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被抛光物体时
,

都能取得好效果
,

反之效果则

不好
。

对于石英
、

玻璃与非金属晶体也取得了同

样结果
。

例如方解石 熔点为 ℃ 不能被氧

化亚铜 熔点 ℃ 抛光
,

但可被氧化锌 熔

点 ℃ 很容易抛光
。

另外
,

石英的硬度虽超

过了氧化锌
,

但 由于氧化锌的熔 点高于石英
、

,

故仍可以抛光石英
。

也有例外的情况
。

如氧化亚铜 熔点 ℃

可以抛光镍 熔点 ℃
、

把 熔点为 ℃

和钥 熔点 ℃ 草酞胺 熔点 ℃ 可以

抛光黄金 熔点 ℃
。

鲍登
、

休斯认为
,

这是

由于这些金属在温度比熔点低得多的情况下
,

其

机械强度大幅度下降造成的
。

由于在这种情况下

抛光的原因不同
,

故其抛光速度要慢得多
。

他们还提出
,

能否抛光以及抛光的速度
,

与

相磨两物体的熔点有密切关系
。

因为两者在抛光

过程中
,

相互磨擦
,

在表面实际接触部位发生了

局部高温
。

此温度即使在载荷不大
、

摩擦速度不

高的情况下
,

也可达到几百度以上
,

对于难熔物

质则可达 ℃以上
。

在有润滑剂的情况下
,

也

不可避免地产生局部高温
,

虽然这个温度会有所

下降
,

也仍然会使抛光面的局部变成一种机械强

度很低的塑性流动状态
,

从 而 很 快地被抛光

掉
。

可见
,

在室温 下所测量的固体硬度对于抛

光
、

研磨并不十分重要
。

人造金刚石钻头胎体的磨损也是一种研磨过

程
,

同样是在局部高温下磨损的
。

一些单位经研

究发现
,

影响胎体研磨性的因素主要是粘结金

属
,

而不是骨架材料
。

因为粘结材料的熔点

比骨架材料低得多
。

综上所述
,

可以推想 影响胎体耐磨性的因

素是粘结金属的熔点
,

而不是室温下所测得的硬

度和强度
。

粘结金属的熔点高
,

则胎体的耐磨性

就高
,

反之
,

磨损性就低
。

因此
,

控制了粘结金

属的熔点
,

就有可能控制胎体的耐磨性
。

胎体的

磨损过程很可能是 由于胎体与岩石
、

岩粉的摩

擦而产生局部高温
,

在局部高温下
,

粘结金属被

熔化 或半熔化 而失去对骨架材料 的

粘结作用
,

从而使骨架材料 如 等 被剥

离
。

所以
,

研究胎体的耐磨性应从研究胎体的粘

结金属熔点着手
,

而不是粘结金属的强度
。

同

时
,

也应考虑岩石中矿物的熔点
,

因为矿物的熔

点高
,

它对胎体的研磨性也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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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型钻机液压卡盘特性分析

王 达

冶金部第一 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探矿技术研 究所

卡盘是岩心钻机最重要的部件之一
。

卡盘作

为回转输出端口较之升降机作为提升输出端口遇

到的困难更多
,

因而可靠性要求更高
。

在近代半

液压及全液压岩心钻机中
,

液压卡盘已取代老式

的顶丝卡盘
,

占据了统治地位
。

由于绳索取心技

术的发展
,

要求卡盘既传递扭矩又传递轴向力
,

并能使用多种规格的圆钻杆
。

这种要求是必要的

又是苛刻的
,

很多设计难以胜任
,

卡盘的可靠性

与适应性成了一件难题
。

有人想用主动钻杆的形

式来回避一些矛盾
,

即传递扭矩靠六方 或扁

方
,

传递给进 力靠卡瓦的夹紧力
。

但主动钻杆

笨重
、

易弯曲
,

又不便更换
,

绳索取心时必须提

起一根钻杆
,

侧澡作复杂
。

因而这一设计并未获

得大家的赞同
。

因此探索新的结构形式
,

使卡盘

具有更优良的性能
,

便成了重要课题
。

我们在研

制 一 钻机过程中
,

在借鉴前人成果的珑础

上
,

设计了一种碟形弹簧 —连杆增力形式的液

压卡盘
,

经过试验与改进 取 得 了较满意的



效果
。

根据卡紧与松开的方式
,

液压卡盘可分为

弹黄夹紧一液压松开式

液压夹紧一液压松开式
。

弹簧夹紧方式又称常闭式
,

它具有结构简

单
,

动作可靠
,

夹紧力不会因油缸泄漏而随时间

变化
,

在关闭动力后仍保持夹紧能力等优点
,

所

以多为半液压钻机 采用
。

液压夹紧方式夹紧力

大
,

但必须有液压源才能工作
,

因此多为全液压

钻机所采用
。

弹簧夹紧方式由于体积和结构所限
,

弹簧力

量不能直接满足要求
,

必须靠各种增力机构将夹

紧力放大
。

根据增力机构的特点可分为 斜

面增力式 螺旋增力式 连 杆 增 力

式
,

等等
。

但从其特性上说无非是线性增力与非

线性增力两种
。

斜面式
、

螺旋式属于前者
,

其输

出力与输入力之比
,

即放大倍数是恒定的
,

不随

卡瓦位移而变化
。

连杆式属于后者
,

其放大倍数

随卡瓦位移或连杆转角而变化
。

下面分别将这两种机构的特性作一分析
。

一
、

料面式增力机构特性分析 图

·

八夕

夕

令 兄 二 互一
一 夕

又一斜面机构的放大倍数
。

又有 么 △
·

所以 二

·

八
·

夕

将上述关系绘成曲线
,

则如图 所示 各参

数具体数值以 一 钻机为例
。

之 它

△ 一

么 叹

石

—
一一「一一

—厂一一一一飞
一

公

图 卡瓦位移与夹紧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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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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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注意 这里的 △ 是单个卡瓦的位移量
,

亦

即半径的变动量 八
,

而直径的变动量 八 二

·

△
。

但夹紧力 则是总夹持力
,

与卡瓦个

数无关
。

从分析中得出两点结论

因这种机构的 为定值
,

故放大倍数

又为定低
夹紧力 随卡瓦位移 八 成正 比变

圈 料面幼力机构分析

设 弹赞刚度为 公斤力 毫米 弹簧变

形即锥套位移为 八 毫米 卡瓦位移为 △

毫米 斜面角度为 度 钢对钢滑动摩擦

系数为
,

摩擦角 夕 卡瓦对钻杆的夹紧力为

公斤
。

则

弹簧对锥套的作用力
·

八 公斤

当锥套向下移动时
,

卡瓦抱紧钻杆
,

此时

化
,

比值为
·

又

二
、

连杆式增力机构特性分析 图
“ ,

。
,

八夕 , ,

代表意义同前
。

又设 连杆对 口 轴的夹角为 度 连

杆中心距为 庵米 连杆两轴颈的转动摩擦

系数为
。 ,

康攘角为 占
。

则 弹簧对外套 即对滑块 的作用力仍是
·

八



卡瓦对钻杆的夹紧力

尸
·

△少
户 二 一 , 二一一 丫一丁一二厂丁一 二 代厂一丁吮 , 产下丁不井厂 、 任 ,

口 艺 十 乙 少

今 又
产 二 毛

即

—
’‘

一 尸 一 占

义
’

一连杆机构的放大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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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连杆式增力机构分析

由图 可知
△ 二 一 一 了

, 一 △夕 ’

八 二 ·

三
、

两种机构特性对比

为了作出定量的对比
,

兹以 一 钻机使

用的参数为例
,

并设两种机构的弹簧参数相等
。

尹簧平均总刚度 公斤 毫米 斜面机

构斜角 连杆机构的连杆中心距 二 毫

米 轴颈半径 二 毫米
。

滑动摩擦系数 二 ,

则 夕 二 一 ’ “
“ 。

轴颈转动摩擦系数厂
。 。

,

则

占 二 一 ‘ 匕上止一 、
” 。

一 一 “ “ ”

以 八 为统一基准作为横轴
,

将 △ 一 八

的关系绘于第四象限
,

图中实线代表连杆机构
,

虚线代表斜面机构 将 八夕 一 尸的关系绘于第三

象限
,

两种机构弹簧参数相同
,

故只有一条线

以点划线表示 八 一 关系绘于第一象限
,

仍

以实线表连杆机构 图

由于卡盘的尺寸所限
, 八夕最大值为巧毫米

。

根据卡紧钻杆需要
,

夹紧力 不小于 吨
。

, ·

滋

咨

将上述关系绘成曲线则如图 所示
。

由此亦得出两点结论

这种机构因 是变量
,

所以放大倍数

又‘

也是变化的

夹紧力 与卡瓦位移 △ 的关系十分
复杂

,

与构件几何尺寸
,

有关
,

总的趋势是

随 八 变化很小
,

具有近乎恒夹持力的特性

、
、

。 、夕一几
’

仁 、
、

八戈 一

、、 、 妙 一尸

二二 心《

止止止七二 二 二二二了了了
奄乡

。

一 川护 呻

一 一
‘ ,

、、、

反
、、、

功功功
、、、

一匀一公

了一飞 , 尸分一不厂了分一萝 , 而产
’

圈 卡瓦位移对夹紧 力的影响

图 料面与连杆机构特性比布交

由上述限制条件 用细实线标于图中 得出

斜面机构卡瓦的活动范围 八 二 一 二

毫米 而连杆机构卡瓦的活动范围 八 二

二 毫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