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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摆式定向仪
江天寿

地矿部探矿工 艺研 究所

卜一 定向仪是 连续造斜器和 阅口定偏心椒的巴套姚
。

比现用的定向

方法与工具操作简便
,

且精度高
。

它是根据圆柱体在斜孔中倾侧在钻孔下方的舰律
,

接通二极管线路
,

给地面徽安衰一个讯号
,

表示出与钻杆相连的定向器与钻孔方位

的关系
,

实现相对定向
。

施工受控定向孔
,

要多次进行人

工弯曲
,

并在每次钻孔弯曲前
,

都要

对定向工具进行准确定向
。

现用的定向方法和器具
,

精度不

高
,

工效低
,

操作不便
。

近年来
,

为适

孔的娜分定向适科效 班 斑沙术,﹄技仁刃么石探尸‘钻

应 。连续造斜器和 ②机械式固定偏心楔的需要
,

实际方位 角

我犷姗制出 一 ③摆锤式定 向仪
。

该仪器有以下特

点

用途广
,

可用于直径 毫米 顶角 ‘

华仔 人工造斜和纠斜工具 包括固定式偏心抵活

动式偏心抵 连续造料器等 的定向

结构简取 轻便
、

易于制造
、

价廉

灵钱 定向可靠
,

定向精度能满足要衷
定向快

,

操作方便
。

几年来
,

该仪器在生产试验和推广应用中
,

取得

了良好效果
。

奔秋
,

在湖南 队红旗岭 份枝定向

孔中
,

配合机械式固定偏心楔和连续造斜器造斜
,

定

向 次 未使用其他定向切
,

结果钻孔非常接近设计

轨迹到达预定靶区
,

成为优质孔
。

年 一 月
,

在贵州 队乱岩塘 分

枝定向孔中
,

配合连续造斜器定向造斜
,

结果钻孔与

设计轨迹十分吻合
,

中靶精度很高 中靶偏线距为

米冲即浅距为 湘
。

表 为该孔定向造余激果
。

奔秋
,

辽宁化工地质队用此定向仪配合 一

弓连续造斜器
,

在砖庙 分枝孔进行造斜
,

在

孔孔深 米 压压
设设计顶角角

。 。 。 。

实实际 顶角角角
。 , 。 。

设设计方位角角角

实实际方位 角角角

从 米至 米
,

人工适拼 次
,

用扭 定向
仪定向 次

。

第一个回次因钻孔顶角仅
“ ,

故用钻杆定

向
。

孑幼左行纠斜 包括增减顶角
、

纠方位角等
,

均取得成

功
。

定向仪下井的最大深度达 未

①②两定向装里均由我所研制 ③
一

摆肠定向仪已通

过部级 鉴定
,

现正推广使用
。

仪器结构及工 作原理

全套定向仪主要包括井下传感器 导线
、

地表仪

器
,

并配有定向接头
、

测角器 定向母线引线尺等专

用附件
。

下井导线采用直径 毫米的军用被复线 只

用一根
。

井下传感器 图 外壳 上端与母线接头

连接
。

母线接头上端与导线帽 连接
,

外

壳下端与连接杆 连接
,

连接杆下端与斜口引鞋

连接
,

并用调节螺母锁紧
。

外壳内装有两个平行的触片 和摆锤
,

为传感器敏感 引除
。

摆锤下端 呈圆锥形 工于连接

杆锥面上
,

摆锤上端 呈球形 位于两触片之 ’ 每

一触片有导电区和绝缘区两部分
,

两支整流二极管分

别与两触片导电区焊接
。

外壳内装有变压器瓶
外壳两端用

“

’
,

形密封圈密封
,

二极管导线引

出端用密封胶密封
。

经耐压试验
,

此密封结构能承受



犷犷犷犷

膝膝膝翻翻

蠢蠢蠢

飞的

定向仪结构示班圈

一导线一
一密封肠

一触片 ,

一连

一
一

油封

个大气压
母线接头上亥蜻定位母线

,

与外壳和斜口引鞋上

的刻线相互对应
,

从而能调整定向仪母线与造斜器母

线之间的安装兔
地表仪器主要有降压变压器和中间指零的直流微

安表
,

仪器面板有电源开关和指示烁 仪器线路为半

波整流电陈
仪器的工作原理 见图 如下

将造斜器 上部与定向接头 连接
,

再

连接钻杆
,

下入孔内
。

当用导线将传感器 下入

钻杆内时
,

斜口引鞋 上的键槽可顺利地落到定

向接头的定向键 上
。

由于图 中的摆锤

在连接杆 的锥面上处于不稳定状态
,

在余仔 中
,

其上端必然倒向钻孔的下帮方向
。

但因摆钮岁】球形触

点和平行触片 的间隙很小
,

触片又分为导电区

和绝缘区
。

这样
,

当地表上的操作者
,

把钻杆扭转

相当于扭转井下传感器 一周时
,

球形触点在斜孔

下帮与两触片便有 种不同的接触情况 图
,

这

种情况可由地面仪器 徽安表 指钥均 种位置来反

映 图
。

其中
,

为短零
,

处在定向位置 为右

日日日

‘‘

圈 下 入孔内的 定向仪
一传感器外壳 一斜口 引鞋

一定向接头 一定向健
月

, 造斜器

导通 为长零 为左导通
。

球形触点处于两触片导电区之间 图 一
,

徽安表指针指零
,

但此指零状态只能保持到传感器从

触点处于两触片导电区之间开始至唯感器顺时针扭转
“

左右为止
,

此指示状态称为
“

短零
” 。

佰可画画画
图 传感器的 种工作状态示 愈 图



旧 传感器各种工况时所占旋角范圈示 口

当顺时针扭州专感器大于
“

左右后
,

球形触点

与右触片导电区接触 图 一
,

微安表指针指在表

头右边较大电流位置
,

称为
“

右导通
” 。

此状态可以保

持到
“

左右的正旋角位置
当正旋角大于

“

左右后 虹期兑离右触片导电

区进入右触片绝缘区
,

微安表指针回到指零位置 图

一
。

继续顺时针扭转传感器
,

触点又进入两触片

绝缘区之间
,

然后再与左触片绝缘区接触 在州丈程中

微安表指针都一直指零
。

指零状态从大于
口

左右开

始
,

一直保持到扭转至 生右为止
,

称为
“

长零
” 。

当正旋角大于
“

左右后
,

触点脱离左触片绝

缘区进入左触片导电区
,

微安表指针指到表头左边较

大电流位置
,

称为
“

左导通 ,’图 一阶
。

此状态可保持

到
“

左右之后
。

再继续扭州专感器
,

触点脱离左触片

导电区
,

又进入两触片导电区之间的
“
短零

”
区域

把两触片导电区之间的纵向平分线
,

从靠近外壳

处引到传感器母线接头上刻线
,

作为传感器的定向母

线
。

这样在斜孔中
,

当传感器在井下随钻杆扭转时
,

地表仪器
“

短零
”

的开始指示位置
,

即为传感器的定

向位置
,

此时
,

定向母线处于斜孔下帮 原斜孑哟方

位由测翎义测出
。

由于
“

短零
”

指示所占的扭转角范围远比
“

长零
”

小
,

加之地表仪器指针随钻杆顺时针旋转
,

能够按
、

、 、

的工作顺序变化 因而
,

很容易地判断出

传感器的定向位置
。

又由于 的转角仅占
“

范围
,

所

以
,

可保持其定向精度
。

造斜器的面向角
,

可与传感器定向母线以不同的

安装角相组装
。

即可旋转图 中的斜口引鞋的螺旋部

分
,

泛倒所需要的位置
,

之后用螺母 锁紧
。

仪器的主 要技术性能

适用的钻孔顶角为 一
“

定向精度 士 。

适

用孔径为 一 毫米 下井导线为 毫米栩的被复

线 电源一 袱 允许最高工作沮度为 ℃ 传感器

允许承受的最大液压为 公斤 厘米 下井传感器长
一 庵米

,

直径 毫米
,

重 公斤 地表仪器

重量 公乐

仪器精度及地面校验

从图 可以看出
,

影响传感器定向精度岁】因素有
两接触洲

‘

一 之间的距离
,

摆锤球形触氛

、、、、

一一生生甘
。。

曰曰‘ 一一一一一

图 定向精度计算原理图

刊专感器外壳 一左触片

一右触片 一樱睡 点 一于卜壳旋向

的外径尺寸
,

和外壳 的内径尺水
在设计本仪器时

,

两触片之距离 ‘ 为 毫

米
,

球形触点外径 为 一 毫米
,

外壳内径

为 嚎米
图 中

,

球形触点从两触片导电区中间 地表仪

器
“
短零

”

指示 至与右触用妾触 地表仪器
“
右导

通
”

指示
,

其间转过 乙月口月‘

角 球心从 月 科倒
‘ ,

则

乙月 月‘
一

一

所以
,

当 二 毫米时
,

匕月口才 二 当 二

毫米时
,

乙月 才 二 “ ,

其值远在 士 “

之内
。

但由于加工精度和摆锤与外尧匆壁摩擦力的影响
,

实

际 精度会有所降低
。

为此
,

必需对仪器进行调整
、

校验
。



校验工作一般是在 一 型测斜仪校验台的

夹具上进行
。

在校验台上按严格对中要求
,

夹持一个

扭转角量角器
,

然后把传感器插入处于倾斜的量角器

的内孔
。

这时顺时针转动传感器
,

通过二者的对应线
,

可得至唯感器 个工作状态的各自的角度范围
。

如

号传感器在顶角为 一 “

时
,

经 欢测定
“

短零
”

指

示的起始扭转 角为 一
。 ,

即定向精度为 一 一

“ ,

在精度范围之内
。

使用方法

一 下井定向前的准备工作

并下传感器外壳内灌满变压器油

将传感器导线引出端与下 井导线 被复线

连接

在地表接上电抵 使传感器倾斜后顺时针缓慢

扭转
,

观察地表仪器是否能清楚地指示和区别其 个

工作位愁
将定向接头与造斜器连接

调节传感器斜口引鞋键槽刻线与母线接头母线

之间的夹角 为准确盆度此角
,

要利用外壳上的纵向

刻线和定向母线引线凡 侧角器等用件
。

此角度取决

于造斜器面向在井底的安装角和造斜器面向与定向接

头定向健母线的初始扭转角
。

二 下井 作

将接有定向接头的造斜器用钻杆遥倒离并下预定

位里约半米处
,

井下传感器用被复线经钻杆下凡 根

据定向键上部钻杆长度与下入导线的长度是否一致
,

以及下入日撇感觉
,

确定斜口引鞋键槽是否入镶

传感器下到位置后
,

将地表仪器地线接到井口的

钻杆上
。

此时若打开地表仪器的电诩于关
,

指针指在
“
右导通

”

或
“
左导通

”

位置
,

可顺时针懊扭钻杆
,

到指针指示 “

短零
”

位置为止
。

若打开地表仪器电源

开关后
,

仪器指针在中间零位置
,

为判断其是
“

短零
”

还是
“

长零
” ,

仍需顺时针慢扭钻栩趁行确定
。

为保证钻杆扭转到
“

短零
”

定向位里的准确性
,

当地表仪器指示
“
短零

”

时
,

可在井口和钻杆上同时

作上械己线
,

再按上述操作重复 次
,

进行校验
。

操作
、

维护注意事项

为使并下传感器能顺利通过钻杆
,

钻季堪头内

孔上下端应加工成锥面

因传感器外径为 毫米
,

在定向接头定向键以

上 一 庵米之间应选用一内径 毫米至 毫米的

钻季准头
,

以导正传感器

下井导线与传感器引线连接时
,

为防接点被拉

开
,

应由下井导线打结处来承吊传感器重

斜口引鞋每次下并前
,

应检查其尖端是否变钝
摆锤用过几次后

,

若尖端磨钝
,

也应及时修复

当微安表指针指示不灵时
,

除检查线路外
,

还

应注意检创专感器外壳两端和传感器导线与下井导线

连接端脚】密封情况
,

以及被复线外皮是否破损
,

传感

器汐卜韵为是否进水

传感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应更换变压器油
,

并清

除连接杆锥面内的积存物

要及时更换旧的
“ ”

形密封圈

仪器使用一段时间后
,

需重新校验定向精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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