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烃基
,

测定结果证实它有一定润滑性 卜

。

由此可知
,

凡是带 有 一

的活性剂都应对钻杆与孔蟹的摩擦有一定的

润滑性
。

根据这个认识找到糠油脚与柴油碱

渣
,

前者是油脂化工厂的下脚料
,

含有脂肪

酸钠
,

后者是炼油厂的废液
,

含有约 的

环烷酸钠
。

经室内侧定
,

它们的润滑性与皂

化油乳化液不相上下
。

不过柴油碱渣不能直

接用
,

因 值太高
,

应加盐酸使 二 一

再冲淡来用
。

磺酸盐
。

洗衣粉的主要成分为十二烷

基苯磺酸钠
,

其磺酸
、

根 牙 与铁形成的盐

是不溶于水的
,

与铁有强的吸附性
,

而且它
,

的憎水基碳原子数为 。 ,

所以有较好 的润

滑性 实测协 。

但为什么冲洗 液中加

人洗衣粉后润滑性并不好 这是由于雄衣粉

中含有 水玻璃
、

三聚磷酸

钠和 昌
。

这些成分都与铁 有很
强的吸附性

,

它们与钻杆的吸附影响了十二

烷基苯磺酸钠与钻杆的吸附
,

因此影响了润

滑性
。

硫酸醋 盐 硫酸醋盐也是用得较多的

一种表面活性剂
,

理冬白的润滑性并不乐
、

因
二名与铁形成的盐 ‘是溶于水的 ,

水

中 的 万’与铁钻杆的吸附力小
,

不能形

成牢固的润滑薄膜
。

在室内测定过十二烷基

硫酸钠和十六烷基硫酸钠
,

润滑性都不好
。

因此我们认为硫酸醋盐活性剂不适宜用作金

刚石钻探润滑冲洗液
。

但太古油除外
, 因它

虽含有硫酸盐 一 ‘ ,

但也含有拨酸
’

盐 一 ,

所以有很好的润滑性
。

磷酸 醋 盐 因为磷酸根 ‘ 与铁的盐

是不溶于水的
,

溶 解 度 积 为

『 , “ ,

它与铁应有强的吸附性
。

。

非 离子型表面活性 剂 非离子型表面

活性剂 聚乙二醇型 的亲水基都是
。 ,

它不能与铁形成不溶于水的盐
,

不可能与铁有强烈的吸附
,

因此不能在钻杆

上形成牢固的润滑薄膜
。

通过以上分析
,

我们认为
,

凡是含有烃

基及亲水基 一 一 ‘ 、 一 石
、 一 万的

活性剂如糠油脚
、

磺化脚
、

柴油碱渣等都可

用来作润滑冲洗液原料
。

论
“

连 环 定 向 测 斜 法
”

原 理
章 兼 植

连环定向测斜法 以下简称环测法 是
目前在有磁性干扰的钻孔中

,
测定钻孔方位

角的常用方法
。

特别是由于金刚石钻探技术

的推广应用
,

孔径较小
,

小 口 径陀螺测斜仪

等又供不应求
,

因而很多单位都在研制环测

法用的了 口 径测斜仪
。

但对这种测斜方法本

身是否谷理的问题
,

研究甚少
。

我们必须重视方法本身的研究
。

因为
,

假如方法本身在原理上是错误的
,

那么
,

仪

器做得再好也是无用的
。

为使我国钢铁工业

来一个大跃进
,

有一些埋藏较深的富铁矿急

需我们去探明开发
。

在这种有磁性干扰的矿
区

,

钻进深孔
,

甚至要打定向孔 , 对于钻孔

弯曲情况的测量是十分重要的
。

因此我们必

须加强对测斜方法的研究
,

并在此基础上研

制 出相应的配套仪器
。

本文想从原理上对环测法作些分析
。

为了便于分析
,

先从环测法的计算公式

谈起
。

有关环测法的计算公式甚多
, 但归结

起来
,

这些公式均是在上
、

下两侧蠢司钻孔

段只发生了 “ 一次弯曲” 的前提条件下推导
出来的

。

所谓 “ 一次弯曲 ” ,

是指在两测点

间
,

钻孔段只发生了一次方位变化和最多是

一次倾角的变化
,

如图 所示
。

在这一条件

下
,

对各计算公式进行评价
,

则公式

△
砚 一

‘

香 , △小
一 一 —一 不一一 一五 一 人 一二一 “ 址一一下丁

女 火 一
’

艺

是比较正确的 见《地质与勘探 年第

一 一

奋 卜

戒创针月



期和第 期
。

但是实际钻孔弯曲的情况

是复杂的 , 甚至可以说
,

两测点间孔段只发

··

、

命

生 “一次弯曲 ” 的情况是很少的
。

因而目前

所用的计算公式
,

在非一次弯曲的情况下是

否正确
,
这就需作研究

。

先分析 “两次弯曲 ” 。 “两次弯曲 ” 有

两种情况 一是测点间的孔段方位只改变了

一次
,

而倾角改变了两次
,

如图 所示
。

在

这种情况下
,

上
、

下测点可得到一组数据
△小

、 、 。

若缩短测距 ,

使下测点的仪

器置于 段中 , 则又可测得一组数据 ,

际上
,

在一般情况 下 , △ 等 △ , △姚
。

而只有在一种特殊情 况 下
,

才 能 使 △ 二

△ △
。

这种特殊情况是图 上的
、

、

三孔段处于同一倾斜平面中
,

如图

所示
。

上上测

乒

△小
、 , 、 产

由于钻孔在第 铅垂平面中只

发生了倾角变化
,

因而两次测定的 △小
、

应是不变的
,

而只是由于 今 产 ,

经公式

计算后 ,
出现了两个不同的 值

。

显然
,

由 尹
所算 出的 △ 值是错误的

。

第二种情况是两测点间的孔段发生了两

次方位变化和最多是两次的倾角变化
,

如图

所示
。

在这种情况下
,

若在测杆中间加一

个仪器
,

上
、

中
、

下三测点分别在 工
、 、

铅垂平面中
。

这样可以测得三组数据 第

一组为 △小
一 、 、 , 第二组为 △小

一 、

、 , , 第三 组为 △小
一 、 、 , 。

由第一
、

二组可算 出 △ , 、

△ ,

由第
三 组 其 中 △小

一 二 △中
一 十 △中

一 ,

可

算 出△
。

照 例
, △ △ , 八 , 。

而 实

上述结论可以这样来证明 据计算公式

可知

外。 , 。

卫卫七 , 气专坦吐 旦
。

一 。 。 亏 二六 八 屯

‘ 玄 一 口 少

一

迎普七
· · · · ·

⋯⋯ ①

。‘

鲁
互

黯瓷袋冀
, 八小, 一

⋯⋯ 。
“ 芭一一一石一一一 一汤少

自

一 一



应使 之 △ 十 △ 旦 旦

德全竺呀些竺上
· · · · · ·

⋯ ⋯③

在
、

孔段位置已定的前提下
, 、

、

△小
一 , 均为已知

, △ 就可以算 出
。

这样
,

在公式 ③和 ②的联立方程式中只有三

个未知数
,

即
、

△小
一

和 △
,

只要确定

其中的一个 如
,

其它二个 就 被 确 定

了
。

因而
,

可以认为 若 确定 后
, △叽

就被确定
,

则 公式 ③成 立
, △ “ △ 十

△。 , 若 。确定后
, △。 仍不能确 定

,

则

公式 ③不成立
, △ 钾 △ 十 △

。

从 图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着孔段 不 处 于 孔 段

、

所确定的平面上
,

当 确定后
,

孔段

环绕球的铅垂轴 可形成一元锥面 锥角
为

, 叭

这一元锥面与球 面 相 交 为一个

元
,

该元周的任意一点与球心连成线
,

都可

代表倾角为 。的孔段
, 因而 单 纯 地 确定

、

仍不能确定 △众 。

若孔段 必须处于孔

段
、

所确定的平面上
,

那 么 当人确定

后
,

孔段 与球面的交点 就被确定了

点一定在 大元弧上
,

因而 △ 也就被

确定了
。

从以上分析可知
,

只要上
、

下两测点间

的钻孔段的弯曲不是 “ 一次弯曲 ” 除各弯

曲段处在同一倾斜平面上
,

并各弯曲段内又

无倾角变化的这种特殊情况外
,

目前所用

的计算公式是不可靠的
。

可以认为
, 目前所

采用的环侧法是不理想的
,

因为这种方法本

身难以排除两测点间钻孔段非一次弯曲的干

扰
。

顺便谈一下可以去掉定向钻杆的显影测

斜法
。

显影测斜法仍是一种环测法
,

所以同

样存在着环测法的缺点
。

另外
,

去掉了定向

钻杆
,

从两张图纸共四条曲线中求 出 △如
这个 △中不是单一值

,

可存在着两个值
。

现

以《显影测料 一文 地质与勘探 》

年第 期 中所列的实测曲线为例 图
。

士一含

币, 上 布 上 中, 下 小 下

图

由于测斜装置是可以在孔内自由转动的
,

因

而图上的曲线与母线 “ ” 的相对位置是可

变的
,

若图 的 “ ” 线相对于曲线向右移

动了一个角度
产 ,

当然
,

由于上
、

下两仪

器是刚性地联接着的
,

因而图 的 “ ” 线

也要向右移动同等角度
产 ,

就可得到如图

少少气气
组组

飞飞少少
图

— 一



一 型 电 磁 流 量 计

—全液压钻机专用仪表介绍 四

桂林冶金地质研究所勘探技术室

概 述 当管道断面积一定时 , 二

李
,

乙一流崖

一

金刚石钻进时
,

对冲洗液的 测 量 很 重

要
,

因为冲洗液循环不正常
,

会引起烧钻等

事故
。

由于冲洗液往往含有泥沙
,

使得多种

流量计不能适用
。

叶轮或涡轮流量计和椭元

齿轮流量计由于运动部件在含沙介质中使用

寿命不长
,

不宜作为泥浆冲洗液的侧量
。

压

差式和毕托管式流量计由于测管易堵塞 , 也

不能用来测量泥浆的流量
。

浮子式
、

靶式和

电磁式流量计则没有上述缺点
。

但浮子式和

靶式流量计测量误差受被测流体的粘度
、

比

重影响很大
,

而电磁流量计的误差与这些影

响无关
,

而且测量部件仅仅是一条管道
,

无

运动部件
,

所以最适合于各种冲 洗 液 的 测

量
。

米 秒 ,

式可写成

一管道断面积 米 忍 。

则上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一一

设 计 要 点

电磁流量计是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

律制成的
。

被测流体在有一定电导率的情况

下 钻井冲洗液无论是清水或是乳化液都含

有电解质
,

在磁场中所产生的感应电势由

下式确定
“

· · · · · · · · · · · ·

⋯⋯

式中 一两电极间感应电势 伏

一磁感应强度有效 值 伏秒 米 “ , 一

两电极间距 米 , 一流体流速 米 秒
。

一流量变换系数 伏
·

秒 米
。

在

磁场恒定情况下 二
。

通过 式的计算表明
,

由于电极距

离有限
,

流体速度不高
,

为了取得足够强的

信号电势 , 必须使磁场很强
。

又由于磁路中

必须插人管道
,

相 当于大的气隙
,

为了产生

强磁场将使励磁功率大到在设计方案上难于

实现
。

缩小磁极间气隙高度可使励磁功率和漏

磁大为减少
。

但必需采用异型管道
,

加工困

难
。

另外要承受 公斤 厘米 的压力
,

管道

要有一定厚度
。

所以气隙不可能缩得很小
。

为了减小体积和励磁功率使之适合于钻机应

用
,

电磁流量计设计成弱磁场型
。

结构见图
。

实验表明
,

弱磁场情况下漏磁干扰电

势的补偿更加困难
。

但对特定的结构改变励

磁电流和布线可以找到干扰电势 以最小值
,

然后用补偿电路加以消除
。

如果此时励磁电

流过小
,

产生的信号电势太低
,

则必须重新

改变流量传感器的结构
。

漏磁电势无法精确

所示的曲线
。

从图 得 出的 △小与图 得 出

的 △中显然是不相等的
。

另外
,

从图 中的

曲线也可以判明
,

由于上
、

中
、

下三测点处

的倾角不一
,

所以上
、

下两测点间的钻孔段

已非一次弯曲了
。

通过上面对环测法原理所做的分析可以

看出
,

环测法并不是一种有效 的 方 法
。

因

而
,

在采用环测法时
,

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是如何减少非一次弯曲的干扰
,

譬如
,

缩知

测距就有可能减少这种千扰
。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