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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一 型全液压坑道钻机绳索取心绞车的原布局方案
,

占地面

积大
,

且钻机受力不合理
,

影响了钻机的稳定性
。

文中介绍了一种新

的布局方案
。

计算和实践均证明该方案具有许多优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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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钻石一 型 全液压坑道钻机与绳索取心工艺

相配合
,

充分显示了矿山坑道金刚石钻探技术的优

越性
。

但是
,

由于绳索取心绞车的安装布局问题一

直没有妥善解决
,

致使这项新技术的先进性未能充

分发挥
。

在生产实践中
,

对钻机和与其配套的绳索取心

绞车的布局问题
,

提出了以下 方面的要求

绞车本身结构简单
,

工作可靠
,

且与主 机 布 局 合

理
,

最好能融为一体
,

目的是在施工不同倾角的钻

孔时
,

省去安装和某些操作工序
,

缩短辅助时间
,

提高钻探效率 在施工不同倾角的钻孔时
,

绞车与主机的布局应尽量使系统的受力均匀合理
,

既不影响绞车的正常主作
,

也不影响 主 机 机 架 ,

绞车操作手把应与钻机操作手把集中一起
,

以方便操作与控制
,

而不需增加附属设备
。

主机与绞车的原整体布局不合理
,

受力不均
,

安装麻烦
,

操作不便
,

而且占地面积大
,

甚至发生

过拉倒绞车的情况
。

年
,

我们重新考虑了绞车

与主机的布局
,

并对原绞车进行了改装
,

收到了较

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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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绞车与主机布局示愈图

结构简介

主机部分 图 绞车由摆 线 与 马 达
、

绞车座架
、

卷筒
、

滑 轮
、

和滑轮座架 等组成
。

绞车主体通过绞车

座架 由螺栓固定在钻机给进机架 下部

的滑棍形钢管上
,

使绞车和主机结合为一体
,

实现

了坟车的机装化布局
。

如果钻机搬迁需拆下绞车
,

只要卸开螺栓
,

绞车与主机即可解体
,

整个过程简

单方便
。

滑轮有前后两个
,

由滑轮座架 固定

在给进机架 的壳体上端
,

由于导正钢绳
。

该

滑轮座架由可转动且能定位的装置与壳体联接
。

打

捞内管总成时
,

钢绳绕过滑轮导正
,

使打捞器进人

钻杆内并捞取内管 正常钻进和上
、

下钻时
,

可把

滑轮转 角
,

以让开轴线位置
,

避免上下运 动 的

钻杆撞击滑轮
。

豆 操作控制部分 绞车的操作控制部分
,

具

有绞车与钻机不同时工作的特点
,

故在液压系统中

接出一根油管
,

构成绞车油路系统
。

具体方案是在

油泵输出的主油路上增加一个方向控制阀
,

将高压

油分别通向主机油路和绞车油路
,

使钻机工作与取

心工序方便地转换
,

互不干扰
。

另外
,

绳索取心绞

车
、

方向阀与主机的操作手把集中于一处
,

操作者

既能方便地控制主机手把
,

又能控制油路换向以驱

动绞车
。



受力分析

改袭前布周的受力分析 改装前
,

绞车和

主机在施工下斜孔 图 和水平孔时 图 的

受力分析如下

长长

圈 下斜孔服绞车与钻机受力简图

圈 水平孔尿绞车与钻机受力简圈

饺车的受 力与穗 定 作用于绞车上的力

有重力
, ,

地面支承力
, ,

钢绳拉力
, ,

摩擦力
。

设 与水平方向成一夹角
, ,

绞车座架与地面

的摩擦系数为 了
,

则 在水平方向及垂直方向的分

力分别为

一 一 “日

尸 二 口

地面支承力为 一 凡
一 ,

咖
摩擦力为

, 一

由此可见 , ,

在水平方向及垂直方向的分力

和 是导致绞车拉倒的原因 , 由力平衡原理
,

应先

出现滑动
,

其临界条件是

】二 。

即 日 】 一 声

, ,

在实际中
, ,

若
“ , ,

则
二 。 “

二

一 二

二 。 “

二

二

计算表明
,

时
,

绞车将有滑动趋

势
,

在正常条件下
,

岩心内管总成及岩心总垂址不

超过
,

即使提升速度较快
,

一

也不会出 现 这 种

情况
。

但是
,

一旦提升阻力较大 如打捞器安全装

置的设计
, 。二

、
,

必然会出现这种

情况
。

当绞车向
,

方向滑动时
, 口将增大

, ,

值减

小
,

那么 和
。
减小

,

分别对
二 口,

及

二 一 弃执
,

求导得

百 一 声 ,

互
, 一 , 口,

可见
,

减小的泣度要比 慢
,

最终必趋丁
,

绞车不再滑动
。

因此
,

在力
,

和 的作用

下
,

将增加以 为中心的转动 图
,

因而有可

能产生拉倒现象
。

在统车即将被拉倒的瞬间
,

可

看作全部集中于 点上
,

对于转动中心 有
, ,

顺时针
二 一 ,

顺时针
二 逆时针

则拉倒力矩 二 十 一 。

一 一 ,

式中
,

—绞车中心轴离地面的高度
,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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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绞车座架底宽的一半
,

—
,

作用点与绞车中心轴的距离
, 。

一

一

图 绞车工作时的力矩图

根据力矩平衡原理
,

当 时
,

绞车将被拉

倒
,

其条件是

月 乙一 、 〕乙

即 口 日 一 ,

令 万一 。 口,

〔 口 乙一 , 口, 〕

二 】

斌 乙一 “ 日,

价

堪 不一甲万一
口 一 ,

匕 一

“

式中
,

币为三角函数变换过程中的一个辅助角
,

其

值与三角函数 哪。,

和溢 日前的系数有关
,

或 者 说

与力矩的方向有关
。

因系数为正
,

所以 价在第一象

限取值
。

二 ‘

丫
“ 一 “

荞 日 十 “ 一

二 立 “

又 声二

由上述计算及实际情况
,

一般
。

术
,

取 日, “ ,

即
,

所以
,

》

由设计提供 绞车承受的最大提升 力 、
二

、

,

远超出绞车稳定工作所允许的
工

值
,

绞车必然会被拉倒
,

生产中也有所见
。

拉 力
、

对主机机架 的影响 如

图
,

作用于主机上的力有 重力
,

钢绳拉力

和
,

支承力
、 、 、 。

这里
,

由 于 取 心

绳架与机架可看作是刚性联接
,

因此
, 、

在机

架上的作用点为
。

取支架与锚杆的铰接点 为转

动点
,

重力力矩方向为力矩的正方向
,

设 点 与

点在平行于钻孔轴线方向上的距离为
,

在垂直钻

孔轴线方向上的距离为
,

与钻孔轴线的夹角为
,

则对 和 分别有

。 一 几 负号表明 与重力力矩

方向相反
。

式中
,

—几对 点的力矩
,

方向与重 力 矩 相

同
,

是影响支架稳定的因素
。

叭 —
。

对 点的力矩
,

可抵消一部分重力

力矩
,

对支架的稳定有利
。

力矩比为 二 兀 氏 兀叫
·

口

可见
,

值的大小与拉力
、 。

无关
,

而与安

装形式 氏角 及结构布局
、 ‘ 有关

,

它对机

架稳定的影响
,

有两种情况值得讨论

① 时
,

即 阿 」 阿
。 ,

表明力矩对 除

能克服力矩材 的一部分外
,

还可以抵消重力引起的

部分力矩
,

因此
,

有利于机架的稳定
。

② 机 时
,

即 材
,

表明力矩 除

抵消 对 外
,

还有多余的力矩
,

对机架的稳定性有

不利的影响
。

如影响较大
,

可引起钻孔轴线偏离
,

发生钻孔偏斜
。

机值愈大
,

影响也愈大
。

在实际结构中
, , ,

若 夕 取
。 ,

则
。 ,

亦即 是
。

的

倍
。

所以
,

这种布局结构对机架稳定是不利的
,

也

容易产生钻孔偏斜
。

此外
,

布局不合理
,

还需占用

较多的并下空间
,

不便操作
。

对此
,

采取加重绞车

和地面固定桩等措施
,

虽能有补救
,

会给现场施工

带来不便
。

而较好的办法是改善钻机与 绞 车 的 布

局
。

对新的绞车布局受力的分析 图 是绞车

工作时的受力简图
。

由图可见
,

由于绞车与主机的

特定布局
,

无论施工任何倾角的钻孔
,

绞车工作时

产生的拉力
, 、 、

均平行于钻孔轴线
,

与孔

因作用在一条直线上且方向相反
,

而互相抵消
,

使



又
明

。

取锚杆与支架的铰接点 为转动点
,

重力矩方

向为正
,

则
、 、

几对 的力矩分别为
, 二 一

, 一 。

则力矩比
, 。

由于在结构上采取了相应措施
,

使
,

与几基本相等
,

又 二 二 , 则
, , , 二

可见
,

新布局的川值比原布局的 值 附 二 小

得多
,

而且是一个恒定值
,

所以
,

新布局的钻机支

架在纹车工作时
,

能处于良好的受力状态
。

生产应用效果

曰 议

扮、今
曰瑞尸

图 新布局的绞车和机架受力简图

受力系统简化
。

钢绳作用于绞车上的力
,

通过支架

来承担
,

避免
一

了绞车被拉倒
。

另外
,

还有利于主机

机架定位与稳定
。

这一改善可通过力矩 比 抓 来 说

从 年起
,

我矿用改进后的绞车布局装备
,

进行生产钻探
,

至 月 月止
,

其钻进 个钻

孔
,

总进尺
。 ,

获得了满意的技 术 经 济效

果 见表
。

综上所述
,

坑内绳索取心绞车与钻 石一 型

全液压钻的新布局是合理的
,

今后应予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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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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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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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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