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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革 新 专 栏

偏者按
:

本刊新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专栏
,

刊载实胶系扰的
“

双革
”

成果
,

推广
“

双革
”

趣触
。

临

憧会哉原拟 出刊一期
“

双革专斡
” ,

现因稿件未能及时妆集等原 因
,

特改为木刊
“

双 革
”

栏棘载
,

这样可岁 灵活机动
,

有关稿件今后将陆擅刊登
,

井希客实歇室有关
“

双革
”

方面 的成果和怨

触
,

及时遥寄我室
,
以便刊登推广

。

技 术 革 新 成 果 的 部 分 填 目 介 招

第二普查勘探大队实盼室

1 9 6 5年
,

我室职工在大学毛主席著作
、

思

想革命化的基础上
,

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间题
,

进行了技术革新和方法试验
,

井在大队党委的

领导下
,

在各兄 弟单位的支持
、

协助和全室同

志的共同努力
一

『
,

已取得初步成效
。

最近
,

通过局实验工作组对各室
“

双革
”

成

果的调查
,

于 65 年 11 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
“

双

革
”

评比会议
_

上
,

提出了一些 目前已取得初步效

果的填目互相加以介绍
。

为此
,

按会议上要求我室总结的九个填目
,

我们分别作了初步整理
,

以供各兄弟室参考
。

但由于时间较短
,

加之我们 的水平有限
,

在各

个项 目中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缺点
,

有

待进一步加以完整
。

因此
,

我们文心希望有关同志不吝提出批

评和指导
,

以便逐步改进
,

不断提高
。

岩矿鉴定方面

一
、

机械分析用的流水法之改进

将流水法 (水力冲析法) 用于碎屑岩的机

械 (粒度 ) 分析
,

我们 自 1 9 6 0 年就开始试验
,

在几年来的试验和生产实践中
,

对此方法曾进

行了多次改进
,

主要的改进有以下两个方面
。

1
.

粗碎屑(大于 1
.

0 毫米 )含量较高时
,

就在投样漏斗中加
_

L筛网
,

以避免大量的粗碎

屑进入分析系统而影响分析质量
。

2
.

在分选细的颗粒时
,

细粉砂 (0
.

05 ~

0
.

01 毫米 )往往被冲出六
一

号分离瓶而混入泥质

部分 (小于 0
.

01 毫米 )
,

分析结果不能合人满

意
。

通过实践
,

发现这一现象的造成
,

并不 是

水压过大
,

而是六号瓶之容积过小
。

在加工条

件缺乏的情况下
,

无法直接增大六号瓶的容积
,

因陋就简
,

就在五号分离瓶后
,

井列两个六
一

号

瓶 (其间用三通管连接)
,

相应地增大了容积
。

这一本质问题的解决
,

使合格率由原来的 90 粥

提高到 95 男
,

进一步保证了分析质量
。

二
、

自制重液比重针

在作轻重矿物分离时
,

我们用三澳甲烷做

重液
。

市购三澳甲烷的比重不能满足分析要求
,

需要进行比重调整
,

过去侧定重液比重一直采

用比重瓶法
,

该法精度虽然较高
,

但操作麻烦
,

工作效率低
。

以比重计法代替比重瓶 法
,

就能克服以 卜

缺点
。

在这设想下
,

自己制造了一种简 易的比

重计
,

’

以此来调整重液比重
,

当比重达 到要求

时再用此重瓶法校正
,

这样既保证了精度
,

又

提高了工效
。

比重计的制作很简单
,

我们利用 了废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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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玻璃管
,

内装一定量的汞(或铅)
,

在已知比

重的重液中反复侧试
,

然后标上刻度郎成
。

三
、

显微镜照明灯固定装盆的改装

在鉴定不透明金属矿物时
,

需在反射光下

进行观察
。

我们现有的德制 R O W 型显微镜
,

虽是偏
、

反光两用
,

一

但垂直照明系统是用来进

行光片研究的
,

另方面
,

在载物台前方虽有安

装照明灯的装置
,

但它是作为光源安装位置而

设计的
。

若在原来位置上把照明灯翻转过来
,

又不能照到载物台的 中心位置上
。

为此
,

长期

以来
,

在观察不透明矿物时
,

是依靠手拿着照

明灯来工作的
,

不但不方便 (特别是妨碍双手

转动载物台)
,

且在夏季因灯泡的金属 外套很

热
,

使得不能连续观察
。

在
“

双革
”

运动中
,

经反复思考
,

发现载物

台前方的照明灯固定装置仍可利用
,

即在照明

灯的插柱与灯头之间
,

加上两条可弯曲的小铁

片
,

就可在原来的位置上(载物台前方 )把光线

调整到载物台的中心
,

这样
,

既达到了我们所

要求的照明效果
,

又使原来拿 灯之 手获 得 了
“

解放
” 。

四
、

自制显薇镜凹面反光镜

在德制
·

R OW 型偏光显微镜上
,

只有一个

平面反光镜
,

没有凹面反光镜
,

这在利用锥光

进行工作时
,

甚咸不便
,

过去也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配件
。

在
“

双革
”

运动中
,

大家发扬了自力更生的

精神
,

用土办法来改进洋设备
。

具体做法是
:

选择直径和曲率适宜的表面皿
,

在其凸面涂上

水银
,

然后攘在一个 自制的带柄铁环中
,

这就

成了实用的凹面反光镜
。

我们咸到
,

凹面反光

镜的制作井不复杂
,

化接可以不多
,

更主要的

是克服了这种显微镜反光设备的缺点和购置的

困难
,

解决了当前工作上的迫切需要
。

五
、

电热刮胶刀

制作岩石薄片时
,

在加好盖片后
,

需将盖

片周围的残胶刮去
,

过去一值使用制片前辈所

流传下来的方法
,

将刮脸刀片在酒精灯上烤热

后用来刮胶
,

反复操作
,

直到残胶全部刮掉为

止
。

此法操作比较偏记烦
,

而且效率不高
。

根据电烙铁的原理
,

我们试制了电热刮胶

刀
,

制作井不复杂
,

材料化费不多
,

可是效果

很好
。

,

材料
:

铜片
,

电炉林
,

小磁管
,

小变压器

(6V )
,

电线 (约 1 米 )
。

做法
:

先用薄铜片制成两个内径分别为 4

毫米和 9 毫米的内
、

外铜管(图 1 和图 2 )
,

将电

炉林绕在内铜管上
,

接好电线
,

将内铜管擂入外

铜管
,

在内铜管的粗径 ( 6 毫米)部分装上铜制

刀片 (图 4 )
,

然后在铜管外面装 上木把(图 3 )
,

井用螺林钉把内外部件固定郎成
。

在使用时
,

应通过 2 20 V /6 V 变压器
。

- - 才吵心经些

图 1 内铜管

_

枉巨
砚

辫, 、

图 2 外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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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分析方面

一
、

半自动毛韧条切割装魔

沥青毛细条分析
,

要求滤纸具有一定的宽

度
,

故在切割滤纸前
,

需预先量好尺寸
,

做 L

标记 (用铅笔划线或用针扎孔 )
,

这不但麻烦
,

而
_

且有时不能保证质量
。

为 了改进滤纸的切割

方法
,

我们将原有切纸刀改装成半 自动式
,

效

果很好
,

省掉了裁纸前的标记工作
,

提高了工

效
,

进一步保证了纸条质量
,

宽度误差由原来

的土 1 毫米提高 到士 0
.

2毫米
。

结构及工作原理
:

半自动毛细条切割装置

的结构见图 1 所示
。

当刀把 (1) L下运动时
,

带

动(3) 的旋转井向左右移动
; 由于拉簧(5) 的拉

力
,

使联杆 (4) 拉推拉杆 (6 )、 在齿蝙的作用下

使(9) 呈 9D
。

旋转
,

井带动宽度挡板(1 0) 作 E下

翻转
; 同时

,

当切刀下切时
,

在刀内侧的弹簧

片则压到滤纸
_

匕 以保持上下的滤纸不发生错

动
。

挡板 (2) 的作用是挡住滤纸
,

不使其沾污转

轴部分的润滑油
,

并起支架作用
,

又以此联接

中枢盒(1 1 )
。

中枢盒的作用是保护齿输
; 防止毛细条沾

污
; 固定传动轴(9) 和拉杆 (6 )

。

挡板和 中枢盒的联接
,

见图 2 所示
。

材料及制作
:

在图 1 中的 (2 )(4 )(1 0 )(1 1 )

各部件是用 1 毫米厚的白铁皮制成
, (6 )(9 )为

3 毫米直径的黄铜焊条
; (7) (8) 是直径约 2

.

6

毫米的铁排
,

铁林锉成三角形
,

分别焊在 (6)

和 (9 )
_

卜
,

在焊接时应注意齿间距离和角度
,

郎

能使宽度挡板(1 0) 按要求角度旋转
。

箭尾形齿

蝙有 3 个齿
,

齿间约成直角或稍大些
。

环形齿

输的三个齿间距离可按前者确定
。

为使切刀起落时能使林杆 (3) 的移动趾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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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半 自动毛韧条
,

切割装置

两条绕固于切纸刀支

图 2

极上 拉费钩峡
挡板及中枢盒展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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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

故安装 了联杆 (4)
,

其力臂为 1 : 2 ,

从而

带动宽度挡板(1 0 )转动 9 0
。

~ 1 0 0
。 。

此外
,

在

蒜杆(3) 的末端焊接一个小铁钉
,

可减少轴的摩

擦
。

二
、

毛韧条拉直器

在毛细分析中
,

为使毛细条不贴管壁
,

过

去习惯用手沿毛细条延长方向在其中线
_

L折成

一纸痕
,

然后放入试管
。

这样做
,

往往由于手

指不净而使毛细条沾污
,

影响分析质量
,

而且

较
J

漫
。

我们用铜皮做了一种很简单的毛细条拉直

器(见示意图)
,

将宽 20 毫米
、

长约 50 毫米
、

厚为 0
.

5 毫米的铜片折成一个三角形
,

其宽度

略大于毛细条的宽度
,

夹角约 60
“ ,

下端开 口

此
_ _

卜端略窄些
。

使用很方便
,

左手持拉值器
,

右手用摄子夹住毛细条
,

将其一端由较宽的开

口处插入
,

再从另一端拉出毛细条
,

将其一端

由较宽的开 口处擂入
,

再从另一端拉出
,

毛细

条就被折成痕而拉直 了
。

、。

协
出。

撼
汾 沙

三
、

铁皮弹簧式冷粗管夹

在 1 9 6 5 年实验工作会议期间
,

参观了局 中

心实验室的
“

双革
”

展览
,

他们的沥青组同志为

了节约责金
、

操作方便
,

用弹簧片制做了冷凝

管夹
。

此夹子对我们来说也 同样需要
,

但弹簧

片不易找到
,
且其弹力有限

,

为此
,

在学习的

基础上
,

根据自己的现有条件和要求
,

作了部

分改进
,

制成 了铁皮弹簧式的冷凝管夹 (见下

图 )
。

材料
:

冷凝管夹用厚为 0
.

75 毫米的薄铁皮

做成
,

其宽度为 20 ~ 25 毫米
,

长约 24 0 毫米
。

小弹簧 1 ~ 2 条
,

每条长 30 ~ 35 毫米
。

夹柄用

0
.

75 毫米或 1
.

00 毫米厚的薄铁皮
,

宽 20 毫

米
,

长 1 2 0 毫米
。

做法
:

1
.

将夹柄迭在 2 40 毫米长的薄铁皮中心呈

丁字形
。

在重迭部位内
,

按对角线方向打两个

孔
,

然后用铆打铆住
。

2
.

沿夹柄的法线方向
,

由重迭 中线向两侧

量出约 55 ~ 56 毫米距离处各打两个小孔
,

做为

挂小弹簧用
。

3
.

将夹柄折成与重迭部分呈直角
,

把与之

垂直的铁皮先折成矩形
,

再弯成弧形
。

然后把

小弹簧挂在已打好的小孔上 (若拉力小时可挂

两个小弹簧)
,

井在夹的弧形内侧两壁贴 上绒布

郎成
口

这种冷凝管夹的特点是构造简单
,

材料易

找
,

容易制作
,

使用方便
。

初 . 碗一叫

弹簧 铆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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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OO

OOOOO

设 备 方 面

自制大管离心机

在筹建抱粉分析项目时
,

我们缺少大管离

心机
。

这种设备在市塌上不易买到
,

为了不影

响工作的及时开展
,

我们本着 自力 更生 的 精

神
,

自己动手试制
,

基本上解决了设备缺乏的

困难
。

已制成的大管离心机主要由基座和转盘及

有关附件组成
,

其结构如图一所示
。

1
.

基座部分
。

在离心机的下部
,

主要为 电

动机 (我们是利用废泥浆泵上的局达 )
,

在其上
、

下
,

用圆形铁板制成固定盘〔图一(6 )〕
,

井用螺

林固定使之平稳
。

然后再安装上电阻
、

开关
,

拜接通线路
,

可按需要调节其转速
。

2
.

转盘部分
。

在电动机轴向上延伸部分
,

套一轴盘轴心〔图一(8 )〕
,

井用螺袜〔图一 (了) )

固紧
。

此外
,

用 2 毫来厚的薄铁板制成转盘架(图

二 )
,

在架的中心打一轴孔
,

其大小按转盘轴心

道径设计
。

在架的四端各装一支承轴环 〔图二

( 3 )〕
,

环的直径为 4毫米
,

使之在环耳上能灵

活转动
。

在环 中央置铝 (或铁 )皮制的离心管套

(图三 )
,

离心管容量为 50 毫升
。

将转盘架装在转盘轴心上
,

并呈垂直状态

后用螺林固紧
。

在离心管周围再加 卜一铁皮防

护罩即可
。

自制大管离心机可以解决设 备 不 足的 困

难
,

而且这种离心机的结构简单
,

轻便
,

成本

也低
。

现存缺点是电动机焉力较小
,

轴心及转

盘等尚需进一步加固
。

卜.

神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