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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米
,

仰角
“

深 米 中
,

单独使用和交替

使用三种不提钻取心法比普通提钻取心法能得到

更先进的技术经济指标
。

有较强的适应性 三种不提钻取心方法

均能正常单独使用或交替使用
。

向下孔
,

主要采

用绳索取心 水平及向上孔
,

主要采用水力取心

遇到地层漏失
、

岩石坚硬的情况
,

则用长筒取心
。

不提钻取心法平均纯钻时间达
,

辅

助时间
,

平均台月效率 米
,

最高

孔平均 米
,

比普通钻进提高
。

孔平

均提钻间隔 一 米
,

绳索取心最高间隔为

米
,

水力取心最高间隔为 米
,

长筒取心最高

为 米
。

绳索取心打捞成功率为
,

对

水平孔
、

上余吼及仰孔
,

均能顺利泵入和打捞内

管总成
。

平均岩矿心采取率达
,

孔斜率能

满足地质要求
。

有利于全液压新钻机的推广 综合不提

钻取心技术的应用
,

能大幅度减少全液压钻机因

用旧式取心方法频繁上下钻具所引起的液压件受

荷破坏
,

延长其寿命
,

为在坑内广泛相‘ 应用全

液压钻机创造了有利条件
。

同时减轻了操作者的

劳动强度
,

并延长了钻具和钻头寿命
。

试验表明
,

所研制的机具与工艺方案设计先

进
、

结构合理
、

工作可靠
、

安装方便
,

能在各种

不同角度钻孔中交替使用
,

为我国坑内钻探取心

技术开辟了新路子
,

在坑内钻探中有广阔的榴‘

应用前景
。

五 建 议

钻石
, ,

型系列坑内高度机械

化钻机的研制成功
,

为坑内钻机的更新换代创造

了有利条件
。

今后应不断完善钻机的加工工艺
,

提高其可靠性和耐用程度
,

做好技术培训工作
,

以便更迅速
、

更广泛地用于生产
。

综合取心技术在坑内有着广阔的相
上

‘

应用

前景
。

为扩大其应用范围
,

应抓紧万
、

必 口

径钻具和附属装置的研制
,

以便与钻石一 型

钻机配套使用
。

现用的钻探管材和钻头壁偏厚
,

为提高坚

硬岩层的钻进效率
,

加大钻机钻进深孔的能力
,

建议加快薄壁管钻具的研究和生产工作
。

金刚石钻进试验装置的研制

—
由 旧车床改成试验 台

陈玉田 执笔

东北工学院岩石 被碎研 究室

为了能在实验室准确地研究金刚石钻进的参

数影响和破碎机制
,

我们将旧车床改造成为一台

试验装置
。

利用现场各种不同直径的岩心
,

切割

成一定长度做为岩样
,

便能够在试验台上测定钻

进时轴压
、

转速
、

扭矩等参数对钻进速度的影响
,

并能将上列参数物入微处理机
,

作进一步数据 自

动处理
。

此装置的主要性能如下

轴压加载方式 动滑轮加载机构

最大轴压力 公斤力

最大扭矩 公斤力
·

米

最大钻进深度 毫米

主轴转数 转 分 级调速

钻头尺寸 必
,

必
,

必 等

试样最大尺寸 必

冲洗液 清水

试验装里全貌及压力
、

扭矩
、

钻深 位移

传感器外貌分别见照片 和照片
。

本试验台研制的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 机械

系酬卜 一实现模拟钻进动作
,

获得相应可调的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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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片 由泊车幸改遗成的 侧石钻进试 台

照片 力
、

扭矩 钻深 位移 争 专感书外貌

进工艺参数 侧试系统 测定钻进过程的主要

工艺参数和进行微机数据处理
。

大 的实验工作表明
,

本试验台基本上能够

满足各种试验要求
,

且装置简便
,

投资少
,

性能

称定
。

机械系统的研制与改造

利用旧 车床改造为钻进试验台
,

须做三

个方面的工作 ①现场实际钻进是钻头垂直于地

面
,

施有钻压 试验台是卧式横向钻进
,

须加以

轴向载荷
。

②现场实际钻进是钻头在岩石上顺时

针方向回转 在试验台上岩心是被夹持在卡盘上

作逆时针方向回转
,

而金刚石钻头只能沿轴线移

动不能回转
。

此种方式的钻进有利于测试 但原

车床转速较底
,

为了和实际钻进相当
,

须提高其转

速
。

③必须增添通向钻头的冲洗液系统
,

冷却钻

头和排除岩栋
一 提离主轴转速

钻钻 头 直 径径

毫米

主主 轴 转 教教 叻叻 哎 舟 一 呢川

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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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钻机实际钻进时
,

其钻头 孕镶式

的圆周线速度为 一 米
。

此时
,

不同型号钻

头相应的转数应如上表所示

原车床主轴最高转数为 转 分
,

改变皮带

轮的直径
,

使转速有以下 档
、 、 、

、 、 、 、 、 、 、 、

转 分
。

二 轴压加载系统的设计与改装

钻头在钻进过程中
,

必须施加一个稳定的轴

压
,

我们采用铅陀与滑轮机构组成加载系统 图
。

铅陀重量可以调节
,

扣除系统的摩擦阻力

后
,

实际作用在钻头上的轴压力经标定可由下式

确定
二

式中 尸 一钻头轴压力 公斤 尸 。

一铅陀重

量 公斤

三 主轴轴承的改制

车床的主轴在原来的切削加工过程中
,

主要

是承受扭矩
,

轴向载荷很小
。

改装成为钻进装置

后
,

轴承受到轴向载荷
,

随着轴压增加
,

出现了

主轴及轴承发热
、

转速下降的现象
。

为此
,

在主

轴尾部设计了一个轴向支撑架
,

架上装有推力轴

承和调节螺栓
,

用以承受轴向压力
。

这样就彭及

了上面的弊病
。

四 冲洗液循环系统

冲洗液循环系统如图 示所
,

采用清水作为冲

接自来水管

匕匕匕

图 钻头与滑轮机构示愈图

一铅陀 一挂钩 一定滑轮 一定滑轮

一动滑轮 一金刚石钻头

为了减轻加
、

卸载操作的体力劳动
,

特地安

装一个升降机构
,

如图 所示
。

将 手

拉胡芦加上一个皮带轮
,

用一个小电机来带动
。

图中的挂钩 与图 中的吊钩交替承载
,

以实现

对钻头的加载与卸载动作
。

圈 冲洗浪抽环双统示 图

一阀门 一注水接头 一钻头 一岩

心 一接水头

洗液
,

流量为 升 分
。

清水由自来水管引入
,

经

过阀门
、

注水接头
,

将破碎屑
、

岩粉冲出孔外
,

流

入接水头
,

最后排出室外
。

本试验台是在冲洗液

相同情况下进行金刚石钻进方面的研究
,

文中不

作详细介绍
。

手拉峭产 电机

支娜架

卜日卜月卜日卜日⋯弓

钩吊

图 升降软 示愈圈

测试系统设计与组合

一 传感器设计与组合

压力和扭矩传感器 为了测定金刚石钻进

参数
,

专门设计了压力和扭矩传感器
,

将它安装

在车床的尾座中
,

传感器的一端装有一个滑轮
,

如照片 所示
,

它是一个动滑轮
,

与钻头是一个

整体
,

滑轮本身所承受的是铅陀给予的稳定载荷
。

这个载荷通过钻杆作用在钻头上
,

此钻杆又兼作

轴压传感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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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研制的电阻应变式传感器
,

为了排除压力

和扭矩相互干扰
,

采取了各自独立的方式
,

即测

压筒与侧扭杆是分开的
。

测压筒一端装有滚动轴

承
,

可以自由转动
,

不受扭力影响
。

测扭杆的一

端铣有小长孔
,

用定位销定位
,

它只承受扭力而

不受压力影响
。

使用过程表明
,

这种方式具有抗

干扰能力强
,

性能稳定
,

灵敏度高等优点
。

压力和扭矩传感器的最大允许压力 公斤

力 最大允许扭矩 公斤力
·

米
。

位移传感器 用 一 型 电测位移

传感器测定钻进位移
。

最大位移量是 帅毫米
,

安

装在车床尾座的一侧
,

和压力扭矩传感器相平行
。

转数传感器及记数装置 为记录钻进过程

中实验台主轴的转数
, ’

装在实验台主轴上的遮光

板如图 所示
。

周边铣有 的半环形透孔
,

遮光板随实验台

「「 一一

一 小电珠

图 转数
、

记录装健示愈图

一遮光板 气一 光敏 二极竹 计界器

轴旋转
,

每一转小电珠的光线被遮 档一次使光敏

二极管受一次光照
。

光敏二极管又使双稳电路翻

转
,

有光照时
,

输出高电平
,

用它来启动 一

型袖珍云十算器的
“ 二 ”

越
。

接通电源后 首先按
“ ”

键
,

接着按
“ 十 ”

键
,

再按
‘ ”

键
,

这

样主轴每转一圈
,

计算器便累加一个数
,

显示出

主轴的总转数
。

本记数装置经使用表明
,

制作简单
,

使用方

便
、

可靠
,

读数准确
,

没有磨损
,

费用低廉
。

二 徽型处理机记录数据和处理

按一般惯例
,

用动态应变仪和光线示波器来

测试和记录转数月 、

压力
、

扭矩 和进尺 诸参

数
,

如图 中虚线部分
。

但从记录的结果整理出钻进速度和其他参数

之间的关系来
,

十分费工
。

而且难以准确
。

为此
,

我们利用 一 型微型处理机
,

在其 一 总线上配上 一 型插板
。

后者

是一块有 个通道的数模转换器
,

二进制 位精

度
,

最快转换速度 微秒
。

利用三个通道分别采

集压力
、

扭矩和进尺
。

采集速度是软件给定的

一 的输入阻抗很高
,

在 加千欧以

上
,

允许电压范围为 士 伏
,

但动态应变仪是低

阻抗输出 电流输出
。

为此
,

信息在输入到

转换板之前
,

各通道利用线性 集 成 电路

作为前置放大

微机采样是利用破碎实验室 专门编制的采样

程序
,

先将各项数据采集
,

存贮在微机的内存 之

中
,

然后按需要加以整理
,

得到钻进速度和其他

参数的关系再打印出来
,

或者将味始数据和结果

存入磁盘
,

供 日后调用 图 是实例之 一
、

图中各标识符的意义如下

一 岩 样 代 号

一 日期 引 一数据文件名称

一采样序号 一压力 公斤 , 一扭矩 公

斤
·

米 一钻进位移 毫米 , 一钻进速

度 ‘米 小时 一图 时间 ‘ 进尺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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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流 电压压压 一 一应应变式式式 一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放大器器器器 徽处理机机机机 打印机机压压力传感器器器 电限应变仪仪仪

口口口口口口口
应应变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扭扭矩传感器器

一

位位移传感器器器 一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电限箱箱箱箱箱 光线示波器器
光光电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转转速传感器器器器器器
记记记记数器器

图 侧试系统 与数据处理 系统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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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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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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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徽机数据处理打印结 果

均值 一回

归结 果 一 残 差平 方 和 一回归平方和

一
, , 、万万丁 一剩余标准差

一时间和位移相关系数 一时间 秒
。

结束语

大量试验工作表明 用旧车床改造成的金刚

石钻进试验台是成功的
,

虽然因设备能力的限制
,

使测试系统的轴压
、

扭矩
、

转速
、

钻深与现场实际

钻进相比都显得能力不足
,

但作为模拟现场钻进

过程的金刚石岩心钻进试验装置
,

能够准确地反

映出岩心钻进中动态过程和钻进效果
。

采用微机

进行数据处理
,

速度快且精确度高
,

能将实验结

果立即显示于微机屏幕或打印出来
,

利用观测可

及时调整
,

为金刚石岩心钻进工艺参数的测定和

理论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

本课题参加者还有费寿林
、

张景芳
、

王汉生
、

单守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