚石钻头、绳索取心
电镀金刚石钻头、复合片电镀金刚石钻头及电镀
PDC 石油钻头的研制过程及其使用方法�钻进性
能�质量测试方法及在国内外推广实验情况�是作者
30多年来在金刚石钻头制造方面的理论研究和生
产实践的总结．

本书题材新颖�图文并茂�实用易懂�是中国地
质大学第一本讲授“金刚石钻头及其工艺学”细节
的、新的、不可多得的专业书籍�为有关专业师生提
供了很有参考价值．本书对于关心地质事业发展、关
心钻探技术研究、关心金刚石钻头研制的各类人士
而言�都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该书共三篇、23
章、95节、50万字�已于2008年12月由地质出版社
出版．

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