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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超

液压技术在钻探设备上的应用
,

首先始于钻机的液

压给进油缸
。

随着液压技术水平的提高
,

它在立轴钻机

上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

现已从油缸扩大到液压卡

盘
、

液压移动装置
、

液压起立桅杆钻架等
。

这是现代立

轴式钻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一 型钻机的油路设计
,

不仅参考了国外同型

钻机油路特点
,

还结合我国液压技术现状作了一些新的

探索
。

液压系统特点

采用双联齿轮泵供油 为提高液压系统的传动

效率
、

降低能耗和工作油温
,

该钻机采用了 一

八哎 双联齿轮泵
。

此泵由每转排油量分别为 毫

升和 毫升的两个齿轮泵组装在一个壳体内构成
。

有

一个共同的吸油口和两个出油口
。

额定工作压力为

公斤 厘米, 最高压力为 公斤 厘米, 。

在钻机工

作中
,

可根据需要选择泵量的大小
。

例如
,

加压钻进时
,

要打开液压卡盘就用小泵量供油
,

而大排量油泵处于卸

荷状态 一旦需要立轴倒杆或驱动绳索取芯绞车时
,

则

使用大小泵并联供油
。

经使用证明
,

这种方案供油效果很好
。

钻机工作时

油温始终保持在 一 亡之间 当时环境温度为

℃
。

双泵供油加快了倒杆速度
,

经测定
,

下盘升降速

度达到 米 秒
,

所以倒杆一次仅用 一 秒的时间

包括松紧卡盘
,

比一般钻机约快三倍 从而增加了纯

钻时间
,

有利于提高钻进效率
。

此外
,

还为液压绳索取

芯绞车提供了合理的提升速度 一 米 分
,

这是一般

立轴式钻机的油泵所无法达到的
。

给进系统压力稳定
,

系统效率高

加压钻进阶段
,

采用监流阀调压给进
,

该阀为

随动型顶杆式并带可变阻尼结构
,

比一般直接作用式的

滋流阀静特性好
,

调节灵敏
,

且压力稳定
。

这时使用小

泵供油
,

功率耗相对减少 比 型齿轮泵供油

功率耗减少
·

自重钻进及减压钻进阶段
,

采用平衡阀调压给

进系统
,

即在油缸下腔的回油路上设一单向平衡阀
。

减压

钻进时
,

滑阀处于漂浮位置
,

油泵卸荷
,

给进油缸的上

下腔同时与回油路相通
。

这时靠调节平衡阀
,

使油腔产

生压力平衡一部分钻具重量 以保证孔底钻头所需的给

进压力
。

因此
,

减压钻进阶段 油泵所耗的功率很小
。

扩大了钻机液压化职能 本机除液压给进系统
、

液压卡盘
、

液压移位装置外
,

还成功地使用了液压绳

索取芯绞车和液压夹持器
。

液压绳索取芯绞车升降内管

的速度可由多路换向阀实现无级控制
,

操作方便
、

灵活
、

省力 使用效果较好
。

用普通钻杆钻进时 也可配一般的液压拧管机
。

由

于双联齿轮泵输出流量大
,

工作压力高
,

使拧管机工作

更为有力
、

可靠
。

液压联动 液压联动是指液压卡盘与液压夹持

器之间的联动
,

二者之间用同一片换向阀控制
。

卡盘松

开
,

夹持器夹紧 夹持器松开 卡盘夹紧 从而实现了

不停车倒杆
,

简化了操作
,

提高了钻进效率
。

在坑道里

使用该钻机打水平孔及向上孔时
,

利用这种联动
,

可用

油缸升降钻具
,

代替升降机
,

还可用液压卡盘拧卸钻杆
,

为钻机施工坑道钻孔提供了方便条件
。

能保持液压油的清洁 液压油的清洁程度直接

影响到液压元件的工作性能和使用寿命
。

该机液压系统

的油泵入口及油箱回油口设置了精度适当的过滤器 在

油箱顶部装有空气过滤器
,

加油口设有过滤网
,

并使油

箱完全封闭
,

达到了保护油质清洁的目的
。

液压件性能优良并通用化 该机上的液压元件

及辅助件尽量选用性能先进
、

工作可靠的国产中高系列

泵阀元件
,

属于专业厂家产品
,

保证了元件的高质量与

通用性
。

例如
,

选用长江液压件厂的 型多路换向阀

愉茨液压件厂的双联泵 南京液压件二厂的油缸等
。

使

用时元件的工作压力低于其额定压力
,

以保证元件工作

可靠
,

无漏油现象
。

该机的液压系统 图 一 由双联齿轮泵
、

多路

换向阀
、

压力调节阀
、

截止阀
、

给进油缸
、

移动油缸
、

高压胶管
、

系统压力表
、

孔底压力表和油箱
、

过滤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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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 系统原理 图

元件组成
。

双联齿轮泵

该泵为 一 八 一 型
,

由两个单级齿轮

泵组成 具有结构简单
,

工作可靠
,

对冲击负荷适应性

好等优点
。

泵的结构示于图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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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泵出口和油箱之间的管路上装有一 个大的截止

阀 两个齿轮泵同时向系统输入压力油 可用于快速提

升立轴
、

钻机前后移位
、

驱动绳索取芯绞车转动等
二

当

截止阀打开时 其中大泵排出的油 经截止阀直返回油

箱
。

只有小泵工作
,

专用
二

加压钻进
,

打开卡盘
,

夹持

器等

图 一 艺 双联齿轮泵结构

泵的技术性能

额定 作压力 。公斤 厘米,

最大工作压力 公斤 厘米二

转速 川转 分

多路换向阀

钻机使用的多路换向阀
‘

图 一 是专业厂家生

产
,

型号为 一
· · · 一

进油阅
、

卜油阀和四连换向阀 包括仁戈阀
、

认轴给进阀
、

钻机

移位阀和绳索取芯绞车控制阀 , 组成 用双头螺栓连在
一起

进油阀有压 由进油 和 油 在 与

川 , 装有系统调压阀 《图 一
‘

通过此阀可调系统压

力
,

调节范围为 一 。公斤 厘米 , 在加压钻进时
,

可调此阀
,

改变孔底的给进压力以满足钻进工艺的要求

为了更适合钻机的需要
,

调自阅在结构卜略有改变
,

即

增加了一 个快速增压手轮
,

调节弹簧加长
,

使压力调 ’

更平缓
、

均匀 其最大压力限制在 公斤 厘米
,



向阀
,

滑阀机能为 型
。

用此阀可控制钻机移开孔口和

对中孔口
。

二个出油孔分别与移动油缸两端油腔连接

立轴给进换向阀 此阀为四位四通换向阀
,

滑

阀机能为 型
,

用以控制钻机给进油缸的给进和倒杆工

序
。

两个出油口分别与给进油缸的上下腔连通
。

卡夹换向阀 是一 个弹跳定位四位四通换向

阀
,

滑阀机能为 型 用以控制液压卡盘和夹持器
。

两

个出油口分别与液压卡盘和夹持器连接
。

当使用普通带

切口的钻杆钻进时
,

则取下夹持器
,

接夹持器的油管与

液压拧管机的多路阀进油口接通
,

油泵即可向拧管机供

油使其工作
。

图 一 多路换向阀结构
减压调 压阀 图 一

一绞车控制阀 一 钻机移位阀 一 立轴给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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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系统调压阀结构

飞一 调压弹簧 一提动阀 一提动阀座 魂一滑阀

一锥 阀 一 阀休 一 调 压 杆 一 调 压手 轮

一 快速 增 压 手轮

换向阀由滑阀
、

阀体和定位装置等组成
,

阀体为并

联型
。

回油阀的作用是将回油引到回油口
。

在阀体之间

采用大 形圈密封 高压区和低压区靠金属贴合面密封
。

因此
,

形密封只承受低压
,

能可靠地防止阀体之间的

外泄漏油
。

多路阀上的各部分阀的功能为

绳索取芯绞车控制阀 该阀为弹跳定位三位四

通换向阀
,

滑阀机能为 型 可控制绞车的正反转和停

车
,

从而控制绳索取芯打捞装置的升降
。

该阀的两个出

油口分别与绞车摆线马达的两油口连接
。

钻机移位换向阀 此阀是弹簧复位三位四通换

图 一 减压 调压阀结 构

该阀为 一 加
。

型单向平衡阀
,

串联在多

路换向阀的立轴给进阀与给进油缸下腔之间 主要用于

减压钻进时调节孔底压力 当扫孔钻进或穿过空洞时
,

也可用来支承一部分钻具重量
,

保证进尺的稳定性

工作原理 阀的进油口与油缸的下腔接通
,

出

油口连通换向阀回油
。

滑阀在弹簧的作用下将进
、

出油

口关闭
。

当滑阀下端小活塞所受的作用力 即钻具重量

对给进油缸下腔形成的压力 大于弹簧的调定压力时

滑阀上升 使进
、

出油口相通
。

所以
,

只要改变弹簧作

用力的大小
,

即可改变油缸下腔平衡钻具重量的作用力
,

下 转 第 页 。



常所显示的那种强红色多色性
。

同样
,

东带夕卡岩中

的锡石
,

也和西带的不一样 经常看到的只是揭色多

色性或者不具有多色性
。

在东带柔佛 马来 的贝里

巴克伦矿山
,

呈明显分带的锡石可能是赋存在早期的

长石脉中
,

锡石显示 褐色多色性
。

由此使人们导致这

样的结论
,

西带的锡总是出自担相当富的来源
,

而东

带的锡是从钮比较贫的不同来源衍生的
,

并且
,

除 了

具有云英岩镶边的矿脉外
,

在所有类型的原生锡矿床

中 经常有富含铁的矿物与锡 石 共生
。

可以 由此判

断
,

这些来源含铁均较富
。

由于有证据证明
,

西带的锡至少有两次或更多次

的敢要成矿期
, ,

并且 在每个成

矿期都有富钉哟锡石沉淀
。

所以
,

我认为在西带
,

锡

和健拍勺来源是每当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所打开的地壳
。

也还有理由相信
,

在东书湘也是多次成矿的
,

而

且我认为锡也是壳源的
,

但它和西带的来源无关
。

此

带中含锡矿床的铁
,

虽然有部分最初来源 于地慢
,

但

我认为大部分是来源 于被花岗岩类侵入的富铁地层
。

除上面提到的外 从锡石的多色性来看 锡石的

分布格局
,

也表明东带可能从马来西亚经退罗湾 泰

继续延伸
,

到泰国大陆的 罗勇又 币新出现
。

这种格局

也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来设想
,

如果邦加岛 印尼 是

西带的一部分
,

那么它附近的勿里洞 印尼 的大部

分或者整个就是东带的一段
。

这种分布形式也表明
,

苏门答腊锡矿省也许就是西带被错动的一段
,

在该处

的位移受到了马六甲海峡张开的影响
。

上接封四

达到调节 减压钻进时 孔底给进压力的日的
一

其反向

油流可由单向阀自由通过
,

不受滑阀的制约
,

减少了立

轴提升时的压力损失
。

阀在各种工序下的工作状态

立轴下行
,

加压钻进 给进油缸上腔通入压力

油时
,

油缸活塞下行
,

此时单向阀关闭
,

从油缸下腔排

出的油只能通过调压阀与回油相通
。

为减小活塞下行阻

力
,

应将调压阀的压力调得很小
。

称重 立轴给进阀手把放在浮动位置后
,

立即

旋转该阀的调压手轮
,

使给进油缸下腔压力增加
,

直到

与钻具重量平衡
,

立轴停止下滑
。

减压钻进 称重后
,

向相反方向调节调压手轮
,

使油缸下腔压力减小
,

直到满足孔底压力要求为止
。

立轴上升 倒杆 此时压力油只经该阀的单向

实 际 应 用

所介绍的成果除了为有关东南亚含锡矿床中锡的

来源提供 了进 一 步的想法 以 外
,

也 有一定的实用

价值
。

在勘探东南亚 以及其他地区 的锡
、

钮
、

锐或

者是担
、

锭冠床的过程中
,

河流沉积物的研究起 了一

定作用
。

样品中锡石的多色性显示 了原生矿床或者是

提供锡石来源的那些矿床的特征
。

还可以用来暗 , 七在

这个地区是否值得寻找铆
、

锭矿的原生矿床或次生富

集矿床

在给定的锡矿石样品中
,

如果红色多色性的锡石

大量出现
,

那么将向冶炼厂指出
,

由 于含有钮
,

所排

出的矿渣很可能是一种叮以销售的产品
。

锡石的多色性有时可以提供有关含锡石矿体的潜

在锡 量 例如
,

和 钟描述

过在泰国半岛攀牙地区有许多大的含锉云母的伟晶

岩
,

这些伟品岩中均有多种钥矿物和锡石
。

然而
,

这

里的锡石不是像所推想的确实与伟晶岩同生应显示红

色的多色性
,

而是有范围宽广的深浅不同的绿色和 揭

色的多色性
。

伟晶岩对形成晚期锡石而言是一 种优选

的母岩 所以它 可以含有人量这利锡石
,

比与伟品岩

同生的锡石所含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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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进入给进油缸下腔
,

所以不需调整调压手轮
,

特别是

在 减压钻进阶段 井下压力已经调整适合的情况下
,

倒杆后不需再重调压
,

能保持原已调好的压力值
,

稳定

地钻进
。

截止阀

液压系统中装有两只 大小各一个 球形截止阀
。

大阀通径为 毫米
,

装在大泵出口与油箱之间
。

打开此

阀
,

来自双联泵大泵的排油
,

通过此阀直接流回油箱

关闭此阀
,

大小泵并联
,

以全泵量进入系统
。

小截止阀通径为 毫米
,

连接在多路阀与夹持器之

间
。

用于绳索取芯钻进时使夹持器始终保持打开的位

置
。

另外
,

在操纵卡盘时
,

要求夹持器保持夹紧状态
,

也可关闭此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