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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出了以工业现场控制微机为核心的钻机一微 机一仪 表一体

化设想
。

介绍了自行研制的 一 型钻探微机系统的 组 成
、

功 能
、

特点及生产试验简况
。

它是国内第一台集测试技术
、

计算机技术 和 数

据处理技术于一体
,

能完全用于野外恶劣环境的钻探微机 系 统
。

关幼词 钻机一微机一仪表一体化 , 一 型钻探微 机 系 统 ,

测试技术 , 计算机技术 , 数据处理 技 术

钻探是个复杂的生产过程
。

岩石本身的

复杂性和孔内工作状况的多变性
,

使钻探参

数的选择及其钻探指标的变化趋势处于一个

受多因素制约的系统之中
。

目前钻探现场基

本还是凭经验打钻
,

即使在地质
、

设备
、

工

艺条件几乎相同的情况下
,

不同班组的钻探

技术经济指标也可能有显著的差异
。

这就说

明
,

在推广新工艺
、

新机具的同时
,

必须把

与之配套的参数检 与过程控制技术提到议

事 日程上来
,

否则
,

即使熟练工人也很难保

证钻进过程经常处 于合理正常的工作状态
。

为此
,

钻探设备应具有数据采集
、

数据

处理
、

孔内情况判断和反馈控制等功能
。

也

就是为钻探设备配上必要的硬件和软件是实

现科学打钻的基础
。

针对地质钻探工作的特

点
,

上述硬
、

软件应具有速度快
、

容量大
、

扩充能力与抗干扰能力强
,

能适应野外恶劣

工作环境等特点
。

同时
,

在地表可调的各钻

探规程参数应能平滑连续地调整
,

平滑快速

地响应
。

尽量做到集中控制
、

集中显示
,

考

虑到钻进中可能出现意外情况
,

还应保留手

动操作和人工干预的机构
。

通过近二年的工作
,

我们提出 了钻机一

微机一仪表一体化的设想
,

并研制了

型钻机微机系统
,

用以改造老 设 备
。

地质行业科技发展基金资助项 目
。

钻机一微机一仪表一体

化钻探系统的设 想

近十几年来
,

美
、

苏
、

日
、

比等国家在

钻探 井 方面引进计算机等新技术发从很

快
, 已形成商品或样机用于生 产 现 场

。

比

如
,

美国的 巧 无人管 理 钻 井

数据采集系统
,

由于其效能在过去 年中已

被证实
,

已 广泛采用 日 本 的
一

计算机程控钻机可在未知地层 中选择 最

优钻进参数 比利时的 计 算 机 控

制电
、

液操纵钻机 已 用 于 生 产 苏 联 的

二 。 。 二 一 ’ 二 一
两种

·

特微

机的钻机系统在生产试验中使钻 速 提 高 了
。

国内探工界的微机应用工作也 已由注爪

开发钻探数据处理软件走向微机数据采集与

控制
,

并在室内和部分野外试验中迈出了可

喜的一步
,

为我们研制钻机一微机一 仪表一

体化钻探系统创造了条件
。

我们设想的钻机一微机一仪表一体化指

的是
,

把可用于工业环境的微机 及其外部设

备
,

即钻机
、

水泵
、

各类传感器
、

显示仪表

以及驱动电机 进一步还可包括绳索 取心绞

车
、

电测式连续测斜仪等附属设备 联成一



个完整的系统
。

利用微机容量大
、

速度快
、

具有逻辑判断功能的特点
,

使钻探过程的控

制具有 “ 智能
” ,

在微机的指挥下
,

自 动完

成参数巡回检测
、

孔内情况分析
、

参数优选

与控制操作
,

以及生产情况 报表 的 白动

记录
、

打印等
。

该系统的组成如图
。

该系统用于生产将逐渐改变凭经验打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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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轴矩传感器器

口 钻机一橄机一仪衰一休化系统棍

的现状
,

提高钻探效率和质量
,

降低钻探成

本 同时能 自动监测钻进过程及设备运行情

况
,

对各种异常进行 “ 报警
” ,

并对误 操 作

和 “ 野蛮操作 ” 具有 “ 拒绝执行 ” 的功能
,

从而可大大降低事故率
。

这个系统能 自动
、

真实
、

详尽地记录生产情况 及报 表
,

并

可将贮存的数据转储到室内主机上
,

从而为

分析生产过程
,

定额管理
,

建立钻探数据库

和科学决策服务
。

采用调速电 机
,

可 简 化

机械传动系统
,

提高机械效率
,

降低能耗
,

减轻设备重量
。

由于能大量积累原始数据和

优选参数
,

为试验研究新型钻探机具
、

钻头

和钻探新工艺提供依据
。

一 型钻探微机系统

我们于 年 月至 年 月研制

一台
一

型钻探微机系统样机
,

并 完成

了室内试验和初步的野外试验工作
。

系统组成

系统由电源
、

各类传感器
、

接 口 电路
、

工业现场控制微机
、

显示屏
、

打印机
、

磁带

机
、

分离式键盘等组成
。

系统功能

钻进过程中实时地采 集 并 显 示

次 个钻探工艺参数与 钻 进 指

标 轴压
、

钻速
、

扭矩
、

泵压
、

泵量
、

功

率
、

转速
、

进尺和孔深
,

并可同时在 显 示

屏上绘出和监测其中的 条回 次 过 程 曲

线
一

轴压
、

转速
、

泵量
、

泵 压
、

机 械 钻

速
、

功率 每分钟绘 个点
,

根据 岩 性

及孔内情况可调
。

对其中 个主要 参 数
,

可由操作人 员据理论知识或经验给定上
、

卜

限 轴压 机 械 钻 速

扭矩 一 泵压
, 泵量 一

,

并在显示屏上
,

按上
、

下限值在记录曲线的坐标中绘出上
、

下两条水平线
,

便于操作人 员直观地掌握钻

进参数及孔内情况
。

当孔内出现异常时
,

在

声
、

光报警的同时
,

自动进入密集采样的状

态 每分钟在显示屏上绘 个点
,

以 便 监

测和分析
。

上述全部信息 曲线和数据 可记忆在



设计钻孔的软迹

‘ 实际枯孔的轨进

沈叭
里

比︸几目

“曰﹄“

人,二

八“︸的”︸卜日,‘丹‘

微机中或录在磁带上
,

也可打印出来
。

可在显示屏上绘 出或用打印机印

出钻孔的设计轨迹和实际轨迹在垂直于勘探

线剖面和水平 面上的投影
,

并给出在不同

深度上实际钻孔与设计钻孔之间的三维偏距

图
、

表
。

该功能可用于垂直孔
、

斜孔
、

定向孔和

分枝孔钻 进施工
。

在进行详勘的矿区
,

可利 用系统

显示或打印出的钻速指标 瞬时钻速值及其

。 ,

圈 钻孔的设计软迹与实际软迹

洲料教据及各洲点偏距 上部为设计孔
,

下部为实际孔 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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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点孔深 , 、

—方 位 角及顶角 度 , 、

—测点水平坐标值 , 、

—侧点 水平

二维偏距 ,

—测点绝对偏距 ,

—测点绝 对 垂深
。

连续曲线 进行机械录井 从而部分或全部

地用 无岩心钻进取代取心钻进
,

大大降低钻

探成本
。

打印包括小班作业工序时间分析

报表
,

小班分回次钻探系数及生 产 指 标 报

表
,

交接班报表
。

吞



系跳特点

该系统的微机部分为 自 己 开 发

的
,

由单片机和 标准总线工业 微 机 组

成的多 系统
。

它能适合于野外 钻 探 现

场恶劣的环境
,

实时性好
,

扩展功能强 , 冗

余量大
。

系统采取了电源的尖峰吸收
,

共

模干扰抑制
,

工频千扰滤波
、

数字滤波等软

硬件滤波技术
,

所以抗干扰能力强
。

具有过电保护
,

可长期贮存信息
。

目前系统存贮空间为
,

可存 万 多 个 数

据
,

还可进一步扩充
。

系统精度高
,

可靠性好
,

具有容

错功能
,

减少事故率
。

由于几个主要传感器和工业微机

系统均为自己开发 ,

价格比市售类似系统便

宜
,

成本低
。

主机全封闭
,

具有温度 自动调节

装置
, 可适用于温差大

、

潮湿
、

灰尘等恶劣

环境
。

了 用屏幕提示
,

人一机对话方式
,

操

作方便
,

全部显示与打印为中文
,

易掌握
。

各参量的标度可长期保存
,

或现

场随意修改
,

适用于各种类型钻探设备
。

自己研制与选用的传感器冗余量

大
,

超载能力强
,

不会因现场操作超载而损

坏
。

一 型钻探微机 系 统 年

月在四川地矿局水文队进行 了 个钻孔的生

产试验
。

试验条件 一 钻 机
,

柴 油

发电机组现 场 供 电
,

孔 深
。

钻

头 功 硬质合金钻头 和功
、

功 克 里

斯坦森复合片钻头
。

岩石 泥质粉砂岩
。

取

心工艺 单管取心
。

在浅孔大 口径钻进过程中
,

振动强烈
,

起下钻频繁 加之现场搬迁
,

场房封闭条件

差
,

又遇连续阴雨天气 而且现场 自发 电
,

供给微机系统的电源不稳定
。

在这样恶劣条

件下
,

该系统一直能正常工作
。

个钻孔的

施工实践证明
,

该系统的硬件
、

软 件 在 强

振
、

潮湿
、

大功率电机启动时强 电干扰和突

然停电的冲击下
,

没出现数据及曲线的中断

等问题
,

同时为四川地矿局试验新型复合片

钻头采集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现场资料
。

主要技术特性今数 见裹

衰

参 数 测试范围

回次进尺

之

之

。

分辨串
。

压压钻泵

速率矩速泵转功扭钻

系统试脸简况

结 论

钻探生产是一复杂工艺过程
,

即使

经验较丰富的操作者也难以保持钻进过程中

始终处于合理的工作状态
。

所以在推广新技

术新工艺的同时
,

也应重视钻探数据采集与

控制问题
。

以工业现场控制微机为 核 心 的 钻

机一微机一仪表一体化钻进系统的设想
,

可

用于改造老设备
,

使计算机在钻探中的应用

由室内走向野外现场
,

为逐步实现科学打钻

创造条件
。

一

钻探微机系统
,

是国内第

一台集测试技术
、

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处理技

术于一体
,

完全能用于野外钻探现场的微机

系统
。

经过生产试验
,

证明其具有设计先进
,

功能可靠
,

适应野外恶劣环境
,

价格性能比

低等优点
,

受到使用者好评
。

同时
,

具有进

一步扩充和深化的潜力
,

可望在 近 期 内 推

广
,

为提高钻探效率和质量
,

降低成本
,

减

轻钻工劳动强度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