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坡度 80
“

左右 ) 接至机锡上 ( 共接水管 3 50 余米
,

水头高达 80 一 100 米 )
。

水管接至琪爆以后
,

一端速

接往竣孔送水的高压腆管上
,

拜在水管上加装一流量

表
,

便于稠节蜘进中的排永量
, 另外加安一个三通

、

凡尔
、

向柴抽机送冷却水及放余水的溢水 口等装置
。

抚点
:

①利用高水头的压力
,

在斟进过程中
,

可省去是

水的水泵
。

④指孔作各种注
、

抽
、

压水献教时抓 也不镇要开

动柴油机
。

③解决了我队使用 12 局力柴油机带 3 00 型攫机局

力不足的困难
。

力
,

井节钓了开支
,

基本上解决了清进中供水不够的

困难
。

3
.

引水效河
,

解决豢进用水

我队第二分队在浏阳蒋埠江水津进行垠 址勘探

时
,

河的右岸缺水严重
,

而河的左岸山肩
,

却有一股

裂隙水向外流山
,

为了解决镇进用水
,

在山肩上安投

一木制较本
,

使用直径40 毫米的们橙棚复技
,

再加上

3 / 4’
,

的胶皮管
,

互相用翎子吊起
,

一端固定在河的右

岸
,

另二端固定在木制校本上
,

通过木贸较章拉紧竹

揽棚
,

使胶皮管成平行
,

再接上跌水管
,

将水源引进

胶皮管
,

握河上空流至撰机水源箱 (如图所示.)
。

2
、

采用木架抬高水头的提水法

竣孔布置距离河边水平面 50 一 60 米处
,

垂道高度

在 15 米左右
,

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力挑水敏进
,

每班需
r

用劳动力匆七水 8 一 I 。人
,

作攒孔压水献敏时就更困难

些 (擞孔漏水严重 ) , 我们施工时正值农忙时期
,

劳

动力比较紧张
,

因此同志侧想了个办法
,

郎在河边搭

一木架
,

在架上安毅木制较卓
,

利用双桶巡狙将水提

升倒入架上的储水捅中
,

再通过水管流入机踢的水池

中
,

这样每班只需劳动力 2 一 3 人
,

大大的减少了劳动 引水过河解决嫂进缺水方法示意图

利用煤焦油处理卡埋攒事故

唐 开 新

我队勘探的矿区
,

地层较为复杂
,

坍塌
,

漏水
,

溶洞和裂隙等时有发生
。

采用打
、

顶
、

反
、

扩不但费

时简而且应响生产
。 .

加之矿区分散
,

打捞工具少
,

交通

不便
,

握常停止等待打捞工具
,

使处理事故时简更长
。

在党的总路枝光辉照耀下
,

同志 俩 发 挥 了
“
敢

想
、

敢 作
”
的 共 产 生义精神

,
.

在卡裁的孔内注人了

1 0 3 公斤煤 焦油
,

被卡镇具即被升降机顺利的拉起来

了
。

这次新的方法就肺成功后
,

曾在其他矿区处理类

似事故
,

亦得到进一步的靓实
,

收到了良好效果
。

通过这些事实
,

我们有如下儿点休会
:

一
、

使用范团

枉过几个组孔的征明
, .

如事故性霓系镬孔缩径
、

泥浆糊索
、

或扫孔
、

飨进中干攫
、

卡擞等事故
,

都可

使用煤焦油处理
,

效果良好
,

能迅速拮束事故
。

`

==
、

煤焦油处理事故的优点
1

.

煤焦油是炼焦的副产品
,

价格很便宜
,

一

到处可

以买到
。

2
.

只要正确使用
,

只需几小时就可以将事故处理

完
,

大大稼短处理事故时朋
,

减少人力
、

物力
、

的浪费
。

3
.

如因事故性胃关系
,

用煤焦油处理无效时
,

亦

能起到防止事故复杂化的作用
。

尤其是在复杂地层中

我俩一般肇孔都是使用较浓的泥浆
,

枯土不好
,

胶体

率较差
,

如组具在子毯内停留时简过长
,

泥浆沉汾与岩

粉混在一起卡埋攫具
,

使事故更恶化
,

而煤焦油能有

效的防止这一点
。

事实征明
,

煤焦油在孔内 4 一 5 天

内
,

还能发挥共作用
,

阴接地加速了事故的处理
。

三
、

使用方法
1

.

首先将煤焦油从被卡淤具中
,

j月水泵压送至载

杆中 (或直接从水龙头处注入袋杆中 )
,

一

然后再用泥

浆煤焦油全部压送至孔内
。

2 ;煤焦油压入孔内停 2 一 3 小时咸 郎可用升降

机或起重机顶
。

3
.

在压送煤焦油的同时
,

可用升降机上下活动被

卡袋具
。

4
.

处理二次事故所需煤焦油豹 5
卜 1 00 公斤左右

。

(下棘 21 真 )



应的嘴大
, ·

最好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持开始时的井筒直

径
,

这样有利于达到所需要的浅井深度
。

放下第一个

筒圈的道径是 2
.

3 米
,

高度是 2 米
,

撇擅加深时
,

筒

圈和支护背板随掘进而下沉
,

深度达到 4 米时
,

再放

入同样道径的第二个筒圈
,

井且安装在第 , 个筒圈之

上
,

用联接头将其固定
。

井筒掘凿完毕之后
,

跟随着的工序就是回收环形

支架
。

首光迸行浅片填土
,

填

到最下一节筒圈为 铁 箍 为

止
,

然后 j
一

目专尸弓的役备 (图

2 )
,

拉紧上面的提环浙渐

的使蛋旋 1; 一节圈圈迸到倒数

第二个筒圈中
,

拉进 l 米时

就松开它
,

再向浅井填土
,

支架背板仍留在原地
。

这时

重新提拔最下一筒圈 1 米
,

’

井对井筒填土 1米左右
。

最

下一节筒圈完全进入倒数第

二节时
,

就将其提到地表上

边
。

把土基本上填到倒数第

二节筒圈 3
,

这时再提拔最

下一节的支护背板
,

把校衷

松下来的棚头打成一环
,

套

在背板的头上 (此头在倒数

第二节筒圈内 )
,

用较卓拔

出井提升到地表
。

把背板提

山后
,

再向井中填土
,

琪到

倒数第二节筒圈的最低的铁

箍处
,

郎如上所述
,

以次向

上提升
。

如果是稳定的砾石

层
,

那末浅井的支护就采用

后精的形式
。

回收时
,

先拔

容易片帮的地层
,

为了避免不幸情况的发生
.

必须在

放下支护架子之后再挖掘
,

露出的岩层部分不应蔽超

过 0
.

2一 0
.

25 米
。

支架和下背板的进行
,

用大锤 向 下

打击筒圈的敛箍秘背板豹上端 ,

工人在挖掘的时候
,

上面安放有木板缸成的安全

拱板
,

税板按照筒瘴比勺穴寸下钟勺
,

乡仁且用金育子固定在

支架的 铁箍上
,

根据浅井的滦度安全嫦板安放在以次

按近工作面的支护架子的铁箍上
。

在拆除支护的全部时简中
,

工人必须处在井外或

是井壁坚固的地方
,

进行填井的时侯
,

掘进工也必须

处在井外
。

如果支护背板或要拆除的架子有了变形或

者上面岩石压力很大的活
,

为 了避免坍塌就不应献图

回收支护
。

在这些情况下
,

提取筒圈和开始拆除时
,

最好是处在上边
。\入一é

、

、\搜

、入、、砚

戈产z
`

J.

招
.

一、l
,

”了

伙、了
护rù

、 `J

/尸

社
、

刁 只丫 刀口夕

图 2
.

升降架子 (和架

子的提环 )的装置

1 一提环
,

直径 d 二 1 00

悄米用氏= 15 一 20 髦米

的元跌制成
,

2一髓索
,

L ` 1 5 0 0毫米
,

3
、

一挑

头 卜的挂钧
,

用d 二 16

毫米元跌制成

占一悠
忆绪粼

J

少毫未

山 1 ~ 2 架支护背板
,

用较束就很容易将筒 圈 提 出

来
,

然后就象前法 一样
,

把土琪到筒圈的 铁 箍 的 地

方
。

在掘进的时候
,

工人处在有保护作用的环形支架

和支护背板的下面
,

甚至在稳定的岩层中
,

亦不应敲

超过 0
.

5~ 0
.

7米不下支护架子
,

特别是在不稳定比较

根据查料介貂
,

升降环

形支架是用普通拔事或三个
一

腿的井架
。

除此以外还有用

四个腿拮构的井架
,

用这种

较事来升降井架是 有 规 定

的
:

用螺林把较草固定在井

架基木上面 , 较本要有安全

装置
,

防止视索断脱和吊俑

的燮落
。

井筒灼布置
,

应使吊桶

下降时不在井筒的中心
,

而

是在井架后腿一边井壁距中

心 15 厘米
,

使安全挡板放在

每一个筒圈断面的 1 / 3或 1 / 2

的位置
,

以不阻碍升降的投

备
,

嫦板女放在井筒中不接

近校事一边 的地方
。

工人上下使用吊桶或金

属接合的专用的小梯子 (如

图 3 )
o

图 3
.

金肠接合的锑子

1一圆断面的金成杆 L

= 1 2 0 0一 1 4 0 0毫米
,

d 二

1 2一 1 4髦米

根据安料介招
,

掘进浅井使用环形支架的方法
,

它

比普通浅井的掘进和支护
,

劳动生产率成倍的提高
,

减少支护材料的消耗
,

增加工人的女全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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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注惫事填
1

.

灌入煤焦油时最好在事故发生后几小时内
。

停

留时阴长了织具卡埋
.

愈死
,

煤焦油难以压送至攒具被

卡的地方
,

就不易收效
。

2
.

在用水泵输送嗓焦油时
,

如别泵
,

别可慢漫进

行 , 如泵压过大则可稍停一会再进行
。

3
.

在未进行之前
,

应将水泵压盖
、

水龙头
、

皮管

卡等进行检查
,

修理好
,
使其不漏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