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上作法得到
钻进段的 励角距 。 二 ,

心 角

距 夕
“

月 钻进段的 角距 。 “ , ,
角

距 夕 , 。 。

在三个孔段的岩心椭圆上
,

分别确定岩层

面倾向线
,

走向线
’

及钻孔倾斜的方向线

图
。

应注意
,

岩心椭圆面上 “ 角与 角位于长轴

的顺
、

逆时针方向问题
。

在一个钻进孔段中
,

岩

心椭圆面上的 。 角和 角一定要与图 大圆弧

月 上的相对于 点的顺逆时针一致 表
。

斑

角角 度度 角 距 方 向向

类类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月月月 月 月

臼臼臼 顺 时 针针 逆 时 针针 逆 时 针针

口口口 顺 时 针针 逆 时 针针 顺 时 针针

据及岩心轴法角 夕准确
,

则计算的结果就可靠
。

应指出
,

测量轴法角 夕的岩心愈靠近钻孔测斜

点
,

夕就愈符合计算要求
。

如钻孔不发生弯曲
,

则
、 二 , ,

刀一 刀 刀, ,

此时系数

行列式 △
,

联立方程就无解
,

地下岩层产状

就求不出来
。

当然
,

岩心上的层面不呈椭圆而是

圆形
,

此时钻孔倾斜方向就是地下岩层面的法线

方向
,

其对应的平面就是所求的地层产状
。

在岩心椭圆上确定岩层倾向线及钻孔倾斜线

的位置时
,

首先要在椭圆面上确定中心点 及

长轴的位置
,

在制作定向标本时需用半圆仪及三

角板仔细确定
,

否则会直接影响岩层倾向线及钻

孔倾斜线的正确性
。

在定向标本上
,

再根据古地

磁测试要求制作不同类型测试样品
,

本文就不作

介绍了
。

另外
,

在这次测试中得到了山东第一煤

田勘探大队屈浅泉
、

黄太山
、

李春阳三位工程师

的大力帮助
,

特此致谢
。

, 考 文 做
穿 。 为岩心椭圈面上长轴与岩层倾向线夹角 夕为岩心

浦圆 面上长轴与钻孔倾斜线在岩层面上 铅 垂 投 形

之 夹角
。

语

本文介绍的计算产状方法
,

是建立在钻孔弯

曲
,

并有三个不同方位的钻进段以及钻孔在三个

钻进段距离内所穿过的地层产状一致 单斜 的

基础上
。

因此
,

只要三个钻进段中测量孔斜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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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坑内岩心钻探设备的途径

沈 荣 元

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总公 司矿产地质研究院

从矿山坑道内直接对附近的矿体和构造进行

钻探勘察
,

要比远距离的地表钻探经济而迅速
,

也比坑道探矿具有更多的优越性
。

但在我国的人

造金刚石钻头尚未研究成功以前
,

其发展受到了

限制
。

近年来
,

随着金刚石钻探工艺技术的推广

应用
,

我国的坑道钻探工艺及设备也得到了快速

发展
。

六十年代
,

我国曾进口过一些坑内钻机 如

苏联 一 型
、

瑞典 一 型
、

日本 一

型等
,

但均属 四十年代的产品
,

性能不理想
。



一 型钻机是我 国最早使用的一种气动给

进立轴式坑内钻机
,

其结构虽简单
,

但不能满足

金刚石钻进工艺的要求
,

特别是升降工序机械化

程度较低
,

劳动强度大
,

近年来逐渐被淘汰
。

有些矿山为了解决生产中的急需
,

将地表岩

心钻机经改进后用于坑内施工
。

如云南松树脚锡

矿采用 一 型和 一 型钻机在坑内进

行水平孔及仰孔
“

施工
,

孔深为 一

米
。

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地质队使用 一 型

钻机进行坑内施工
,

水平孔最深达 米
,

向上

斜孔
。

最 深钻孔 米
。

这些钻机在坑内操

作十分不便
,

劳动强度大且不安全
。

为了改变坑道钻机的落后状况
,

现已着手进

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如当前在部分金属矿山使

用的
“

钻石 型 ”
钻机

,

就是不 久前研 制成

功的
。

总之
,

当前我国坑内岩心钻探设备急需更新

换代
。

本文就坑道钻机的发展问题进行初步的

分析
。

存在的问题

国内外浅孔 米以内 坑内钻机种 类 繁

多
,

从总体结构上看大部分仍属立轴式
。

立轴式

钻机是一种历史悠久
、

工作可靠的机型
,

近年来

又有不断的改进与革新
,

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

将是地表岩心钻机的主要机型之一
。

然而
,

这种

钻机并不适合坑内施工
。

主要问题是

有塔升降钻具给坑内施工带来许多弊病
。

坑内与地表钻探施工的主要差异在于坑内受空间

的限制
。

立轴式钻机在地表施工时
,

首先要根据

孔深合理地选择钻塔高度
。

在坑内施工则要开凿

一定规格的
“

钻窝
” 。

如大冶铁矿尖林山矿区采

用 一 型浅孔钻机施工
, “

钻窝
”

最小容积

为 米
, 。

云南松树脚锡矿采用 一

型钻机打向下垂直孔时
, “

钻窝
”
的规格高达

米
。

在坑内开凿
“

钻窝
” ,

不但成本昂贵
、

劳动

强度大
,

且极不安全
。

少凿或不凿
“

钻窝
” ,

对

加速矿山建设具有实际意义
。

不同倾角钻进时
,

升降钻具十分困难
。

坑

内钻探常需钻进各种不同倾角的钻孔
。

立轴式钻

机是利用升降机来升降钻具的
。

升降机的动作属

于单向性的
,

即只能提升钻具
,

下钻则靠钻具的

自重
。

坑内则经常要在同一孔位施工斜孔
、

水平

孔或仰孔
,

不但要求从孔内提出钻具
,

而且必须

向孔内推进钻晃
云南松树脚锡矿用 一 型立轴式油压

钻机打水平孔时
,

提升与下降钻 具的装置示 于

图
。

图 立轴式钻机水平孔升降钻

升降机在坑内只能使用单绳 提升钻具并不

困难
,

而下降钻具则需重新倒挂滑轮
,

将钻具推

入孔内
。

滑轮与孔口之间有一定距离
,

其轴结只砚在同

一直线上
。

打浅孔时
,

向孔内推进钻具造成的弯

曲并不显著
,

孔深加大时
,

钻具则产生严重的弯

曲 图 一
。

即令是 一 型钻机
,

在孔

深 一 米时
,

向孔内推进钻具也十分困难
,

超过 米就无能为力了
。

一 型钻机在坑内施工的最大仰角为
。 ,

钻进的孔深可达 一 ,米 如果仰角

更大
,

不论钻机的安装或钻具向孔内推进
,

还 是

拧卸管的操作
,

都极为困难
,

特别是钻机的本体

不配备钻杆夹持器
,

在大仰角的情况下
,

会因钻

具的 自重而下滑
。

拧卸管机械化难于实现
。

立轴式钻机本身

难以实现拧卸管机械化
,

在地表钻探施工时
,

只

能用不同形式的拧管机
。

而坑内钻探施工
,

倾角

多变
,

操作空间受限制
,

拧管机无法安装和操

作
。

因此
,

目前多半靠人工拧卸管
。



必须注意 坑内钻探立根长度短 一般为

米
,

只相当于地表深孔钻探 一般不小于 米

的六分之一
。

可见
,

坑内钻孔虽浅
,

但拧卸管工

作量极大
。

完善的途径

六十年代
,

瑞典首先研制成功结构全新的全

液压金刚石岩心钻机
。

接着
,

加拿大
、

美国
、

比

利时等国也先后研制出这种类型的钻机
,

并进行

了小批量生产
,

在瑞典
、

南非及澳大利亚等国得

到了广泛应用
。

在我国
,

全液压钻机的研制工作也取得了很

大成绩
,

研制出北京一 型
、

钻石一 型
、

吉

格
一

刚
、

一 型等钻机
。

这些钻机虽已

鉴定或定型
,

但推广使用的并不多
,

重要因素之

一
,

是当前全液压技术条件与野外钻探状况不够

适应
,

故立轴式油压钻机的应用在今后仍占主导

地位
,

全液压钻机尚无法取代它
,

致使全液压钻

机的研制工作进展较慢
。

在坑内钻探施工中
,

立轴式钻机由于它固有

的弱点
,

正逐渐被淘汰
,

而无塔提升方案的全液

压钻机却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

主要表现在

取消笨重的钻塔
,

实现无塔升降钻耳 全

液压钻机采用活动回转器
,

钻杆可以通过它的空

心轴
,

升降工序由链条倍速装置及给进油缸来完

成
,

可以实现无塔升降钻具
,

同时回转与拧卸
、

升降与给进及卡盘与提引器均可 合并
,

能最大限

度地做到一器多用
。

在坑内钻探中
,

无塔升降与有塔升降相比
,

有两个十分不利的因素 一是立根长度较短
,

在

无塔升降中
,

只有 一 米
,

而有塔升降为

一 米
。

这样
,

无塔升降过程中立根数增多
,

拧卸管的次数也相应增加
。

二是提升速度较慢
,

在无塔升降中为 一 米 秒
,

有塔升降为

一 米 秒
。

在这种情况下
,

只有消除升降工序中一些烦

琐的操作 如松紧卡盘
、

立轴后退
、

摘挂提引器

等
,

以缩短升降工序所消耗的时间
。

在大冶铁矿尖林山矿已进行的钻石一 型

全液压坑内钻机生产性试验
,

与同一坑内施工的

一 型立轴式钻机在孔深 米处测定单根

立根和总的消耗时间对比资料见表
。

孔孔 深深 钻 孔孔 立根长长 立根数数 单根耗时 秒 总 耗 时 分 提 升升 拧 卸卸 钻 机机

米 倾 角角 米 根 方 式式 管方式式 类 型型提提提提提提 升升 下 降降 提 升升 下 降降降降降

““

无 塔塔 液 压压 钻石一 型型

““ 。

有 塔塔 人 工工 一 型型

从上表可以看出 无塔升降钻具不论单根耗

时或总的耗时都比有塔升降明显降低
,

在坑内取

消笨重钻塔的愿望已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

液压联动
、

实现升降工序机械化
。

所谓液

压联动
,

就是指在某一工序中操作某一手把
,

通

过液压控制
,

使之产生几个协调的动作
。

如提升

钻具时
,

只需操纵提升手把
,

就可以迫使油缸活

塞移动
、

夹持器打开及液压卡盘夹紧几个动作有

顺序地自动完成
。

实现液压联动的关键在于液压系统的设计
。

由于控制元件和操作手把的减少
,

使整个液压系

统显得更加轻巧灵活
。

液压联动主要是通过控制元件 如单向阀
、

换向阀
、

节流阀等 来保证液压卡盘和夹持器松

开与夹紧
,

液马达正反方向回转及油缸活塞杆前

后推动
。

这些动作的组合可以按钻进工艺的要求

完成如图 所示的 个工序的动作
。

下钻状态 夹持器松开
,

卡盘夹紧
,

油缸

使回转器向孔内推进
。

倒杆状态 夹持器夹紧
,

卡盘松开
,

油缸

推动回转器后退
。

拧接钻托 卡盘夹持器夹紧
,

马达正转
。

空转钻具 卡盘夹紧
,

夹持器松开
,

马达

回转
。

钻进状态 卡盘夹紧
,

夹持器松开
,

马达

回转
,

油缸推动回转器给进
。



图 液压联动各工序中的钻杆状态

提钻状态 卡盘夹紧
,

夹持器松开
,

油缸

使回转器后退
。

卸开钻杆 卡盘
、

夹持器夹紧
,

马达反转
。

倒杆状态 夹持器夹紧
,

卡盘松开
,

油缸

使回转器前进
。

以上分析说明
,

液压联动不仅简化了操作
,

而且可以消除各相关工序间所难妙勺停顿时间
。

因此
,

升降每一根立根所消耗的时间与其升降行

程的长短关系不大
,

只不过
“

倒杆
”

次数不同罢

了
。

由于液压换向性能良好
, “

倒杆
”
的停顿时

间较短
,

对升降工序所消耗的时间影响也很小
。

钻石一 型全液压坑内钻机在武钢大冶铁

矿尖林山矿区 十 水平 号穿脉打 一 。一

号钻孔时
,

孔深 米
,

倾角下斜
“ ,

立根长

米
,

钻杆直径必 雍米
,

不同孔深升降钻具

所消耗的时间列于 表
。

结 论

项项 目目 孔 深深 立根数数 总需时间间 单根所需时

米 根 分 分

提提提
升升升

钻钻钻 加
。

具具具具具具具

下下下
。

降降降
钻钻钻

·

其其其其其其其

立轴式钻孔不适于在坑内施工
,

预计会逐步

被淘汰
。

无塔提升
、

液压联动式全液压钻机
,

由

于取消了钻塔
,

实现了联动半自动化升降作业
,

而且具有较高转速和无级调速性能
,

很适合金刚

石钻进的要求
。

在坑内施工
,

可钻 。
“

各种

倾角的钻孔
,

对钻进水平孔与仰孔有独特的适应

性
。

所以
,

这种全液压钻机是坑道岩心钻机的发

展机型
。

奋人︻奋长心凡︸

父奋几
︺

父域习解

邮 劝 消 息

本厂备有 一 型钻机配用的 一 型转速表
,

每套 元
,

邮寄另加 元
。

用户

后一月 内发货
。

辽宁营口县分水地质公司机械仪器厂

闷﹄洲月奋办奋办公办奋办
︸份丹奋办公丹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