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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勘探砂金矿时
,

采用以吊锤冲击为主
、

机械

慢速回转大管 套管
,

下同 为辅 平阀式抽筒取样的

钻进方式
,

成孔率较高
,

矿层位置较准确
,

劳动强度低
。

许多兄弟单位在用 一 型钻机打砂钻时 华

本上是采用大管不回转
,

吊锤连续冲击至终孔后拔出大

管再分段取样的钻进方式
。

这种
“ 一管到底

”

的方式
,

不需要转盘及其传动系统
,

所以不能充分发挥设备的潜

力
,

因而造成物资上的浪费
。

为使这种钻机适应砂钻钻进的需要
,

我们作了以下

改进

改变 冲击方式和 冲击对象 原机用冲击锤在导

向管内冲击钻具
,

一般不冲击大管 只起护壁作用
,

不

能满足砂钻冲击钻进的工艺要求
。

我们改用必 毫米
、

重 公斤的吊锤直接冲击大管而获得进尺
。

冲程由原

来的 米提高到 一 米
,

冲击力增大
,

操作简便
。

拨盘改为回转大管的扭盘 原机拔盘只能通过

它的两根拨棍拨动钻杆夹持器带动钻具回转
,

大管却不

能借机器的动力而转动
。

若利用原机拨盘和拨棍并设 计

一个大管夹持器 或卡盘 来回转大管
,

则存在两个问

题 两拨棍的中心距仅 毫米
,

当大管上端低 于

拨棍时
,

吊锤就直接冲在拨棍上
,

造成机器的损坏 ,

夹持器受空间尺寸限制
,

强度不足
。

因此
,

我们加工 了

一个如图所示的扭盘
。

使用时将下部两个小柱插入原机

拨盘的对应孔中
。

拨盘带动扭盘
,

又通过上部的扭柱和

专用卡盘使大管回转
。

改变升降机 和变速箱之间的传动比 理想的转

盘转速以 转 分为宜
,

原机满足不了需要
,

只能用其最

低转速 川转 分 为转盘的正常转速
。

由于升降机和转

盘是通过同一变速箱进行的同档驱动
,

所以升降机也只

能用最低速度工作
。

这样
,

升降机提升吊锤的速度就很

慢
。

若提升高度为 一 米
,

则冲击倾率仅 次 分左

右
,

严重影响钻进效率
。

因此
,

必须设法在低档的情况

下提高升降机的提升速度
。

我们拆掉中间齿轮
,

用一个节

圆直径为 毫米
、

齿数为 的齿轮代替变速箱输出轴上

的小齿轮
,

使其与外升降机轴上的大齿轮直接吻合
。

结

果升降机的提 升速度提高了 倍
,

吊锤冲击频率达

次 分
,

接近理想的冲击次数
,

从 而提高了钻进效率
。

改用 马力柴油机代替 马力柴油机 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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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机对钻进 米以上的钻孔力 显得不足
,

改为 马

力柴油机后 并未发生因强度不够而造成的机械很坏
。

在改进的初期
,

曾发生过转盘中的大小齿轮多次打坏 牙

的事故
,

这是小伞齿轮没有定位装置
,

常常串位
,

不能

正常姑合而造成的
。

后来在小伞齿轮轴上加了一个定位

卡子 才得以解决
。

在改进过程中
,

我们遵循的一个原则是
,

当需要用

这种钻机打工程钻时
,

能很方便地恢复原机的全部结构
。

改进后的钻机
,

机械事故少
,

生产效率高
,

受到使

用人员的欢迎
。

年使用的两台改进后的钻机
,

共完

成 个孔
,

总进尺 米
,

平均孔深 米 最深

米
,

平均台月效率 米 以 小时为一台月

计算
,

下同
,

钻孔合格率
。

年开动 台钻机
,

至八月末共完成 加个孔
,

总进尺 米 平均孔深

米
,

最深 米 平均台效 米
,

钻孔合格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