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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式钻塔的制作与应用
杜涛

(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七一七总队，陕西宝鸡721004)

摘要：主要介绍了自行制作的可调式钻塔的基本结构、性能参数，并且通过实际施工情况进一步验证了该钻塔的

实用性以及取得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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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随着地质找矿越来越多元化，为了满足地质找

矿目的，对钻探施工设施要求多样化。我国目前生

产的钻机品种已经很多，但是，与之配套的钻塔的种

类相对单一，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局限性。就拿

我队近几年来的施工情况来看，钻孔倾角多在500

～700之间，钻孔深度多在300 m以内，搬迁频繁、设

备上下山搬迁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影响施工进度。

因此，继续采用以前的sGx一13型钻塔以及人字塔

已不能满足钻探施工工艺的要求了。而要购买新没

备，则投入大、费用高且造成原有大量设备闲置，是

不可取的。为此，我们借鉴了国内外一些先进的钻

探设备特点，并结合我队所使用钻机的特性，自行加

工制作了与xY一4、GxY一2、150等型号钻机配套

的可调式钻塔。该钻塔可随着回转器的转动而转

动，能和回转器始终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可适用于任

意倾角的钻孑L(最佳施工角度为450一870)。通过3

年来的实际施工应用，实践证明，该钻塔经济适用、

轻便、易安易拆、易于搬迁，特别适合山区作业。

图1 青海某工地施工现场

图2塔座照片一

2基本结构与性能参数

2．1 基本结构

该塔由3部分组成(以xY一4型钻机钻塔为

主)，即塔座、塔身和天轮滑车。塔身截面呈等腰三

角形，分3节，即3 m+2．5 m+2 m，净高7．5 m(见

图1)；由两条副支撑腿或一条副支撑腿和一个升降

油缸支撑；左侧有一调整油缸或一调整螺杆与钻塔 图3塔座照片二

底座连接，用于调整升降钻杆时钻塔与孔口的角度 2．2性能参数

(即天车与孔口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塔座由左支 (1)该钻塔所适用的倾角范围理论上为o。～
撑、右支撑、上横梁3部分组成(见图2、图3)。 (下转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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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浸泡边坡土体。

5基坑监测

基坑支护采用信息法施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以确保周边基坑的安全，确保建(构)筑物的安全。

基坑开挖前亦对基坑边缘向外30～50 m范围内建

筑物设置位移标志、沉降观测标志。

5．1 监测内容

(1)支护桩顶位移及沉降。测量点设置在锁口

梁顶部，每20—40 m设一点，用精密水准仪进行沉

降观测，用经纬仪观测基坑位移，根据各阶段观测成

果绘制沉降s一时间￡关系曲线图、沉降s一水平位

移￡一距离日关系展开曲线图。每次观测应记录其

沉降、位移量、暴汁沉降位移量、沉降位移速率。桩

锚支护段水平位移限值6≤40 mm，沉降限值为100

mmo

(2)在临近基坑的建筑物应设置沉降观测点进

行沉降观测，沉降倾斜限值为4‰。

5．2监测周期
’

开挖卸荷阶段观测间隔时间3天，其余间隔7

天。

5．3

5．4

∈“(

观测期限

从基坑开挖开始，至基坑回填止。

监测结果
仨{{瓢}∈∈-E：<∈E{鞋}∈{—∈<<仨{X}∈∈—‘：《

(上接第16页)

90。，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只验证了倾角范围在

440一870之间的钻孔。与SGX—13型钻塔相比(倾

角范围为73。一90。)，工作范围有了很大的改善。

(2)该塔骨架材料采用了钟l mm无缝管，材质

为40MnVB，副材选用彩38 mm 45钢钢管和75 mm

45钢角铁；每节塔身均以焊接制成，每节之间均用7

个D18 mm螺杆连接；结构紧凑，整体性好，体积小，

质量只有600 kg(sCx—13型钻塔自重3 t)，塔高
7．5 m。

(3)该塔有两种起塔方法：一种为机械式起塔

(图2、图3)，另一种为动力起塔(图1)。安装前在

地面依次将塔连接成功，然后起塔。该塔安装与拆

卸非常方便，只需l h(安装一座sGx一13型钻塔最

少需要l天时间)。

3应用效果

该钻塔自2003年开始试制加工应用至今，共施

工大小钻孑L 47个，完成钻探任务13201．23 m，完成

基坑各段累计位移均小于15 mm，各测点均小

于监测控制标准值，整个基坑支护降水系统运行良

好。

6结语

武汉政和王府花园深基坑工程在地质情况和周

边环境十分复杂的条件下，采用多种支护技术联合

应用取得了成功。本基坑工程在城市主干道边、地

下管线多、周边有危房且地下水位高的情况下采用

桩锚、粉喷桩止水的方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保证

了基坑和周边建筑的安全。信息化施工是基坑施工

的重要环节，应掌握支护结构和基坑的情况变化，进

行全方位的监控，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施工措

施，使基坑工程处在动态管理之中，本工程因地制定

选取多种支护结构形式以及进行动态设计和信息化

施工是实现基坑工程安全、经济、高效的有力保证。

参考文献：

[1]编辑委员会．基坑工程手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7．

[2] 贺礼清．工程流体力学[M]．山东：石油大学出版社，2001．

[3]JGJ 120一99，建筑摹坑支护技术规程[s]．

[4]JGJ 94—94，建筑桩基技术规范[s]．

[5] 黄生根，张希浩，黄辉．地基处理与基坑支护工程[M]．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9．

最大孔深364 m(D75 mm口径)，单绳提升，钻塔稳

固可靠；施工最小钻孔倾角440，最大钻孔倾角87。。

2005年6月，青海某队引进我们自制的钻塔一台

套，为该队在青海某矿区施工了一个68。的斜孔，打

破了该队长年来不能施工小倾角钻孔的记录，受到

了好评。该钻塔的成功应用不仅解决了我们的钻探

施工技术难题，而且还从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搬迁工

作量，省时省力，仅这一项每年可为我队节约搬迁费

用2万余元。
。

该钻塔的成功应用，填补了我队不能施工小倾

角钻孔的空白，把我队的钻探施工水平推向了一个

新台阶。

4结语

该钻塔开始加工制作时我们采用了梯形体(如

图2、图3)，结构庞大笨重，通过在实践应用中的不

断改进和完善，最后将其改造成体积小、质量轻的三

角体。实践证明，该钻塔结构紧凑、牢固可靠，拆卸

安装简单方便，有推广使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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