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徽 式 联 动 移 管 器

安徽省地贾局认膝钻 机

杆轴钻摇

“
安徽式联动移管器

”
(以下筒称移管器 ) 于

694 年 4 月贰墩成功
,

随即在生产钻机进行了竺歌
。改进

,

先后曹在 1 7 米站塔
、

1“
·

5米钻塔举竺夏
:

、

斜孔等不同条件下使用过
·

鼠膝表明气
_

替弩资
吉构较为完善

,

机械化程度较高
,

不需另歌动刀袱

备
,

各种钻塔 ( 17 米以下 ) 均可使用
。

一
、

构 造

移管器是由摆管器
、

扶管器
、

联动装置
、

靠架和钻杆台等五个部分粗成 (参圃图 1 )
。

(一 ) 摆管器
摆管器 由轴架 ( 1 )

、

浪珠轴 承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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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徽式联动移管器构造示意图

摆管器部分
:

8一小重捶 ,

1一轴架
, 2一渡珠帕承

,

联动装置部分
:

1 7一摆趣滑拾
,

3一摆轴 , 4一摆杆
。 扶管器部分

:

9一限位枷
。

16 一定滑翰 ,

10 一重短
,

1 8一扶抓猾翰
。

1 1一导就
, 12一主挑

;

5一扶叉轴
, 6一扶叉

, 7一扶架
,

13 一摆栖 , 14 一扶粗 , 15 一滑翰
,

19 一钻杆靠架
,
么。一钻杆台

,
21 一活动推叉



( 3 ) 及摇杆 ( 4 ) 祖成
,

安装在钻扦靠架的上面

或下面
,

轴架用螺打固定在钻塔 拉 手 上
。

其作 用

是
:

在提钻时
,

把钻杆立根上端从孔口位置挑到钻

杆靠架方向去
。

掘杆的搏动是由莲接在其上的撰桅

( 1 3) 所牵动的
。

由于塌轴是歪斜的
,

挑杆如不受

撰绳 ( 13 ) 的牵制
,

会因其自重而 回蒋至右端位置
。

(二 ) 扶管器

扶管器由扶叉轴 ( 5 )
、

扶叉 ( 6 )
、

扶架 ( 7 )

及小重捶 ( 8 ) 粗成
,

安装在钻塔中部
,

扶叉轴两

端用螺钉固定在钻塔横拉手上
。

扶管器的作用有两

个
:

扶叉在摔紧或卸动钻杆时
,

扶正站杆立根 , 扶

架在提钻和下钻工序中作为钻杆立根的临时靠架
。

扶叉和扶架成 为一体
。

工作时
,

由于扶管器尾

端有小重捶 ( 8 )
,

在 自由状态时
,

尾端 有 下落趋

势
,

为了不使其尾部下落过多
,

用 限位棍 ( 9 ) 拉

住扶管器尾端
,

使扶管器前半部昙水平状态
,

如图

1 虚线所示
。

在不工作时
,

由扶棍 ( 14) 向上拉动

扶管器的尾端小重捶
,

使扶管器叉关向下
,

早非工

作状态
,

如图 i 实线所示
。

(三 ) 联动装 置

联动装置由重锤 ( 1 0 )
、

导孰 ( 1 1 )
、

主提 ( 1 2 )
、

摆棍 ( 1 3 )
、

扶蝇 ( 1 4 )
、

滑输 ( 1 5 )
、

定滑翰 ( 1 6 )
、

摆绳滑翰 ( 1 7) 及扶棍滑翰 ( 1 5) 粗成
。

重锤放落在地面上
。

重锤滑行导就的下端支在

地面上
,

上端固定在钻塔上
。

在重捶上
,

共建接有主棍
、

摆蝇和扶捅三条耗

索
。

主耗 ( 12 ) 一端用挂勾瘪接提引器
,

另一端通

过定滑翰 ( 1 6 )
,

固定在重锤提环上
。

摆蝇 ( 13 ) 一端固定在摆杆上
,

另一端通过塔

上的摆捅滑输 ( 1 7 )
,

用可摘挂勾挂在重锤提环上
。

扶捅 ( 14 ) 一端固定在扶管器的小重锤上
,

另

一端通过两个塔上的扶耗滑翰 ( 1 8 )
,

也用 可 摘挂

勾挂在重锤提环上
。

摆绳滑翰和扶蝇滑翰的固定位置应以捅素与钻

塔不摩擦为原则
。

用来导向主捅的定滑拾 ( 1 6 ) 是

一个特制滑翰
,

其安装位置应严格要求 (图 2 )
。

(四 ) 钻杆靠架

钻杆靠架 ( 19 ) 安装在钻塔上部
,

用螺钉固定

在钻塔横拉手上
。

用以靠放钻杆立根
。

(五 ) 钻杆台

钻杆台 ( 20 ) 是一般通用的形式
,

无特殊要求
。

但钻杆台位置应保征钻杆立根倒靠倾角在80 一 85 度

之固
。

为了在移动钻杆立根下端时省力
,

应配有活

动推叉 (图 1 中2 1 )
。

二
、

各部分安装位置和

绳索粗合方法

移管器的动作全部是棍索牵动的
。

撮索的祖合

按下列办法进行
。

所有装置应按照安装图 (图 2 ) 中拾定的尺寸

固定
。

然后使重锤落在地面上
,

把提引器下放到地

面孔 口处
,

再把主糊 ( 1 2) 按图示状态
,

一端与提

引器相篷 (使用单股细林扼时
,

主挑以圆环套在提

引器绷棘提上 , 使用双股刽林棚时
,

捅索拴在提引

器的提引环上 )
,

使棍索张紧后
,

另一端 与 重锤相

建
。

摆扼 ( 13 ) 是把摆杆拉到最左端的位置后
,

用

挂勾勾在重锤提环上
。

扶趣 ( 1 4) 是把扶管器拉成非工作状态后
,

固

定在重睡上
。

三条撇索按上述办法粗合后
,

完成了整套移管

器的安装工作
。

按上述方法安装完成的移管器
,

是提钻工序的

状况
。

而下钻工序
,

刻需把摆撇 ( 13 ) 从重锤上摘

除不用
,

井使摆杆回到最右端位置
,

如图 1 摆管器

俯视图所示的虚线位置
。

摆杆由限位装置挡住并稳

定在右端位置不动
,

这个右端位置是越接近孔口 中

心线越好
。

但必镇注意
,

防止提引器上下时挂住摆

杆而发生事故
。

三
、

动作程序和操作方法

移管器是与关阴山式提引器和捧管机配套使用

的
。

在升降钻具时
,

由于移管器可以完成站杆立根

的扶正和立根上端的摆动
,

所以塔上不需专人工作
,

下面操作人具仅需三人
:

操作升降机一人 ; 操作捧

管机一人 ; 移动钻扦下端一人
。

升降工序中提超单根钻杆的动作用提引器来完

成
。

提引器在孔 口时的摘挂
,

由摔管机操作者负煮 ,

从钻杆台上的立根上摘挂提引器时
,

由移动钻杆者

负煮
。

(一 ) 提升钻具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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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徽式联动移管器安装尺寸图

(1 2
.

5米钻塔
,

X B 一 5 00 型钻机适用
,

括号内尺寸

适用于1 7米钻塔 )

提引器开始从孔 口提超孔内钻具时
,

固定在提

引器上的主棍 ( 1 2 ) 是松弛的
。

当提引器继续上升

刚刚超过扶管器时
,

才把主蝇拉紧
。

提引器再往上

升
,

即拉起重锤
,

重捶随提引器同速沿孰道滑行上

升
。

重锤离地的桔果
,

使摆棍和扶耗同时放松
,

此

时
,

摆管器的摆杆不受摆桅的牵制
,

自搏到右端位

置 , 与此同时
,

扶管器由于尾端小重睡重量作用榕

为水平工作状态
。

上远摆管器和扶管器的动作是同时的
,

又是在

提引器处于两者之固的空简的一刹那简进行的
。

此

时
,

摆管器的状态是待工作状态 ; 扶管器的状态为

工作状态
。

提引器继续上升
,

只是再度放松摆耗和扶棍
,

因此
,

钻杆的继续提升不影响摆管器和扶管器
。

卸钻杆粉扣时
,

扶管器扶叉扶正钻杆
,

卸脱后
,

提引器少 静上拉提超钻杆
,

真煮摆移钻杆的人把钻

杆下端从孔口移至钻杆台上的适当位置
,

井注意使

提引器开 口朝后踢房
,

提引器下落把立根放置在钻

杆台上
。

此时由于钻杆上端失 去 支托 而有倾斜趋

势
,

钻杆的倾斜则因扶管器的扶架从中腰支托钻杆

而停止
,

保持了钻杆上端在摆动前的暂时稳定—这种状态的钻扦称为待摆钻抒
。

提引器从钻杆顶端滑下
。

重锤也随之下滑
。

重

锤下滑到一定位置后
,

同时拉紧摆提和扶绳
,

此时

摆管器和扶管器产生了动作
,

摆杆把钻杆立根上端

摆至钻杆靠架上
,

并停留在左端位置 ; 与此同时
,

扶管器因完成工作而撤离工作位置
,

停留在非工作

位置
。

上述两个装置的动作又是当提引器位于两者

之简的空简时进行的
,

所以摆管器和扶管器不会妨

碍提引器的下降
。

.



提引器下降至地面
,

摘除后
,

可 继 续 提 升钻

具
。

由于摆杆长度受到限制
,

摆杆摆动范围不大
,

如果钻杆上端没有落在摆杆摆动范围内
,

别有漏摆

现象
。

因此
,

必须十分注意钻杆下端在钻杆台上的

座落位置
。

1
.

散排钻杆法
:

钻杆立根下端每简炬 100 毫米散开放置在钻杆

台上
,

每根待摆

钻杆都有各自不

同的座落地点
,

如 图 3 所示
。

由于钻杆上

端的位置是严格

要求固定的
,

其

下端的散排
,

是

扮扮拼拼
图 3 散排钻杆平面图

最右端位置
。

关阴山式提引器需沿钻杆上爬
。

同提钻工序的

过程一样
,

当提引器上升刚刚超过扶管器高度时
,

拉紧了主蝇 ( 1 2 )
。

此时
,

重锤的重量对提引器产生

有左前方向的侧拉力
,

这个侧拉力在当时可使提引

器向正前方向摆动 ; 利用这个摆动
,

把钻杆立根上

端拖带脱离钻杆靠架
。

与此同时
,

因为重锤升起
,

扶管器蒋成水平工作状态
,

于是脱离钻杆靠架的钻

杆立根
,

又依靠在扶管器的扶架上
,

等待提引器继

续上升到顶端提起钻杆立根为止
。

随后
,

负煮摆移钻杆的人把钻杆下端移到孔口
,

钻杆中腰也落在扶叉开口内
,

捧管机摔紧钻杆时
,

扶管器扶正钻杆
。

钻具下人孔内时
,

在提引器接近扶管器之前
,

因重捶已把扶绳拉紧
,

而使扶管器赴出空简
,

回到

非工作状态
。

依靠扶管器扶架上的四个支托挡桩来挫制
。

这样
,

各种不同倾倒角度的待摆钻杆分别有各自合适的依

靠位置
。

扶架上的不同依靠位置
,

要握过献碳后确

定
。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

钻杆立根在钻杆台上散放
,

不需再次移动
,

减少了摆移钻杆操作者的工作
。

缺

点是
:
每根待摆钻杆都要抬头注意靠在扶架上的位

置是否合适
。

2
.

定点排钻杆法
:

待摆钻杆落在钻杆台上的点固定为一处
,

则扶

架上只需一个档

桩
。

每次待摆钻

杆上 端 摆 动 完

毕
,

再用活动推

叉把钻杆下端移

动至钻杆台的另

一角落
,

如图 4

所示
。

①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L L L L
⑧ L L 、 、 、

,

人

定点

图 4 定点排钻杆平面图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

由于待摆钻杆定点座落
,

钻杆立根在扶架上的依靠位置筒化为一个
,

便于操

作
。

缺点是
:

堵加 了移动钻杆的工作量
。

一般在 12
.

5

米钻塔中
,

此法应用较多
。

(二 ) 下降钻具工序

在下钻时
,

不需摆管器工作
,

所以在下钻前
,

应把摆绳 ( 13 ) 从重锤上摘除不用
,

并使摆杆回到

四
、

使用中应徽注惫的主要简蔺

(一 ) 要安装好

移管器的各部分应按要求固定在一定位置上
,

尤需注意扶管器的位置不能松动
。

摆管器的摆杆位

置可以稠整
,

但以不碰纲林耗和不空摆钻杆立根为

原划
。

要选用无伸精性和柔软的释素
。

按前述方法姐

合蝇索后
,

如在提钻中发现摆管器和扶管器动作较

慢
,

需要提前时
,

创应略为精短主耗 ( 12) 的长度
。

反之
,

具叮加长
。

如发现摆管器和扶管器动作不协韶
,

lHJ 可刹整摆棍 ( 13 ) 和扶捅 ( 1 4) 的长度
。

这方面

通常容易出现的简翅是
:

在提钻工序中
,

扶管器从

工作状态撤回到非工作状态的动作
,

较摆杆摆动钻

杆立根的时尚为早
。

解决这个简题的办法是把扶管

器尾部的限位耗 ( 9 )放长一些
,

使扶管器扶叉略向

上翘一些的状态工作
。

棍素握刹整完善后
,

应固死不动
。

(二 ) 要熟棘操作

使用移管器
,

操作升降机和摆移钻杆的两个商

位上的人具配合最为重要
。

在了解移管器动作程序

的基础上
,

两个尚位的操作人具要辣好基本功
,

密

切配合
。

(三 ) 要注意各部件尺寸

如需要 自行段舒各部分装置尺寸时
,

应参照
“
安



徽式联动移管器敲针原助和方法
”
一文

。

如变动一

个部件的尺寸
,

也应薛参照上远文字中所提方法检

查其他部件的尺寸是否适合
。

五
、

存在的简翘

1
.

目前这种
“
联动移管器

” ,

机械化程度豹占

80 %
,

在提
、

下钻时
,

可完成钻杆立根的扶正和立

根上端的摆动
,

而立根下端的移动
,

尚需配合人力

操作
。

这一简题
,

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解决
。

2
.

因为不专段提管器
,

钻杆林扣摔卸前后的提

动钻杆立根动作都需要提引器来完成
。

于是在提钻

工序中
,

提引器在上面停留 ; 在下钻工序中
,

叉要

等待提引器沿钻杆上爬
。

因而
,

空提引器的上
、

下

不能与摔卸钻杆的工作相平行
,

增长了翰助时尚
。

所以改进提引器 (包括钻杆提引接头 ) 以及因为提

引器的改动而相应的对移管器作某些变动
,

也是需

要进一步研究改进的
。

厂

一
找、

夔竺少 用遭集法部价辉如矿床中的抹

陈 科

辣的品位比较一致
,

故辣的含量值变化很小
。

上述事实舌明了辉扣矿中确实合有辣
,

而且同

一样品的翎矿石中
,

辣的含量的高低
,

往往依辉翎

、
品

原磺

图 1

第一次澄集 第二次晨集

同一样品不同品位翎矿石中

辣的合量变化

2 0 0

0nU

J卜卜
.

|

eR

辣 (取 ) 是一个典型的分散元素
,

到现在为止
,

仅仅知道有一个独立矿物— 哲兹卡兹干矿 (及二
e -

a r a a r a a a T
)

,

合辣 4 0一 5 0%
。

在已发现的十多种合

辣矿物中
,

除辉扣矿外
,

均合踩微少
。

辉翻矿中辣 的合 量变 化较大
,

可 从 微 量 到

1
.

88 %
。

在不同地球化学区
、

不同矿床类型和不同

矿物共生粗合中的辉如矿
,

合辣量似乎有规律性的

变化
。

但是影响辣在 辉翎矿 中分 散富集的具体因

素
,

现在还不十分清楚
。

为了对辣进行工业部价
,

笔者在某翎矿区
,

曹

做过以下的贰膝
。

起初
,

选择了不同类型
、

不同品

位的胡矿石献料
,

道接进行光糟定性检查
,

因样品

未作特殊处理桔果并 未发 砚魏 , 后来又 对不同类

型
、

不同品极的翎矿石进行了选矿浓集
,

同一贰样

获得三个不同富集程度的样品
。

对这些样品进行分

析的桔果
,

如图 1 所示
。

可以看出
,

睐在同一铂矿石中的合量的高低
,

大致依矿石中翔的品位高低而变化
。

低品位的胡矿

石所得到的辣含量
,

已低于化学分析的灵敏度 (大

致在。
.

0 0 0 05 % 以下 )
。

若翔的品位增高
,

划辣的含量

亦随之增大 ; 若样品为钝的辉翎矿单矿物
,

刻合量

最高
。

但在如精矿中所获得的分析青料 (图 2 )
,

I

到可等各样品中辣的含量较为稳定
,

这是因为翎精

矿是取自不同地段和不同矿石类型的混合物
。

其中

, 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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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翎精矿堆中辣合量的变化曲线

( I 一W分别代表样品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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