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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北工区 ＰＤＣ 钻头泥包特征分析及预防措施
高明亮

（中国石化集团华北石油局三普钻井公司，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００）

摘　要：针对鄂北工区钻井工作特点，结合中石化集团华北石油局三普钻井公司各井队近几年钻井生产情况，对
ＰＤＣ钻头在现场应用中普遍存在的泥包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套可行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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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北工区大牛地气田是中石化华北分公司的主

力气田，随着 ２００５ 年十亿产能的建成，近几年气田
勘探开发的速度不断加快，各施工单位都竭尽所能
在不断地引进和创新钻井工艺技术，尤其在钻头设
计、选型上更是不断探索，以高效 ＰＤＣ 钻头不断提
高钻井速度、施工效率。 但就目前 ＰＤＣ钻头使用情
况而言，相近或相同型号的 ＰＤＣ钻头各施工单位间
在使用、效率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导致差异的主要
原因有选用的钻进参数和钻井液性能的影响等，其
中泥包是制约 ＰＤＣ 钻头使用和提高机械钻速的最
主要问题。

1　鄂北工区 ＰＤＣ钻头泥包现状及特征
近几年气田钻井现场应用实践表明，在使用

ＰＤＣ钻头的地层的各井段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泥
包现象，随着气田的定向井、特别是大位移定向井和
水平井的增多，泥包现象尤为突出。

通过对三普钻井公司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年在鄂北工
区施工的 ９１口井进行统计，共发生泥包现象 ２６ 次，
其中定向井发生泥包现象 １９次，直井发生泥包现象
７次，发生泥包现象的井占总井数的 ２８畅６％。 ＤＫ３４
井 ５号钻头出井泥包图片见图 １。

与其它地区相比，本地区发生钻头泥包的主要
特点除地层原因之外，直井发生钻头泥包多数为操
作方法不当所致，而定向井发生钻头泥包不仅存在
操作方面的原因，对钻井液性能维护不当也是引起

图 １　ＤＫ３４ 井 ５ 号钻头出井泥包图片

钻头泥包的主要原因；钻头泥包一旦形成，要想采取
增加排量冲洗、高速开动转盘甩落等措施进行处理，
一般不会见效，这时必须进行起钻。
泥包造成 ＰＤＣ钻头钻井施工作业条件恶化，泥

包后易发生憋跳现象，容易造成脆性 ＰＤＣ复合片的
先期损坏，导致 ＰＤＣ 钻头复合片的崩、脱的恶性循
环，也会对随后入井的 ＰＤＣ 钻头构成一定的威胁。
同时，无论从钻头使用数量，钻井周期上都形成明显
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钻井成
本。 例如三普钻井公司所属井队在 ＤＫ３４ 井施工
中，１４４０畅５０ ～１５１６畅３１ ｍ井段使用的 ５、６号 ＰＤＣ钻
头均因泥包而起钻，５号钻头出井后已报废，两只钻
头累计进尺仅 ７５畅７９ ｍ，由此可见泥包对 ＰＤＣ 钻头
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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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 ＰＤＣ钻头泥包的原因分析
导致钻头泥包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地质方面的

客观因素，技术操作层面的主观因素两大类。 为寻
求症结、查找事发原因，收集了区域上多口发生
ＰＤＣ钻头泥包井的资料。 根据钻头发生泥包井段
地层情况，钻进时的钻井液性能，现场操作等施工环
节，进行归类分析寻找事发原因。
2．1　地质方面的因素

（１）鄂北工区二马营组至上石盒子组段，特别
是石千峰组泥岩含量较高，因泥岩吸水后可塑性增
强、可钻性差，所钻泥岩地层岩屑直接粘帖于钻头表
层，压实后造成钻头泥包。 岩屑的水化分散，使井眼
内泥质或固相含量大增，吸附于钻头表面造成钻头
泥包。 客观地质条件是引起 ＰＤＣ 钻头泥包现象发
生的主要因素。

（２）鄂北工区 ＰＤＣ 钻头试验，鉴于延长组以前
因地层含砾石易造成先期损坏，因此一般先用牙轮
钻头钻穿延长组以上地层。 试验中经常发现 ＰＤＣ
钻头不能顺利入井，需要大段划眼，下钻到底后多发
泥包现象，分析认为渗透性的砂岩地层在压差作用
下，吸附井筒内有害固相及未及时携带出的岩屑，形
成厚泥饼，起下钻时在 ＰＤＣ钻头下方堆积同样会造
成钻头泥包，同时不规则的井眼还会造成 ＰＤＣ钻头
复合片不同程度先期损坏。
2．2　工程技术方面的因素

（１）泥浆性能方面的因素：泥浆的抑制性差，无
法控制泥页岩的水化分散；泥浆的固相含量和粘切
过高，钻出的岩屑难于清除，易吸附在钻头表面；泥
浆密度偏高，失水大，易形成过厚的粗糙泥饼；泥浆
的润滑性能差、钻头表面无法形成有效的保护膜，钻
井液中的劣质固相易吸附在钻头上。 例如 Ｄ１ －４ －
１５２井，该井是定向井，由于采用了天然高分子钻井
液体系，对性能维护把握不够准确，未能及时控制地
层造浆，造成钻井液粘切升高，连续发生钻头泥包 ３
次，且泥包现象比较严重，不得已中途换牙轮钻头钻
进，期间对钻井液性能进行调整，更换部分污染严重
的钻井液后，再次下入 ＰＤＣ钻头恢复正常钻进。

（２）工程参数方面的因素：钻进中排量小，不能
有效清洗井底及钻头，岩屑在井内滞留时间长，粘附
于井壁形成厚泥饼，尤其是中上部地层高钻速时更
为严重；在软泥岩地层，钻压过大，地层或钻屑与钻
头表面形成直接接触，造成钻头泥包；长裸眼下钻未
进行中途循环，从井壁上刮下的泥饼或钻屑泥包钻
头。 例如在 Ｄ１ －１ －１６４ 井，下入北戴河产 Ｆ６７７ 钻

头进尺较快，钻时在 ２ ～３ ｍｉｎ／ｍ，加单根后由于灌
注泵回路蝶阀刺漏，泥浆泵排量变小未能及时发现，
未及单根钻完时钻时明显增高至 ３０ ｍｉｎ／ｍ，倒泵后
进行冲洗处理无果最终起钻，钻头出井后发现产生
了泥包。

（３）钻头选型方面的因素：ＰＤＣ 钻头水眼水力
设计无法满足排屑要求；流道设计不能保障钻屑顺
利脱离井底。 例如 Ｄ２８ －７ 井，在井深１８６５畅３５ ｍ下
入了山东莱州原野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ＬＹ５３３ －
１的试验钻头，开始钻时在 ３ ～５ ｍｉｎ／ｍ，后钻时逐渐
升高，钻进 １６畅６８ ｍ因不进尺被迫起钻，钻头出井后
发现水道全部泥包，然后下入 Ｐ２６６钻头恢复正常钻
进。

（４）操作水平方面的因素：下钻速度过快，钻头
不是在顺着螺旋型井眼向下滑行，而是在井壁上不
断刮削泥饼或钻屑造成钻头泥包；下钻时遇阻不是
接方钻杆循环划眼冲洗钻头，下压或下冲的操作导
致从井壁上刮下的泥饼或钻屑泥包钻头；下钻到底
时的先启动转盘、后启动泵的误操作造成钻头泥包；
在软地层中钻进时，送钻不均匀等。 例如 Ｄ１ －１ －
１５３井，在井深 ２４２４畅８５ ｍ下入第二只 Ｐ１５６ 钻头钻
进 ５２畅３ ｍ 时钻时一直在 ４ ～６ ｍｉｎ／ｍ，加单根后由
于下放太快，进尺突然变慢，泵压升高。 勉强钻至
２４７８畅９２ ｍ，钻时超过 ５０ ｍｉｎ，不得已起钻，钻头出井
后发现两个水眼被堵。

3　ＰＤＣ钻头泥包的预防措施
通过对引起 ＰＤＣ 钻头泥包原因分析，“对症下

药”归纳总结了一套预防 ＰＤＣ 钻头泥包的技术措
施，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２００６ 年以后施工发生泥
包钻头现象大幅减少，机械钻速明显提高，钻井周期
不断缩短，钻头消耗明显降低。 其中部分直井二开
井段实现了一只牙轮钻头、二只 ＰＤＣ 钻头完钻。
ＰＤＣ钻头泥包的预防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3．1　泥浆性能的调整

（１）混油或增加润滑剂投入量，使钻屑不易粘
附到钻头上。

（２）加大钻井液中聚合物含量，控制失水，提高
泥饼质量。

（３）提高钻井液抑制性，减少泥页岩的水化分
散。

（４）降低钻井液粘度、切力，及时清除劣质固
相。

（５）对渗透性砂层，可使用屏蔽暂堵技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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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性漏失。
（６）维护处理好泥浆性能，在 ＰＤＣ 钻头入井前

后对预防钻头泥包都是有效的；ＰＤＣ 入井后，开泵
前，配置一定量的清洁剂（表面活性剂）对钻头加以
清洗也有一定效果。
3．2　工程技术预防措施

（１）首先做好 ＰＤＣ钻头的选型工作，钻头水眼、
流道设计应利于排屑。

（２）下入 ＰＤＣ钻头之前，应充分循环泥浆，清洗
井眼，防止起钻后滞留在井眼内的钻屑继续水化分
散。

（３）下入 ＰＤＣ 钻头前先短起下钻，对井壁泥饼
进行刮削、挤压，将厚泥饼拉薄、压实，尽量保证井眼
畅通、消除阻卡；在钻头泥包高发区，如果采用了所
有方法也无法避免 ＰＤＣ钻头泥包，那么先使用牙轮
钻头通一趟井就成了必要手段。

（４）下钻时在钻头流道表面涂满黄油，形成一
层保护膜，减少钻头与泥浆中的劣质固相直接接触
的时间，或者把钻头包起来，这样做即便在深井中也
是有一定作用的。

（５）下钻时钻头不断刮削井壁，井壁上的泥饼
或滞留于井内的钻屑会在钻头下堆积，到一定程度
便会压实在钻头上，那么下钻中途进行循环，将钻头
冲洗干净也是有其必要的。

（６）下钻过程中还应适当控制速度，防止钻头
突然冲入砂桥，钻进烂泥中；另外如果速度恰当，
ＰＤＣ钻头会顺着上一只钻头所钻的螺旋形井眼轨
道行进，而不是在井壁上划拉下大量泥饼。

（７）每次下钻到底时必须先开泵，尽量提高排
量充分冲洗井底和钻头，等排量满足要求后再轻压
旋转钻进 ０畅５ ～１ ｍ，这也是 ＰＤＣ钻头造型的基本要
求。

（８）尽量采用大排量钻进，保证 ＰＤＣ 钻头的充
分清洗与冷却；在软泥岩中钻进，应尽量采用低钻
压、高转速、大排量，没有必要盲目使用高钻压去追
求高一小点的钻速。

（９）操作要精细，送钻加压一定要均匀，不能忽
大忽小。

4　预防 ＰＤＣ钻头泥包的钻井实践
处理钻头泥包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不要急于打

钻，因为越打包的越厉害”，无论预防或处理钻头泥
包，调整泥浆性能都是必然的，发现钻头有泥包迹
象，应立即停钻并配置清洁泥浆在第一时间打入井

内对钻头进行清洗。 停止钻进，提高排量加强水力
冲洗效果，上提钻头脱离井底，提高转速增大离心力
使泥块易于甩出，并上下大幅度活动几次，然后下压
至井底不开转盘循环 ５ ～１０ ｍｉｎ，将上述过程反复操
作，如果在 ２ 个循环周内无效，就应当考虑起钻了。
这些基于预防措施的成功经验，对鄂北工区 ＰＤＣ钻
头的使用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１）二开上部井段使用牙轮钻头钻进时，要考
虑带合适直径的扶正器修整井壁，确保 ＰＤＣ钻头顺
利下入，避免在下钻途中划眼泥包。 通过近几年来
的实践证明，扶正器直径在 ２０８ ～２１３ ｍｍ 之间比较
合适，直径太大将引起井下复杂情况发生，直径太小
又起不到修正井壁的效果。

（２）根据地质资料提前做好参数调整，通过增
大钻井液排量顺利钻穿，目前公认的易引起钻头泥
包的井段为石千峰组和上石盒子组井段。

（３）通过调整钻井液性能防止泥包现象的发
生。 在井壁稳定前提下，尽量采用低粘、低切性能的
钻井液，调整好钻井液流动性。

①增大井浆中大分子包被剂的含量，并适量加
入润滑剂。

②增大井浆中各种抑制剂的含量，控制地层造
浆及钻屑分散。

③增大降失水剂的加量严格控制失水尽可能
低。

④充分利用好“四级”固控尽最大可能降低井
浆中无用固相含量。
对钻井液的维护要采取措施，能作到以“细水

长流”方式，对钻井液按循环周进行补充，做到既利
于固控设备使用，又使钻井液性能平稳，利于井壁稳
定。 另外要改善钻井液体系的流变性，动塑比控制
在 ０畅４ 左右，在满足携岩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发挥水
力破岩的功效，以最大可能地提高钻速。

（４）在使用 ＰＤＣ钻头时，单根打完后晚停泵，接
单根后下放前先开泵，减少钻头泥包机会。

5　结论及建议
通过分析 ＰＤＣ钻头发生泥包的原因，采取有效

应对措施以防止 ＰＤＣ钻头泥包现象的发生。 但是，
随着工区定向井特别是大位移井的增多，ＰＤＣ 钻头
泥包现象还未从根本上得以消除，需要在今后的施
工中继续努力，找出针对此类特殊井的防泥包技术
措施。

（下转第 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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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莺深 ２ 井施工方案

开钻次序 井深／ｍ 钻进方式 钻头类型

一开 ０ ～３５０ 破常规钻进 ＰＤＣ 钻头
二开 ３５０ ～３４９０ >复合钻进：３１４２ èè畅１９ ～３２２３  畅５０ ｍ ＰＤＣ 钻头
三开 ３４９０ ～５５２０ 空气钻进：３４９０ èè畅００ ～３８７９  畅５２ ｍ

氮气钻进：３８７９ è畅５２ ～３９００  畅２７ ｍ
欠平衡：３９００ V畅２７ ～５５２０ 览畅００ ｍ

ＨＪＴ６１７ＧＨ
牙轮钻头

3　实钻效果
本井实际完钻井深 ５５２０ ｍ，使用全面钻进钻头

共计 ３４只，全井平均机械钻速 ２畅３７ ｍ／ｈ，全面机械
钻速 ２畅３８ ｍ／ｈ；一开平均机械钻速 ６５畅６３ ｍ／ｈ，二开
平均机械钻速 ２畅８８ ｍ／ｈ，三开平均机械钻速 １畅６４
ｍ／ｈ。
本井三开在 ３４９０畅００ ～３９００畅２７ ｍ 采用空气钻

进，其中空气钻进段 ３４９０畅００ ～３８７９畅５２ ｍ，进尺
３８９畅５２ ｍ，纯钻进时间 ４８畅２１ ｈ，平均机械钻速 ８畅０８
ｍ／ｈ；氮气钻进段 ３８７９畅５２ ～３９００畅２７ ｍ，进尺 ２０畅７５
ｍ，纯钻进时间 ４畅６８ ｈ，平均机械钻速 ４畅４０ ｍ／ｈ，莺
深 ２井气体钻井井段综合机械钻速 ７畅７６ ｍ／ｈ，而邻
井莺深 １井相同井段钻速 １畅２２ ｍ／ｈ，因此本井比邻
井钻速提高 ６畅３６倍；莺深 １井相同井段使用牙轮钻
头 ８只，莺深 ２井同比节省牙轮钻头 ６ 只。

本井三开后期采用水包油钻井液体系进行欠平

衡钻进，井底压力较常规的低，同时对井下钻具有较
好的润滑作用，单只牙轮使用时间较长，钻进过程
中，扭矩平稳。 设计实施流体欠平衡钻井井段 ３９００
～５５２０ ｍ，井段长度 １６２０ ｍ，纯钻时 １１３０畅４７ ｈ，所
用钻头数量为 １５只，欠平衡井段单只钻头的平均进
尺 １０８ ｍ，平均机械钻速 １畅４２ ｍ／ｈ。 同比单只钻头
进尺增加了 ５８ ｍ，机械钻速提高了 １８畅３３％。

在勘探上及时发现保护储层。 莺深 ２井３８７９畅５２
～３９００畅２７ ｍ钻进烃值５８％，后效 ７８％，用 ６畅３５ ｍｍ
油嘴、３８畅１ ｍｍ挡板试气日产 １１５９７ ｍ３ 。

4　结语
（１）本井实际完钻井深 ５５２０ ｍ，钻井周期 ２０８

天，建井周期 ２３８ 天，同比 ２００６年完成的徐深 ２２ 井
相比，在井深增加 ２００ ｍ的情况下，建井周期节约了
３０天；

（２）钻头综合选型方法的应用，有效的提高了
钻头进尺，减少了钻头用量，节约了钻井成本；

（３）在钻井设计中考虑综合利用气体钻井等提
速钻井工艺方式的思路是合理的，能大幅度提高机
械钻速，降低了钻头使用数量，缩短建井周期；

（４）钻井设计优化技术采用的提速钻井工艺极
大的提高了钻井机械钻速，但是与降低成本存在一
定矛盾，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关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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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加扶正器钻进时，由于工区地层研磨性

强，使得扶正器尺寸难于选择，新的满眼扶正器可能
在某些井段引起接单根或起下钻困难，尺寸较小扶
正器对修整井壁无效果。 因此，要注意对钻井参数
进行调整和随时掌握扶正器磨损情况。 同时，考虑
到使用牙轮钻头井内带扶正器钻进时，接单根和起
下钻较为困难，控制钻井液粘度在 ３０ ～５５ ｓ、密度在
１畅０７ ｋｇ／Ｌ以内、失水量 １０ ｍＬ即可。

（２）调整钻井参数和泥浆性能必须和地层情况
相适应，对易塌的井段，要及时降低排量，以免影响

井身质量。 各类情况下排量控制参考标准：使用牙
轮钻头钻进时，控制排量在 ３２ Ｌ／ｓ，现场实际操作以
接单根不遇阻为限；使用 ＰＤＣ 外头钻进时，控制排
量在２８ ～３０ Ｌ／ｓ；目的层井段控制排量在 ２６ ～２８ Ｌ／
ｓ。

（３）通过利用好固控设备解决各类钻井液现存
问题。 调整和维护钻井液性能要做到“细水长流”、
做到使用好固控设备、做到基本能控制性能，减少放
浆，搞好环保。 通过配置好的预水化土般土浆，解决
失水大的问题，同时，固相的控制有利于流变性的改
善，对解决钻头泥包现象有一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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