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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

就会造成断钻事故
,

甚至还可能损坏钻机

变速箱零件
。

但皮带传送则不然
,

它具有缓冲作

用
,

可避免钻杆或钻机零件的损坏

金刚石钻探技术在矿山探矿中的应用

秦 安 仁

矿山生产探矿的主要任务是运用一整套多快

好省的勘探方法
,

探明供开采的矿量
。

为此
,

要

在矿床地质综合研究及勘探工程综合应用的基础

上
,

进行总体设计
。

采用坑探和岩芯钻探进行综

合勘探是符合我国金属矿山地下探矿和开采的具

体要求的
。

经过几年的试验和生产实践证明
,

用

人造金刚石小口径岩芯钻探作为矿山辅助探矿手

段比完全采用坑道掘进探矿具有一系列优点

矿体揭璐点多
,

由 米加密控制到 一

米
,

有利于控制矿体边界
、

降低矿石损失和贫化
。

平均台班进尺 米以上
,

平均时效

米
,

比坑探提高四
、

五倍
,

从而加快勘探进度
。

岩 矿 芯采取率平均 以上
,

有时达
,

可以满足矿样化验和地质编录的需要
。

人造金刚石钻头可在 一 级 可钻性

岩层中钻进
,

而硬合金钻头只能在 级以内的岩

层中钻进
。

人造金刚石钻进每米的成本 元
,

只

相当于坑道掘进成本的
。

由此可见
,

用人造金刚石岩芯钻探代替部分

坑道掘进探矿
,

不但可以获得具有一定可靠性的

地质资料
,

而且可提高矿床勘探程度
,

减少采

矿 掘 进 比
,

又有利于综合研究
。

现将我

们多年来试验的情况介绍于下
。

从开始试验以来
,

钻探台班
、

台月效率和全

员效率一直在不断提高 表
。

年 度 一, 川 ,

表
, 了, , ,

⋯
及尸全 员 人 数

年度进 尺 花米

年取岩样 ‘个 ,

年施工钻孔 个

最高月进 尺 米

单机最高进 尺

人月米

最高台班进 尺 米

全员效率 《人年米

】

犷订 份

〔 》

, 。 , ,

,

九月份

,

】

川

毛

元月份

日

元月份

《

注 , 年 为硬合金钻进资料

应用人造金刚石钻进技术探矿与坑道掘进探

矿相比
,

每 米钻探可代替 米坑探
。

年

六月份钻进 米就相当于 多人的掘进队一

个月的工作量
。

通过坑探验证的实践证明 用人造金刚石钻

探所获得的地质资料比较可靠
。

御。米以内的钻

孔中
,

岩性划分误差不大于 米 矿体边界误差

不大于 米
。

坑探和钻探样品化验结果证实
,

矿

体品位误差不超过 士 。。

表 是两个坑探和

钻探验证的资料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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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内钻探
一

可以节省大量人力
、

物力 免除人

量的废石搬运 节约大量材料 如坑木
、

铁轨
、

火药
、

雷管和导火线等
,

降低矿山生产总成本
。

坑内钻探有利于粉尘浓度的降低
,

减少矽尘

对矿工生产的危害
。

据测定
,

坑内钻探现场空气

与新鲜空气含尘量只相差 毫米 来 左右
。

以钻代坑及坑禅吉合的方式

矿山地质资料是矿山开采和生产施工的依

据
,

也是提高采矿工程质量的关键
。

目前
,

在我

国有色金属矿山生产探矿结合采矿工艺的需要
,

进行一部分坑道掘进探矿工程仍然是十分必要

的
。

我们目前在探矿工程中以钻探代替部分坑探

及坑钻结合的方式主要是以钻探代天井和水平巷

道
。

钻孔设计主要是向上孔和水平孔
。

对于形态变化大的矿体和地质条件复杂的地

段
,

采用工程加密并取岩芯圈定矿体 对于坑道

控制不够或为了少掘坑道
,

采用钻探控制矿体顶

盘
、

边界或岩性变化 对于矿体边部 或深部
、

盲矿体
,

用钻探探边 或探深
、

摸盲
,

以延伸勘

探方向和部位
,

并指导坑道施工 对于厚大矿

体
,

打若干个控制钻孔以了解矿体内部结构的变

化和质量的变化 对于地质变化规律性较稳定的

中
、

小型矿体
,

则利用钻孔放宽坑道控制等等
。

上述几种方式在我矿各区均进行了多次试验
,

效

果良好
。

关于用钻探代替坑探及坑
、

钻结
碑

部勺设计情

况如下
。

平行勘探线在坑道之间设计水平钻孔 原

要求挽。米间距的穿脉控制矿体形态的变化
,

现

按 米间距拉穿脉
,

中间加水平钻孔
,

以钻代坑

形成 米间隔的勘探网 图
。

针交勘探线与坑道相间设计水平钻孔 此

种设计形式主要用于两探矿穿脉之间矿体形态变

化比较敏杂的地段
,

用一个或几个钻孔控制矿体

图
。

飞飞飞飞

一一一芍户坐一一一一
在勘探线或某地段 面上设计向上钻孔

以一个或多个钻孔 扇形排列 代替天井及一层

或几层穿脉
,

控制矿体形态的变化 图
。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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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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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卜

七址
。 。 。

向上钻孔是沿剖面施工
,

所 以代替坑道比率较

高
,

一般为 米钻探可代替 米坑道
。

存在问题

以钻探代替坑探及坑钻结合或探采结合这种

综合性的探矿手段
,

目前在某些方面仍有不足之

处和哑待解决的问题
。

关于工程质童 在断层中和在岩石破碎的

地层中进行钻探时
,

岩 矿 芯采取率比较低
,

一般 左右
,

达不到地质设计要求
。

因此需要

进一步研制适应各种复杂地层钻进的质量钻具
。

关于钻头与钻进工艺 目前批量生产的钻

头中有个别钻头使用效果太惹 应研究提高人造

金刚石的强度和粒度
,

改养钻头的制作工艺
,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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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钻工的操作技术水平
。

研制和彻“坑内钻探的

绳索取芯技术
。

关于坑道金刚石 钻机 钻石一 型钻机

是我国自行设计的一种坑道金刚石钻机
。

它具有

体积小
、

重量轻
、

搬迁安装简单方便等特点
,

可

拧卸钻具
,

能钻进 。一
一

的任何角度钻孔
,

并

可远离孔口操作
,

比较安全
。

但这种钻机打向上

孔和向下孔时
,

卡盘和夹持器配合不够协调
,

起

下钻难度较大
,

卡瓦磨损较快
,

容易发生跑钻事

故
。

变速机构中的牙嵌离合器
、

太阳齿轮
、

行星

齿轮和径向滚珠轴承容易损坏
。

孔深超过 米以

后
,

主机马达开不起来
。

另外
,

钻机工作时噪音

太大
,

超过规定标准 按规定
,

连续工作 一 小

时
,

最大噪音不得超过 一 分贝
,

影响钻工身

体健康 这是坑道钻机急需解决的问题
。

合成金刚石的活性催化书 里及控制

林铭西 黄二根

本文根据催化作用的热力学原理和实验的分

析结果
,

说明石墨向金刚石相变的多位活性催化

机理并提出实践的控制原则及方法
。

石 向金用石转变御邃 —触媒表面活性催

化原理

石墨向金刚石的结构转变是 由石墨中碳原

子的三个共价键的 杂化轨道 同一平面互成
“

与同此平面垂直并相互平行重叠所构成的
二 键的石墨结构向由四个共价键构成的四面体结

构的金刚石的 ’轨道转变 图
。

正三角形顶点距是 一 ,

钻是密排六方

结构
,

其 」面原 扫旬距是 汕 作触媒
,

与石墨碳原子可形成有儿何规律的重叠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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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金肠原 子

为石甩碳原 子

石里网 面上碳原 与 金属触媒

面上金属原 子结 构对应吸附

石 的 杂 比以
金刚石的 ,杂化软道

图 石 与金刚石的 杂化轨道

实践中大多数是采用高压高温手段
,

促使金

属触媒表面形成“

多位活性中心
”

来完成这利阵吉构

转变
。

这必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其一
,

触媒晶体

结构与石墨晶体结构相适应 称 “结构适应
”

其二
,

活性中心的活化能要满足相变能均分原则

称
‘

能量适应
” 。

在石墨晶格的六角网面上
,

碳原 子间距是
,

内接正三角形顶点原子间距是
,

选用镍
、

锰
、

铁
、

铬
、

钻等 分别是面心或体心

立方结构
,

其 〔 」面中相邻三个原子构成的

因相邻两个镍原子间距与石墨六角面上内接三角

形 顶点原 子间距仅差 镍原 子 半径为
,

碳原子半径是 〕
。

设第一个镍原

子与第一个碳原子正好重合
,

则可据等式

一 二 算出

个原子时
,

两原子中心偏离至两原子
“ ·

相

切
”

设原子为球形 到 个原子以后又重新出

现 重叠现象
。

以 个原子为一周期
,

有规律地出

现逐渐偏离
,

与重叠
,

基本满足结构适应

结构适应仅是产生催化活性 中心的条件之

一
,

不是引起催化作用的唯一依据 没有原 子间

的能量适应
,

就不能发生能量交换
,

起不到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