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 活 动 工 作 台 防 坠 器

湖湘省第一地质大 队安全科
下

活动工作台是钻探施工中塔上作业的载

人升降工具
,

对减轻工人劳动强度
,

提高劳

动效率
,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但使用中也 出

现了一些问题
,

在缺乏检查和操作不当的情
况下

,

常发生跑台
、

坠台
,

造成伤亡事故
。

我们经过半年多的努力
,

参考煤矿罐笼

防坠器的原理
,

试制了 型活动 工作台

防坠器
。

经试验和现场几个月的使用
,

性能

可靠
。

型防坠器由压缩弹簧
、

中心拉杆
、

杠打和卡瓦等组成 如图
。

当工作台提引钢

丝绳折断时
, 且缩弹簧伸张

,

中心拉杆下行
,

带动平衡板与连接板
,

使杠杆绕各自的支点

转动
,

杠杆的另一端拨动活动卡瓦沿防坠器

外壳上的
“

滑键上升
,

向固定卡瓦 靠 拢
,

将工作台夹紧在两边的导 向钢丝绳上
。

我们对空载
、

负重 公斤
、

公斤和载
人四种情况进行了多次试验

,

均能及时有效

地制动在导向绳上
。

在正常情况下
,

工作台

可以自由上下
。

制动时工作台的下滑距离

空载时 毫米

负重 公斤时 毫米

负重 公斤时 。毫米

提引钢绳

平衡板

衍

中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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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防坠器高 毫 米
,

宽 毫米

导向绳中心距为 毫米
,

厚 毫米
,

重约 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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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早 强 水 泥 降 温 调 凝 灌 浆 试 验 成 功

周 日友 王 荣华 卫 文光

以前我们使用矿渣硅酸盐水泥及油井水

泥
,

在复杂地层钻孔灌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效
,

但一般说来候凝时间过长
。

近年来我们

使用超早强水泥
,

使候凝时间大为缩短
,

较

一般水泥灌浆候凝时间缩短 小时
。

超

早强水泥在气温低
,

拌和水温 也 低 的 情况

下
,

掺或不掺减水剂都能顺利灌注
,

灌注井

段可超过 米
,

并且基本做到了 小时内

灌浆并恢复生产
。

但在夏季
,

由 于气 温 高
,

水

温高 白天地面水管输 送的 水温 高达
“

以上
,

使用超早强水泥
,

发生不易搅拌而

无法灌注现象
。

我们知道 温度是影响水泥

浆凝结速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

对一般水泥而

言
,

当拌和水温不高于 时
,

仍能 安全可

靠地进行灌浆
,

但超早强水泥对温度则更为

敏感
。

我们通过降低拌和水温及掺入不同减

水剂的室内试验
,

取得了可靠数据
,

并经现

场不同井深的灌注
,

证明超早强水泥降温调

凝灌浆工艺是可行的
,

从而解决了超早强水
泥在高温季节灌浆问题

。

什么叫降温调凝灌浆

水泥在掺人一定量水后
,

其颗粒与水发

生水化反应
,

产生水化热
。

水化热的多少与水

泥品种和拌和水温有密切关系
。

水泥标号
、



节

拌和水温越高
,

产生的水孔热也就越大
。

即

水泥浆温度速增
,

致使水泥浆很快稠化凝结

而无法灌注
。

我们采取降温措施
,

就是降低

拌和水温
,

控制水化热的增加
,

使水泥浆在
一定时间内保持一定的流动度

,

达到安全灌

浆的 目的
。

所谓调凝
,

就是调节水泥浆的凝结速度
。

我们根据洋径水泥厂关于超早强水泥 “ 分阶

调凝
,

多级触变 ” 新操作法
,

结合本地区夏

季气温高的特点
,

从降温人手
,

配 合使用减

水剂来控制超早强水泥浆的可灌期
。

因为当

水泥和水混合时
,

其颗粒有结块的倾向
,

阻

止水泥的水化作用
。

但加人减水剂后
,

即可

使水泥颗粒扩散
,

和水分子接触面积增加
,

促进水化作用
,

增加和易性
,

同时能使水泥

浆产生一定气泡 ,

增加流动度
,

并能适 当延

缓初
、

终凝时间
。

①当拌和水温在 士
“ ,

气温
“

时
,

水灰比为。 ,

减 水 剂 掺量为

②当拌和水温
,

气 温 在
“

左

右时
,

水灰比为 一 。 ,

减水剂掺量为
。

根据灌浆深度决定调凝次数
,

即减水

剂掺人次数
。

净 降温调凝操作方法

由于超早强水泥具有凝结快
,

早强高的

特点
,

即使采取降温调凝措施
,

其凝结时间

还是较短的
。

超早强水泥灌浆是一场时间短

而紧张的战斗
。

因此要求

一定要先检查好灌浆设备
、

管路是否

畅通
,

并将钻杆下到灌浆井段
。

根据拌和水温
,

选择水灰比和减水剂

掺量
。

①先秤掺人量的一

奋、于拌和 水 「
一

,

然

后逐包加人水泥搅拌均匀
。

若孔浅

米
,

水泥量少 少于 包 时
,

就可立 即灌

浆
,

而不必再调凝
,

减水剂也可
‘

次加人
。

②当灌浆孔深在 一 。米时
,

应调

凝灌浆
。

即当第一次水泥浆搅拌均匀并逐渐

稠 化时
,

再加完减水剂 干粉或先用少量水

溶化
,

所用水取 自拌和水 揽拌均匀
,

水泥

浆立 即变稀
,

就可灌注
。

其流动度 厘米
,

可灌期 分钟
。

拌和水的降温 条件具备时
,

可用冰

块降温
。

包水泥加 公斤冰块
,

可使

左右的水温降至
“

左右
。

如 果没有

冰块可用泉水
、

井水
,

但应尽可能在早
、

晚

进行
。

附 降温调凝室内试验 表 及现场

灌浆情况 表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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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井段灌注

分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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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可看出 在减水剂协量相同的情况下
,

拌和水温是 影响 可灌期的主要 因紊 , 为此拌和水温不宜
。

减水剂以 为好
,

抽 随拌和 水温 及灌浆井没深度而异
。

水泥凝结时间及强度随 扮盆加大而变
,

即凝结时 间增长
,

早期强度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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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每次祖浆前 ,

先在拌和水中加冰块 公斤降温 ,

搅摔后水泥浆沮度 左右
。

液浆时间包括搅拌
、

压 浆
、

压

来三道工序
。

拌和水加冰溶化后及浆液温度均用温度计侧盆
。

全为人工拢掉 若用机械搅捧则效果更好
。

及 两

孔均是处故偏斜
,

间晾小
,

加之水泥过期
,

强度低
,

采取人工钻具自然偏斜未获成功 ,

但并不影响趁浆及其它要 求
。

螺 旋 钩 子 打 捞 断 钻 杆

江西煤 田地质勘探公司 队 彭 江

钻孔遇到溶洞
、

老窿或因孔壁坍塌往往

形成
“

大肚子
” 。

一旦在此处断脱钻杆就难于

捞取
。

我队使用岩心管割制的螺旋钩子打捞

这种断钻杆
,

效果良好
。

如

萍乡灯心桥区

号孔
,

深

米
,

在

米处
,

由于十

多米的炭质泥

岩 坍 塌 形 成
“大肚子 ” ,

钻杆断在此中

部
,

用普通方

法打捞
,

经一

个多星期未能

找到断头
,

后

用螺旋钩子
,

只花两小时一

次打捞成功
。

合管长约
。

米
,

割出螺旋槽
,

升角
,

长 米
,

宽 毫米 小 钻杆锁接手可以

通过
。

正丝钻杆用右旋槽
,

反丝钻杆则用左

旋槽
。

钩尖成楔形
,

稍往外张
,

但不要大过

钻孔直径
。

上部装打捞锥
,

锥尖 距 螺 旋 槽
。 米左右

。

捞锥上部接弯钻杆
,

其弯曲方

向要和钩尖的圆周切线方向成
“ , 弯曲程

度则视孔内 “大肚子 ” 的大小而定
,

以便断

钻杆头易于进人螺旋槽
。

使 用 方 法

把钩子从孔 口慢慢放人孔内
,

到达断钻

杆处
,

用管钳边转动钻杆边慢慢下放
,

断钻
杆头就会沿着螺旋槽逐渐转人钩子内

。

或者

先将钩子下到断头以下
,

用管钳转动
,

直到

转不动时
,

扳住管钳慢慢往上提动钩子
,

待

钩尖提到断头下部 米处
,

再边转动边下

放钩子
,

即可套住断头
。

有时反复几次才能

套住
。

一旦套住断头
,

即可开车扭紧
。

螺旋钩子的

制作

我队使用

小 。 钻杆和

小 岩心管钻

进
,

所以钩子

用小 岩心管

制作
。

取中 岩

注 意 事 项

断头在孔内位置必须搞清楚
,

数据要
准确

。

钩取断头时 不 能 开 车扭
,

否则钩子

易折断
。

如果孔径小
,

也可用直钻 杆 连 接 钩
子

,

但需将钩尖向外张大一些
,

以能下人钻

孔为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