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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拟仪器的钻进参数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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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监测钻进参数，利用虚拟仪器技术，开发了一套钻进参数监测系统，实现了对泵压、钻压、转速等参数的

监测。本系统硬件采用研华公司的ADAM一5000系列数据采集模块；软件使用IdbVⅢW，介绍了系统的设计，系统

实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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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传统的钻参仪主要由前面板、信号采集单元、信

号处理单元组成，由于这些组成部分基本上是由硬

件或只读的软件形式存在，所以钻参仪在灵活性、可

更新性、数据处理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不足。

虚拟仪器通过软件将仪器硬件与计算机相连，

直接利用计算机丰富的软硬件资源，用户可以通过

虚拟前面板操作计算机，就像操作一台为自己量身

定做的传统仪器一样，完成数据分析和显示，这样极

大地提高了仪器的功能和使用效率，充分发挥了计 围1 Du库函数中函数的调用

算机强大的处理数据能力。
集硬件的控制，如数据读取、停止采集、计数器清零。

1数据采集硬件与Pc的通信

本采集系统使用的是研华的ADAM一5000／

TcP采集单元，它是一个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能通

过多通道的L／O模块进行控制、监测。

由于ADAM一5000／TcP并不支持LabⅥEw，所

以本系统中通过对研华公司提供的DLL(Dyna面c

LiⅡk“b“_y)库函数的调用来实现对ADAM一5000／

TcP的操作。在LabⅥEw中可以通过call Libraw

Functi∞Node节点来实现调用DLL库函数中的函

数，如图l所示。

通过对DLL库函数调用，实现I丑bVIEw对采

2采集数据的读取

通过DU，库函数中的ADAMTcP—Readreg()命

令可以实现对采集卡各通道的数据读取，其中钻压

信号转换函数为P=(4．998u一5．0179)×6．3l，泵

压信号转换函数为P，=2．499l“一2．5089(其中u

为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大小)。当无输人模拟信号

时，钻压与泵压会显示为负数．为了便于显示与读

数，利用选择结构使得钻压与泵压小于0时，读数显

示为O。于是结合信号转换函数，得出钻压与泵压

数值的程序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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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2检测钻压与泵压的程序圈

在本系统中对钻机主轴转速的检测选用上海擎

宇仪表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HKl2霍尔转速传感

器，由于钻机主轴是正六棱柱结构，于是当主轴转一

周时计数器将会计6次数，所以计数器所计数值除

以6再除以时间就为钻机主轴转速。

由于本系统中所求转速为瞬时钻速，于是钻速

的计算是当钻机主轴每转5周时(计30次数)，用5

除以转5周的时间就为这5周的瞬时时间。程序实

现框图如图3所示。

囤3瞬时转速计算程度框图

3数据处理任务

图形文件可以保存为阿页形式(hⅡ11l类型)，并

且连接打印机后可以打印该图形。程序框图如图4

所示，保存效果如图5所示。

4根据数据变化识别井内典型工况

井内工况识别与各个参数变化之间的关系如表

1。

圈4图形文件赴理程序框田

圈5田形回页显示

衰l 井内工况识别特征信号之间的关系

5结语

本文所述钻进参数监测系统已通过实验验证，

不仅满足了对主要钻进参数的监测，而且还具有效

率高、研制周期短、易维护等优点，很好的完成了预

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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