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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 1 ) 在高出井口中心乙
:
(。m )的竖直方向上

,

安

装一个定滑轮
。

( 2 ) 选好与测量并径相对应的圆盘与岩心管按

规定安装好
,

用细钢丝绳连接
,

通过定滑轮用钻机副

卷扬机提吊下入并内
。

( 3 ) 放上测量面板
,

把螺杆擂人面板上对应的

孔
,

使缺口对着钢绳偏离中心的方向
,

在需测量的孔

段读出偏离值△ x
,

填入表内
,

计算出相对应的顶角口

值

4
.

生产应 用

我们在上高县麻纺厂
、

万载县林业局
、

萍乡火车

站建 (修 ) 井中都采用此圆盘测斜仪测斜
,

数据分别

见表 1一 3 (摘选)
。

从 z K I 二’

测斜数据中可以看出
, z K l l

.

孔斜超过

规定标准
,

使深井泵工作条件恶劣气极易损坏
,

实际

也正是如此
。

为此
,

我们对 z K I工.

进行修复纠斜
,

纠

斜后的数据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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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
:

上述 3 井出水正常
,

由于并斜造成的

深井泵损坏事故几乎没有
。 6

。

结束语

5
.

注意事项

( 1 ) 定滑轮要固定牢靠
,

不能晃动
。

( 2 ) 在钢丝绳承载范围内
,

尽量采 用 小钢丝

绳
,

以便准确读数
。

( 3 ) 下放圆盘测斜仪要乎稳
,

不能猛放猛拉
。

圆盘测斜是一种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测斜

方法
,

它主要适用于大口径的供水井
,

抽 水孔 的 测
斜

,

它具有测斜准确
、

操作简单
、

飞应性较广 的特

点
。

画盘测斜仪制造简单
,

价格低廉
,

是野外建井队

的一种理想的演姗工具
。

当然
,

圆盘测斜仪也有不足

之处
,

有待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改进
,

完善`

卷扬机制动速度时简易测定
重庆探矿机械厂 叶寿陇

钻机卷扬机的制动能力
,

是钻机的重要 性能之

一
,

对钻机能否安全
、

正常工作
,

有着重要影响
。

地质矿产部部标准 《立轴瓷地质岩心钻机技术条

件》 ( D z 4 5一8 7 ) 第 5
.

3条规定
,

在钻机的型式试验
、

考核试验及出厂试验中
,

均应进行卷扬机制动能力试

验 (见该标准表 8) , 第 5
.

5
.

5条规定
: “
卷扬机制动能

力试验
。

卷扬机提起最大额定负荷的的%后
,

松开抱

闸
,

荷重物下落速度达 s m s/ 时
,

快速制动
,

试验其制

动能力
” 。

并根据钻机的钻进能力
,

分别规定 了制动

时荷真物下降滑移量的允许值
.

(见该标簇表卫功
。



这里荷重物 sm s/的下落速度 (以下简称
.

制动速

度
”
) 是试验的重要参数之`

,

为了贯彻上述标准
,

有

必要对制动速度的有关问题加以研究
。

、

尸户、
出弧长丑 c

J产 . 、
.

( B C 二 A B 一 A C = 匹卫
2

洲

一 、
一 汉 C )

,

一
、

制动速度 (5 m / .) 的获得

松开抱闸
,

荷重物下落时
,

由于空气对它的影响

不大
,

可视作自由落体运动— 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

直线运动
。

快速制动时荷重物的下落速度 (5 m s/ ) 即

为其末速度 (。 )
。

根据物理学自由落体运动计算公式
,

可计算出为达到 , ” s/ 的末速度 (制动速度 ), 荷 重 物

从松开抱闸到快速制动时的自由下落距离 (h) 应为
:

再 = 。 含 / 2 9 = 2
.

2 7 6m ( 1 )

由于荷重物下落时抱闸虽已松开
,

但荷重物是带着钢

丝绳绕过滑轮带动钻机卷扬机空转
,

由此产生的运动

阻力
,

使荷重物下落过程不完全是自由落体运动
。

故

实际应用时
,

其下落距离 几须略大于上述计算值
,

’

才

能获得所需的 s m s/ 的制动速度
.

可计算出重锤的下落速度
。

例
:

设圆盘 直径 D 二
`

10 o m m ,

转速 ” 二 1 4 0 0 r/

二 、 ,

即角速度 。 =

粤
·
: 。 ad /

。 ,

由弧长妥算出转
O

角 ` =

矗
·

2 ` r a “ ,

贝“所用的时间为

生
= 二

.
2二
/丝

.

2二 二 上
田 1 5 1 昌 5 0

这一时间即重锤由 A 落至 B 的时间
,

故这时重锤的下

落速度为

。
二二卫 = 旦 = , 。。

八
二 5。。。 m m z

。 = 。m z
: .

名 t / 5 0

二
、

制动速度 ( 5示 / s )的测定

试验卷扬机的制动能力
,

关键的是制动时荷童物

下落速度必须达到标淮规定的制动速度 (5 m /习
。

制

动速度过小
,

不足以考核卷扬机的制动性能
,

达不到

试验目的 , 制动速度过大
,

可能引起人身或设备安全

事故
,

必须加以防止
。

故测定并控制制动速度
,

是卷

扬机制动能力试验的重要环节之一
。

物体的下落速度

可用仪器捌量
,

但一般需较多费用
。

为 节省 测 试经

决
,

笔者根据有关的速度测定原理
,

试提出卷扬机制

动速度的简易测定法如下
,

供参考
。

如图 1 ,

画盘 ( 2 ) 由电动机 ( )I 带动作等速 迥转
,

重锤 (3 ) (荷重物 ) 下落时
,

装在其上的划针 (4 )在圆

盘 (2 )的端面上沿直径划出两短 线
。

若圆盘 ( 2) 不 转

( 2 )

若改变圆盘直径 D ,

则须相应调整其转速 ” ,

使重锤

由 A落至 B 时
,

圆盘转角砂小于2又 ar d
,

以便度盘
。

试验时记下重锤自由下落的距离 (每次试验时
,

须先将圆盘端面前次试验留下的划线 涂 去
,
以便 识

别 ) ,

经测算得出的速度若小于 s m s/
,

须适当加大 重

锤下落距离 , 若大于 s m s/
,

则须减小下落距离
。

制动

速度达到要求时 ( s m s/ ) 的重锤下落距离
,

即作为以

后钻机出厂试验的依据
,

到时只要控制重锤自由下落

的距离并快速制动
,

即可获得所需的制动速度
,

从而

达到试验目的
。

只在作型式试验或考核试验时
,

须按

上法重新测定制动速度
。

这样测算出的速度
,

是重锤通过 A B 间的平均速

度
,

而不是重锤在某一时刻或某一位置的即时速度
。

但重锤自由下落时通过 A B 间的时间很短
,

在其中各

点的下落速度差别不大
。

仍按上例分析
,

如图 2 ,

设

重锤从 p 点开始自由下落
,

依次经过圆盘直 径
.

上的

A
、

0
、

B 三点
。

到圆盘中心 0 时
,

假定其下落速度

达到制动速度
,

即` 二 s m s/
,

则其下落距离凡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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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图 l 测试装置简图

1一电动机 , 2一圆盘
, 3一重锤

,

卜划针
, 5一弹簧

动
,

这两条短线会划在同一直径的两端 A 和 B ,

但因

圆盘 (2 )转动
,

在重锤从 A 落至 B 的时间里
,

圆盘 ( .2)

已转过一个角度必
,

所以下面一条短线不是划在直径

另一端 B 而在 ` 。

已知圆盘 2 的转速 ” 、

直径 D ,

量

哎哎哎 OOO
...

心心 曰已已

公公八八八

必必
。。。

’’

夕夕

图 2 速度计算图



.

二〔即式 (1 )所计算的几值〕 ,

因此得
:

`

无, 二 h
o 一 D /寻

二 1 ` 2 7 6 一 0
·
1 0 0 / 2 ” 1

·
2 2 6 m

ha = 人 + D / 2 二 .1 27 ` + .0 10 0/ 2 = 1声耶 m
,

-

一

这里的*
。 、

再, 、
再万值只用于分析比较

,

均路去了共同
、

的影响因素一
系统运动阻力的影响

。

重锤落至 A 和

B 的速度分别为
:

。 ` = 亿而万二
= 亿 2 x s

.

s x l
.

2 2 6 = 4
.

o o Zm /
s

、 二万
.

派ha = 侧于而万石万丽
= 5

. 。。m8 s/

由此可见
,

重锤落经圆盘直径上 A
、 。 , B 三点的即

时速度奴
、

”
、

、 很接近
:

故以其平均速度〔式侈)〕

代即时速度作为试验时的度量值
,

误差不大
,

不影响

工程上实际应用戈在试验条件下扩若加大 圆盘直径

刀 ,
上迷速度误差亦不影响实际应用 .)

泥浆泵柱塞材料的优化试验
地矿部衡阳探矿机械厂开发研究所 廖锦初

1
。

试验 目的
.

泥浆泵之柱塞 (缸套 ) 是液力端主要易损件
,

其

耐磨性与选用材料有很大关系
,

我们用三种不同材料

的柱塞同时装在 B w 一 3 2 0型泥浆泵的三个缸内
,

在相

同的工作条件下连续运转 1 0 0 0 h
,

比较三种材料的耐

磨性
,

同时考核与之相配合的聚胺脂橡胶密封圈的使

用寿命
。

柱塞材料第一 种 用 2` r M n

及 钢渗碳淬火

H R C 5 8一 6 2 (深 1一 2
.

2m m )
,

表面镀硬铬 0
.

1一 0
.

2m。

(以下简称
“

镶硬铬柱塞
” ) , 第二种用 4 5钢调质 H B

21 7一 26 2
,

表面喷涂硬质合金。 .

4一。 ,

s o m
、

(以下简称
“
硬质合金柱塞勺 , 第三种用氮化硅

。

通过科学试验

确定最优柱塞 (缸套 ) 材料
。

i %左右
。

( 5 ) 试脸方法
:

面对泵头从左至右
,

第一缸装

镀硬铬柱塞
,

第二坷装氮化硅往塞
,

第三缸装硬质合金

柱塞
。

试验分两个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每 Z h换一次档
,

每档按额定压力 80 %加压 (见表 1 ) ,

连续运转 53 7 h ,

第二阶段使用第三档
.

(即 10 ,次 m/ J动
,

按 额定压力
·

50 万加压 (即 3M aP 卜 累计连续运转至 100 0
礴泵

,

并

记录液力端易损件 (柱塞及其密封周 ) 的更换时间
。

3
.

试验片果

( 1 ) 柱塞使用寿命见表 2
。

( 忿 ) 柱塞的每封圈使用寿命见表 .3

表 2 柱密的便用寿命和 , 报 t

2
.

试脸工兄 第 一 缸 第 二 缸 第 三 缸

( i ) 试验时间
: 2 9 5 7年 1 1月 1 2日一 2 9 5 5年 7月

12 日
,

其中因故 (其它试验任务) 停泵 4 个半月
。

( 2 ) 试脸地点
:

本厂产品开发研究所试验室
。

( 3 ) 试验泵
:

B w 一 3 2。型泥 浆 泵 ( 1 9 8 7 年产

品 )
。

( 4 ) 试验介质
:

泥浆粘 度 18 一2 2 吕 ,

含 砂 量

、 表 1 第一阶段试验变档和加压顺序

寿寿命命 蘑损 (m m ))) 寿命命 磨损 (
: n m ))) 寿命命 磨损 ( n、 n , )))

((( h ,,, ( h ))))) (五 )))))

11111 2 5 3
.

555 0 。
2 6 , 0

。
2 888 > 1 0 0 000 0

。
0 3一 0

。
0 444 > 1 0 0 000 O

。
32一 0

。
3 333

22222 2 8 3
。

555 0
。
2 5一 0

。
2 66666666666

33333 4 6 333 O
。

2 2一 0
。

2 33333333333

材材
.

镀 硬 铬铬铬 氮 化 硅硅 硬质合金金
料料料料料料

缸径 ( m m )

.

注
:
第一缸第 1 个镀硬铬柱塞表面有很多。 .

s m m一
办

.

腼 m深沟槽
。

冲程 (m m )

.4 试验结果分析

额定冲次 (次 /
Iin n)

额定流 t ( L/ m i的

额定压力 (M P a )

实际压力 (M P。 )

, , `

}
, s ,

}
’ 。 g

3 , 。

{
2 3 0

}
` 6 5

4 1 5 1 6

7 8

1工8

( 1 ) 从三种材料柱塞对比试验结果分析
,

以氮

化硅柱塞最耐磨 ( IO00 h磨损 仅 。 .

03 一。 .

04 。 ,
动

,

使

用寿命最长
,

估计可达 3 000 h以上 , 其次是硬 质合金

柱塞
, l o o o h磨损 0

!
3 2一 0

·
3 3m ,

,

使用寿命在 l o o o h

以上 , 最差的是俄硬铬柱塞
,

乎均使用寿命仅 33 3 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