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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液动冲击器微机测试系统

孟义泉

液动冲击器微机测试系统是研制开发

液动冲击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充

分利用该系统对冲击器的无损测试
,

可以检

验冲击器设计结构是否合理
、

参数匹配是否

合适
,

还能够通过计算机进行优化处理
,

根

据不同条件在冲击 器各种结构参数组配下

提供最优化组合
,

使冲击器工作性能在不同

条件下始终达到最佳状态
。

这对大力推广

液动冲击器
、

最大限度地发挥冲击器的作用

无疑是非常重要而且具有深远意义的
。

我所液动冲击器微机测试 系统于 19 81

年开始筹建
,

1988 年通 过部级鉴 定
。

由于

该系统建立时间较长
,

大部分仪器
、

仪表及

系统测试专用软件 已经达不到所需的测试

精度
,

有时甚至无法 正常工作
,

迫切需要更

新升级
。

从 199 5 年开始
,

我们对 原测试系

统进行了升级 换代工作
,

到 199 6 年 7 月基

本上更新 了系统绝大部分设备
。

更 新后的

测试系统测试精度和运行速度都较以前大

大提高
。

砧时冲击功的大小 ;

( 4 )流量传感器采用 涡轮流量传感器
,

结构原理简单
,

工作性能稳定
,

输出信号强
,

无需二次仪表处理即可直接和 灯D 转换卡

连接 ;

( 5) 压力传感器采用 B P 系列压力传感

器
,

该系列传感器集信 号采集与处理为一

体
,

输出电压能直接接 灯 D 转换卡
,

不需通

过二次仪表进行放大处理
,

使用简单
、

方便
。

1 系统硬件组成及其主要技术指标

( l) 测试系统的核心部件— 计算机为

原装 586 宏基 产 品
,

内存 S bM
,

硬 盘 85 0

M b
,

机器主频为 loo M } 12 ;

( 2 )模数转换采 用 代
一 63 00 系列 高性

能 刀 D 转换卡
,

其分辩率为 12 iB t
,

可 以 O -

or V 电压输 人
,

硬件增 益能够按 1
、

2
、

3
、

or

倍进行调节
,

刀 D 转换速率为 100 K H z ;

( 3) 冲击功测试采用压电石英式力传感

器
,

该传感器受冲击力作用后将产生与冲击

力大小成正比的电荷量
,

此电荷经过相应的

电荷放大器处理后即可反映出冲锤 冲击铁

2 系统软件

软件系统基于 UC DOSS
.

0 中文平台
,

全

部程序均用 C 语言编制
,

配上高性 能的计

算机及 A / D 模数转换 卡
,

使得 系统采集 与

处理信号的速度大大提高
。

测试系统专用软件全部为中文 化屏 幕

菜单提示
,

操作非常方便
。

通过传感器采集

到的被测信号经计算机处理后 能以最快 的

速度在屏幕上显示
,

其显示方式有实时动态

工作曲线显示和静态表格形式显示
,

待测试

数据满意后还 可选择存盘和打印机输 出
。

其工作 流程图见图 1
。

3 测试系统对冲击器测试结果

测试系统更新升级后
,

为检验系统的测

试性能
,

我们对已通过部级鉴定的 YZ
一 108

型正作用液动冲击器进行了实测
,

其部分测

试结果见图 2 和附表
。

通过对 花
一 108 型正作用液 动冲击器

的多次实测
,

更新升级后的测试系统与原测

试系统 相比
,

其测试数据精度高
,

系统工 作

稳定
,

采集
、

处理与输出数据速度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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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测试系统软件工作流程圈

YZ
一 l呢型液动冲击 . 侧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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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YZ
一 1戈 型液动冲击器类别为复合式

,

冲锤质

量 50 k g
,

阀程 30 咖
,

锤程 35 丽
,

自由行程 s mln
.

节流环

孔径 16 咖
。

圈 Z YZ
一 l璐型液动冲击 . 动态工作曲线

更新升级后 的测试系统为参加 1996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 30 届世界地质大会的

国内外来宾进行了冲击器的实测演示
,

受到

了参观者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

综上所述
,

升级后的测试系统在原测试

系统的基础上又提高了一个档次
,

能够对冲

击器进行更全面
、

更快速
、

更准确的测试
,

为

今后研制高性能的冲击器提供 了一个强有

力的技术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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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
值仅能作为参考

。

施工单位可根据 自己

式中
: k

— 系数
,

与 e
、

月
、

摩擦阻力等因素 的设备和经验来具体确定转速
。

有关
,

无二 1 一 3 ; p

— 每个合金齿切人岩土 6
.

3 钻井液量的确定

所需 的压力
,

它与岩土的 N 值有关
。

扩底桩钻进 有正循环
、

反循环
、

泥浆护

由上式可看 出
, n
值越大

,

所需钻压越 壁无循环和干钻 4 种方法
,

当前应用比较多

高
,

在设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 n
值过大

,

将 的是反循环钻进 法
。

在反循环钻进 中按保

会使合金齿只在岩土表面划过
,

而不能切人 证钻杆 中液流上返速度为 2 一 4 耐
s 为依据

岩土进行体积破碎
,

并且 合金齿也极 易磨 来选取泵量
,

岩土胶结性强
,

取上限
,

否则取

钝
,

使用寿命降低
,

所 以在设计之前首先要 下限
。

了解工地地层和施工单位 的设备情况
,

不可

盲目布齿
。

7 结语

6
.

2 转速的确定 钻头设计关系到钻探工程的质量和成

按有关资料
,

推荐钻 头 的最大经济转 本
,

尤其是大 口径 钻头的材料
、

加工成本在

速
: 整个工程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目前
,

需
n l 二 36 57 6/ D ( r/ ~ ) 要建筑设计部门和研究单位共同努力

,

使扩

式中
: D

— 钻头平均直径
,

~
:

底桩和扩底钻头规范化
、

系列化
,

以满足 日

目前
,

无级变速的钻机还不多
,

故上述 益增长的岩土钻掘工程需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