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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林松辽地区的腰英台、秦家屯十屋、八屋区块以及梨树断陷、长岭断陷的外围中深探井和伏龙泉浅层气
井是中石化东北地区的重点区块。 自勘探开发以来钻井提速面临重重困难，２０１０年是中原油田钻井队伍进入该市
场以来的提速年，以提速为目标，大胆创新，通过大量的邻井调研分析，针对不同井的特点分别制定了不同的钻井
提速措施。 在成熟的钻井模式下通过不断地、连续地优化钻头选型，强化钻井参数，推广大功率高温螺杆复合钻进
技术，细致的单井钻井方案优选，挖掘提速潜力，创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钻探成绩。 详细介绍了松辽地区油气勘探
优快钻井技术方案及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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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吉林地区的腰英台、秦家屯十屋、八屋区块以及

梨树断陷、长岭断陷的外围中深探井和伏龙泉浅层
气井是中国石化东北油气分公司勘探开发的重点区

块。 松辽腰英台深层天然气储层具有埋藏深、地温
高、储层致密、储层类型多样、非均质性强等特点，钻
井提速面临的主要因素是压力系统复杂、钻遇地层
多、岩性变化大、地层研磨性强、可钻性级值高等；而
秦家屯地区及梨树断陷的浅井和中深探井制约钻井

速度的主要难点一是地层易斜，过去使用钟摆钻具
轻压吊打的方式，通过牺牲速度来保井身质量；二是
地层易垮塌和缩径，造成起下钻困难；三是下部地层
可钻级别高，研磨性强。 伏龙泉构造是东北油气分
公司浅层气开发的主战区，该区块存在浅层气，多次
发生强烈井涌，成为钻探的禁区。 该区块的井具有
设计周期短，小井眼结构，易井喷的特点。 因此，解

决制约钻井速度的“瓶颈”技术，缩短钻井周期，加
快该地区的勘探开发步伐，对东北油气分公司乃至
整个石化集团公司的增储上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

略意义。

2　松辽地区优快技术思路
2．1　秦家屯地区浅井优快方案
2．1．1　改变钻井方式，防斜打快

秦家屯地区地层软硬交错、倾角大，易导致井
斜，过去一般使用塔式或钟摆钻具组合，采取轻压吊
打的方式保证井身质量，从而严重影响了钻井进度。
为此尝试全井使用螺杆驱动加转盘钻的复合钻井方

式，对于不含砾岩的井段使用高效 ＰＤＣ钻头＋螺杆
钻具的钟摆钻具组合，达到既保证井身质量又提高
钻井速度的目的。 此外选择合适的井尝试使用充氮
气欠平衡负压钻井方式，试验使用液动锤、扭力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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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新型钻井工具。
2．1．2　加强钻头选型

钻头是钻井生产的重要工具，并且是影响钻井
速度的决定性因素。 不同类型的钻头适应不同的地
层，这就是钻头的选型问题。 过去在该地区使用的
钻头型号比较单一，尤其是 ＰＤＣ钻头。 我们根据不
同地层特性引进多种型号的 ＰＤＣ和牙轮钻头，优选
出适合该地区地层的钻头序列，达到提速的目的。
秦家屯地区浅井提速钻头优选整体思路：
（１）用一只四刀翼 ＰＤＣ钻头（ＰＤＣ 钻头设计以

追求最高机械钻速为宗旨）配合动力钻具复合钻
进，穿至登楼库中上部地层或钻穿，再用一只或两只
牙轮钻头高转速大钻压完成 ２１００ ｍ进尺。

（２）优选井位尝试使用一只 ＰＤＣ钻头完成整口
井 ２１００ ｍ进尺。
2．1．3　多种途径改善井眼条件

（１）工程技术方面：根据设备状况，尽可能的使
用高泵压、大排量，加快钻井速度，保证井眼规则；坚
持“短起下钻”清砂，直井每钻进 １５０ ～２００ ｍ 短起
下一次，并且长短结合；使用小弯度螺杆（０畅７５°～
１°）的复合钻井方式适当增加井径扩大率，同时控制
井斜。

（２）钻井液工艺方面：使用优质钻井液处理剂，
改善钻井液的流变性，增强钻井液的携砂性能。 通
过加入钾盐离子、小阳离子等两性离子抑制地层缩
径并防塌。
2．1．4　优化钻进参数

地层跳钻造成频繁断钻具一直是制约钻压和转

速的矛盾问题，根据本地区机械钻速对转速敏感的
特点，根据目前使用的钻具情况，通过转速钻压共振
公式计算，尝试使用转速 ９０ ｒ／ｍｉｎ（增加 ２５ ｒ／ｍｉｎ）、
钻压 ２００ ｋＮ的钻井参数钻进。 钻进中途加强钻具
的探伤工作，钻铤工作时间≯２００ ｈ探伤一次。
2．1．5　优化措施实施情况

秦家屯地区 ９ 口浅井提速试验取得重大突破，
钻井周期由 ３０天降至 １５天以内，个别 ２０００ ｍ以浅
的井限在了 １０天以内。 二开 ＰＤＣ钻头平均机械钻
速达到 １８畅４６ ｍ／ｈ，同比提高了 ４２％；牙轮钻头平均
机械钻速达到 ４畅０４ ｍ／ｈ，同比提高了 ３０畅３２％；各项
钻井经济技术指标创该地区最高水平。
2．2　腰英台地区优快方案
2．2．1　钻井难点分析

腰英台深井设计井深 ４５００ ～５０００ ｍ，具有钻井
周期长、井底温度高、压力系统复杂、钻遇地层多、岩

性变化大等特点。 主要钻遇地层为第四系、第三系
的泰康组、白垩系的明水组、四方台组、嫩江组、姚家
组、青山口组、泉头组、登娄库组、营城组、沙河子组。
深井提速方面主要影响因素有：根据实钻资料分析，
该地区地层岩性复杂，富含砾石，地层可钻级值高，
钻探难度高，全井平均机械钻速在 １畅７ ～２畅５ ｍ／ｈ，
青山口及以下地层多次试验应用国产 ＰＤＣ钻头，但
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如腰深 ４ 井二开进入青山
口组后，先后进行了 ７ 次 ＰＤＣ 钻头试验，机械钻速
平均仅为 １畅０９ ｍ／ｈ，使用情况不理想，进尺、使用时
间、机械钻速基本接近和低于牙轮钻头，火山岩地层
单只牙轮钻头进尺 ２５ ～５０ ｍ，纯钻时间 １５ ～４０ ｈ，
钻速极低，深井大尺寸井眼动力钻具因高温等条件
的限制，而使其应用受到极大的制约，使得复合钻进
技术实施困难，机械钻速提高难度较大。 同时要求
钻井液首先应具备强抗温能力，腰英台地区地温梯
度在 ３畅５ ～３畅７ ℃／１００ ｍ，井底温度一般在 １５０ ℃左
右，钻井液高温稳定性是关键；其次是强抑制能力，
满足井壁稳定的需要；第三是强抗污染能力，气田天
然气组分高含 ＣＯ２ ，一般都在 ２０％以上，解决 ＣＯ２

侵等深井钻遇地层条件；同时火山岩裂缝发育，以较
高角度倾斜缝为主，预探井钻遇的大部分是以垂直
裂缝为主，裂缝面规则，缝宽一般 ０畅１ ～２ ｍｍ，裂缝
密度平均为 １０ 条／ｍ，裂缝开启度较好，基本未充
填，裂缝走向杂乱，对钻井液密度极敏感，极易发生
井塌（腰深 ５ 井最大掉块直径达到 ８ ｍｍ），特别是
在欠平衡钻进时尤为严重。 使用常规钻井液已难以
满足腰英台地区钻井工程的要求。
2．2．2　优选钻头，推广复合钻进
2．2．2．1　应用钻头优选技术
2．2．2．1．1　ＰＤＣ钻头的选择

青山口及青山口以下地层，更广泛的试用不同
厂家、不同类型的国产 ＰＤＣ 钻头，并调研东北地区
国外 ＰＤＣ钻头的试验应用情况，优选国外 ＰＤＣ 钻
头序列；二开青山口及青山口以下地层 ＰＤＣ钻头设
计应注重高抗冲击性和研磨性，钻头运动稳定性，较
大的复合片倾角，钻头中心部抗冲击能力，小尺寸复
合片，备齿保护设计等因素。 目的：青山口以下地层
特性极其复杂，钻头钻遇环境复杂，高抗冲击、抗研
磨的钻头才能保持较长的使用寿命，维持一定的机
械钻速，减少起下钻时间，从而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从实际使用情况看，该区块地层青山口组适合

使用 ＨＣ４０７ＺＸ和 ＨＣ５０５ＺＸ等系列的 ＰＤＣ 钻头，青
山口以下的泉头组地层适合使用 １３ 或 １６ ｍｍ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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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片多刀翼钻头，这样才能有效切入地层和抵抗
地层的复杂运动冲击。 腰深 ５ 井在 ３１４２ ～３３６９ ｍ
井段使用一只 ＨＣ５０５ＺＸ 系列的 ＰＤＣ 钻头，探索应
用了复合钻进技术，进尺 ２２７ ｍ，机械钻速 １畅５８ ｍ／
ｈ，由于井下扭矩一直波动较大，出现了掉块、别钻
头、开泵困难等复杂情况，被迫终止。 该只钻头的使
用，说明在泉头组硬质泥岩和砂砾互层的地层特性
情况下，进口钻头在设计、材质方面能够承受较高转
速，保持较长的使用寿命。 在该区块推广复合钻进
是一个方向。
2．2．2．1．2　牙轮钻头的改进

腰平 １１井是东北局在长深气田部署的一口水
平井，设计井深 ４６５７畅６６ ｍ，实际井深 ４６６８ ｍ，设计
垂深 ３７７０ ｍ，设计井底位移 １１００ ｍ，实际井底位移
１０９９畅７９ ｍ，设计水平段位移 ５４３ ｍ，实际水平段长
５４２畅８ ｍ，圆满地达到了设计要求。 腰平 １１ 井三开
所钻地层为火成岩，地层研磨性很强，对钻头的磨损
相当严重。 根据我们施工完成的腰平 ３ 井经验，三
开使用江钻 ＭＤ 系列钻头效果很好，主要是
ＭＤ５３７ＨＸ、ＭＤ６１７ＨＸ，但在腰平１１ 井这两种型号的
钻头使用效果很不理想，３７７５ ～４２５２ ｍ 井段，共使
用江汉产的牙轮钻头 １４ 只，平均使用时间 １７畅４６ ｈ，
平均进尺 ３４ ｍ，最短的一只 ＨＪＴ６１７ＧＬ，仅用 ２ ｈ，外
径磨小 ２ ｍｍ。 主要损坏部位是牙轮的“巴掌”部
分，牙轮“巴掌”磨小后，导致牙轮轴承密封失效、损
坏。 解决办法是加强“巴掌”的保径，采用加布金刚
石保径齿来延缓“巴掌”的磨损，从而延长钻头的使
用时间。 改进钻头的型号为 ＭＤ５３７ＨＤＰＸ，已在腰
平 １１ 井试用，使用井段 ４４３２ ～４５００ ｍ，进尺 ６８ ｍ，
纯钻时间 ３２ ｈ，机械钻速 ２畅１２ ｍ／ｈ，比改进前纯钻
时间延长 １０ ｈ，使用效果良好。
2．2．2．1．3　水平井动力钻具的选择

腰平 １１ 井在水平段钻进使用 ５ＬＺ －１７２ 螺杆，
转速 １５０ ～１６０ ｒ／ｍｉｎ，因转速过高加速了钻头“巴
掌”的磨损，随后采用了功率大、转速低的 ５ 级 ７ＬＺ
－１７２ 的螺杆，它的转速为 １１０ ～１２０ ｒ／ｍｉｎ，转速降
低后可以延长钻头使用时间，每分钟少转 ４０ 转，原
来钻头使用 ２０ ｈ 的话，转速降低后可以延长 ５ ～７
ｈ。 通过使用对比，平均机械钻速没有大的差别，钻
头的纯钻进时间增加了 １８％，单只钻头的进尺增加
了 １５ ｍ左右。
2．2．2．2　试验应用动力钻具和复合钻进技术

（１）引进适应高转速的 ＰＤＣ 钻头和长寿命、低
压降、低转速、抗高温、大功率的螺杆动力钻具，采用

相应的工艺技术措施，通过提高转速来提高机械钻
速。 高转速、砂砾岩对钻头提出更高的抗研磨、抗冲
击要求。

（２）根据钻头和螺杆特性及实际加压压降情
况，优化钻进参数、水力参数，试验应用本地区深井、
极硬地层、含砾层双驱复合钻进模式，收集各类参数
和数据，为进一步推广积累经验。

（３）引进使用适合深层气井深部井段的孕镶金
刚石钻头，配合螺杆或高速涡轮钻具作为泉头组、登
娄库、营城组钻头的选择和应用类型。

（４）研究应用大钻杆或复合钻杆配合新型加长
组合喷嘴、侧喷嘴，解决深部大井眼井段压耗高、单
泵钻进不能有效清岩，破岩效率低等问题，减少沿程
压耗，发挥水力能量，有效提高机械钻速。
2．2．3　优快措施实施情况

安全优质高速完成了腰深 ５ 井、梨 １ 井、腰深 ９
井的钻探任务。 腰深 ５ 井全井安全无事故，平均机
械钻速 ２畅２７ ｍ／ｈ，创腰英台气田深直井机械钻速最
高记录，与邻井相比，提高 １７畅６％；钻井周期 １７５
天，对比邻井节约 ３０ ～４６ 天，周期缩短率 １４畅６％。
腰深 ９井设计井深 ４７７０ ｍ，实际完钻井深 ４４６５ ｍ，
钻井周期 １５９ 天，平均机械钻速 ２畅０１ ｍ／ｈ，钻井周
期创同区块同井深井最短周期记录。 同比腰深 ７ 井
（完钻井深 ４３８６ ｍ）缩短周期 １３ 天，多施工进尺 ７９
ｍ。 二开段 ４１４０ ｍ的施工，周期 １０６天，对比腰深 ４
井节约周期 ３２天，周期缩短 ２６％。
2．3　伏龙泉浅层气井钻井技术思路
2．3．1　钻井难点分析

该区块设计周期短，钻井周期设计一般为 ６ ～８
天，属于 ９霸斑 ｉｎ＋６ ｉｎ钻头两开结构井，该区块起钻
时拔活塞现象极为严重，抽吸井喷风险大，该区块去
年施工的两口井均发生了井喷事故；泉头组二段以
下地层存在多个漏失段；上部地层钻头泥包严重等。
在实际施工中存在 ４大钻井风险：

（１）小井眼钻井悬重小，起钻遇卡无有效下压
力，容易卡钻；

（２）钻进中采用扶正器钟摆钻具组合，起钻时拔
活塞现象严重，泥浆无法回灌，常常是起一柱或两柱
就要接方钻杆正灌泥浆一次，加上井浅、环空容积小、
少量的抽吸原因造成的气体侵入，也能诱发井喷；

（３）环空间隙小，下钻时泥浆被大量压入管内，
到底开泵易发生堵水眼，这样起钻会造成不能及时正
循环灌浆，间接引起井喷；

（４）整个井段存在多个漏失段，给井下带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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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预计的安全风险。
2．3．2　优化施工方案

（１）重新设计 ＰＤＣ 钻头。 Ｆ２ －３０ 井使用了 ４
种不同的 ＰＤＣ 钻头，全井机械钻速只有 ８ ｍ／ｈ（设
计机械钻速 １４ ｍ／ｈ），钻头泥包现象频繁。 所以，着
重从 ＰＤＣ 钻头的流道，刀翼数，复合片及切削倾角
等方面做了较大的改动。

（２）针对拔活塞现象和下套管开泵困难的现
象，增大了钻头尺寸，比设计钻头大 ３畅６ ｍｍ（设计
１５２畅４ ｍｍ钻头）；专门加工了 饱１５２ ×３００ ｍｍ 钻柱
扶正器。 在防控井斜的情况下，有效减轻上述复杂
情况。

（３）优化泥浆性能。 钻进时采用 １畅２０ ～１畅２２
ｇ／ｃｍ３ ，起钻加重至 １畅２５ ｇ／ｃｍ３ ，马式漏斗粘度控制
在 ５０ ｓ左右，避免井漏和井喷的发生。

（４）优化钻井参数，排量由 １５ Ｌ／ｓ提高到 ２０ Ｌ／
ｓ，转盘转速由 ９０ ｒ／ｍｉｎ提高到 １１０ ｒ／ｍｉｎ。

（５）确定了短程起下钻的井段和单根划眼措
施，改善起钻井筒环境。

（６）制定全井的技术操作措施，确保井控安全。
2．3．3　优快措施实施情况

Ｆ２ －３０井是我公司在伏龙泉区块施工的第一
口浅层气井，完钻井深 １１５３ ｍ。 由于采用小井眼施
工方案，极有发生井喷的风险，历时 １５畅５ 天才完成
该井的施工。 虽被评为优质工程，但该井的机械钻
速较低，钻井周期较长。 针对第一口井的成功经验
和遇到的问题，在第二口井（Ｆ２ －１８ 井）的施工中，
严格按照制定的方案施工，钻井周期、机械钻速同比
第一口井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完钻井深 １１８０ ｍ，钻
井周期由 １５畅５天缩短为 ９畅５ 天，缩短率 ６３畅２％，机
械钻速由 ８ ｍ／ｈ 提高到 １４畅１３ ｍ／ｈ，提高 ７６畅６２％。
Ｆ２ －１２井是我公司施工的第三口井，仅用 ７畅５ 天完
成设计井深 １２００ ｍ，平均机械钻速 １６ ｍ／ｈ，钻井周

期又缩短了 ２ 天时间，缩短率 ２０畅７％，平均机械钻
速提高了 １３畅２％，全井正常施工。

3　认识和体会
（１）松辽盆地吉林地区浅井提速，应把 ＰＤＣ 钻

头优选和钻井参数优化技术作为重点，综合考虑各
种配套技术的实施应用，如防斜、井壁稳定技术等，
减少复杂时效，实现整体周期提速是主要目标。

（２）深层气井营城组火成岩以上地层，ＰＤＣ 钻
头基本可以突破。 但各井之间，相同地层岩性却变
化极大，应用效果存在较大差距。

（３）深层气井虽然应用了国内液动冲击器、国
外高速涡轮配合孕镶金刚石钻头复合钻进、国外扭
力冲击器等技术，但没有达到效果，新工艺实质性地
的提速突破面临“瓶颈”。

（４）各井段的钻头优选技术依然是区块提速的
重要突破点。

（５）国产牙轮钻头的轴承和保径与国外产品存
在较大差距，还不能满足该地区水平井的要求，增加
了起下钻次数，延长了钻井周期。

（６）深层气井下部地层，可钻级别高、研磨性
强、岩性变化快。 应推广使用低转速（５０ ～８０ ｒ／
ｍｉｎ）、大扭矩螺杆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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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主研制成功深水随钻取样器可钻取 ３０００ ｍ水深海底样品
国土资源网消息（２０１１ －１０ －１７）　近日，北京探矿工程

研究所金刚石钻头技术研发中心成功研制出深水随钻取样

器，即将在动力定位钻探船上用于 ３０００ｍ 水深的海底取样。
这是我国首次研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深海取样钻具。
据了解，枟深水随钻取样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枠为国家

重大专项枟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枠的子课题。 深水随钻
取样器针对海洋环境以及深水工程勘察船体作业的特殊性

专门研制，包括压入活塞式取样器、超前伸缩式取样器、射流
式揽簧取心器，能够满足在 ３０００ ｍ 水深、蒲福 ７ 级风、有效
波高 ３ ｍ和海流为 ２畅５节的条件下实施取样作业的要求。

为保证取样时效和成果，项目组对取样技术进行了多项
创新性研究。 为节约采样时间，项目组利用绳索取心技术和
钻具模块化设计，实现了在地层发生变化时不提钻杆即可更
换相应内筒取样器；为减轻船体晃动和升沉作用对取样工作
的影响，采用压入活塞式取样器，快速压入软土层，采样仅需
１ －２ｓ；针对软硬交互地层，采用超前伸缩式取样器，通过钻
具离合动作，带动内管旋转或压入，实现软土层的压入和硬
地层的回转取心；对于破碎硬地层，则采用射流式揽簧取心
器，利用高速射流的管壁附壁效应产生一定的负压，将破碎
岩心向上托浮，同时采用揽簧技术提高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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