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 X T 一
24 7 型 陀 螺 测 斜 仪 使 用 效 果

山西省地质局二一 二地 质队

本队所在矿区为磁铁矿
,

钻孔深度多为 2 00 一 4 00

米
。

自一九七九年六月开始
,

采用北京地质仪器厂生

产的 J又 T 一 2 47 型陀螺测斜仪 (外径47 毫米 ) 测孔斜
,

至七九年底
,

我们使用该测斜仪共测孔 17 个
,

计 4 8 0 6

米
。

本矿区所施工钻孔均为斜孔
。

在钻孔 施 工 过 程

中
,

每进 尺 50 米 测斜一次
。

个别钻孔在设计顶角较

小且开孔地层松软的情况下
,

开孔后测斜 更 要 频 繁

些
。

因此
,

测斜工作基本上做到边进尺
、

边测斜
、

不

断提供孔斜数据
,

以便按照地质要求的弯曲度正常钻

进
。

(一 ) 仪器的应用 情况

1
.

仪器的实用性能

J x T 一 24 7 型 陀螺测斜仪的孔下部份 (探管 )
,

是

在 J x T 一 1型仪器 (外径 50 毫米 )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

口径缩小为47 毫米而更适用于小口径钻孔
。

仪器长度
2

.

06 米
,

具有一定的导向性
。

仪器技术指标规定顶角

测量范围为 2一35 度
,

但我们在实测中
,

最大顶角测

量至 39 度
,

且情度均在士 0
.

5度范围以内
。

方位角测

量范围
,

实测为 4 度一 3 56 度
,

达 不到原技术指标 。

度一 36 0 度 的要求
,

但在该范围内
,

测量精度比规定

技术指标要高
。

自使用该仪器以来
,

经校验
、

实测统计
,

陀螺转

子纯转动时间约 30 多小时
,

未发生过故障
。

J x T 一 24 7 型 测 斜仪的水平修正装置已以水银开

关代替原 J x T 一 1型中所用的修正摆
,

陀螺水平修正功

能较前可靠
,

不再出现触点打火等现象
,

从而保证了

良好的定向稳定性
,

降低了陀螺方向指示器的动态漂

移率
。

通过该区钻孔测斜实践证明
,

仪器内陀螺的动漂

率仅在 1一 6度 /小时范围内
,

大大低于技术指标规定

的数值
,

表明了仪器的优良性能
。

方位角重复误差从室内校验台上所作试验看
,

一

般有 土 2一 5 度 的误差 (顶角 0多 3 度时 )
,

但从测孔

实用看
,

一般重复误差在 士 2 度以内
,

极少数有超过
士 4 度的现象 (孔 口 。 米处导向性差者 例 外 )

,

远高

于仪器 出厂时方位测量精度为 士 6 度 (口) 3 度 时 )

的精度要求
。

这和我们注意正确操作使用有关
。

在仪器下孔测量前所作的孔 口定向
,

是取得各孔

测量正确数据的关键
。

仪器外管必须准确地倾斜在已

知方位线上
,

此时所测陀螺主轴指向的方位数字即代

表了已知方位
,

它是各测点方位角测量的基准
,

因此

必须准确无误
。

该区各孔已知方位均由测绘人员以经

纬仪定出 (即钻机按装前所测勘探线方向 )
.

当固定在陀螺外框架上的方位角测最电刷
,

与方

位角电位绕组缺 口相接触时
,

数码管则显示变化不定

比钢粒钻进平均每米材料成本还低百分之十四
。

即使

这样
,

据调查
,

七九年金刚石钻头的使用仍有百分之

四十三是非正常磨损
。

其次
,

从各个机台对比来看
,

先进的六号机每米材料成本已降到 2 0
.

9元
。

既然六号

机能做到
,

其他钻机也应当能做到
。

同时 还 必 须 指

出
,

金刚石钻进与钢粒钻进对比经济效果
,

不能单看

材料成本
,

还要看整个成本
。

第三
,

从每米直接成本看
,

金刚石钻进低于钢粒

钻进
,

对比数据见表 3
。

尽管金刚石钻进每米材料成本高于钢粒钻进
,

但

是由于其效率很高
,

所以与钢粒钻进比较
,

分摊到每

米直接成本中的工资津贴
、

福利费
、

劳保费
、

外部修

理费
、

外部运输费等
,

相对的减少了
。

因而直接成本

反而比钢粒钻进低百分之五点七
。

即每 米 降 低 2
.

51

元
。

如果全矿区按八万米钻探工作量计算
,

采用金刚

石钻进可比钢粒钻进节省钻探直接费用二十万元
。

综上所述
,

从莲花山矿区实例看
,

金刚石钻进的

经济效果肯定优越于钢粒钻进
。

但是也应当认识到
,

对一个单位 (一个局或一个队 ) 来说
,

由钢粒钻进换

成金刚石钻进
,

在大幅度提高钻探生产能力的同时
,

也要较多地增加地质勘探费
。

根据莲花山矿区的实践

来看
,

金刚石钻进每提高生产能力百分之一百四十
,

需要相应增加地质勘探费百分之四十
。

对这一点在当

前国家财力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

可能出现实际问题
,

应引起领导重视
。



的数字或呈现
“

0
”

(即超出 4一 53 6度的方位范围 )
。

为避免这种现象出现
,

在作孔 口定向时
,

最好使仪器

起点方向 (陀螺主轴方向 ) 和钻孔设计方位一致
,

这

样避免了电刷与电位计绕组缺 口接触
,

增大了工作范

围
。

地面设备控制箱工作比较稳定可靠
。

对 于 2 20 v

或 38 o v 两 种电压电源均适用
,

且有调压装置能控制

电源电压在所要求的波动范围内 ( 土 10 % )
,

适于外业

使用
。

孔下仪器内陀螺系统的状态 (锁紧
、

自由 )
,

经

控制电路控制
,

由红
、

绿指示灯显示准确无误
。

控制

箱是对孔下仪器各部件工作的控制中心
,

故其工作可

靠对于整套仪器的正常测量具有重要作用
。

另一地面设备是 测量箱
,

采用双斜率原理
。

测量

电路是将直流电压讯号经积分式模数转换电路变成以

数字显示的角度值
,

由荧光数码管显示
。

这种数字显

示方式较人工操作的指针式仪表取数 逼 真
,

精 度 较

高
。

在下孔实测之前
,

先打开校准开 关
,

若 校 准 正

常
,

可下孔实测
。

我们在使用仪器过程中
,

无论室内校验
,

途中运

输
,

以至现场实测
,

均严格遵照要求条件使用
,

且坚

持专人负责
。

因此
,

该区各孔一般都是一次测成
,

没

有发生过意外事故
。

我们采用 7 50 一 80 。 米 /小时的匀速在孔中下放仪

器 ; 提升速度
,

在较深处 (四
、

五百米 ) 采用电动绞

车的一档二速 ( 4 3 3 米 /小 时 )
,

至孔身较浅部可用 电

动绞车的一档三速 ( 8 7 4 米 /小 时 )
。

由于在孔深部位
,

放出电缆较长
,

绞车负荷较重
,

同时斜孔底部顶角较

大
,

陀螺主轴与外框架夹角颇小
,

此时更不可受到较

剧烈撞击
。

因此在较深部孔段或 0 > 30 度时切忌快速

提升
。

下降测最时
,

当测到 0 二 30 度后
,

在下降过程

中随时观察测量箱上顶角数值显示的变化情况
,

以避

免因超出顶角测量范围而有损于孔下仪器的正常工作

状态
。

( 3 ) 自孔上仪器到孔下部份
,

电路接头繁多
,

各点必须保持良好接触
,

特别是」 、
B

、
c 三相

。

有时

因经常使用
,

陀螺探管头接触孔难免松弛
,

从而造成

断相现象
。

亦有时在绞车接线处或某其它处因接触不

良
,

增大接触电阻
,

三相指示灯虽亮
,

但接触不良的

某相电压已低于规定的值
,

影响陀螺马达运转或破坏

其它功能
。

( 4 ) 测量箱部份
,

可能因电子元件质量关系
,

外层组件计数器曾失灵
,

现有技术水平及现有条件在

野外无法维修
,

只能入厂更换
。

2
.

仪器的维护和故障

( 1 ) 长途运输时为避免电位计绕组与其电刷之

间的长时间摩擦
,

需用海绵垫稳固上部倾斜指示器的

框架和重锤
,

但在夹垫海绵时一定要谨慎
,

否则容易

挤压到细小的顶角电刷
,

致使以后顶角测量不准确
。

短距离运输时
,

在陀螺装箱时最好使母线 和 地 面 垂

直
,

以避免电位计绕组缺 口与电刷摩擦
。

( 2 ) 可能因陀螺锁紧
、

自由马达力矩不足
,

有

时自锁紧转换为自由时起动不了
。

在此个别情况下
,

只好取出陀螺
,

人为地向自由方向转动电机螺杆
,

或

是调整锁紧自由装置
。

(二 ) 资料评述

本矿区用 J X T 一 2 47 型测斜仪测量斜孔 13 个
,

另有

西安里矿区直孔打斜后所测 4 个
,

共 17 个钻孔
。

其中 4 个直孔多在 75 一 1 00 米后打成斜孔
,

顶角

不大
,

一般到终孔处顶角10 度左右
,

故方位变化较剧

且大小不等
。

经该区所测 13 个斜孔资料看
,

各孔设计顶角和方

位不同
。

开孔顶角设计多为 5 度
,

但也有个别 3 度或
6 度

、

7 度的
。

开孔方位设计多为 9 8
.

5 度
、

12 6 度
、

1 27 度三种
,

但也有个别方位设计为 1 48 度和 30 7 度
。

测斜结果
,

一般终孔方位偏离设计方位多 在 20 度 以

内
,

个别达 30 度
。

其中9一 1孔
,

因事先设计有意打顺

层钻
、

故终孔方位变化剧烈
,

此系特殊情况
。

测斜资料是在经常作室内校验的基础上进行现场

实测而取得的
,

同时各孔所取数据均至少有 两次的重

复测量
,

最后取其平均值
。

从各孔顶角重复测量看
,

数据准确
,

误差较小
,

绝大多数小于 0
.

5 度
,

个别少许大些者
,

系因一个孔

多次测量
,

每次深度距离难免不一致
,

或进尺过程使

孔壁形变前后所测引起的个别变化
。

有些孔在孔 口 。

米处顶角重复误差偏大
,

因孔 口导向性差所引起的
。

方位角测值是在求出陀螺主轴每分钟 的 漂 移 值

后
,

按时间分配到各测点来修正漂移误差
。

对于顶角

大于 15 度的测点
,

求出终点角印值后
,

据公式 t g a =

t g 协
·

co
“ 0再消除框架误差

。

对于方位角的测量精度
,

我们认为主要决定于重

复测量误差的大小和陀螺动漂移的大小
。

如前述
,

该

区实测状态下的几次重复误差多在 土 2 度内
,

个别在

士 4 度内
。

实测状态下的动漂率均在士 6 度 /小时内
,

因此所 测数据淮确可靠
。

重复误差比较表 (表 1
、

2
、

3 ) 为该区 29 一氏

8一 6
、

2 5一 6三 孔两个回次下降
、

提升共四次所测结

果的重复误差 比较
。

可以看出
,

顶角四次测值误差多

在 。
.

5 度以内
。

方位四次测值除孔口 。 米处因导向性



差影响外
,

重复误差多为 。 一 2 度
,

个别大者不足 4 度
,

终孔方位偏离原设计方位 15
.

7度
。

(下见附表 )

度
。

其中29 一 6孔在二回次测至终孔 ( 3 5 0米 ) 历时 42 最后
,

需要说明的是
,

由于我们正确使 用 J x T一

分钟
,

漂移 0
.

7 度
,

终孔方位偏离设计方位 14
.

2度
。

2 47 陀螺测斜仪
,

以经常及时地监视钻孔的弯曲变化
,

8一6孔在二回次测至终孔 ( 3 0 。米 ) 历时 49 分钟
,

漂 从而起到了指导钻进的作用
。

如矿区内 27 一 4
,

25 一 `

移 1
.

3度
,

终孔方位偏离原设计方位 8
.

1度
。

25 一 6孔 两个钻孔
,

由于钻进过程中经测斜发现钻孔偏离勘深

在二回次测至终孔 ( 3 7 5米 ) 历时 47 分钟
,

漂 移 2
.

5 线过远
,

从而及时报废
,

避免了更大的浪费
。

, 复 误 差 比 较 表 裹 1

孔号 2 9一 6 设计 “ = 1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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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4 2分
夕 = 5。

, , { 一 回 次 } 二 回 次

休 汉 }

— -
{一二一一竺到一竺一一二一 {一二一一竺一斗一兰一

一
止1

-

(米 ) ! 刀 } 。 l 。 } 。 ! 。 1 。 } 刀 } 。

} 口 } ’ {
,

! ~ }
,

! 一 }
`

! 一

最 大 误 差

6
。

5

9
。

4 9
。

1

1 1 7
。

7

1 1 1
。

9

11 1
。

3

1 0 9
。

4

1 0 9
。

8

1 1 0 .

8

1 12 一 2

1 1 2
。

5

1 1 2
。

5

1 12
。

2

1 1 1
。

4

11 1
一

6

11 2
。

4

BBBBB

.110,二ù匕,口内O

:…
,口一了no6口,几,J,二,二,上,二,山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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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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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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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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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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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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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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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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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孔号 25 一 6

, 复 误 差 比 较 裹

设计 。 = 12 7。

口 . 3
。

漂移 + 2
。

5
.

/47 分

最 大 误 差

珠 度

…三一一
~

竺一二
~

望

三
仁 阵二二一竺一上止熨一一二一

一
“ 夕

}
a l “ }

“

}
夕

{
“

!
夕 {

“

!
口

}

3
。

l

3
。

8

5
。

7

9
。

7

1 4。 5

16
。

5

18
。

4

22
。

6

2 3
。

5

2 7
。

5

3 0
。

8

3 2
。

9

13 0

1 3 7
。

5

1 2 2
。

7

1 1 3
。

8

1 10
。

6

1 10

1 0 8
。

6

1 0 7
。

3

1 0 7
。

5

1 0 8

1 0 7

1 0 7
。

7

3
。

2

3
。

9

5。 8

9
。

7

1 4
。

6

1 6
。

5

1 8
。

5

2 2
。

6

2 3
。

6

2 7
。

3

1 3 0
。

6

1 3 7
。

4

1 22
。

l

1 1 4
。

4

1 12

1 09
。

6

1 0 9
。

4

] 0 7
。

6

1 0 7
。

2

1 0 7
。

4

1 06
。

9

1 07
。

4

2
。

9

5
。

8

1 5
。

1

] 8
。

5

2 3
一

6

3 0
。

8

33

3 4 . 4

38
.

3

1 3 3
。

6 13 8
。

1

1 2 3
。

l 12 4
。

9

八“ 10八ùó a

Oó̀勺门了

1 1 2
。

1

1 0 9
。

7

1 0 6
。

6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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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7

10 9
。

8

10 8
。

2

::::
1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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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0 7
。

4

1 0 8
。

1

1 0 9
。

8

::
’

7

3 4
。

5

1 0 7
。

4

10 7
。

9

1 0 9
。

4

0
。

4

0
.

1

0
。

6

0

0
.

6

O

0
。

2

0

0
.

2

0
。

2

0
。

3

0
。

1

0
。

1

8
。

I

0
.

1

2
。

8

0
。

6

l
一

5

O
。

4

1
。

2

0
。

3

1
。

6

0
一

6

1
。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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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语

1
.

仪器评价

通过本矿区对 J x T 一 2 47 型小 口径陀螺测斜仪的实

用结果看
,

它结构合理
,

精度较高
,

性能稳定
,

数字

显示简捷迅速
,

适用于两种电源 ( 2 2 Ov
、

380 V)
,

且

可灵活调节电压
,

便于野外使用
。

此外
,

仪器实用
,

便于机场按放
。

故此仪器是当前小 口径钻探工程中较

为理想的测斜仪器
。

2
.

改进建议

( 1 ) 仪器出厂时如配有适当备件
,

如测全箱内

外层板块或零售整块板件
,

将便于野外维修
。

( 2 ) 探管底部最好设计有加接加重块的结构
,

以免因孔内泥浆或润滑剂密度较大
,

阻塞仪器下井
。

( 3 ) 因探管较长
,

在小角度倾斜状态不能进入

机场房
,

故只能在场房内作孔 口定向
。

如 探 管 缩短
。

.

2一 0
.

4米
,

将带来较多方便
。

心二宫台含巴竺七卜巴巴留二巴含三 竺,

用涂漆油毡代替木板做岩心隔板

西北 1 8 2队 2 1 1队 窦玉祥

一
、

涂漆油毡的岩心隔板的傲法

1
.

将油毡上涂刷白色 (或黄色
、

灰白 色 ) 的 调

合漆
。

涂刷油漆时要均匀
,

漆膜不要太厚
,

以能盖住

油毡的黑色为适当
。

2
.

油漆涂刷后
,

立即喷撒石膏粉
,

漆膜未干时
,

用粉刷子刷均匀
。

用量以盖住油漆为宜
,

不必过多
。

3
.

晒干即用
。

4
.

每块切成 6 x s 平方厘米
、

加盖岩心隔板章即

成
。

二
、

涂漆油毡岩心隔板的优缺点

优点
:

1
.

成本低
,

节约木料
。

用一立方米的木板做岩心隔板
,

与做同等数量灼

岩心隔板的涂漆油毡价值对比
,

是 4
.

5比 1 ,

即一立方

米木板 (陕西价 ) 为 2 25 元
,

而用涂漆新的油毡的成

本为 50 元
,
用废油毡的成本为 20 元

。

2
.

制作简单
,

自己可加工
,

并且体积小
,

轻便
。

3
.

写字清楚
,

不怕雨淋
,

不怕泥桨
。

4
.

在烘箱温度为 50 一
7 0

’

时
,

油毡有些变软
,

但

漆膜不会损坏
,

从供箱中拿出后
,

还能写字
。

缺点是
:

长期的雨淋
、

日晒 (几年以上 )
,

油漆薄

膜会干裂
,

出现裂纹
。

但只要在涂刷油漆时
,

刷的薄

一些
,

就可以避免千裂
。

我队用这种涂漆油毡做岩心隔板
,

一年可节约四

立方米木板
,

节约资金七一八百多元
。

才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