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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绳索取心扭管机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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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当前推广绳索取心

钻进技术的需要
,

应该加快绳

索取心光钻杆机械扭管研究工

作的进程
,

这对当前大量配用

的立轴式钻机而言尤为重要
。

由于绳索取心钻杆的结构不同

于普通钻杆 因此对扭管机的结构及性能参数提

出了新的要求
。

笔者认为
,

扭卸绳索取心钻本汹
扭管机

,

在结构
、

卡瓦形式及扭矩和转速等参数

的选取上应有如下特点

结 构

便于控制

绳索取心钻杆是高强度的合金薄壁管
,

钻杆

和其接手外径墓本相同 连接后能组成外表面光

滑的圆柱
。

提升钻具时
,

尤其是当表面有泥浆和

油脂涂盖时 钻杆柱接缝难于被观察
,

给现场准

确操作带来了困难
。

扭管机卡瓦和夹持器卡瓦之

间的距离越小
,

操作难度也越大
。

根据这一要求
,

扭管机 口 的下平面与夹持器 的上平面之间的距

离应尽可能大些
。

可见 夹持器与扭管机一体式

的结构就显得不适应
,

而扭管机与夹持器分体式

结构则有其独特的优点
。

我们研制的
’

一

型悬吊式液压扭管机 由于采用 与孔口 座落式

夹持器配套的分体式方案 使井口操作十分方便

图
。

保护丝扣

绳索取心钻杆螺纹精度要求高
,

但由于螺纹

加工基准是未经加工的钻杆外表面 所以同轴度

不易控制 位置精度低 钻杆磨损后
,

同心度更

低
。

另外
,

一体式结构的无自动调心的扭管机与

夹持器的两组卡瓦机构 由于加工误差的影响
,

中心线有一定偏差
,

见图 中的 占
。

当相连接的两

根钻杆柱分别由两组卡瓦夹紧并拧卸时 会产生

憋劲现象 引起牙型偏磨
。

对
几

经过调质或正火

处理的合金钢钻杆 更易造成应力集中
,

加速螺

纹的损坏
。

脚而维
自

州 卜一

⋯⋯
’’

图 扭竹机与 灾持器 工作位钱图

图 上
、

下钻杆 不同心对接示 愈图

使用 一 型悬吊式扭管机
,

虽然夹持



器固定于井口
,

但悬在空中的扭管机有灵活的随

动性
,

使上述问题得以解决
,

便于提引器摘挂 图

球卡式提引器 是提升绳索取心钻杆的专

用机具
。

常配用的一体式结构的扭管机
,

在拧卸

完上面的钻杆柱后
,

必须将夹扭机构 摘掉或

旋移
,

提引器才能顺利下落并钳住下 面的钻杆
。

不然
,

必须采用蘑菇头长接 手进行提升
,

使操作烦琐
。

而夹扭分体结构的 一 型扭

管机
,

其钳体完成工作后可方便地退离 井口 上

方
,

对提引器的工作无干扰
。

钻杆的现象
。

但多触点卡瓦仍要合理地选择其牙

尖的宽度和数量
,

使卡瓦牙尖压入钻杆 或接手

表面后
,

呈弹性变形
,

接触点呈啮合状态
。

卡瓦

牙尖压入钻杆表面过浅 会产生打滑
,

刮伤钻杆

过深
,

又会咬伤钻杆
。

牙型尺寸和数量
,

应依据

钻杆弹性范围内的许用压强值来选择
。

要具有耐磨性 卡瓦牙尖是易磨耗的工

作表面
,

其磨损程度直接影响卡瓦的夹持性能
。

为提高卡瓦的使用寿命
,

要求选择抗磨性能高的

材料
。

由于钻杆和钻杆接手材质是硬度较高的合

金钢 如 等
,

因此
,

卡瓦材料的硬度

和抗磨性能都要高于钻杆 在选择牙型角度时也

应充分考虑使其更抗磨损
。

、、、、、、、

图 扭管机与提引 器位 示愈图

一下夹持器 一扭柱 一夹持器 一提引器

一钻杆柱 一扭管机油马达

与钻机配套使用

目前
,

现场多用立轴式钻机 如用座落井口

式扭管机会限制立轴的工作行程
,

而过分压缩扭

管机高度
,

又会给操作带来困难
。

从这一点来看
,

一 型扭管机能随时退出井口的悬吊方

案
,

有可取之处
。

卡 瓦

纯索取心钻杆和钻杆接手都是高强度薄壁合

金管
,

其表面硬度为 一 。

为了有效地

夹紧这种钻杆
,

卡瓦必须具备以下特点

要多触点接触 经过试验
,

卡瓦与钻杆

间形成多触点接触
,

其夹持性能好
。

接触点多
,

钻杆表面单位面积所受的压强小 可避免出现线

接触 ‘如 自由钳
、

管钳等 时产生的咬伤和刮伤

转 速

由于绳索取心钻杆螺纹锥度一般取
,

比

普通钻杆丝扣锥度 小
,

致使螺纹对接时

的定心性也比普通钻杆差
。

另外 钻杆螺纹牙高

只有 毫米
,

并采用高精度静配合连接月习此
,

保护钻杆丝扣是对扭管机的主要要求之一
。

特别

是现场缺少良好的扶管装置
,

如采用快速强力扭

卸
,

必将加剧丝扣的玻撞和偏磨
。

为此
,

不仅要

求扭管机具备较低的转速
,

而且还要有无级变速

的性能
。

在上扣过程中
,

要求由慢到快地改变转速
,

即在内外螺纹牙型对接至 一 扣之前
,

应慢速

旋转
,

待螺纹已联接后再快速旋转拧紧
。

在卸扣

过程中
,

则要求由快至慢地改变转速
,

以免已卸

扣的螺纹在原位空转
,

造成磨损
。

我们认为选用

一 转 分的转速范围为宜
。

绳索取心钻进
,

上扣或卸扣时间仅占上下钻

具全部时间的十分之一 在试验中测定
,

提升或

下降一根钻杆柱平均时间为 一 秒
,

其中纯扭

管时间仅为 秒
。

因此
,

扭管机采用慢速工

作对台月效率影响甚微
。

扭 矩

国内过去设计扭管机时
,

对最大扭矩值的选

取一直有争议
。

一种意见是 选用能扭开处理井

内事故后的钻杆的扭矩
。

但由于孔内事故的性质



不同
,

严重程度也不同
,

因而最大扭矩值很难确

定
,

往往会使扭管机的额定扭矩值选得过大
。

如

一 型液压扭管机
,

用助推油缸带动棘轮冲

击连接螺纹的密封面
,

最大扭矩值定为 公斤

力
·

米
。

另一种意见是 扭管机主要是满足 于正

常钻进中的钻杆拧卸
,

不着重考虑井内事故带来

的附加要求
。

如 一 型液压扭管机
,

把最

大额定扭矩值定为 公斤力
·

米
。

实践证明 这

两种选择依据均有不足之处
。

还有一类属于钻机动力全输入型扭管机
,

包

括由升降机引出动力
,

或用钻机的转盘扭管
,

其

最大扭矩值近似于钻机的最大扭矩值
。

如 北京

一 型转盘式钻机
,

最大工作扭矩值为 公斤

力
·

米
。

由 于沱们不能根据钻杆直径选择合适的

扭矩
,

常使螺纹部位出现塑性变形
,

产生附加应

力
,

缩短 了丝扣的使用寿命
。

显然
,

这种方式也

不尽合理
。

据观察
,

大部分钻杆断裂是发生在螺纹部位
。

原因之一是钻进过程中
,

钻杆类似于柔性轴
,

在

孔内发生复杂的弯扭变形
,

如果联接部位没有拧

紧
,

此处必然会产生交变应力集中
,

使螺纹的疲

劳寿命大幅度降低
。

为此
,

要求钻杆各段之间呈

刚性联接状态
。

而绳索取心钻杆的锥螺纹联接是

以外径定心
,

采用大端端面为测量基准的静配合

联接
,

要想实现刚性连接
,

就要在上扣时施加比

正常钻进扭矩大 一 今。的预扭矩二’ 。

这就对扭

管机的最大扭矩值提出了初步 界限
。

美国长年公司对预扭紧上扣特别重视
,

基于

这 一思想而设计的扭管机的最大扭矩值是 公

斤力
·

米
,

适 拧卸 系列和 系列钻杆〔“ 〕。

对 于各种规格钻杆实现刚性联接所施加的预紧扭

矩值列于表中
。

苏联钻探部门也强调
,

上扣时应采用推荐的

预紧扭矩 」

我国使用的钻杆系列
,

材质
、

螺纹牙型参数

与国外不同
。

其螺纹牙型接近 于美国 系列钻杆
,

但又不尽一致
。

因此 各种规格钻杆实现刚性联

接所需的预紧扭矩值
,

还有待于近一步试验测定
。

常用的必 曰 毫米钻杆
,

近似 于美国长年

公司的 系列的万
,

必 毫米钻杆
。

参照

这两种钻杆
,

我们设计的 一 型扭管机的

最大扭矩值大于 公斤力
·

米
。

系系列名称及及 钻杆直径径 预 扭 矩矩

规规 格格 硬奄米 ‘公斤力
·

米

。

一

一

卸扣时所需扭矩值
,

并不与上扣时一致
。

在试

验 一 型液压扭管机时曾测定 必 和

必 毫米钻杆采用 一 公斤力
·

米的扭矩上

扣
,

则卸扣扭矩平均值分别为 和 公斤力
·

米士
其中也有个别钻杆卸扣扭矩值达到了 公

斤力
·

米
,

经观察发现这类钻杆的牙型表面都有

明显的烧伤和磕撞痕迹
。

在处理事故时
,

卸扣扭

矩最大值曾达到 公斤力
·

米
。

显然
,

扭管机处

理事故卸扣时所需的扭矩值
,

大于螺纹刚性联接

所需的扭矩值
。

实践证明
,

当扭管机的扭矩值能

达到螺纹刚性联接所需扭矩值的 倍时
,

则能基

本满足经处理一般事故后的钻杆的扭卸要求
,

故

以此作为扭管机最大扭矩值的选取依据
。

为使扭管机能适应不同规格的钻杆
,

则要求

其扭矩值大小叮以调节
。

一 型扭管机采

用液压传动
,

其扭矩可在 一 公斤力
·

米范

围内方便地调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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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毫米钻杆 孔段 米
,

必 毫米钻杆
,

孔段 一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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