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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耐压机理
周　已　李天全　周　邁　王儒晨
（西南石油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四川成都　６１０５００）

摘要：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结构具有主动排砂、自动补偿封浆效应等优点，是一种新型的牙轮钻头密封结构，耐压性能则
是决定该新型密封性能的关键。因此，构建了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的磁场和磁流耦合的数值仿真模型，从磁通密度、磁感
应强度、理论耐压值的角度实现了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耐压能力和密封性能的全过程，主要研究了工况参数（转速、温度）
对新型密封耐压性能的影响规律。通过数值模拟发现，磁力线在极靴顶部处分布密集，能够实现聚磁效果，极靴顶部处的磁场强度
将高于密封间隙处；磁通密度在极靴顶部位置上的磁场强度大小明显高于其他位置；在每个极靴顶部处都具有较高且相近的磁感
应强度，极靴顶部处的磁感应强度最大，达到３６９７８Ｔ，而齿槽处和密封间隙处的磁感应强度为０２４Ｔ，极靴顶部处存在较大的磁
感应强度梯度。根据理论耐压计算得到理论耐压值为１０９ＭＰａ，验证了密封结构设计的可行性。随着转速和温度的增加，整个密
封结构的耐压能力降低。与转速相比，温度对于密封结构耐压性能的影响较小。通过开展试验研究，验证了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
复合密封的耐压性能，揭示了工况参数对其耐压性能的影响规律，试验结果和仿真结果相符合。
关键词：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磁场模拟；磁流耦合模拟；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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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轮钻头是石油与天然气钻井工程中重要的破岩
工具之一，其寿命直接影响着钻井效率和成本［１］。牙轮

钻头在恶劣环境下钻进时，钻速慢、寿命低的问题［２４］表
现得尤为突出。密封是牙轮钻头阻挡泥浆进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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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线，一旦失封就会导致轴承迅速磨损和钻头失效。牙
轮钻头失效分析表明［５６］，轴承密封是牙轮钻头失效的
关键因素，现有牙轮钻头密封失效严重，从而导致钻头
失效严重、钻井效率降低、钻井成本

!

加。
在牙轮钻头的早期应用中，径向橡胶密封较为常

见，虽然其工作寿命较长，但存在润滑不足的缺点［７］。
Ｏ型密封圈在牙轮钻头轴承密封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后来，又出现了金属浮动密封，其端面应力分布更均
匀，密封效果和可靠性得到了提高。与Ｏ型密封相
比，金属密封更有利于提高密封可靠性、提升钻井速
度、降低钻井成本。之后又出现了流体动压密封，国内
外学者主要对其结构设计开展研究。薛婷等［８］基于流
体动压效应研究非接触式端面密封，研究端面变形和
沟槽形状对端面密封的流体动压效应的影响，归纳总
结流体动压效应理论、实验和应用的研究现状，并展望
未来非接触式端面密封的发展方向。陈家庆等［９１０］基
于流体动压润滑理论，设计了一种新型流体动压密封
结构，利用螺旋流动理论并以密封面间的流量作为调
节标准，初步设定了该型流体动压密封的结构参数。
周已等［１１１３］发明了垂直式和水平式高速牙轮钻头螺旋
密封排砂性能的测试方法和实验装置，为螺旋密封的
工程应用提供了保障。

磁流体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被发现，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获得应用。磁流体具有磁性、稳定性、响应性、流
动性等性质，当磁流体注入磁场间隙时，在磁场的作用
下充满整个间隙，形成一种“液体的Ｏ型密封圈”。近
年来，随着研究的加深，磁流体密封已应用于真空、气
体、液体及防尘等领域［１４１８］。Ｓｚｙｄｌｏ等［１９］对真空环境
中的磁流体密封进行了实验研究，获得磁流体在不同
转速、密封间隙和极靴数量下的温度。研究结果表明，
密封间隙越小，极靴数量越多，磁流体密封温度越高。
李德才等［２０２２］研究了密封间隙对磁流体静密封能力的
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注入到密封间隙处的磁流体分

布更均匀，磁流体的耐压能力更好，且提出了密封介质
为液体的新型磁流体密封方式。王虎军等［２３］通过实
验发现，转轴转速的增加会降低磁流体密封的耐压能
力。程杰等［２４］研究磁流体密封的耐压能力与密封间
隙的关系发现，密封间隙越大密封效果越差。李雪
兵［２５］提出了一种新型密封结构，可有效提高磁流体密
封在液体环境下的寿命。韩顺涛等［２６］研究了磁流体
在液体环境中的旋转密封技术，概述了３种磁流体密
封设计的特点与缺陷。

综上所述，现有牙轮钻头密封大部分为被动接触
式密封，缺少主动排砂的能力，导致磨损较严重，使得
密封过早失效，钻头失效严重，不能很好满足牙轮钻头
使用要求。为此，笔者设计了一种牙轮钻头螺旋磁流
体复合密封结构，开展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
耐压性能的磁流耦合场研究，通过建立磁场和磁流耦
合模型，对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结构进行仿真分析，得
到磁感应强度云图、磁通密度矢量云图，并对其磁感应
强度及耐压能力进行计算，得到不同工况（温度、转速）
对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耐压能力的影响；通
过开展试验研究，研究了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
封耐压性能的实现过程，揭示了工况参数对其耐压性
能的影响规律。

１　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原理
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不仅可以实现主动

排砂功能，避免密封结构与轴承之间的直接接触，还可
以根据变化的密封间隙实现自动补偿功能以及阻挡泥
浆介质的进入（图１）。
　　主动排砂：螺旋磁极安装在牙轮内孔的密封槽内，
与牙轮钻头一起转动，当钻头高速旋转时，牙轮带动螺
旋磁极旋转，从而产生一个向外的泵送推力，其旋转产
生的泵送推力与外部泥浆沙砾进入密封的压力相平衡
后，泥浆介质便无法侵入密封，防止轴承产生磨损。

图１　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结构
犉犻犵．１　犛狆犻狉犪犾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犳犾狌犻犱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狊犲犪犾犻狀犵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犮狅狀犲犫犻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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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流体封浆：在磁极的内圆表面加工若干极齿，利
用磁性液体对外加磁场快速响应的特点，定向移动磁
性液体到具有导磁性能的极齿和转轴之间形成的密封
间隙，由磁极、永磁体与转轴形成多个封闭的导磁回路
在极齿与转轴的密封间隙中形成较强的磁场，从而在
极齿与转轴的密封间隙中会产生数个稳定的“Ｏ”形液
体密封圈，组成多级磁性液体密封，以此达到良好的密
封效果。

磁流体自动补偿：由于磁性液体具有液体的流动
性，且以一定的饱和磁化强度添加在密封间隙中，一旦
密封间隙变大，磁流体便流向大间隙将其填满。若间
隙变小，便挤出多余的磁流体到间隙中，达到较好的自
动补偿效果，能够有效解决牙轮钻头在变间隙、变转速
工况下的密封不稳定问题。

２　数值仿真模拟
２１　磁场模拟
２１１　磁场理论模型

假设计算磁感应强度犅的点称为场点，电流元所
在点为源点，且场点和源点间的距离为犚，相应的解

是（μ＝μ０时）［２７］：
犃狓＝μ０４π∫犞犑狓ｄ狏犚
犃狔＝μ０４π∫犞犑狔ｄ狏犚
犃狕＝μ０４π∫犞犑狕ｄ狏
烅

烄

烆 犚

（１）

　　求得矢量磁位的各个分量之后，可以计算磁感应
强度的各个分量：

犅狓＝犃狕狔－
犃狔
狕

犅狔＝犃狓狕－
犃狕
狓

犅狕＝犃狔狓－
犃狓
狔 （２）

２１２　磁场仿真模型
（１）几何模型
使用ＡｕｔｏＣＡＤ构建二维仿真平面模型，随后将该

模型导入ＡｎｓｙｓＭａｘｗｅｌｌ中，取螺旋密封圈的右侧横截
面建立模型。密封结构的主要尺寸包括：密封间隙犪为
０１ｍｍ；螺旋面倾角犫为２３°；永磁铁位置犮为４６６ｍｍ；
永磁铁厚度犱为２０ｍｍ。其他尺寸如图２所示。

图２　二维仿真平面模型
犉犻犵．２　２犇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狆犾犪狀犪狉犿狅犱犲犾

　　（２）材料属性
磁流体的主要成分为磁性颗粒Ｆｅ３Ｏ４。基载液

为氟碳基化合物；表面活性剂为氟醚酸。永磁体选
用钕铁硼（ＮｄＦｅＢ）材料，剩磁为１２５Ｔ，矫顽力为
９１５４ｋＡ／ｍ，矫顽力方向为犢轴正方向。转轴和极靴
选用不锈钢２Ｃｒ１３。密封轴套选用磁导率较低的铜。

（３）网格划分
采用自适应方法划分网格，根据密封结构的计算

精度要求，选取极靴、主轴、密封轴套、永磁体的最大单
元长度为０５ｍｍ，求解域其他部分的最大单元长度为
１ｍｍ。网格划分结果如图３所示。
２１３　网格无关性验证

在进行有限元仿真时，网格的大小和数量对仿真

结果的准确性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网格大小为
０５ｍｍ时的密封可靠性，开展网格无关性验证，对比
了网格大小分别为０２ｍｍ、０３ｍｍ、０４ｍｍ和０５ｍｍ
时的计算结果（图４）。

图３　网格划分
犉犻犵．３　犌狉犻犱犱犻狏犻狊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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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磁感应强度随网格大小的变化
犉犻犵．４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犻狀犱狌犮狋犻狅狀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狑犻狋犺犵狉犻犱狊犻狕犲

　　由图４可以看出，网格大小为０３ｍｍ时磁感应
强度最小为２９５９３Ｔ，网格大小为０５ｍｍ时磁感应
强度最大为３０５５９Ｔ，磁感应强度变化率为４８％，验
证了仿真结果的可靠性。
２１４　磁场模拟结果分析

（１）磁通密度
由图５可以看出，磁通密度的走势形成了从永磁

铁进入上极靴，然后穿过牙轮钻头大轴颈到达下极靴
的一个闭合回路，其中上、下两个极靴处磁通密度的方
向相反。局部放大视图进一步显示，极靴顶部的磁场
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区域，验证了密封结构的磁路分布
合理性，提高了磁流体密封的性能。
　　（２）磁感应强度

由图６可以看出，在密封结构各个位置的磁感应

图５　磁通密度矢量云图
犉犻犵．５　犞犲犮狋狅狉狀犲狆犺狅犵狉犪犿狅犳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犳犾狌狓犱犲狀狊犻狋狔

图６　磁感应强度云图
犉犻犵．６　犖犲狆犺狅犵狉犪犿狅犳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犻狀犱狌犮狋犻狅狀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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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大小，在永磁体—极靴—主轴—极靴—永磁体构
成的环形回路中，磁感应强度大小明显高于其他位置。
从局部视图可以看出，在每个极靴的顶部都具有较高
且相近的磁感应强度。
　　由图７可以看出，磁感应强度最大点坐标位于极
靴顶部处，极靴顶部处的磁感应强度最大，而齿槽处和
密封间隙处的磁感应强度较小，密封间隙处的磁感应强
度比极靴顶部小，这就使得极靴顶部处存在较大的磁感
应强度梯度，磁流体将会在该处受到更大的磁场力。

图７　最大磁感应强度位置
犉犻犵．７　犔狅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犿犪狓犻犿狌犿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犻狀犱狌犮狋犻狅狀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

　　（３）理论耐压值
以密封侧作为起点，以牙轮钻头端面作为终点，在

极靴顶部和密封间隙之间绘制一条自定义直线Ｐｏｌｙ
ｌｉｎｅ（图８）。在场计算中，以Ｐｏｌｙｌｉｎｅ为路径，选取
１０００个采样点，输出磁感应强度值ＭａｇＢ，最终得到
密封间隙处磁感应强度分布（图９）。

图８　极靴路径分布
犉犻犵．８　犘狅犾犲狊犺狅犲狆犪狋犺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由图９可以看出，沿着极靴顶部和齿槽，磁感应强
度大小发生波动，极靴顶部和齿槽处具有最大、最小磁
感应强度，最大值与最小值交替出现形成磁场梯度，且
交替出现的次数与极靴的数量相同。

图９　密封间隙处磁感应强度分布
犉犻犵．９　犕犪犵狀犲狋犻犮犻狀犱狌犮狋犻狅狀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犪狋狋犺犲狊犲犪犾犵犪狆

　　不同极靴顶部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不同，而最小值
数值较为接近，因此每个极靴顶部磁场梯度不同，耐压
值大小不同。由于永磁体与密封间隙的距离较远，此
处的磁感应强度迅速下降，在中间位置形成明显的低
值。图９中密封间隙处磁感应强度见表１。

表１　密封间隙处磁感应强度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犵狀犲狋犻犮犻狀犱狌犮狋犻狅狀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犪狋狊犲犪犾犵犪狆

齿号 犅ｍａｘ／Ｔ 犅ｍｉｎ／Ｔ
１ ２１４５６００１９２
２ １７６４４００１６０
３ １４２９３００２６８
４ ２０６２８００７７４

　　根据耐压理论可知，犖极密封的极限密封压差的
计算值为：

Δ狆ｍａｘ＝μ０犖犕ｓ（犅ｍａｘ－犅ｍｉｎ） （３）
　　磁流体的饱和磁化强度犕ｓ为３９ｋＡ／ｍ［２４］，相对
磁导率μ０为１Ｈ／ｍ。总的磁感应强度差为：

Δ犅＝∑
４

１
犅ｍａｘ－犅ｍｉｎ＝７２６２７Ｔ （４）

　　密封的耐压值为：
Δ狆ｍａｘ＝μ０犖犕（犅ｍａｘ－犅ｍｉｎ）＝１１３３ＭＰａ（５）

　　根据文献［２８］，牙轮钻头密封腔内外名义压力差
为０３～０７ＭＰａ，考虑安全因素，选取较大的名义压
差０７ＭＰａ。密封耐压值大于最大压差，验证了该密
封结构的可行性。
２２　磁流耦合模拟
２２１　磁流耦合理论模型

在模拟密封间隙内磁流体的流动时，采用不可压
缩流体瞬态计算模型。其中运用的磁流体连续性方程
与运动方程可表示为［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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狌
狓＋

狏
狔＋

狑
狕＝０ （６）

ρｍ狌狋＋狌
狌
狓＋狏

狌
狔＋狑

狌
（ ）狕＝－狆狓＋犛ｕ（７）

ρｍ狏狋＋狌
狏
狓＋狏

狏
狔＋狑

狏
（ ）狕＝－狆狔＋犛ｖ（８）

ρｍ狑狋＋狌
狑
狓＋狏

狑
狔＋狑

狑
（ ）狕＝－狆狕＋犛ｗ（９）

其中：
犛ｕ＝ηＨ

２狌
狓２＋

２狌
狔２＋

２狌
狕（ ）２＋犳ｍｘ （１０）

犛ｖ＝ηＨ
２狏
狓２＋

２狏
狔２＋

２狏
狕（ ）２＋犳ｍｙ （１１）

犛ｗ＝ηＨ
２狑
狓２＋

２狑
狔２＋

２狑
狕（ ）２＋犳ｍｚ （１２）

２２２　磁流耦合仿真模型
将ＣＡＤ软件生成的二维流域几何模型导入Ａｎ

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软件中，使用ＳｐａｃｅＣｌａｉｍ工具对极靴顶部
附近的区域进行切割，同时对磁流体区域及进出口进
行标注命名，便于在后续网格划分过程中对特定区域
实施细化处理，流场仿真几何模型如图１０（ａ）所示。
假设条件为：①由于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三维模型是
轴对称模型，因此，为了提高仿真效率，将其简化为二
维仿真模型；②磁导率在永磁体和其他材料内部假设
为均匀磁化；③忽略实际模型的尺寸及形位误差。

图１０　流场仿真几何模型和流场网格划分
犉犻犵．１０　犌犲狅犿犲狋狉犻犮犿狅犱犲犾犪狀犱犵狉犻犱狆犪狉狋犻狋犻狅狀犳狅狉犳犾狅狑犳犻犲犾犱

　　在模拟磁流体密封的实际工作条件时，将空气视
为可压缩理想气体。泥浆、空气、磁流体的流体力学相
关参数见表２，将各材料赋予至初始条件下的对应流
体域。笔者采用四面体网格以便于插值操作，通过
ＩＣＥＭ软件进行网格划分，建立结构性网格，设置全局
网格最大尺寸为０００２ｍｍ，边界层网格层数为２层，
增长率为１２，如图１０（ｂ）所示。

表２　所用材料相关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狉犲犾犪狋犲犱狋狅狋犺犲狌狊犲犱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材料 密度／（ｋｇ／ｍ３）黏度／（Ｐａ·ｓ）
泥浆 １１００ ００４
空气 理想气体 １７８９４×１０－５
磁流体 １２５０ ００３

　　采用压力入口和压力出口边界条件，将模型上下
两边分别设置为压力入口边界和压力出口边界，压力
入口处压力初始值为０，压力入口通过ＵＤＦ源功能使
压力随每个分析步增加２ｋＰａ。压力出口处初始值也
为０，当压力出口处压力值出现突变时，证明密封失
效，此时的压差即为密封最大耐压值。在密封结构的
每一个内腔中设置压力测试点，以此监测整个密封结
构的压力值（图１１）。

图１１　边界条件示意
犉犻犵．１１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犫狅狌狀犱犪狉狔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求解方法选择ＳＩＭＰＬＥ算法，时间求解步长为
１×１０－４ｓ，求解步数为２０００步。
２２３　磁流耦合模拟结果分析

（１）磁流体密封耐压性能
由图１２可以看出，初始阶段，在磁场力作用下，磁

流体分布在极靴部位并吸附在极靴表面。随着入口边
界处的压力增大，泥浆逐渐将磁流体由牙轮钻头外腔
向内腔推离并且在磁槽中形成了气泡，随着压力的继
续增大，气泡破裂并最终使其完全离开密封间隙，此时
密封失效。

经监测得到，监测点犃、犅、犆、犇、犈（图１１）的压力
值分别为０９６４３７ＭＰａ、０６０６６９ＭＰａ、０４０８５０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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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９０３３ＭＰａ、０００１０８ＭＰａ。压力在牙轮钻头螺旋磁
流体密封结构中由外腔到内腔逐渐减小，说明泥浆在
进入螺旋密封腔的过程中，经过每一极的磁流体密封，
压力均逐渐减小，证明了密封结构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读取监测点犃—犈的数值，监测点犃—犅和犇—犈的
梯度值比监测点犅—犆和犆—犇的梯度值高，这是由
于在表１中，齿号１和齿号４中的磁感应强度梯度比
齿号２和齿号３要高，磁流体在齿号１和齿号４中受
到的磁场力更大。

（２）转速对耐压性能的影响
在内圈壁面分别施加不同的转速５０ｒ／ｍｉｎ、１００ｒ／ｍｉｎ、

１５０ｒ／ｍｉｎ、２００ｒ／ｍｉｎ、２５０ｒ／ｍｉｎ，在壁面和压力入口处

设置温度为９０℃，并对压力入口施加线性增压，完成
瞬态计算。获得不同转速后，将内腔最后一级磁流体
离开密封间隙的时刻标记为密封失效时刻，此时的内
外腔密封压差即为耐压值。

由图１３可以看出，随着入口边界处的压力不断增
加，当磁流体被冲破之后，各极靴处的磁流体并不会全
部消失，而是受到磁场力的作用，进入极靴与永磁体的
腔中，包围着空气形成气泡。当转速较低时，每一级的
磁流体在压力的作用下整体进入极靴和永磁铁形成的
腔内。随着转速的增加，密封腔内的磁流体受到更大的
离心力和径向力，磁流体由极靴进入腔中的时间较为分
散，所以腔中产生的气泡开始增多且分布较为凌乱。

图１２　密封腔加压过程
犉犻犵．１２　犛犲犪犾犻狀犵犮犺犪犿犫犲狉狆狉犲狊狊狌狉犻狕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犮犲狊狊

图１３　不同转速下的密封失效过程
犉犻犵．１３　犛犲犪犾犳犪犻犾狌狉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狅狋犪狋犻狀犵狊狆犲犲犱狊

　　提取不同转速下密封腔中压力监测点的压力值，
得到不同转速下密封结构的监测点压力值（表３）。当转
速为５０ｒ／ｍｉｎ时，密封耐压能力最强，最大耐压值约为
１０３０ＭＰａ。当转速为２５０ｒ／ｍｉｎ时，密封耐压能力最弱，
最小耐压值约为０７７３ＭＰａ。这是由于随着转速增大，密
封腔内的磁流体受到更大的离心力和径向力，磁流体从
极靴处流入内腔中的时间变短，导致整个密封结构的耐
压能力降低。在较高转速时，密封压力仍然大于密封腔
内外压差，说明该密封具有较好的密封性能。

表３　不同转速下监测点的压力值
犜犪犫犾犲３　犘狉犲狊狊狌狉犲狏犪犾狌犲狊犪狋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狆狅犻狀狋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狉狅狋犪狋犻狅狀犪犾狊狆犲犲犱狊
监测点 压力／ＭＰａ

５０ｒ／ｍｉｎ１００ｒ／ｍｉｎ１５０ｒ／ｍｉｎ２００ｒ／ｍｉｎ２５０ｒ／ｍｉｎ
犃 １０３９９７０９６４３７０９１０９９０８５０８３０７７３１９
犅 ０７１３９５０６０６６９０５７６０００５１１２４０４７８６７
犆 ０４９１３１０４０８５００３８９８００３２４８２０３１０２７
犇 ０２９５６１０２９０３３０１９２７６０１６６９５０１７１４７
犈 ０００９０７０００１０８０００６２７０００１９９０００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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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温度对耐压性能的影响
在壁面和压力入口处分别施加不同的温度６０℃、

９０℃、１２０℃、１５０℃、１８０℃，并对压力入口处施加线性
增压，内圈壁面施加转速为１００ｒ／ｍｉｎ，完成瞬态计算。
获得不同温度场后，将内腔最后一级磁流体离开密封
间隙的时刻，标记为密封失效时刻，此时的内外腔密封
压差即为耐压值。

不同温度下，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失效
过程如图１４所示。随着温度的增加，密封腔内部气泡
的分布较为一致，这是由于选择氟碳基作为基载液的
磁流体具有高稳定性、低黏度、低蒸发率、耐高温的特

性，温度对磁流体的影响较小。
提取监测点的压力变化，得到不同温度下密封结

构的监测点压力值（表４）。当温度为６０℃时，密封耐
压能力最强，最大耐压值约为０９９０ＭＰａ。当温度为
１８０℃时，耐压能力最差，最小耐压值约为０７５２ＭＰａ。
这是由于随着温度增大，永磁体在高温下充磁状态
变差，导致磁流体在磁回路中受到的磁场力变小，吸
附在极靴处的磁流体变少。与不同转速对密封耐压
性能的影响相比，不同温度下密封结构的压力值降
幅较小，因此相对于转速，温度对于密封耐压性能的
影响较小。

图１４　不同温度下的密封失效过程
犉犻犵．１４　犛犲犪犾犳犪犻犾狌狉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表４　不同温度下监测点的压力
犜犪犫犾犲４　犘狉犲狊狊狌狉犲狏犪犾狌犲狊犪狋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狆狅犻狀狋狊犪狋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监测点 压力／ＭＰａ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８０℃
犃 ０９９８１２０９６４３７０８９８１８０８５７７８０８０７５２
犅 ０６４６６７０６０６６９０５８２８４０５１５３１０４８３０６
犆 ０４４８６６０４０８５００３９４７８０３４６８００３２３２３
犇 ０２４１０２０２９０３３０２１２５２０１８９４７０１７９３８
犈 ０００８３４０００１０８０００５６２０００４１６０００５３８

３　试　验
３１　试验装置结构及原理

试验装置设计的目的是测试牙轮钻头密封结构的
耐压性能，以泥浆作为密封介质，密封件与调速电机水
平放置。装置由螺旋磁流体密封、加热器、调速电机、
压力水泵、收集容器、水槽、支架台、压力表等组成，牙轮
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试验装置如图１５所示。
在极靴顶部与轴的间隙中注入磁流体后，永磁体、

图１５　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试验装置结构示意
犉犻犵．１５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狋犺犲狋犲狊狋犱犲狏犻犮犲犳狅狉狋犺犲狊狆犻狉犪犾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犳犾狌犻犱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狊犲犪犾狅犳犮狅狀犲犫犻狋



　第１２期 周　已等：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耐压机理 １８５９　

极靴、磁流体以及轴形成封闭的磁力线回路。
　　当测试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耐压性能
时，电机转动，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开始工作，在加
压条件下，泥浆从进水口（通道１和通道２）进入密封
腔内，从出水口（通道３）流出。当螺旋磁流体复合密
封最大耐压小于进水口处的加压泵压力时，螺旋磁

流体密封失效，泥浆会冲破磁流体密封进入密封腔
内，从出水口流出。试验时观察出水口处压力泵上
的压力值，若突然下降，表明磁流体已失效，这时读
取压力表上的最大值，即密封耐压值。牙轮钻头螺
旋磁流体复合密封试验装置的主体部分三维实物图
如图１６所示。

图１６　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试验装置的主体结构
犉犻犵．１６　犕犪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狋犲狊狋犱犲狏犻犮犲犳狅狉狋犺犲狊狆犻狉犪犾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犳犾狌犻犱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狊犲犪犾狅犳犮狅狀犲犫犻狋

３２　试验方案及原理
试验共分为３组，第１组预试验，验证密封的可行

性。第２组试验，保持温度为９０℃，转速为５０～２５０ｒ／ｍｉｎ，
包括５次单元试验，以验证转速对耐压性能的影响。
第３组试验，保持转速１００ｒ／ｍｉｎ，温度为６０～１８０℃，
包括５次单元试验，以验证温度对耐压性能的影响。

预试验时，保持电机静止，温度常温，与通道３连
接的管道处于关闭状态。采用加压水泵将管道与通道
１、通道２相连，从通道１和通道２向密封腔内通入压
力流体。缓慢增加通入压力流体的压力值，观察压力
表数值变化。增压前期，压力表数值随入口处压力增
加而缓增加。当压力增加到一定值后，磁流体密封被
冲破，密封失效，液体从通道３中流出，说明此时的密
封性能良好。其余试验重复试验１的步骤。
３３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３３１　转速对耐压性能的影响

由表５可以看出，随着转速的增加，螺旋磁流体
密封的耐压性能降低。当转速为５０ｒ／ｍｉｎ时，密封
耐压均值为１０２７ＭＰａ，当转速为２５０ｒ／ｍｉｎ时，耐压
均值为０７３３ＭＰａ。因密封耐压值大于密封腔内外
压差，说明密封是可行的。但随着转速的进一步增
加，螺旋磁流体密封结构的耐压性能将会进入不稳定
范围。
　　如图１７可以看出，在初始磁流体含量相同的条件
下，转速从５０ｒ／ｍｉｎ到２５０ｒ／ｍｉｎ变化时，密封内的磁
流体含量逐渐减少，当转速为５０ｒ／ｍｉｎ时，磁流体含

量最多，当转速为２５０ｒ／ｍｉｎ时，磁流体量含量最少。
这是因为转速越高，磁流体在密封间隙中越不稳定，被
排出的就越多。

表５　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结构不同转速下的耐压值
犜犪犫犾犲５　犘狉犲狊狊狌狉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狏犪犾狌犲狊狅犳狋犺犲狊狆犻狉犪犾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犳犾狌犻犱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狊犲犪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狅狋犪狋犻狀犵狊狆犲犲犱狊
转速／（ｒ／ｍｉｎ）耐压值／ＭＰａ平均耐压值／ＭＰａ

１０４
５０ １０３ １０２７

１０１
０９５

１００ ０９２ ０９２０
０８９
０８６

１５０ ０８８ ０８６０
０８４
０７８

２００ ０８３ ０８１０
０８２
０７６

２５０ ０６９ ０７３３
０７５

　　将不同转速作用下密封结构压力的试验值与仿真
值进行对比（图１８）。随着转速的增加，试验与仿真的
耐压能力均降低，但仿真值比试验值略大，这是由于试
验装置存在加工误差。
３３２　温度对耐压性能的影响

由表６可以看出，温度对耐压性能的影响与转速
是一致的，随着温度的提升，密封耐压能力降低。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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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不同转速条件下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结构失效
犉犻犵．１７　犉犪犻犾狌狉犲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狋犺犲狊狆犻狉犪犾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犳犾狌犻犱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狊犲犪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狅狋犪狋犻狀犵狊狆犲犲犱狊

图１８　不同转速作用下耐压试验数据与仿真数据对比
犉犻犵．１８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狋犲狊狋犱犪狋犪犪狀犱

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犪狋犪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狅狋犪狋犻狀犵狊狆犲犲犱狊

度为６０℃时，最大耐压值为０９７３ＭＰａ。当温度为
１８０℃时，最小耐压值为０６８３ＭＰａ。温度越高，耐压
值递减的幅度越大，这是由于虽然磁流体具有低蒸发
率、耐高温的特点。但是永磁铁随着温度的增加，热稳
定性降低，在较高温度下，永磁铁的微结构会发生变
化，导致永磁体重新充磁后也很难恢复到原来的充磁
状态。
　　由图１９可以看出，在初始磁流体含量相同的条件
下，随着温度的增加，密封失效时所剩磁流体量逐渐减
少，温度为６０℃时磁流体含量最多，温度为１８０℃时

表６　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结构不同温度下的耐压值
犜犪犫犾犲６　犘狉犲狊狊狌狉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狏犪犾狌犲狅犳狊狆犻狉犪犾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犳犾狌犻犱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狊犲犪犾犻狀犵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温度／℃耐压值／ＭＰａ平均耐压值／ＭＰａ
０９８

６０ ０９７ ０９７３
０９７
０９５

９０ ０９２ ０９２０
０８９
０８５

１２０ ０８４ ０８５３
０８７
０７６

１５０ ０８１ ０７７３
０７５
０７２

１８０ ０６８ ０６８３
０６５

的磁流体含量最少。这是由于永磁体在高温下充磁状
态变差，导致磁流体在磁回路中的受力变小，吸附在极
靴处的磁流体变少。

对比图１７和图１９可以看出，在开始磁流体含量
相同的情况下，图１９的磁流体减少量大于图１７的磁
流体减少量，说明转速对密封性能影响更大，这与仿真
结果是一致的。

图１９　不同温度条件下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结构失效
犉犻犵．１９　犉犪犻犾狌狉犲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狋犺犲狊狆犻狉犪犾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犳犾狌犻犱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狊犲犪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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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不同温度作用下密封结构压力的试验值与仿真
值进行对比（图２０）。随着温度的增加，试验值与仿真
值的耐压能力都呈现下降趋势，验证了仿真结果的可
靠性。

图２０　不同温度作用下耐压试验数据与仿真数据对比
犉犻犵．２０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狋犲狊狋犱犪狋犪犪狀犱

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犪狋犪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４　结　论
（１）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磁场的数值分

析表明，极靴顶部磁感应强度最大，为３６９７８Ｔ，齿槽
和密封间隙处磁感应强度最小，为０２４００Ｔ，密封结
构具有较大的磁感应强度梯度；根据耐压理论，计算得
到密封耐压值为１０９ＭＰａ，大于密封理论压差０７０ＭＰａ，
验证了密封性能的可行性。

（２）牙轮钻头螺旋磁流体复合密封磁流耦合数值
分析表明，密封压差为０９６ＭＰａ，大于密封理论压差
０７０ＭＰａ且小于最大耐压值１０９ＭＰａ，满足其耐压
要求。当转速为５０ｒ／ｍｉｎ和２５０ｒ／ｍｉｎ时，耐压最大、最
小值分别为１０３０ＭＰａ和０７７３ＭＰａ；当温度分别为６０℃
和１８０℃时，耐压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０９９０ＭＰａ和
０７５２ＭＰａ。随着温度和转速的增加，耐压能力均会
降低。

（３）试验研究表明，随着转速的增加，密封耐压能
力呈下降趋势。转速为５０～２５０ｒ／ｍｉｎ时，耐压性能
较好，超过２５０ｒ／ｍｉｎ后，耐压性能将会进入不稳定状
态；随着温度的增加，密封耐压能力也呈现下降的趋
势；温度为６０～１５０℃时，耐压性能较好，温度越高，耐
压值递减幅度越大。

符号注释：犃狓、犃狔、犃狕—磁矢位在直角坐标系中的
分量；μ０—磁流体相对磁导率，Ｈ／ｍ；犚—场点和源点
间的距离，ｍｍ；犅—磁感应强度，Ｔ；犅狓、犅狔、犅狕—磁感

应强度分量，Ｔ；犅ｍａｘ—最大磁感应强度，Ｔ；犅ｍｉｎ—最小
磁感应强度，Ｔ；Δ犅—磁感应强度差值，Ｔ；犖—密封级
数；犑—总电流密度，Ａ／ｍ２；犑狓、犑狔、犑狕—电流密度分
量，Ａ／ｍ２；Δ狆ｍａｘ—密封腔内外最大压差，ＭＰａ；狌、狏、
狑—磁流体速度在狓、狔，狕方向上的分量，ｍ／ｓ；犕—磁
化强度，Ａ／ｍ；犕ｓ—饱和磁化强度，Ａ／ｍ；ρｍ—流体密
度，ｋｇ／ｍ３；犳ｍｘ、犳ｍｙ、犳ｍｚ—体积力分量，Ｎ／ｍ３；ηＨ—磁
性液体处于外磁场中的动力黏性系数；犪—密封间隙，
犪＝０１ｍｍ；犫—螺旋面倾角，犫＝２３°；犮—永磁铁位置，
犮＝４６６ｍｍ；犱—永磁铁厚度，犱＝２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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