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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同样也受 个力作用

操作者对手柄的压力

纲林绳拉力

柄部前端受头部的压力

头部对柄部的水平推力

操作者为平衡加于柄部后端的水平力
‘

水平力系不考虑
。

依杠杆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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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力大小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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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与 的力比关系

,

等于柄部杠杆力比关系的

倍加
。

使 用 方 法

使用时
,

先将端管器的 形环建接锢林绳
,

吊挂

在钻塔内部
,

其位置决定于立根置放台的地点
。

当钻

杆从接手处扭开或向上速接时
,

用头部的钩子将钻杆

卡住
,

再下压套筒提起钻杆并移动
,

使其放在置放立
根台上或接手上

。

几个周魔的时盼

就垂道力系来靓
,

端管器搬移钻杆力量的大

小
,

与头部的拮构无关
,

只受柄部杠杆比的影晌
。

头部的构造
,

对垂直力系的大小无影响
,

但

影响以下 个方面

从理输上讲
,

和 的加大
,

将 要影 响

到操作者水平推力的加大
,

故此 与 的尺 寸应 尽
量做得小些

,

因为塔上对钻杆推 力 , 的 大 小
,

除

钻杆斜度外
,

还取决于
,

的大 小
,

最 后

道接影响到操作者水平推力的大小
。

从实际上讲
,

因

为力的数值不大
,

所以一般都不重视它
。

纲绳位置 的大小
,

对垂 道 力系 没 有

影响
,

对水平力系影响很小
,

但它却与操作的方便性

有关
,

的位置太靠近头部
,

超过了头部的重心
,

就

会使封 口卡不住钻杆
,

太靠近尾部
,

就可能使封 口 永

远下垂抬不起头来
,

这是必须注意的
。

钻杆的抬起高度
,

不能太高
,

一 般 只 能 在

一 毫米的范围内
,

因为柄部的摆动角度一般 在

士 “

的范围比较方便
,

而且杠杆长度也不能 过长
。

对立根台高度的要求比较严格
,

应注意使其
与井口钻杆接手的伸山高度一致

,

否 操作不方便
。

钻 探 工 程 起 拨 套 管 的 一 项 技 米 革 新

湖南冶金地质 队 李 酒 志

钻探工程起拔套管或处理埋钻事故
,

一般都使用

起重机
,

常发生钻具折断
、

滑扣和齿瓦猛然飞起等重

大伤亡事故
。

根据这种情况
,

我队李世良同志改进了

起重机的装置
,

用特制释杆
、

螺林帽
、

顶筒
,

代替齿

瓦作用
,

提高了工效
,

保靓了安全生产
。

一
、

特制棘杆
、

螺株帽
、

琪筒

一 、、、、 广广 沐沐夕夕州州州州
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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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特制螺棘杆

一雄度为道径牙
,

扣 时 与 功 钻杆用锁接

头规格同 图 操林相

书 一
“ 曲自亩叻甘泊自匕沙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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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林杆 如图
,

一般备 一 根
,

每根长

。毫 米
,

根据井内实际需要艘接
,

其底端用 嫂 接

研 毫术一叫

头与井内钻具速接
。

螺林帽 用在特制螺林杆上
,

祥耙规格如图
。

顶筒 用在起重夹床
,

套在特制螺释杆上
,

规格如图
。

二
、

使 用 脱 明

卜冲 。。基水‘司

将起重机稳固装置于井 口 ,

顶筒置于夹床上
,

特

制螺林杆通过顶筒与井内钻具相接
,

然后上好螺释帽

紧靠顶筒
。

用神棒扭起重机两个林杆
,

使填筒上

升
,

顶筒又顶螺林帽
,

带动特制林杆上升
,

故井内钻

具即被提升
。

起完一个往程
,

回放起重机林杆
,

将螺

林帽沿特制释杆扭回还位
,

重新工作
,

反复进行即达

到起拔 目的
。

训唯

图 琪简

预 防 残 留 岩 心 的 作 法

辽宁冶金地质 队

年初以来
,

我队五二一机在镇防残留岩心的技术

操作方面
,

摸索了一些有效的握墩
。

从几个月的就静

数字表明
,

五二一机的残留岩心次数
,

始格是少于其

他几个机台
。

特别是 月份
,

钻进 米仅有三次残留
,

平均

米一次
,

造了平均最长尺段无残留岩心
。

他们

在镇防残留岩心方面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机长认

为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不局虎
,

其次
,

认真研究残留

岩心的原因
,

采取一些技术措施
。

一 月份各机残留岩心比较麦

机 号 总 进 尺 残留岩心次数 平均每若千米
一次残留

甘口上,上八口口八,自八米

米

米

米

一
、

掌握好回次进尺和回次投砂且

首先
,

掌握好回次进尺和投砂量
,

以便岩心上下

粗翎均匀
。

他们根据岩石可钻性即小时效率高低
,

又

根据 目前所用的不同纲号钻头每小时消耗多少来决定

张 志 忠

可能钻进几个小时
,

进尺多少
,

从而决定一个回次投砂

量
。

这就是岩石可钻性极别越高
,

钻进时简越长
,

投

砂量越多
。

投砂量一般是按不同岩石每米消耗定额来

投入的
。

每次投砂握过这样周密考虑
,

再加上在钻进

中操作得当
,

避免其他人为异状
,

一般都可以按理想钻

进一个回次
,

这样钻进的桔果
,

岩心基本上可以消灭

小头大尾或葫蔗状
,

使岩心完整均匀
,

简隙适当
,

在

钻进过程中岩心不易堵塞
,

在采取岩心时便于卡塞
。

回次的钻进他俏是定专人操作的
,

这样基本上都

能保征一个回次的正常钻进
。

握骇赶明
,

在钻进粗粒

花尚岩时 ,

小时效率 米左右
,

牵勺 号纲
,

钻头水 口

为 毫米
,

每小时消耗 一 毫米
,

一个回次可以

钻进 米左右
,

钻进一个回次的投砂量为 一 公

斤
。

在钻进斑状花岗岩时
,

小时效率 米左右
,

每

小时钻头消耗 毫米左右
,

一个回次可以钻进 米
,

投砂量为 一 公斤
,

在钻进花岗斑岩时
,

小时效率
。 米左右

,

钻头每小时消耗 毫米左右
,

一个回次

可以钻进 一 米
,

投砂量为 一 公斤
。

二
、

钻进过程中水里确整适当

钻进过程中水量稠整不当
,

一方面影响效率
,

并容

翎砂道径 毫米
, 合格率 左右

。

每次钻进后采取岩心井底残留 米以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