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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煤田古叙矿区两河矿段 ２５ －２ 钻孔

事故分析及处理

黄　平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五队，四川 泸州 ６４６０００）

摘 要：分析了造成川南煤田古叙矿区两河矿段 ２５ －２ 钻孔埋卡钻事故的原因，介绍了事故的处理过程及技术措
施，总结了经验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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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２５ －２钻孔位于川南煤田古叙矿区两河矿段白

腊井田，设计井深 ９３５ ｍ，海拔高度 １２３５ ｍ。 该井于
２００９年 １２ 月 ８ 日开钻，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１０∶２０
钻到井深 ９８５．５０ ｍ出现沉砂卡钻事故，后经对发生
事故原因进行分析，采取正确的处理措施和操作步
骤，于 ２９日 １９∶５０ 成功处理出孔内钻具。 累计损
失时间约３３．５ ｈ，排除了重大孔内安全隐患，保证了
安全生产。

2　地质概况
该井钻遇地层：０ ～０．５８ ｍ 为第四系（Ｑ），由

坡、残积和风化物等构成，成分为杂色粘土、亚粘土、
亚砂土及颗粒大小不同的砂岩、砂砾岩等；０．５８ ～
６８２．３２ ｍ为三叠系下统飞仙关组（Ｔ１ f），由泥质粉
砂岩、砂质泥岩、粉砂岩、细砂岩、中厚层状鲕粒灰
岩、泥灰岩不等厚度组成，下部有一厚度约 １５ ｍ 的
泥灰岩、钙质泥岩；６８２．３２ ～７６５．８８ ｍ为二叠系（Ｐ）
上统长兴组（Ｐ２ c），由中～厚层状生物碎屑微晶、粉
晶灰岩、泥灰岩、硅灰岩、局部见遂石结核、普遍含黄
铁矿晶粒；７６５．８８ ～９８５．５０ ｍ为二叠系（Ｐ）上统龙
潭组（Ｐ２ l），为海陆交互相沉积的含煤岩系，岩性主
要由泥岩、粘土岩、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粉砂岩、

砂岩、炭质泥岩和煤层组成，底部有一厚度 ３ ～５ ｍ
的灰白色含黄铁矿高岭石粘土岩。 整个地层倾角在
６０°～７０°之间。

该井井身结构为：饱１５３ ｍｍ 井深 ０ ～１３．５３ ｍ，
下入饱１４６ ｍｍ表层管１３．６４ ｍ；饱１１２ ｍｍ井深１５１．６２
ｍ，下入饱１０８ ｍｍ半节套管 １３５．５６ ｍ；饱９６ ｍｍ井深
２０６．８０ ｍ，下入饱８９ ｍｍ反扣套管 １９１．０９ ｍ＋饱１０８
ｍｍ套管 １０．４０ ｍ ＋饱１２７ ｍｍ 套管 ５．５３ ｍ ＝全长
２０７．０２ ｍ；饱７７ ｍｍ裸眼钻至井深 ９８５．５０ ｍ。

钻孔结构及套管程序如图 １所示。

3　事故发生经过及原因分析
3．1　事故经过

２０１０年 １月 ２８ 日 １０∶２０ 点，钻到井深 ９８５．５０
ｍ，纯钻进时间 ０．５ ｈ，进尺 ０．５４ ｍ，发现泵压不正
常，泵压由 ７ ＭＰａ 下降到 ３．５ ＭＰａ，怀疑钻具有问
题，上提钻具，钻具悬重正常，决定打捞内管总成，检
查钻杆是否漏水，钻具提离井底 １．１８ ｍ，井深
９８４畅３２ ｍ，下放打捞器，打捞上内管总成后，把内管
总成的阀堵接头更换成加工的专用接头，再放入钻
杆内，内管总成自由下放 ５０ ｍｉｎ左右，连接上立轴，
开泵试压，试压结果泵压只有 ３．５ ～４ ＭＰａ，井口就
开始返水，说明钻具已刺穿某处短路（后证实在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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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钻孔结构及套管程序图

ｍ钻杆公接头和母接头丝扣连接处有 １２ ｍｍ ×７．２
ｍｍ的洞眼），再次下放打捞器，打捞内管总成，打捞
不动（原因是钻具被沉砂埋住，管内和管外没有形
成互通，钻具内的泥浆有 ２．８８ ｍ３ ×１．０６ ｔ／ｍ３ ＝
３畅０５ ｔ。 下放脱卡管脱开打捞器，打捞器上来后，准
备起大钻检查钻具，上提拉力达 １６０ ｋＮ，钻具也拉
不动，下放钻具也无效果。 钻具被沉砂埋住卡死，此
时粗钻具位置在井深 ９７９．８７ ～９８４．３２ ｍ。 井内留
有如下钻具：饱７７ ｍｍ 金刚石钻头 ０．１０ ｍ ＋饱７７．５
ｍｍ金刚石扩孔器 ０．１３ ｍ＋饱７３ ｍｍ外管 ３．４３ ｍ＋
饱７７．５ ｍｍ金刚石扩孔器 ０．１３ ｍ ＋饱７３ ｍｍ弹卡室
０．３３ ｍ＋饱７３ ｍｍ弹卡挡头 ０．２２ ｍ＋饱７２ ｍｍ公接
头 ０．１１ ｍ＋饱７１ ｍｍ钻杆 ９８０．７７ ｍ（３２７单根） ＝钻
具总长 ９８５．２２ ｍ，粗径钻具内装有内管总成 １ 套，
全长 ４．３０ ｍ，钻具高出地面 ０．９０ ｍ。 冲洗液密度
１．０６ ｋｇ／Ｌ，粘度 ３８ ｓ。
3．2　钻孔事故原因分析

造成孔内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初步分析发
生事故的经过，认为主要原因可能如下。

（１）在检查钻具时，钻具只提离井底 １．１８ ｍ，钻
头井深 ９８４．３２ ｍ，沉砂“口袋”距离小。

（２）钻具某一处已被刺穿造成循环短路，钻进
时正常泵压 ７ ＭＰａ，下降到 ３．５ ＭＰａ，钻进 ０．５ ｈ，只
进尺 ０．５４ ｍ，而上个回次钻进 １．５ ｈ，进尺 ３．００ ｍ。
由于上部钻具刺穿，只有少部分冲洗液到井底，没有
把钻进时的岩粉和煤系地层、井壁垮塌物排出地面，
造成了井眼环空不畅通。

（３）在检查钻具试压整个过程中，停泵时间过
长（３ ～４ ｈ），岩粉和煤系地层井壁垮塌物下沉，聚集
在钻头、扩孔器及粗径钻具和部分钻杆周围。

（４）在被埋卡粗径钻具顶部，正是 Ｃ２５ 号煤层
底界井深，而且井深 ９７２．１０ ～９７７．３０ ｍ井段岩性为
深灰色粉砂质泥岩、含黄铁矿结核，此段岩心极破
碎，松散，易吸水膨胀、垮塌（见图 ２）。

图 ２　井深 ９７２．１０ ～９７７．３０ ｍ井段岩心

4　处理事故过程
（１）采取上提的方法。 当上提力达 １８５ ｋＮ 时

钻杆公接头断裂，提出饱７１ ｍｍ钻杆１６根，长度４７．
９６ ｍ。 “鱼头”井深 ４７．０６ ｍ，“落鱼”组合：饱７３ ｍｍ
粗径钻具一套４．４５ ｍ＋饱７１ ｍｍ钻杆 ３１１根 ９３２．８１
ｍ＝９３７．２６ ｍ。

（２）下 ＬＭ／Ｔ６２ 型可退式卡瓦打捞矛打捞（见
图 ３）。 打捞钻具组合为：打捞矛一套 ＋饱７１ ｍｍ 钻
杆 １７ 根，在打捞矛进入“落鱼”内井深 ４７．８０ ｍ，按
打捞矛操作方法操作后上提钻具，当上提力达２０８

图 ４　ＬＭ／Ｔ６２ 型可退式卡瓦打捞矛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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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时，钻杆公接头脱扣。 捞出 饱７１ ｍｍ 钻杆 ５２ 根
（长度１５５．９４ ｍ），“鱼头”井深 ２０３．００ ｍ，“落鱼”组
合：饱７３ ｍｍ粗径钻具 ４．４５ ｍ＋饱７１ ｍｍ钻杆 ２５９ 根
７７６．８７ ｍ＝７８１．３２ ｍ。 钻具提出井口后，发现公接
头丝扣处被冲洗液刺穿一个（１２ ｍｍ ×７ ｍｍ）洞眼，
考虑母接头的丝扣处也同样刺穿一个洞眼（受拉力
有限），决定把打捞矛放入“落鱼”以下 ３．５ ｍ 处打
捞（饱７１ ｍｍ钻杆 １单根 ３．００ ｍ长）。

（３）下打捞矛打捞。 打捞钻具组合为：打捞矛
一套＋饱５０ ｍｍ钻杆 ４．７０ ｍ ＋饱７１ ｍｍ 钻杆 ６９ 根。
在探“鱼头”时，发现“鱼头”井深往下跑了 １ ｍ，“鱼
头”井深 ２０４ ｍ。 分析原因是：在上次打捞钻具，上
提力达 ２０８ ｋＮ时，把钻杆公接头丝扣拉脱，钻具重
力和钻柱产生的弹性伸长而释放出的内部应力，使
钻具往下跑了 １．００ ｍ。 决定把打捞矛放入“鱼头”
内井深 ２０７．８０ ｍ（超过“鱼头”３．８０ ｍ），按打捞矛
操作方法操作后，上提钻具。 在上提力达 １８０ ｋＮ
时，钻具往上走 １．００ ｍ（原卡井深），下放能下放
１畅００ ｍ（基本到井底），考虑钻具已松动，决定来回
在这 １ ｍ内活动钻具。

（４）由于钻具不能转动，也不能循环，只能上
提，钻具总质量在 １１ ～１２ ｔ，只有采取增大上提拉
力，增大钻具的活动距离。 当上提力达 ２５６ ｋＮ 时，
钻具往上跳了一下，钻具往上走了 ３．８０ ｍ，井深
９８０．５２ ｍ，钻具活动距离增长到 ４．９８ ｍ，来回在这
一井段活动钻具。

（５）在煤系地层，经过约 ５ ｈ的强提和大距离活
动钻具（上提力一直在 １８０ ～２３０ ｋＮ），粗径钻具提
到井深 ７６０ ｍ后，才基本松劲（但上提力仍然在 １３０
～１８０ ｋＮ）。

（６）考虑长兴岩层稳定，井眼规则，钻头和扩孔
器周围还有岩粉和煤系地层的垮塌物，决定在此井
段大距离活动钻具，把钻头及扩孔器周围的岩粉及
垮塌物串掉，经过此方法后，上提钻具正常，上提力

为 ７８ ～８６ ｋＮ，于 １月 ２９日 １９∶５０将钻具全部拉出
地面，至此，整个事故处理完毕。

5　教训和经验
（１）严格按照规定检查钻具。 在检查钻具时，

尽量是把钻具提到安全井段，增长沉砂“口袋”的长
度，特别是在煤系地层检查钻具时，应把钻具提离煤
系地层进行检查。

（２）在煤系地层中钻进，最好不要带金刚石扩
孔器，改为用饱７３ ｍｍ外管加工的专用接头。

（３）在任何情况下，一旦发生卡钻事故，都要上
提、下放活动钻具，并设法连接立轴钻杆循环泥浆，
以求迅速解卡，但在上提、下放时，应根据卡钻性质，
灵活掌握，以免使钻具卡得更紧。

（４）发生卡钻后，要根据上提、下放、转动、开泵
循环情况，卡点位置、井眼情况以及卡钻前的各种现
象，连贯起来综合分析，准确地判断卡钻的性质和卡
钻的原因，采取正确的处理措施。
总结起来讲，就是要稳、准、狠。 稳不是蛮干，要

巧干；准是要科学分析，准确地判断，对症下药；狠是
不拖拉，决心要大，措施果断，布置周密，环环扣紧，
办法灵活。 有时，在不超过设备与钻具允许拉力负
荷的前提下，可适当猛提猛放，待钻具有活动距离
后，大幅度活动钻具，决不能把钻具拉死，只要采取
以上方法，一般不严重的卡钻事故在很大程度上是
可以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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