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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勘探机械维护管理问题及应对策略分析

雷二鸣
河北省水文工程地质勘查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1

摘� 要：地质勘探技术是现阶段大多数工程建设中将要采用的技术。它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主要包括道路，桥梁，

管道，农业，工业和建筑业。在地质勘查中，地质机械设备的运用应当满足国家有关规范和相应工艺的基本技术条件，

以提高建设工程的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日益提升，大批的先进科学技术

和机械设备也被引进到了地质勘探中。但唯有搞好机械设备的日常保养与管理，地质勘察工作方可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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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地质调查工作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

地质调查工作中，必须采用地质钻头、岩芯钻头、工勘

钻机、灌浆钻头、取芯钻头及各类钻机和各种钻孔器

具、锚固性能工具、静力触探等设备。由于地质勘探作

业劳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因此实际应用中不可避免

地要产生巨大的损坏和事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地质勘探人员必须全面熟悉上述设备，了解它的作

用，搞好它的维修管理。

1 影响地质勘探机械性能的因素

1.1  环境温度因素
在地质调查研究机械的具体施工环境中，其环境温

度变化可以直接关系到机械设备的使用性能，例如，一

个地质调查研究机械设备可以在低温的环境下正常工

作，但是如果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环境太热，甚至是温

度频繁变动时，都可能使得机械设备无法充分地发挥良

好的运行效能，甚至直接造成机械设备不能工作。因此

在这些条件下，必然会减少地质勘探设备的应用时间。

除气候以外，其他原因都可以产生问题，比如某些金属

腐蚀物质等，也会给地质勘探设备性能带来损坏等。

1.2  应力参数因素
在开展地质考察工作的过程中，许多客观情况，包

括岩石和树枝等，都可以受到一定的机械应力影响，因

而导致了地质勘探仪器的一般工作特性。对于地质的研

究设备来说，内部可以接受的极限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而一旦外部的极限范围过大，超出了自身的接受程度，

也就必然会使得地质调查的科研机械性能大大降低。

2 机械设备在地质勘探中的作用

地貌勘察是调查特定范围内的岩层、地貌机构、地

形地貌以及地下水等自然资源状况，地质勘探则是利用

钻机钻孔，对特定深度的岩层、土地等矿产进行取样研

究。是近代化的历史，也是地质研究工作的发展历史，

是人们不断深入更深、更复杂环境的探险历程。由于随

着时间的进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加上人类生存空间的

不断扩大，地质调查工作日益趋向机械化、专业化，利

用机械的领域也日益广阔，而这些地质研究的仪器也日

益完备。

在勘查矿业领域，通过硅土矿钻、岩砾钻、硅藻图

钻探、膨润土矿钻探等先进仪器，将能够勘查到更多更

完整的矿山;在具有卵砂岩、水之冻土层、黄土、河谷层
等的复杂恶质地质环境中，只有现代机械才可以进行的

钻孔作业[1]。

配合西部大开发计划的开展，地质勘探事业将走进

大西部。但由于西部山区长期干燥，地层复杂，部分岩

层已破碎，继续采取常规的钻探方法，必须消耗大量的

水资源，提高勘测价值。应采用空气组合的钻井设备，

能够更方便的测量中国西部区域的特殊或复杂地貌，可

提升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一百的钻探质量，并减少约百分
之五十的测量成本。西部一带还散布有大量的冻土层，

由于这些冻土层内存在着大量软弱、松散的胶结类物

质，因而人们长期以来都无法对冻土层的地质情况进行

取心(取心率在百分之二十八以下，甚至只有百分之八)。
而利用常规的探测手段只敲下了一些砾石的矿样，也无

法揭示冻土层内真正的地质状况，而采用了射流型双筒

钻具方法，就能够以不损伤冻土层中的脆弱易碎品的胶

结类物质，完整地采集岩石矿样，取平均心率达到了百

分之九十五。

3 地质勘探中机械设备和使用性能分析

3.1  地质勘探设备
地质调查研究技术，目前在许多工程当中都可用

到，但其使用领域也是相当广阔的，在地质调查工作的

进程当中，对于地质调查机械设备的运用既需要满足有

关要求，同时又需要符合技术条件，唯有如此，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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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进度与工程质量才可以比较稳定，符合一定标准。

在地质勘探的阶段，要运用到的设备要根据现场勘查状

况而决定。机械设备都有可能会受到环境应力状态等多

种不同因子的综合作用。而且在勘探的同时，设备构造

和作业介质，以及零件的荷载特征等都存在着非常密切

的关系。在不同的工种里，循环荷载因素可能会造成不

同的效果，所以在具体进行的同时，要根据实际工程的

状况，选择适当的机具，并根据所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

作业。

3.2  勘探设备性能
在进行地质勘探工作的同时，地质勘探的制造工

具，中的重要零部件还包括空气弹簧类的零部件，以及

模具类的零部件和齿轮类的零部件，甚至包括了轴承类

的零部件等等。在具体使用的时候，应该按照具体的要

求，挑选适用的工具，例如空气弹簧之类的零部件等

等，这就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弹簧对受力的冲击和牵拉的

作用。而对于大齿轮一类的零部件，则必须要考虑到的

柔韧性以及硬度是什么。而对于轴承一类的零部件，则

必须考虑到轴承磨损的严重性，并且使用的时效极限能

够达到多久，至于对于螺栓一类的固定零部件，则必须

要考虑到其屈服强度的多少[2]。

4 地质勘探机械维护管理问题反思

目前在中国地质勘探项目中，普遍存在着重实施、

少保养、轻治理的问题。而且由于中国地质勘探改革滞

后，经费也比较紧缺，所以往往不得不暂时招募一些外

来人员从事机械的生产作业，但这样也不能保障他们掌

握机器的正确使用，也难以避免误操作的风险。

地质勘探机械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齿轮

轮齿的弯曲折断、壳体开裂、螺纹破坏，又或者在表层

发生麻点、龟裂，造成机械零部件丧失正常工作力，再

或是产生弹性变形和热塑性变形，从而造成机械零件的

严重损伤;钻机传动皮带、机架紧固螺丝扣、机械高速离
合片等也很易引起机械功能损坏(如打滑、松脱等)，而且
高压钻井泵还会在泥沙的影响下，导致活塞运动、气缸

套等的严重损伤;在钻探工作中，气胎的高速离合器、气
动端部高速离合器里的摩擦片和摩擦钢毂等由于经过长

时间损伤而已不可以维修，大齿轮式变速系统的传动轮

座、支承轴承，还有绞盘的空转发动机链轮里的铜套和

滚动轴承等在长期运行中，必然出现剧烈损坏这就必须

及时更换或维修设备的机械零件。——但作业技术人员

在实际作业过程中，往往因为不了解设备，所以常常无

法进行更换零部件工作;而修配车间人员一般又无法充分
准备好这些易损的易耗零部件。

在现场施工时，由于临时招用的作业工人普遍没有

安全知识，往往忽视定期检查、维修保养机械。同时，

目前也未能形成健全的地质勘探机械保养体系。设备

受损后怎样更新，或怎样选择更新的勘探设施，都没有

相应的具体管理办法。另外，目前地质勘探机械的修理

技术水平比较落后，修理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也比较低

下，致使机械修理次数越来越多，也不断出现故障。

5 地质勘探机械维护管理的措施研究

地质勘探工作须臾不可脱离机器，所以，应当保护

勘探机器，做好对它的保护工作。

5.1  建立机械设备的维护管理责任制
形成健全的责任制，并把职责层层划分，具体落实

到每个人头上，确保每台机器都有管理，确保每台机器

都可以经常得到维护、保护。

5.2  熟悉机械零件的工作条件、性能
在实施地质测量的具体操作之前，操作者必须要充

分熟悉每一个机械零件所适用的最低温、最高工作温度

和交变温度;每一个机械零件所能承受的各种作用极限、
以及它们的尺寸、和应力集中;每一个机械零件所能承载
的静载荷与冲击负荷、物质载荷;并且测试各个机械零件
是不是能够耐腐蚀，以及是不是需要润滑油;然后，还需
要了解传动轴零件所能承受的疲劳强度、表面坚硬度，

与传动大齿轮所连接的中心部位硬度范围、韧性，阀簧

的弹力极限、表面屈强比、疲劳极限，与坚固螺钉连

接的表面布氏硬度、对称拉伸的疲劳强度、表面屈服强

度，以及滑动支座的弹力极限、表面耐压性能，都需要

仔细掌握上述技术指标，并了解对每一种机械的最大承

受能力，达到心中所有数[3]。

5.3  做好充分准备
野外工作交通不便，环境也非常艰苦，所以员工们

在野外作业前必须准备好全部的维修工具，包括专用刀

具、扳手等，也需要携带大锤、大斧、手锯、凿子等工

具使用;同时提供了丰富的易损易耗零件，如各种规格的
螺丝螺母、各种密封圈、油封、摩擦片等;也就必须备铝
钉、螺丝、金属捆扎绳、焊接作业件、金属粘合剂等东

西，并且还必须装备小型发电和焊接的二用机，否则就

不可以在野外进行快速的维修任务了。还必须培训精通

维修的专业人才和技术骨干。

5.4  掌握修理方法
野外并不是工业车间，所以需要学会一些可以灵活

使用的修复方式。如对常见的建筑表面裂纹，可采用电

焊或焊上金属粘合剂，并具有封堵密封的功能;互换了各
个单元的零件之后，也就能够更加合理增加它的使用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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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了;但也需要人们更加善于的在现场找寻能够替换零部
件的新材料。

5.5  加强作业中的检查
在地质勘探施工过程中，需要定期检验易损零部

件，并适时检查机器，加强对细节的控制;在施工完毕
后，需要对机器进行清洗。不要由于作业紧、负荷大而

忽略维护操作。应该综合考察机器的操作状态稳定性、

操作准确性、精度维护性、以及零部件，并掌握零件的

损坏状况，机器内部结构、液压系统、电控体系、润滑

体系等的技术特性情况，以做好对机器的润滑和维护。

5.6  实施状态维修
以机器实际技术状况为基准，实施预防性维护。针

对重大机器状况及每天的变动，利用各种测量手段和机

器操作者的肉眼观察、耳听力，及时进行备件供应和修

理的准备工作，并及时发现重大事故的先兆，实施主动

修理。该种保养方法适合于使用率大、配件供应复杂的

大中型机器，并能够防止过量保养，缩短维护期限[4]。

5.7  科学规范操作钻探机械
在实施钻探工程前，应当根据说明书进行操作，严

禁盲目作业。一零点五以上的钻井机械问题都是由润滑

油问题所引起的，所以必须要认真检查钻探机械的润

滑工作情况，绝对不可以使用润滑油以假乱真、以次充

好。也必须要采用良好润滑油，以保证所有钻井机械的

摩擦接触面间隙都能够正常运行，同时防止在钻井机械

设备中落入尘埃。

进行地质钻探时，需要认真检查冷却冷却液、润滑

装置，然后进行加热，直至防冻液的滴出温度提高到规

定值，方可启动;遵守操作规范标准，根据规定进行正确
操作，严禁凭经验或蛮干，严禁误操作;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必须随时注意钻探设备所承受的最大负荷状况，

不要使发动机和装置陷入激烈、持久的震荡状态;及时
观测仪器，并注意油温、气压、油位等数据的变动，如

果出现此情况及时停机检查[4];工作完毕后，立即关闭电
源，并定时在破损较重的机器部位加注润滑油;完成交接
班后，应观察交接班情况，并查看其运行、传动中的部

件能否工作灵活。并每天进行一次保养，清理场地，清

洗已钻探的各传动部件，以保持内部清洁而无锈蚀，拧

紧或松动部件，并调节各部件的配合间隙，同时检查油

路的油质清洁情况，要看线路上有无出现接触、绝缘问

题，其外表也应擦洗干净。

5.8  维护泥浆泵
在地质勘探工程中，泥浆泵又起着水循环系统的功

能。所以应该认真检修泥浆泵的各部位，以免漏水、泄

露，要从严管理脏东西堵塞的进水管与出水管;6个月更换
一次的润滑油(平时也要保持润滑油油量与油质清洁)，并
定期检测滚动轴承上各部位的温度情况，不放过每一活

塞运动、汽缸套、阀盖、缸盖密封环、泥浆振动筛、安

全阀等的活塞运动和安全销，若出现问题则必须进行更

换。每二年需要对泥浆泵进行一次全面检修[5]。

5.9  科学规划大修
每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机械检修，都会极大损失它

的性能，所以不要进行经常性的机械检修，要依据经费

情况和设备的实际状况，通过科学计算检修的期限，合

理延长检修时间，减少修理花费，增加效益。可以利用

概率分析法与经济分析方法，通过每次的维护费用和维

修间隔时间，测算出一次最佳的维修保养期。

结语

地质勘探企业在开展日常工作时，通过加大设备管

理力度，提升人员技能水平，优化维护管理制度，强化

设备定期检查，构建维护管理系统，可以对其各项机械

设备进行有效的维护管理，使其维护管理过程中出现的

各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为其机械设备的有序运行进行

有效保障，确保能够随时投入地质勘探工作，对地质勘

探质量和勘探效率进行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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