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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J380／210型液压回转钻机

及其在高突掘进工作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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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zYJ380／210型液压回转钻机的结构和特点，介绍了该钻机在贵州某高瓦斯矿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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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某矿是瓦斯灾害严重的矿井，绝对瓦斯涌

出量占了全公司的1／4，突出工作面多，随着采掘深

度的加大，突出强度和频率都有逐步增加的趋势。

特别是掘进工作面，瓦斯治理难度大，浅孔排放和循

环进度还是沿袭以前打10 m深的排放钻孔，允许进

5 m，保留不小于5 m的超前距，每月进尺在80 m左

右，易出现采掘接替紧张。如何增加排放钻孔的深

度和节约打钻时间的问题已刻不容缓。该矿最近采

用了石家庄赛恩zYJ380／210型系列液压回转钻机，

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1 ZYJ380／210型液压回转钻机的设计特点

1．1 总体方案

该钻机是在分析了国内外各种钻机及潜孔钻机

的优缺点，结合矿山巷道硐室内特定环境条件而设

计、制造、试验修改的架柱式外挎导轨全液压回转型

钻机，具有结构合理、技术先进、工艺适应性强、操作

安全可靠、解体性好、搬运维修方便等特点。

ZYJ380／210型钻机的结构如图1所示。

其主要特点有：

(1)解体性好、移机和稳钻时间短，使用方便；

(2)操纵台远离主机，操作安全可靠；

(3)钻孑L破岩速度快，工作行程大，减轻工人劳

动强度：

(4)适应性强，可钻不同方位和不同角度的孔，

稳定牢固，不移位，钻孑L精度高。

1．2工作原理

图l ZY】380／210型钻机的结构示意图

钻机采用全液压传动，大泵供油实现液压摆线

马达及动力头输出轴旋转，输出转速和扭矩。小泵

供油实现动力头推进、夹持器夹紧、卡盘松紧以及立

柱的调整。钻机的各种动作由多路换向阀进行集中

控制。根据钻进阻力的大小通过旋转调速阀手轮调

节钻机推进速度。通过控制快速进退阀，可将旋转

阀片的大流量油合并至进给油路，实现进给油缸的

快速进退。

液压系统如图2。

1．3钻机主要参数

方位：00～360。，+600一一60。，深度15 ln／19

m，直径65～113 mm，岩石硬度<8，适用巷道高度

3．0—3．4 m，空载推进速度2500 IIlrn／min，电机功率

15 kW，油箱有效容积200 L。

1．4钻机结构设计

1．4．1 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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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是钻机的动力源，主要由电动机双联齿轮

泵、油箱、溢流阀、精粗滤油器、冷却器空气、过滤器

及底座等部件组成。‘通过电动机驱动齿轮油泵转

动，将电能转换成液压能，再通过操纵台上的多路换

向阀，将压力油分配到液压执行机构，实现钻机的各

种功能。油泵吸油口设置过滤器，工作油液流回油

箱前通过设置的精滤油器和冷却器过滤和冷却。油

泵通过法兰盘与电机输出轴端的法兰盘连接，安装

既方便又可保证电机输出轴和泵轴同心，两轴头采

用柱销联轴器连接，实现对电动机的安全保护。旋

转和推进液压系统的压力分别由两个溢流阀设定控

制。

1．4．2操纵台

操纵台是钻机的控制装置，主要由多路换向阀、

调速阀、压力表、胶管和台架等组成。操纵多路换向

阀相应的手把，可控制钻机动力头的正反向旋转、推

进油缸的正常进退和快速进退、液压卡盘和夹持器

的夹紧和松开及调定钻孔倾角等动作。调速阀可无

级调节动力头的推进速度。两块压力表分别监视动

力头旋转和推进的工作压力。操纵台的下部设计成

一个空箱，在钻机搬运时用以存放胶管，方便运输。

1．4．3动力头 ，．

动力头主要由液压马达、减速箱体、齿轮、轴、卡

盘等组成。动力头设置2挡输出转速，以适应不同

钻头在不同岩性中钻进的速度要求，同时有利于处

理垮孔、抱钻等孔内事故。减速箱侧面设有调速手

轮，旋转调速手轮实现高速、空位、低速3个挡位，方

便离合。卡盘为常闭式液压卡盘，卡盘夹紧力由碟

簧的弹力提供，使用油压来打开液压卡盘。其性能

稳定可靠，维护方便，故障率极低。

1．4．4底架

底架用来支承动力头，其主要作用是实现动力

头的进给和倾角调整，主要由机架、推进油缸、底座

调斜油缸、拖板、支撑杆等组成。动力头用螺栓固定

在拖板上，推进油缸带动拖板、动力头在机架上做往

返运动。调斜油缸可调整机架的倾角，使钻机的开

孔高度和开孑L倾角符合要求。支撑杆将机架和船型

底架连接为一个整体。底座前后有4个脚窝，用于

立柱锚固。机架与底座构成“A”形框架，整体刚度

大，稳定性好，移动、锚固方便、快捷。

1．4．5夹持器

夹持器用于钻杆导向和夹持钻杆，安装在机架

的前端，主要由活塞、壳体、“O”型密封圈、卡瓦等组

成，其主体为2个对称设置的活塞。夹持器常开，需

要工作时，通过压力油推动活塞运动夹紧或松开钻

杆。

1．4．6立柱

立柱是钻机的工作稳定部件，主要由柱帽、液压

支柱、内外导管等组成。立柱锚固在巷道或者钻场

的顶底板之间，起稳固钻机的作用。由于采用内注

式液压支柱，提高了立柱的整体锚固力，增加了钻机

的稳定性，操作也十分简便。

1．4．7钻具

钻具主要包括钻杆和钻头，钻杆尺寸为踟5

mm×800 mm，用高强度合金钢制成，足以防止在施

工长距离钻孔过程中钻杆扭断等事故。采用圆锥螺

纹连接，具有强度高、拆装容易、对中性好等优点。

钻头为金刚石复合片钻头或牙轮钻头。金刚石复合

片钻头主要是为瓦斯矿井施工长距离钻孔而设计，

牙轮钻头是为满足硬岩钻孔需要配置的。

2钻机的应用和效果

2．1工业性试验概况

试验巷道20210机巷，净宽4．5 m，净高3．5 m，

断面16．33 m2。

根据瓦斯梯度推算，该机巷的煤层瓦斯压力在

2．5—3．0 MPa，瓦斯含量在15—20 m’／t，具有较大

的突出危险性，具有高突工作面的代表性和科技攻

关的价值。试验中采用ZYJ380／210型(钻孔深度

19 m)液压回转钻机打钻，采用zMYl20／55型装载

机进行放炮后装渣、出渣。打15 m以上的钻孔进

10 m留5 m以上的超前距。

在施工中，月进度在120 m左右。

2．2效果分析

2．2．1 增加了打钻的安全性

当前使用的zDJ系列煤电钻，经常出现负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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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钻杆卡死现象，频繁烧毁煤电钻的综保插件，是

井下甩煤电钻漏电保护这一严重违章行为的重要原

因。

使用液压钻机就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避免了

井下漏电事故。

2．2．2降低了职工劳动强度

用zDJ系列煤电钻打钻时需要4人推钻，1人

抱钻，1人监督观察，1人洒水，共7人；而使用液压

回转钻机只需要4人，推、抱钻的环节有2人就可以

完成，劳动量也很少。

2．2．3实现深孑L卸压，提高了循环进尺和工效

zDJ系列的煤电钻只能打10 m的钻孔，而zYJ

液压回转钻机能打15—19 m的钻孑L，钻孔的加深一

方面使深处煤体的瓦斯得到释放，瓦斯应力梯度向

煤体的深处移动；打15 m以上的钻孔进10 m留5

m以上的超前距与原来打10 m进5 m相比，效能提

高1倍，增大了安全屏障，增加了安全系数。

该钻机与2．2 kw的煤电钻相比，在不增加打

钻时间基础上，完成了相同数量的施工钻孑L，而且钻

孔深度增大了l／3以上，相对增加了有效进尺时间，

增大了循环进度。

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提高高突掘进工作面单

进水平，月进度由原来的80 m提高到120 m，提高1

了50％，从而为高突工作面的快速掘进提供了条

件。

2．3使用体会

(1)液压钻机的维护保养要求较zDJ系列煤电

钻高；

(2)钻机使用前打好立柱很重要；

(3)建议扩大钻机钻孑L的直径范围，配置小钻

头。

(4)减少管线，可便于移机。

3结语

由于受煤与瓦斯突出的严重制约，高突掘进工

作进展缓慢，相对而言综采工作面较滞后，容易造成

采掘失衡，接替紧张，影响高产高效矿井的建设。试

验情况表明，液压钻机在高突掘进工作面的推广应

用有较大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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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下水监测网点优化调整目标确定

紧密结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国土资源部

履行地下水监测职能提供支撑，统筹地下水的区域监测与典

型监测、常规监测与专门监测、客观需要与实际可能等，用3

～5年时间，恢复完善全国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网络，使国家级

地下水监测点总数达到1600个，并使其基本实现监测自动

化。这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近日组织召开的国家级地下

水监测网点优化工作研讨会上明确的目标。

据介绍，国土资源部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地下水监

测工作，目前已形成了由1个国家级监测院、31个省级地质

环境监测总站(院、中心)和217个市(地)级地质环境监测

分站组成的国家、省、市3级地质环境监测工作体系，建立了

由2万多个监测点组成的地下水监测网络，监测面积达110

万l【In2，基本控制了全国主要平原盆地地区的地下水动态状

况。从2005年开始，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已陆续建设和完

善了全国地下水监测数据库，完成了1312个国家级地下水

监测点和大量省级地下水监测点监测数据的入库管理，首次

实现了我国地下水资源分布、开采、补给、潜力、质量，以及近

十年来主要城市和地区的地下水水位、水量、水质状况和开

采地下水诱发环境地质问题等动态信息的统一发布。

为更好地为国土资源部履行“监测、监督防止地下水过

量开采与污染，保护地质环境”职能提供支撑服务，中国地质

环境监测院明确了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网点的优化原则和目

标，形成了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网点的优化方案。在与各省级

地质环境监测总站交流会商的基础上，从全国23800多个地

下水监测点中，目前已筛选出1925个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点

的备选井(泉)源，形成了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网点优化调整方

案。

据悉，新的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网点优化调整后，将体现

四个方面的重要特点：一是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点布局趋于合

理。加强对深层地下水和应急水源地的监测，加强对名泉、

大泉和地热的监测，加强对青藏铁路沿线和长江、黄河、澜沧

江源区的地下水监测。二是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点总数明显

增加。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点从现有的1312个增加到目前备

选的1925个，增加613个。三是专门监测井比例明显提高。

专门监测井数量从现有的757个增加到1202个，所占比例

从57％增加到62％。四是自动化监测水平明显提升。通过

安装地下水自动监测仪，实现自动化监测的地下水监测点数

量从现有的175个增加到1159个，自动监测井比例从13％

增加到60％。

(据中国国土资源报2008一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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