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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八 一 ” 活 楔 子 定 向 方 法 的 改 进

孙 立 马国明

从实用效果看
, “ 二八一 ” 定向活楔子

优于一般死楔子和偏重定向活楔子 , 但在定

向方法上
,

还有一定问题
,

为此我们作了一

些改进
,

效果显著
,

现将改进 情 况 简 介于

后
。 ‘

过去 “二八一 ” 活楔子的定向
,

是通过

根导线连接铜质重锤
,

井外串接一个灯泡

与外电源接通
,

井内靠导向管一壁装一绝缘
定向管

,

重锤在钻杆内下入
。

因活孔有一定

程度的倾斜
,

重锤凭其自重沿着导向管下壁

滑动
。

在楔面未置于预想方向时
,

重锤与定
向管方向不一致

,

不能通过
,

此时重锤与钻

具接通
,

灯泡较亮 , 楔面置于预定位置后
,

重锤与定向管方向一致
,

进人绝缘管
,

与钻

具分离
,

增大了电路电阻
,

使灯泡的亮度减

弱
,

完成定向
。

这种定向方法虽然比较 百观
,

澡作
一

也较

简单
,

但我们在应用中发现
,

灯泡的亮度变化

不明显
,

误动作较多
,

定向时间判别不清
,

甚至无法辨别
。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

一
、

重锤在未进入绝缘管时
,

与钻具接

触不好
,

电阻较大
,

且不稳定
,

有时误认为

已进人绝缘管
。

二
、

重锤进入绝缘管后
,

重锤仍与钻孔

内的水接触
,

由于水中含有一些杂质
,

使其

电阻减小
。

三
、

随着孔深的增加
,

导线加长
,

使电

阻增大
,

灯光减弱
。

四
、

在电压波动幅度较大的情况下
,

灯

泡时明时暗
。

另外
,

这种方法采用较高的 电 压 。

,

操作很不安全
。

针对以上问题
,

我们改用了近滋开关定
向

,

经多次试用
,

效果 良好
。

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图

在定向管中装有一块环形磁钢
,

重锤内
装有一个常开干式舌簧管

,

有导线与地表讯

响装置连接
。

当楔面方向不对时
,

「

重锤不能

进入定向管
,

舌簧管不受磁钢痉制
,

处于开

路状态
,

地表显示部分无讯 号输人
,

电铃不

工作
。

当重锤与定向管处于同一方向 此时

局部议大

定向主妄

楔体

︸一,产少穷刘︺为

一一丁
·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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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楔面已达预想方位
,

重锤进人定向管
,

在

磁场作用下
,

使舌簧管闭合
,

地 表显示控制

部分导通
,

电铃发出讯号
,

即可判知定向成

功
。

显示部分
,

我们现用电铃发 出声音为讯

号
,

用 电池
,

由一个 价组成开

关电路 图
,

舌簧管开路
,

丛

极无电流通过
,

管子处在截止状态
,

电铃不

工作
,

舌簧管闭合
,

基极 与电池正

极接通
,

这时集电
、

发射极导通
,

显示器动

作
。

由于基极加了很高的正向 电压
,

此时三极管处于深度导通
,

集电
、

发射极间

内阻很小
,

功率损耗也就很小
,

故可通过较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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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电流
。

实践证明 , 经五十余次下楔
,

管子

并无发热和损坏现象
。

另外
,

由于管子穿透

电流很小
,

舌簧管开路时 电路儿乎无 电流通

过
,

故不用另加开关控制 线路见图
。

过钻杆使显示装置输入端导通
,

电铃发声
。

这时可上提导线至电铃不响
,

作好标记
。

将

挑探找术

石 二

一

分

翎仆抢比仆”仆她忧竹阴汀切
滚

醚
热

、 ‘

, 电铃

图

在深孔定向时
,

由 于导线较 重
,

定向 ’

须仔导线泣直
,

且不 可过 荡地提 离 定 向 接

手
,

这对单靠重量察觉已很困难
,

如将线路

稍加改进即可达到预先确定寻线 位 置 的 目

的
。

线路是这徉改进灼 将重锤内接舌簧管

的任一导线 与重睡度通
,

重睡除下端面外均

套以塑料管绝缘
,

将重睡玫至下不去为止
。

地表显示袋置的两根输人线
,

一根接重锤
,

一根接通钻具
,

将直接接舌簧管的一根导线

空置
。

由于重锤已到底
,

与定向管接通
,

通

同钻具连接的导线断开
,

改接空线
,

即可在标记上下的 , 毫米

的范围内拉动定向
。

零件选用 ①舌 簧 管
,

采 用

一 型常开干式舌簧管
,

接

触电阻 欧
,

工作电流 毫

安
。

②磁钢
,

用 英寸外磁式动圈

喇叭的环形磁铁代用
,

内径 毫米
,

外径 毫米
,

厚度 毫米
。

③定向

管
,

用铜或铝等非磁性材料制作
,

磁钢装在中间
,

下部用 号铁线限
位

。

④晶体管
,

用高频小功率硅三

极管 改用 效果更

仔 日应大于 。,

小于 毫

安
。

注意事项 ①下井前要先作校

验
,

舌簧管在重锤内的位置
,

应以

重锤到底后电铃仍能工作为宜
。

②
下楔前

,

应认真扫井
。

③磁钢在井
内易吸铁粉

,

故应在每次用完后清

洗滋钢占

, 产

谈 谈 标 注 显 微 照 片 的 放 大 倍 数

三玉〕 责州冶金地质三队 钟家祥

地质报告和学术论 文 中所附的显

微照片或图版
,

是用系装 显微相机摄

取底片
,

然后 印洗
、

放大或 旧简易摄

片装置摄取的
。

通常标注显微照片放大 涪数的方

法有两仲 一是用显微境的 “ 目境放

大倍数 义 物 竟放大倍数 或其识

或 ,, ,

另一是 线 条比例

尺 ” 。

用第一 种 赤注 法会出现不严 富
、

不 准确的现象
,

这摘非方 法不
’

,
,

而

是人为琉 忽
,

为此
,

有必要 探 讨 显效

照片的放大倍效
。

欲了解底片物 泪的放大 滋 女
,

应

先理解下式
吕

·

毯米
,

式
中 为 嗜 片放大总倍致 只 为 口境

放大 涪软 勿滋 玫大 音坟 , 为显 文

相机皮腔 伸缩距离 , 为 显微镜的 镜

因 系致
,

由显徽镜的类型而定
,

如

莱兹显微镜摄影镜筒上标记的 “

” 字样 多 毫米 为 眼 睛到

物 镜间的标准距离
, 即正 常眼睛的明

视最小距离
。

由上式可知 , 和 一定时
,

遇民 越大
,

是一 个变 量
。

尽管

摄片时所取 不一 , 但用上式计算的

叩底片
』

总放大倍效
。

按 五式周节 使 二 ,

此时
,

“ 目谧放大倩数 物 瀚放大倩致 ” 才

能 准必丧示底片或 印洗照片的放大倩

数
。

否则稀注只能 走示 显微境 目境和

物 境的放大倍数
。

若 用 小 底片 如
“ ” 胶铸 放大成象时还浦考念

玫大 几 再放大的借放
。

计算方法适

帆片 澎恢大咨坟 嗡 乞泳 该 大倍效

再 放大倍数
。

有时人们肠

于 忽略公式中的
、

值和放大机再

放大数
,

而习惯用 “ 目镜放大倍效

物 镜 放 大 倍
·

数 。火 或 其 积
” 标 注 , 因而出现 显徽 照

片与实际放大倍数不符
,

必须引起注

意
。

第二种标准法 —比 例 尺 标准

法
,

简单易行
,

直斑方便
,

再放再缩

都不会形响放大涪致
。

它 可用显 徽傀

侧徽 尺直接侧得视城直径 , 亦 可将侧

徽尺直接摄入服片
。

标注时可用照 片

直径或边 长故值
, 也可直接在照片边

部附一 比 例尺
。

总之
,

无论采用那种方法标注 显

徽照 片的 收大倍数 ,

那应力 求严 密
、

准确
。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