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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该矿区经过综合评判评定为田类中难勘

探类别的矿区
,

即中等难易程度
,

从数值上看
,

稍偏向于 类易勘探矿区
。

假设五大类矿区单位

工作量预算成本 能够确定
,

则本例矿区可

按
,

诸值的比率预算成本

进而推广 一个矿区有多种勘探工程
,

每项

工程及诸工程间可按照上述方法综合评判
。

结束语

由于在岩芯钻探过程中影响的因素较多
,

而

岩石物理力学性质的测定值也十分分散
。

所以

要对岩石进行各种分级
,

对矿区勘探难易程度进

行分类往往不可能有清晰的界限
。

这正好可以引

用模糊数学的方法来处理
。

本文提供的计算模式属初步探讨
,

需要进 一

步丰富和发展
,

以期提出对矿区岩芯钻探以至其

他地质勘探工程项 目进行投资估算的计算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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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铣六方主动钻杆

赵启伦

六方主动钻杆是钻机的附具之一
,

长度达

米
,

直线性与断面六方等分性要求较严
,

加工工

艺性很差
。

为此 我们设计了一个 形槽胎

具 图
,

妥善的解决了这一技术难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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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用该铣床的竖导轨刀架上的硬质合金

端铣刀进于袱洗削
。

主轴转数 转
,

分
,

走 刀 量

毫米 分
。

每情铣完一个平面后
,

松开压板
,

将钻

杆已铣削平面和胎具的 槽平面贴合 即将

钻杆转动
,

压紧后即可进行第二个平面的

图

具体做法是 将 形槽 胎 具安装 在

龙门铣床的工作台上
,

靠胎具的凸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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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针测斜仪在磁性矿区的应用

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三 一二队 吴锡垣

近年我队在罗茨鹅头厂铁矿进行钻探施工
。

该区为一磁性矿区 主要矿种为磁铁矿
、

磁 褐铁

矿
、

磁赤铁矿
。

经过对部分钻孔进行三分量磁测

证明
,

围岩绝大部分无磁性或仅有弱磁性 洲 。



一 咖 马以下 铁矿 滋性较强
,

视矿种和

旷层厚薄不同
,

大约在 一 川 一 训 伽马之 ’

一般来说 在有磁性干扰矿区的钻孔施工 中
,

未经证实 是弱磁件或磁性影响不大时
,

不能使用

磁针测斜仪测量钻孔 方位角
。

我队在该矿区施

时 沿用 了磁钊测斜仪进行钻孔 方位角测量 到

终孔阶段则用陀螺测斜仪与磁针 斜仪同时进行

方位与顶角的测量
、

对比与验证 工作

所用陀螺测斜仪是 一 型
,

测量精度 为

顶角 土 ‘

方位 士 顶角 时
。

所用磁针

测斜仪是 、七 型罗盘测斜仪
,

测量精度为

顶角在 一 间不大于 士
,

在 一 间不大

于 士
·

方位 顶角
一

时 不大于 士 。

我们

先后进行了 个钻子 个测点近 米的测斜对

比工作 对比数据从略
,

获得初 步 认 识如下
。

顶角测 对比

无论是在矿层还是岩层中测量
,

两种仪器测

得的顶角数值相差不大
。

完全一致的有 个测点

只有一个测 点相差
,

其余相差数值在
’

一

牙
‘

之间
,

平均顶角差值
’ ,

从理论上说
,

两种仪器在同一测点所测顶角值应该是一致的
,

因为它们的测量原理相同
,

均为悬睡重力原理
。

但实践经验告诉我们
,

由 磁针仪本身锁紧机构

不可靠或提升时受震动会引起偶然误差
,

因此规

定取两个测量数据的平均值作为最后的结果

方位测 对比

在钻孔同一测点方位对比上
,

有两种情况

位 于岩层的测点方位差值较小
,

甚至

非常接近
,

而在矿层或紧挨矿体 上下盘的测点
,

两种仪器方位读数相差很大
。

属于这榭青况的钻孔占绝大多数
,

个对比

钻孔占了 个
,

其中尤以 一 号孔更 为典

型
,

在矿层测点中
、

两种仪器差值最大 为
’ ,

最 ,
、 ’

而在岩层测点中 两种仪器最 大差

值只有
,

最小为
’ 。

个孔在矿层测点中
,

两种仪器 方位测量平均相差达 ,
’

而在岩层

中方位平均相差只有
’ ,

在允许 误 差范围以

内
。

这种情况所反映的一般地质特征为岩层无磁

性或磁性非常小
,

矿体形状较规则
,

矿体与钻孔

轴心线夹角较人
、

经三分 量磁测证明
,

矿体位置

七下涣点之间磁性影响距 离在 米以内
‘ 」

在岩层位置测点
,

方位相差并不人
,

而在矿层位置测点方位相差反而变小

属 于这 种情况的 如 一 号孔 在岩 层

测点中
,

两种仪器方位测量最大相矛
‘

平均

相差
’

而在矿层位置测点中 方位最大相差

只有
一 ’ ,

最小相差『
’ ,

平均相差
’ 。

这种情况除了与岩层的弱磁性或岩层虽无磁性
,

但矿体形状较复杂
、

倾角陡
、

与钻孔轴心线夹角

小等有关之外
,

还与钻孔附近周围的矿体分布所

产生的旁侧影响有很大关系
。

上述 两种磁 性影响情况 人致遵循这样的规

律 即磁性影响的强弱与离开矿层的即离平方成

反比
。

从同一钻孔上 下测点间方位变化对比来

看
,

所有进行测斜对比的钻孔 用陀螺仪测斜反

映出的钻孔方位变化是逐渐过渡的
,

符合地质因

素对钻孔 自然弯曲的影响规律 用磁针仪测斜反

映出的钻孔方位变化
,

在岩层中的弯曲规律和陀

螺仪测斜反映出的方位变化规律纂本相似
,

但在

矿层中或紧挨矿体上下盘 方位急剧变化 穿过

矿体后又急剧弯回来
。

这样弯曲的钻孔
,

钻 具是

无法下去的
。

显然
,

与钻孔的 自然弯曲情况不相

符合
,

只能说明是磁 异常对磁针仪干扰的结果
。

磁 针测斜仪受磁 性 影响的因素是错综复杂

的 它与矿体的种类
、

厚度
、

产状
、

矿体 与钻孔

轴线夹角
、

钻孔周围矿体分布情况以及围岩是否

具有磁性等都有密切关系
。

这些影响因素往往不

是单独存在的 一般规律是 强磁性矿体
、

矿体

厚度越 大
、

矿体与钻孔夹角越小
、

岩层磁性越强
、

矿体分布情沉越从杂
,

则磁性影响范围就越大
、

反之
,

则磁性影响范围就越小
。

据该区的三分量

磁测数据
,

一般磁 异常在 以川伽 马以 上才有较人

影响
,

叫伽马以下影响较小
,

伽马以 下对

磁针仪没有大的影响 《在仪器本身梢度容许误差

范围以内

磁针测斜仪在磁性矿区的应用问题

在有磁性干扰的矿区 量 方位
,

规定要用

定盘测斜仪或陀螺测斜仪
。

最好用陀螺测斜仪
,

因为它测 量精度高
、

速度快
,

但维修保养麻烦
,



成本高
,

在多山或高山地区携带不便
。

而磁针测

斜仪结构较简单
,

携带方便
,

维修较容易
,

成本

低 在有资料证明矿区磁性干扰较小的情况下
,

仍有一定使用价值
。

孔内岩层无磁性或磁性很弱 磁性矿体形

状简单
、

呈透镜状或层状
、

倾角较小的情况下
,

磁性影响甚小
。

如我队施工的鹅头厂磁性铁矿区
,

磁性影响较大者只局限于矿体当中和紧挨矿体 上

下盘处
,

通常在孔内距离矿体最小 米
,

最多

米对班针仪就没有影响 在仪器本身精度允许范

围以内 此时磁场强度在 伽马以下
。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地质部门同意在矿体中

不测斜而把测点移到矿体以上或以下 米外的位

置进行侧斜
,

避开磁性干扰范围 那么在这种类

型的磁性矿区是可以使用磁针测斜仪进行钻孔方

位测量的
。

矿层中的测点方位可用矿体上下邻近

的两个测点的方位平均值来代替
。

孔内岩层无磁性或磁性很弱
,

但是如果磁

性矿体形状复杂或倾角大
、

在钻孔中存在旁俱械
异常

、

磁干扰的范围较大
,

在岩层孔段的测点上
,

两种仪器对比测斜差值就会超过仪器 允许误差

范围
。

在这种类型的矿区施工钻孔
,

磁性干扰范围

较大 测量方位是不能使用磁针测斜仪的
。

孔内岩层有磁性
,

矿体磁性强
,

磁性干扰

波及全孔
。

在这类矿区施工
,

磁性干扰严重 属强

磁性矿区
,

绝不可用磁针测斜仪测量钻孔的方位
。

在磁 性干扰严 重的 复杂矿区进行钻孔施

工
,

如果初步掌握 了矿区钻孔弯曲规律
,

证明方

位弯曲并不严重时
,

方位弯曲并不是防斜的主要

问题
。

但顶角变化较大或按顶角变化规律打初级

定向孔时
,

施工中掌握顶角变化情况是主要的
。

因

此平时仍可以用磁针测斜仪及时测量钻孔 顶角
,

以便及时指导施工
,

待终孔后用陀螺测斜仪进行

全孔方位与顶角的测量
,

最后获得精确数据
。

我队施工的鹅头厂磁性矿区 是属于方位变

化不严重
,

而顶角变化较严重的情况
,

地质设计

是根据顶角变化规律按初级定向孔进行设计的
。

因此在平时可用磁针测斜仪掌握钻孔顶角变化情

况
,

最后经牙 时用陀螺测斜仪测斜获取精确的方

位
、

顶角数据
。

这样可以避免单独使用一种测斜

仪存在的缺点
。

断钻事故的处理,
在钻探施工中

,

钻杆折断是一种常 见的事故
。

当折断钻杆处钻孔严重超径或孔壁上有沟槽 钻

杆断头紧靠孔壁或沟槽时
,

在处理过程中往往找

不到钻杆断头
。

对找不到钻杆断头事故的处理 若采用一般

处理方法均无效
,

可采用冲击法处理
。

冲击法是冲

打折断钻杆的下部
,

改变其断头位置的一种方法
。

冲击法的处理过程是这样的 配一套 米左

右的粗径钻具下入孔内
,

并使之超前折断钻杆头 十

多米直到短钻具碰 到折断钻杆下部再下不去为

止
。

然后将短钻具提起到一定高度
,

猛眼折断钻

杆的下部数次
。

折断钻杆下部受到冲击
,

其断头

必然因钻杆弹动而离开原来位置
。

这就给寻找钻

杆断头创造了条件
。

然后
,

用一般方法打捞钻杆
,

能很快的找到钻杆断头
。

我们在生产实践中先后

五次采用冲击法寻找钻杆断头都获得成功
。

冯在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