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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给出了钻塔的定义，对各种钻塔进行了分类，详细分析了钻塔设计的基本参数，系统总结了各种钻塔特点
和统一编号问题，简要介绍了钻塔设计计算和优化以及新型的钻塔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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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钻塔是钻井设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称为

井架、钻架、塔架等。 目前生产钻塔的厂家很多，但
能够做到全部生产各种型式、各种规格钻塔并形成
品牌的厂家却很少，“冀勘机械”钻塔荣获了国家知
识产权局主办的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金奖，
不但形成了钻塔品牌，而且能够设计生产市场需要
的各种钻塔。 笔者对系列钻塔进行系统分析，既是
一种总结，也是一种对钻塔研制走向标准化和规范
化的促进和提高。

当前，各种特定需求的钻探工艺和海洋石油勘
探高速发展，对钻塔的不断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研究高效实用的钻塔设计优化方法、分析钻塔发展
趋势，可以更好地指导做好钻塔研制工作。 本文就
钻塔定义、分类、设计的基本参数、统一编号、设计优
化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初步总结。

1　钻塔的定义
钻塔是一种具有一定高度和跨度的金属桁架，

是钻井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为天车、塔身主体、
二层台、起塔架、副腿、底盘（底座）６个主要部分（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增减变化这些结构部分）。 在钻井
过程中，钻塔用于安放和悬挂提升系统，承受钻具重
力，存放钻杆或钻铤等，必须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强度、刚度、整体稳定性和必要的操作使用空间。

系列钻塔从结构上分为单管两脚塔、三角塔、四
角塔、Ａ型塔、Ｋ 型塔、桅杆型塔、门字型塔、动态型
塔等；从起塔方式上分为液压式、机械式、组装式、伸
缩式、折叠式等；从钻塔工作角度上分为直立式和倾
斜式；从选材上分为角钢塔、管子塔、型钢塔；从安装
型式分为散装型、整体车装型等；从用途上分为石油
钻井、水文凿井、岩土工程、地质找矿、煤田勘探、工
程勘察等；从提升有效高度上分为 ８ ～７５ ｍ；从提升
能力上分为５ ～１０００ ｔ等。 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今后
绝不会局限在这些范围之内，新型多样化的钻塔会
不断出现。

2　钻塔的基本技术参数
钻塔的基本技术参数包括：有效高度、有效负

荷、二层台高度及立根容量、安装钻机设备所需的基
本尺寸等。
2．1　钻塔有效高度

钻塔有效高度决定于起下钻时立根的长度和总

的立根数，钻塔越高，一次起下钻的拧卸立根次数就
越少，起下钻的时间和工人劳动强度也相应减少，但
随着钻塔高度增大，不仅增加了钻塔的构件数量，还
必须加大杆件和整体断面尺寸，也就相应地增大了
钻塔的自重以及金属材料的消耗和搬迁、安装、拆卸
的工作量。 因此，根据钻孔深度选配钻杆立根长度，
合理地确定钻塔高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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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塔高度与立根长度的关系表达式为：
H＝KL

式中：H———钻塔高度，ｍ；L———钻杆立根长度，ｍ；
K———塔高系数。 因考虑提引附属工具高度及安全
高度，K值一般可取 １畅３ ～１畅５。
2．2　钻塔额定负荷

钻塔的额定负荷是钻塔基本载荷的最重要因

素，是钻塔强度的重要标志，它决定钻塔最大提引载
荷。
钻塔基本载荷包括：钻塔恒定载荷 FＨ、钻塔最

大提升载荷 FＴ、钻塔工作绳载荷 FＳ、风载 FＦ、立根
载荷 FＬ、绷绳载荷 FＢ 和钻塔额定负荷 FＥ。

（１）钻塔恒定载荷 FＨ 指长期作用在钻塔上的
不变载荷，包括钻塔本身的重力及在其上的各种设
备和工具，如天车、游动提引系统、塔上工具、附具等
的重力。 设计计算钻塔时，一般按集中载荷分配到
钻塔相应各层节点上。 钻塔工作时与起塔时载荷不
同，分布到各点上的力也不同。

（２）钻塔提升载荷 FＴ 指钻塔的有用载荷，是钻
塔提升的实际载荷情况，一般计算时取其最大值即
钻塔最大提升载荷，Ｓ型四角钻塔和 Ａ 型钻塔的钩
载一般按作用在钻塔顶部中心考虑。 前开口 Ｋ 型
钻塔和Ｗ型桅杆钻塔作用点随具体结构而异。

（３）钻塔工作绳载荷 FＳ 指实现提升载荷时在
快绳和死绳中所产生的合力，由于死绳固定位置一
般与快绳不对称，其合力的作用方向往往与钻塔本
体的几何轴线偏移一个角度，因而钻塔各大腿实际
受力不同。

简化计算，可以按下式近似计算作用力，即：
FＳ≈２FＤ ＝２（FＴｍａｘ ＋G）／N

式中：FＳ———工作绳作用力，ｋＮ；FＤ———单绳拉力，
ｋＮ；FＴｍａｘ———最大提升钩载，ｋＮ；G———提引系统重
力（包括大钩、游车、游绳重力），ｋＮ；N———游动系统
的有效绳数。

（４）风载 FＦ。 钻塔结构在风中的情况就像沉没
在水中的一个固定物体的情况。 风是空气的运动，
钻塔是风的障碍物，当运动的空气受阻或被迫变更
方向时，则空气运动的动能转变成压力能，压力（风
载）取决于风速、风向、空气的密度及钻塔结构形状
和面积等。

（５）立根载荷 FＬ 包括立根自重水平分力和立
根所受风载，它通过二层台的横梁按水平方向作用
到钻塔各节点上。

（６）绷绳载荷 FＢ。 对于有绷绳钻塔需计入绷绳

载荷，即钻塔因受载荷而在绷绳中产生的拉力，它的
大小因结构尺寸、绷绳数量和固定位置不同而异。

（７）钻塔额定负荷是综合考虑钻塔恒定载荷、
提引载荷、工作绳载荷、立根载荷、风载和绷绳载荷
后确定的衡量并进一步确定钻塔设计强度的重要参

数，其中重点考虑的是提引载荷，其它的因素也不能
忽视。 钻塔额定负荷是设计结构承受的各种载荷的
组合，在额定负荷作用下任何构件内产生的应力都
不超过允许应力。

FＥ ＝f（FＨ，FＴ，FＳ，FＬ，FＦ，FＢ）
2．3　二层台高度及立根容量

二层台高度要考虑到应略低于立根长度 １ ～
１畅２５ ｍ，以满足塔上操作作业的需要，二层台容量应
能满足钻孔深度所需钻杆摆放的需要。

3　钻塔型号的确定
3．1　现行钻塔型号的编排状况

钻塔的型号各厂家虽然有各自的粗略规定，但
都存在不系统、不科学的问题，具体执行也不严谨，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难以统一。 为了更加规范、更加
标准地对钻塔编号进行统一，我们先把几种标号方
法进行汇总分析。 具体有以下几种：

（１）石油系统习惯将钻塔分为天车部分、井架
部分和底座部分，将塔身主体、二层台、起塔架和副
腿四部分合为一体叫做井架部分，按 ＡＰＩＳｐｅｃ ４Ｆ －
１９９５（Ｒ２００１）第 ２ 版枟钻井和修井井架、底座规范枠
和与之相对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标

准枟钻井和修井井架、底座规范枠 （ ＳＹ／Ｔ ５０２５ －
１９９９）中没有对井架和底座型号进行标准化规定，
对钻塔和底座技术参数也没做具体要求。 但石油系
统有一个习惯性的、但不是硬性的关于井架、底座和
天车的编号规律：
天车部分代号如下：

　　□ □ －□
— — —变型序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原型不标— —— — 产品级别：以 １０ ｋＮ 为单位计的最大钩载——— 天车代号：ＴＣ
井架部分代号如下：

□ □／□ －□ □
—— — — —改进序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 ——— — — 钻塔型式：Ｋ—前开口钻塔；Ａ—Ａ 型钻

塔；Ｔ—塔型钻塔；Ｗ—桅型钻塔
—— —
—— —
—— ——— —

钻塔有效工作高度：ｍ——
——

钻塔最大钩载：以 １０ ｋＮ为单位计—
—

井架代号：ＪＪ
底座部分代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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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配套情况描述—— ——— — 底座有效工作高度：ｍ———— 配套钻塔最大钩载：以 １０ ｋＮ为单位计—— 底座代号：ＤＺ
（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

枟地质钻探用钻塔系列枠（ＤＺ／Ｔ ００８８ －９３）的规定，
地矿部门一般编号只写钻塔结构型式、功能特征和
高度，型号表示方法多种多样，而且规定对于基本系
列钻塔不注明提升能力。
　　□ □ □ －□

—— — —钻塔额定负荷（ｋＮ），基本型不标，派生型需标—— ——— — 钻塔有效工作高度———— 功能特征号：垂直 Ｃ、倾斜 Ｘ、水井 Ｓ、地热 Ｒ—— 结构型式号：Ｉ型、Ａ 型、Ｙ 型、Ｈ 型
由此可以看出，钻塔编号的规则不统一，不能反

映市场实际需求情况，有必要对系列钻塔进行科学
合理的规范，有利于钻塔研制工作的有序开展。
3．2　几种钻塔类型

综合以上情况，结合多年的钻塔研究成果，将钻
塔分成四大类型，即 Ｓ 型四角钻塔、Ｋ 型钻塔、Ａ 型
钻塔、Ｗ型桅杆钻塔。
3．2．1　Ｓ型四角钻塔

Ｓ型四角钻塔是一种四棱锥体的空间结构，横
截面一般为正方形。 钻塔本体可分成 ４ 扇桁架结
构，每扇又可分成若干桁架结构，同一高度的 ４面桁
格在空间构成钻塔的一层，故塔架本体可以看成是
由许多层空间桁架所组成，主要结构特征是：

（１）钻塔本体是封闭的整体结构，整体稳定性
好，承载能力大；

（２）整个钻塔是由许多单个构件用螺栓或销轴
联接而成的可拆结构；

（３）钻塔尺寸不受运输条件限制，钻塔内部空
间大，起下钻具操作方便、安全；

（４）单个构件拆装工作量大、高空作业、安全性
差。
目前 Ｓ型四角钻塔在多数领域属于淘汰趋势，

但因其突出的稳定性特点，多用于海洋石油钻井。
图 １为典型的 Ｓ型四角钻塔图片。
3．2．2　Ｋ型钻塔

Ｋ型钻塔（前开口钻塔），又称Π型钻塔，主要
结构特征是：

（１）钻塔本体分为几段，各段一般为焊接的整
体桁架结构，段间采用销轴连接，在地面或接近地面
组装，整体起放，分段运输；

图 １ 典型的 Ｓ 型四角钻塔图片
（２）受到运输尺寸限制，钻塔本体截面尺寸比 Ｓ

型钻塔小，为方便游动系统设备上下畅通和便于放
置立根，钻塔做成前扇敞开、截面为Π型的不封闭
空间结构，有的Π型钻塔最上段做成四边封闭整体
结构，增强整体稳定性；

（３）钻塔两侧扇各段桁架结构形式对称，为保
证司钻有良好的视野，后扇采用不同的辐杆布置形
式，如菱形、三角形等，有些 Π型钻塔，背扇的横杆
和斜杆是由销轴与左右侧扇连接的可拆卸结构，便
于钻塔分片运输。
最近几年，我国在 Ｋ 型钻塔研制方面进展迅

速，已研制了多种规格 Ｋ 型钻塔投入使用，目前生
产的 Ｋ 型钻塔最大钩载已达 １１３５０ ｋＮ。 图 ２ 为典
型的 Ｋ型钻塔图片。

图 ２ 典型的 Ｋ 型钻塔图片
3．2．3　Ａ型钻塔

Ａ型钻塔主要结构特征：
（１）两大腿通过天车台、二层台及附加横杆连

成 Ａ字形，钻塔后部有副腿或人字架支撑，构成一
个空间结构，整个钻塔在地面或接近地面组装，整体
起放，分段运输；

（２）大腿是空间桁架结构，依选用材料不同，结
构有三角形截面、矩形截面等，其中分为主干、横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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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斜撑，一般有几段连接而成；
（３）钻塔的每根大腿都是封闭的整体结构，承

载能力和稳定性较好，腿间联系较弱。
图 ３为典型的 Ａ型钻塔图片。

图 ３ 典型的 Ａ 型钻塔图片
3．2．4　Ｗ型桅杆钻塔

Ｗ型桅杆钻塔主要结构特征：
（１）Ｗ型钻塔是由杆件或管柱组成的整体焊接

空间桁架结构，钻塔的横截面为矩形或三角形，有整
体式、伸缩式和折叠式，Ｗ型钻塔主要用于车载钻

机，并利用液压缸起放钻塔；
（２）Ｗ型钻塔工作时向井口方向倾斜，需利用

绷绳保持结构的稳定性，以充分发挥其承载能力；
（３）Ｗ型钻塔结构简单、轻便，但承载能力小，

只能用于轻便钻机和修井钻机。
图 ４ 为典型的Ｗ型桅杆钻塔图片。

图 ４ 典型的 Ｗ 型桅杆钻塔图片
3．3　关于钻塔编号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将系列钻塔编号做出如下建议，
以便于统一和规范：

□ □ －□ □／□（□）
— — —— — —

配套钻机型号：各种地质岩心钻机、水文水井钻机、地热钻机、石油天然气钻机、煤层气钻机、工程钻机、旋挖
钻机、车装钻机、拖车钻机、散装钻机

— — —— —
— — —— —
— — —— — 底座高度（ｍ）：１畅０、１畅２、１畅５、１畅７、２畅０、２畅２、２畅８、３畅０、３畅４、４畅０、４畅５、４畅８、５畅２、６畅０、６畅７、７畅５、９畅０、１０畅５、１２畅０— — ——
— — ——
— — —— 钻塔区分特征。 起塔方式特征：液压 Ｙ；主料特征：管子 Ｇ；定向特征：斜孔 Ｘ— — —
— — — 钻塔额定负荷（ ｔ）：５、８、１２畅５、１６、２０、３２、５０、７０、９０、１００、１２５、１３５、１７０、２００、２２５、３１５、４５０、５００、５８５— —
— — 钻塔有效工作高度（ｍ）：４畅５、６畅５、８、１０、１２、１３、１５、１８、２４、２７、３１、３５、３９、４１、４２、４３、４５、４９、５２、５８—
—

钻塔型式：Ｓ型、Ｋ 型、Ａ 型、Ｗ型
按以上钻塔型号编制格式，确定 ４ 类、４１ 种钻

塔为基本型系列钻塔，在基本型基础上的局部调整
为派生型系列钻塔，派生型系列钻塔在基本型系列
钻塔编号的基础上加Ⅰ、Ⅱ、Ⅲ、⋯⋯来编号和区分。
表 １为钻塔统一编号明细表。

4　钻塔的强度计算和设计优化
钻塔强度数值计算和优化是钻塔设计的重要基

础，有了 ＡＮＳＹＳ、ＮＡＳＴＲＡＮ、ＡＢＡＱＵＳ、Ｓｔｒｕｃａｄ３倡３Ｄ
等有限元分析软件，使桁架式和刚架式钻塔的强度
数值计算变得容易。 ＡＮＳＹＳ 有限元分析软件能够
完成多物理场分析，在我国应用极为广泛。 Ｓｔｒｕｃａｄ３
倡３Ｄ有限元分析软件最适合计算桁架、刚架和板壳
结构，可根据计算结果与许用应力的比值，重新选择
型材，充分发挥各杆件的潜能。 ＡＢＡＱＵＳ 属于非线
性力学有限元分析软件，面向高端用户，在塑性和大

变形分析中独具特色。
用有限元方法可进行钻塔结构设计、静力学

（负载）分析和动力学（振动）分析。 一般步骤是建
立模型、定义边界条件（包括定义位移约束、定义
力、定义动力）、求解方程、查看结果。 这样就大大
方便了新型钻塔的设计和结构优化，使钻塔研制水
平始终紧密围绕生产施工新要求保持领先。 为了更
好地做好钻塔设计优化和快速高效地进行新型钻塔

的设计，钻塔设计人员应熟练掌握以上软件，用先进
的现代化设计方法进行钻塔设计。

5　新型钻塔和钻塔的发展趋势
在对各类型钻塔结构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施工生产实际，淘汰 Ｓ型四角钻塔，优先发展 Ａ
型或 Ｋ型钻塔，积极开展顶驱钻塔的理论研究，大
力开发钻塔配套的机械化、自动化设施，着手研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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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钻塔统一编号明细表

型号 序号 钻塔统一编号 对应钻塔编号 适用钻机 应用范围

Ａ 型

１ xＡ１２ －２０ ΖＸＹ －４，ＸＹ －４４，ＸＹ －５，ＸＹ －６ 儍地质

２ xＡ１３ －２０ ΖＡＧ１３ 鲻ＳＰＪ－３００，ＸＹ －４，ＸＹ －４４ (地质、水文
３ xＡ１５ －３５ ΖＡＧ１５ 鲻ＳＰＪ－３００，ＳＰＳ －６００ 浇水文

４ xＡ１８ －３５ ΖＡＧ１８、ＡＳ１７ －３０ 吵ＸＢ －１０００，ＸＹ －４，ＴＸＪ１６００ ?地质

５ xＡ２４ －５０ ΖＡＧ２４ 鲻ＴＳＪ１０００，ＸＹ －２０００，ＴＨＪ －２０００ 儍地质、水文
６ xＡ２７ －５０ ΖＡＳ２７ －５０ @ＴＳＪ１０００，ＸＹ －２０００，ＴＨＪ －２０００ 儍地质、水文、地热、煤层气、石油
７ xＡ２７ －７０ ΖＡＳ２７ －５０、ＡＧ２７ 吵ＧＺ２０００，ＴＳＪ －２０００ �地质、水文、地热、煤层气、石油
８ xＡ２９ －６０ ΖＪＪ６０／２９ －Ａ ＺＪ１０ 创地质、水文、地热、煤层气、石油
９ xＡ２７ －９０ ΖＡＳ２７ －７０ @ＧＺ －２０００，ＺＪ１５ s地质、水文、地热、煤层气、石油

１０ xＡ３１ －１３５ 汉ＡＳ３１ －１３０、ＡＧ３１ 乔ＧＺ －２６００，ＺＪ２０，ＺＪ３０ 照地热、煤层气、石油
１１ xＡ３１ －１７５ 汉ＺＪ２０，ＺＪ３０  地热、煤层气、石油、天然气
１２ xＡ３８ －１３５ 汉ＡＳ３８ －１３５ TＺＪ２０，ＺＪ３０  地热、煤层气、石油、天然气
１３ xＡ３９ －９０ ΖＪＪ９０／３９  ＺＪ２０，ＺＪ３０  石油、天然气
１４ xＡ４０ －１３５ 汉ＪＪ１３５／４０ －Ａ ＺＪ２０，ＺＪ３０  石油、天然气
１５ xＡ４１ －１７０ 汉ＪＪ１７０／４１ －Ａ ＺＪ３０ 创石油、天然气
１６ xＡ４２ －２２５ 汉ＪＪ２２５／４１ －Ａ ＺＪ４０ 创石油、天然气
１７ xＡ４３ －３１５ 汉ＪＪ３１５／４３ －Ａ ＺＪ５０ 创石油、天然气

Ｋ 型

１ xＫ３１ －９０ ΖＪＪ９０／３１ －Ｋ ＺＪ２０ 创石油、天然气
３ xＫ３１ －１３５ 汉ＪＪ１３５／３１ －Ｋ ＺＪ２０，ＺＪ３０  石油、天然气
４ xＫ３８ －９０ ΖＪＪ９０／３８ －Ｋ ＺＪ１５ 创石油、天然气
５ xＫ４０ －１３５ 汉ＪＪ１３５／４０ －Ｋ ＺＪ２０ 创石油、天然气
６ xＫ４１ －１７０ 汉ＪＪ１７０／４１ －Ｋ，ＫＳ４１ －１７０ EＺＪ３０ 创石油、天然气
７ xＫ４３ －２２５ 汉ＪＪ２２５／４３ －Ｋ ＺＪ４０ 创石油、天然气
８ xＫ４５ －３１５ 汉ＪＪ３１５／４５ －Ｋ ＺＪ５０ 创石油、天然气
９ xＫ４５ －４５０ 汉ＪＪ４５０／４５ －Ｋ ＺＪ７０ 创石油、天然气

Ｓ型

１ xＳ１３ －１５ 牋ＨＸＣ１３、ＳＧＸ１３ 棗ＸＹ －４ 儋地质、水文

２ Ｓ１８ －２０ ＨＧ１８、ＨＳ１７ －１６、ＳＧ１８ －２０、
ＨＸＣ１７、ＳＧＸ１７、ＨＳ１７ －１６ V

ＸＹ －４，ＸＹ －４４ 地质

３ Ｓ１８ －３６ ＨＳ１８ －３６，ＨＸＣ －１８，ＨＣＸ －１８，
ＷＸＴ－１８ =

ＸＹ －４４，ＸＹ －５，ＸＹ －６ 地质

４ xＳ２４ －５０ 牋ＨＳ２２ －３６，ＳＧＺ２３，ＨＳ２４ －５０ 儍ＴＳＪ１０００ＳＰＳ －２０００ è地质、水文
５ xＳ２７ －７５ 牋ＨＳ２７ －７５ BＺＪ２０，ＺＪ３０  地质、水文、地热
６ xＳ３０ －１１０ 创ＨＳ３０ －１１０ VＺＪ２０，ＺＪ３０  石油、煤层气、
７ xＳ３７ －１３０ 创ＨＳ３７ －１３０ VＺＪ２０，ＺＪ３０  
８ xＳ４５ －３１５ 创ＨＪＪ３１５／４５ －Ｔ ＺＪ４０，ＺＪ５０  近海固定平台、海洋钻井船
９ xＳ４９ －３１５ 创ＨＪＪ３１５／４９ －Ｔ ＺＪ７０ 创近海固定平台、海洋钻井船

１０ xＳ４５ －４１５ 创ＨＪＪ４１５／４５ －Ｔ ＺＪ９０ 创近海固定平台、海洋钻井船

Ｗ 型

１ xＷ１８ －３０ �ＪＪ３０ ／１８ －Ｗ 车载修井机、轻便钻机 石油

２ xＷ１８ －５０ �ＪＪ５０ ／１８ －Ｗ 车载修井机、轻便钻机 石油

３ xＷ２４ －３０ �ＪＪ３０ ／２４ －Ｗ 车载修井机、轻便钻机 石油

４ xＷ２９ －５０ �ＪＪ５０ ／２９ －Ｗ 车载修井机、轻便钻机 石油

５ xＷ３０ －１００ 妹ＪＪ１００／３０ －Ｗ 车载修井机、轻便钻机 石油

深井大型钻塔，应该是目前钻塔研制的发展趋势。
5．1　顶驱钻井系统钻塔

自 １９８２年顶驱系统问世以来，钻井效益大幅度
提高，事故率和钻井成本明显下降，因此该项技术得
到快速发展，预计 １０年内我国钻机配备顶驱系统将
会有大幅度的增加。 顶驱装置的使用和发展势必要
求研制新的钻塔或对旧钻塔进行改造。 配套顶驱系
统的钻塔是一门新技术，因此应立即开展对该种钻
塔的研究工作。 应以 Ｋ 型钻塔作为研究对象，分析

结构特点，建立设计理论，而海洋钻塔将主要是对旧
钻塔的改造，加大有效高度及顶部开档尺寸等。
5．2　多种起塔型式钻塔和满足多种钻探工艺的钻
塔的研究

直斜两用液压钻塔的研制及应用的研究使钻塔

和钻机有效结合，各自功能得到进一步优化升级，可
以安装起塔方便并能安装塔衣的钻塔的研究也将为

安全施工创造条件，要在多种起塔型式钻塔和满足
多种钻探工艺的钻塔的研究方面加大力度，一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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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收获。
5．3　超深井钻塔的研究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钻机钻井深度已达 １５０００
ｍ，钻塔最高达 ７４ ｍ。 我国在用的钻机也有从美国
引进的 ９０００ ｍ钻机。 国产钻机的最大钻井深度为
１２０００ ｍ，钻塔高度为 ５２ ｍ，底座高度 １２ ｍ，与国外
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因此对超高钻塔在截面设计、
起升机构合理性研究及振动研究等方面应作更多的

工作，使我国钻塔的设计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5．4　钻塔自动化配套研究

实现钻机的自动化，如配备动力大钳、动力卡瓦
等，是提高钻机工作效率，减轻工人劳动强度的重要
途径。 从目前的钻井作业情况来看，应在钻塔上配
备小型机械化装备，如自动排放立根系统、自动套管
台、二层台逃生器及液压缓冲器等，以提高钻机作业
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和安全可靠性。

6　结语
十多年的钻塔研制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对以上

钻塔的主要问题和核心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并尽量
做到标准化和规范化，才能保证交付给用户满足使

用要求的产品。 钻塔的设计制造涉及的问题很多，
也很复杂，需要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紧密结合生产
施工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完善设计、制造和配套，更
好地为钻探施工服务。 希望本文能够对钻塔研制的
标准化、规范化和新钻塔的研制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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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保航快速干道开建在即
　　枟沈阳日报枠消息　从沈阳市交通局获悉，起于苏家屯区
互通立交桥，止于辽中县境内的沈阳近海物流保税区的保航
快速干道将于 ２００９年９月 １日开工建设。 保航线 ２０１０年竣
工通车后，不但使沈阳保税物流园区、航高基地有机地连在
一起，同时使沈阳西部工业走廊和沈北新区也搭乘“空运出
港”的动车组，实现跨越式发展。

据介绍，保航快速干道缩短了位于辽中县的沈阳保税物
流园区到桃仙机场的距离，从而加速沈西工业走廊产业园内
的工业元素周转，缩短运输成本。 同时，对以桃仙机场为圆
心向外辐射的经济圈上的沈北新区来说，更有意义，一旦 ３０
ｋｍ的“西北连接线”建设完毕，沈北出港空运便指日可待了。

因为，沈北新区期盼中的出海路———西北连接线，始于
沈北开发大道，途经于洪、铁西区，至沈西开发大道，而保航

线也恰恰衔接在沈西开发大道上，这样沈北新区、于洪区、铁
西的沈西工业走廊、辽中近海经济区、苏家屯的浑河新城、东
陵区的航空基地将在沈阳的北、西、南部合力崛起，隆起半郭
城，形成沈阳的重要增长极。

保航线总里程为６１ ｋｍ，新建２４畅２８９ ｋｍ。 全线起于近海
保税物流园区，行至沈西开发大道，转至四（四方台）小线，上
到沈盘线，再到在建的沈苏快速干道西延线终点。 届时，辽
宁省交通厅将在苏家屯西部建设一个大型的互通立交桥，也
就是说，将来走保航快速干道的车辆可以直接上到沈大高速
公路。

保航线利用既有道路为双向 ６ 车道，新建部分不低于双
向 ６车道标准。 新建部分（苏家屯区至沈西开发大道）计划
２０１０年 ９月 ３０日竣工通车。

“第七届水利水电钻探信息网理事长工作会议”在武夷山召开
　　本刊讯　“第七届水利水电钻探信息网理事长工作会
议”于 ２００９年 ６月 ２８ ～３０日在福建武夷山召开。 本次会议
由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承办。 参加会议的有水
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科技处翁新雄处长、水利水电规划设计
总院科技处李维涛副处长、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山川中心
李良辉处长以及全国水利水电钻探信息网网长单位、理事长
单位的代表，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孙友宏院长、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工程学院蒋国盛院长、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

杂志李艺主编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会议，会议代表 ２０余人。
会议由全国水利水电钻探信息网网长单位 中水东

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勘察院孙志峰院长主持。
会议审议了第十三届网员大会以来全国水利水电钻探信息

网的工作报告；研究了第七届信息网发展规划；讨论修改信
息网章程；研究落实 ２０１０ 年第十四届全国钻探学术会议的
时间、主办地、承办单位和会议主题等内容；研究出版枟水利
水电工程钻探手册枠编委会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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