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裹 2

矿休
宽度 钻机 !勘探线

矿体
宽度

米
。

两者相比较
,

前者比后者每米少花 1 8
.

4 2 元
。

81

年迥转式砂钻实际完成工作量 1 3 5 3米
,

为国家节省投

资2生
,

9 19元
。

(米 ) (米 )

均位挤牡米毛平八线品克

圈探线勘机钻

六
、

存在问题
7 4

7 6 :蒸} :: (一 ) 迥转式砂钻机重 1
.

2 吨
,

加上钻具重共 2

吨
,

落在两支爬犁脚上 (每支宽 2 00 毫米
,

长 3 2 0 0 毫

米 )
,

在 7一 9 月份的融化季节
,

在沼泽地搬迁困难
。

(二 ) 卡盘装置是利用人工机械卡
,

卡紧松开操

作频繁
,

影响钻进效率
。

(三 ) x U 3 00 一 2 型钻机和百米钻机在黑龙江局

属于淘汰机型
,

备件不足
,

加上新工人多
,

操作不熟

练
,

出现了一些不应出的问题
,

影响了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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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机械性能良好

迥转式砂钻可在永冻地层第四纪砂砾层中钻进20

米深
。

在连续打 4 个 16 ~ 19
.

2 米深 的钻孔时
,

机械

运转正常
。

另外
,

在孔内遇到较大直径的巨砾也可钻

进
,

还具有钻进基岩的能力
。

(五 ) 减轻体力劳动

迥转式砂钻搬迁用集材 50 拖拉机牵引
,

所用全部

钻具均可放在机座爬犁脚上
,

实现了整体搬迁
,

极大

的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

五
、

经济效果

迥转式砂钻与冲击式砂钻相比
,
迥转式的生产效

率高
,

为冲击式砂钻的 2
.

28 倍
。

81 年在某矿区开动迥

转式和冲击式砂钻各两台
,

迥转式砂钻的单位总成本

为 87
.

30 元 /米
,

冲击式砂钻单位总成本为 1 0 5
.

7 2 元 /

七
、

改进意见

(一 ) 两支爬犁脚接地面积小
,

应将两支爬犁脚

用厚 8 毫米铁板连接一体
,

同时将前头弯成 50 度角
,

这样可增大承压面积
,

减少单位压力
,

利用沼泽地区

搬迁
。

(二 ) 现使 用 套 管 外 径 13 。
·

毫米
,

壁厚 11 毫

米
,

应改为外径 1 27 毫米
,

壁厚 7毫米
,

以减轻钻具

重量
。

(三 ) 研制适合永冻层的
、

能冲击迥转
、

能取砂

样柱
、

且砂样淘洗机装在一个机体上的多功能砂矿钻

机
。

属入 属入 属入 属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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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质局六六 四队 朱声聚

我队两年来工作
,

发现砂金有向湖富集的趋势
。

为了查明湖底砂金是否具有工业意义
,

今年开始进行

砂金普查工作
。

根据该湖的地质特点和砂金矿取样工

艺要求
、

设计
、

试制了适应该矿区砂金矿床特点的取

样工具—
冲击取样器

。

一
、

取样器的特点与技术性能

冲击取样器由取样和冲击两部份组成
。

取样部份

则由内
、

外管组成
,

内管采用半合管结 构
。

外管进

尺
,

内管取样
。

取样时外管不提动
,

只提内管
,

直至

终孔后一次起拔外管
。

外管既是顶进 管
,

又 是 护 孔

管
。

这样既保证了取样层位的准确性
,

也较好地保存

了砂样的原来状态与结构
。

冲击时以机械拉动代替人工冲击
。

本取样器具有结构简单
、

加工方便
、

取样可靠
、

易于操作等特点
,

适合第四纪砂土层与砾径较小的砂

砾层中冲击取样
。

取样器的技术性能

1
.

管鞋外径
: 1 30 毫米 ,

内径
:

98 毫米 ;

2
.

外管直径
:

12 7毫米 ,

3
.

取样内管 (半合管 ) 内径
:

98 毫米 ,

4
· 、

冲击锤重量
:

55 公斤
,

另有附加重锤 37
·

5 公

斤 ,



5
.

冲击行程
`

6
.

冲击频率
,

7
.

取样深度
:

1
.

3米 ,

9 ~ 10 次 /分

1 5米
。

二
、

结构与工作原理

取样部份如图 1 ,

它由压盖 ( i )
、

外管 ( 1 1 )
、

管鞋 ( 1 3)
、

调节杆 ( 2 )
、

调节接头 ( 3 )
、

球 阀

( 8 )
、

内管 (半合管) (1 0) 及其上下接头等组成
。

内管组装在外管里
,

是容纳砂样和取样的主要部件
。

冲击部份如图 2 ,

它由重锤 ( 3 )
、

打头 ( 4 )
、

导向管 ( 7 )
、

导向杆 ( 6 )
、

导向环 ( 8 ) 等组成
。

并配有加重锤3 7
.

5公斤与重锤 ( 3 ) 套接
,

以便根据

地层冲击的难易程度来调节使用
。

本取样器是采用外管超前管内取样的取样工艺
。

它利用落锤原理所产生的冲击力
,

冲击打头
,

并通过

导向杆传至取样器外管和管鞋 (内管也承受一部份冲

击载荷 ) ,

迫使管鞋随击锤的不断冲击而向地表深处

顶进
,

砂样则不断地进人容纳砂样的内管— 半合管

中
,

原内管里的水冲开球阀进人泥管中的钻杆
,

经钻

杆排水孔流向外管与内管的环状间隙
,

如有浮砂则沉

淀在泥管中
,

以免浮砂直接流入内
、

外管环状间隙的底

部而造成卡管事故
。

2 3

三
、

操作方法

开始时
,

将取样内管组装在外管中
,

内管上的钻

杆顶端拧上调节接头 ( 3 ) 和调节杆 ( z )
。

调节 杆

以反扣与调节接头连接
,

再拧上压盖 ( 1 )
,

并以外六

角扳手通过压盖内孔擂入调节杆的内六角孔中进行调

节
,

使调节杆顶紧压盖
,

这样内
、

外管

两者便连为一个整体
。

这时
,

组装的冲

击吊锤连接其上
,

即可进行冲击取样
。

_ 回次进尺长度则根据地质 要 求 进

行
,

一般 为 0
.

6米左右 (作 为两个 砂

样 )
。

了了了

,,
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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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冲击取样器

1一压盖
, 2一调节杆 , 3一调节接头

,

卜沪6 5 接手邝一泥管
, 6一沪5。

钻杆 , 7一球阀 座
, 3一球 阀

, 9一半合管上接头
,
加一半合 管

, 1卜
外管

,
12 一半合管下接 头

,
招一管鞋

~~~ 、、

当一个回次终了即可提取内管
,

提

取时
,

卸开重锤导向杆
、

压盖和调节杆
,

挂上提引器
,

开车提取
。

取出砂样后
,

将内管继续下入孔内 (即原外管内 )
,

继

续进行冲击取样
。

当外管上端接近地表一定高度时
,

在提取内管后
,

再接一根外管
,

同时
,

在下内管加钻杆时
,

也相应接一根相当

度的钻杆
,

并拧上调节接头
、

调节杆长

和压盖
,

调好调节杆等
,

即可继续进行

冲击
。

如此反复进行
,

直至达到地质要

求的取样深度
。

终孔时利用千斤顶一次

取出外管
。

四
、

附属设备

1
.

塔架
:
协89 三脚管子塔

,

最大

高度为 6
.

5米 ,

2
.

纹车
:

一台
,

由 1
.

1千瓦电动机

驱动 ,

3
.

75 吨油压千斤顶
:

一台

图 2 冲击吊锤

1一吊环
, 2一闭帽 , 3一重锤 ,

卜打头
, 5一协65 中接箍

,

卜沪50

钻杆
, 了一导向管

, 8一导向环
, 9一协65 锁接头

2口 `

五
、

试验情况与效果

81 年 11 月初队修配间加工后
,

在修

配间门口的第四纪千粘土中进 行 了 初

试
,

进尺为 3
.

09 米
,

同年12 月初在二分



队某湖现场进行了对比性的生产试验
,

选择 在 浅 井
p l生Q J 7旁边打 T e z l一 1

、
e z l一 2和 e z z一 3三个孔

,

进尺为 1 6
.

3米
,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

据初步试验
,

其效果是
:

1
.

施 工 进度快
。

原来采用浅井法取样
,

因地下

水丰富
,

必须是三班制连续作业
,

一个 5 米多深的浅

井
,

一般要 3~ 4 天完井
。

14 线 的 取 样 孔的对比井

仍 7 ,

涌水量还不算大
, 6

.

45 米的浅井却历时 2 天多
,

计 5 2 个小时 , 用冲击取样器
,

一个 5
.

53 米的孔
,

仅

6 小时 5 5分即终孔
。

2
.

砂样采取率高
。

通过三个孔的取样
,

除在压缩

性大的亚粘土 (非含矿层 ) 中采取率低外
,

在含金矿

层的砾石砂层与砂砾层中的采取率均达 91 %以上
。

三

个孔 19 个回次中有 6 个回次达 1 00 % ; 矿层顶板即亚

粘土层最后一个样的采取率三个孔 分别 为 8 1
.

3 %
,

8 8
.

5 %
, a z

.

6 % , 基岩中有两个孔采取率达 2 0 0 % (如

下表 ) ,

完全满足地质要求
。

取样孔在各层位的取样质 t

1*
二 , 】 二 , 卜山 二 l 砾石砂层 1 , 、

二 , 口

)冀圳一掣耸迄带阵举喳垦一 }
~

遗
.

一遏 ,

’ “ 万
}嚣 }瞥 1罄 1臀 }瞥 }罄 }瞥 }擎 }罄 }瞥

, , 日
止

斗洲{臀二厂拼洲二吕
二
黔

cZ
’ 一 ,

{
5

’

3`

}
2

’

2 5

{
`

’

5 3

1
6 6

’

9

}
, ” 9

}
2

`

7 ,

}
93

’

3

}
。

’

。 ,

】
。 `

。。

}
` 。。

C z `一 2

}
5 ’

5 3

}
2 ’ , ,

1
,

’

3`

}
5 8

’

5

{
2 ’ 9 8

{
2

’

了3

1
9” 6

}
Q

` 2 6

{
。 ” ,

{
7 3

C Z ,一`

}
5

’

` o

}
2

’

2。

}
“ 2 3

】
5 5

`

。

}
3

’

。`

}
2” 3

}
, 6“

}
。 ” 6

}
。 ” 6

}
’ 。。

因此有可能较完善地保持了砂样的原来结构状态
,

便

于地质观察和编录 , 在回次进尺上内管控制在样长不

大于 6的毫米左右 (一个回次作为两个样 ) ,

冲击时间

短
,

内管砂样少
,

砂样与内管壁的靡擦阻力也小
,

因

而砂样的原来层位不致发生明显位移
,

据 c z 一 1 孔取

样结果与浅井 P 14 Q J 7 比较
,

其层位与岩性基本上是

一致的
。

根据含金品位的对比
,

冲击取样器取样质量是可

靠的
。

据统计
,

浅井含金平均品 位 为 0
.

0 66 克 /立方

米
,

取样孔为 0
.

1 18 克 /立方米
,

为浅井的 1
.

8倍
,

主

要在含水丰富的地层中
,

浅井刻槽取样不易保证砂矿

的取样质量
,

致使品位产生误差
。

从取样孔与 P 14 Q 7J

井砂金品位垂向变化曲线对比图清楚地看 出
, Q J 7 井

的品位变化范围较大
,

从 4
.

5米一个样和 4
.

8 米以下

两个样来看
,

与取样孔比较相差悬殊
,

原因是刻槽取

样在含水丰富的砾石砂层与砂砾层中不易保证取样质

量而造成的系统误差
,

特别在井深 4
.

8米以下
,
品位

骤然下降
,

这显然是不符合砂金矿床沉积规律的
,

主

要是接近井底的两个样 (特别是最后一个样 ) 因地下

水的干扰和取样条件等因素
,

致使取样质量不高
,

砂

金漏失
,

影响砂金品位
。

取样孔品位变化范 围 则 较

小
,

而且品位变化是稳定地上升
,

其趋势是随孔加深

而提高
,

越接近基岩品位越高
,

因为它最后一个样连

同基岩一起取上
,

所以它与浅井刻槽取样比较砂金漏

失的可能性则很小
,

因此取样孔品位稳定上升是符合

砂金矿床沉积规律的
。

注 : 进样的管鞋内径与砂样容纳管的内径相同
,

不 存

在砂样松散系数问题
,

实际上样品只有压缩 而无

松散
,

因此本采取率按普通岩心钻探的岩心采 取

率计算方法
。

3
.

取 样资料可靠
。

在冲击取样过程中
,
只提内

管
,

外管始终留在孔内
,

且管鞋内始终保留有90 毫米

的样段作为砂塞
,

保证了管外的砂砾不致进入内管而

造成混样现象 , 同时
,

取样内管系采用半合管结构
,

六
、

存在问题

本取样器还存在一定问题
,

如冲击频率较低 ; 湖

面上淤泥承压力小
,

对外管起拔还有困难 , 孔底遇有

块度较大而坚硬的滚石
,

则须另打一孔 , 另外
,

管材

连接丝扣尚不尽合理 , 而且管壁较薄 , 有的附属设备

还没有轻便化等
,

都有待通过实践不断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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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地质局地质七队 (陆德鑫执笔 )

一
、

概况

我队四分队从 1 9 7 5年开始砂金矿勘探
。

先后开动

小砂钻 (S H一 30 型钻柳 五台
,

大砂钻 (S z C一 3舫

型钻机 ) 一台
,

油压 6 00 型钻机一台
,

还有部分砂矿

探井
。

共打钻孔 1 0 7 5 个
,

完成工作量 1 6 7 9 4
.

9 7 米
,

平均孔深 8 ` 5 米
,

最深钻孔 17
.

29 米
。

完成砂 井 35

口 ,

累计进尺 2 9 2
.

2 米
,

平均井深 8
.

3 米
,

最深井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