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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测井仪遇卡孔内事故的处理与教训

胥 刚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三勘探队，安徽 宿州 ２３４０００）

摘　要：煤田钻孔终孔测井前大幅度调整泥浆性能，用稀泥浆循环冲孔，破坏了原孔壁的稳定性，引发破碎岩石掉
块，造成测井探管遇卡，如果处理方法不当将造成事故的复杂化。 通过实例叙述了探管遇卡的经过，分析了遇卡原
因，从处理方案的确定到处理过程，总结事故处理经验与教训，为今后在施工中遇到类似情况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泥浆；掉块；探管遇卡；教训
中图分类号：Ｐ６３４．８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７４２８（２０１２）０１ －００５０ －０３
Treatment of Downhole Accident of Logging Tool Blocking and the Lesson／XU Gang （Ｎｏ．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 Ａｎ-
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Ｃｏ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Ｓｕｚｈｏｕ Ａｎｈｕｉ ２３４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ｅ ｍｕ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ｏｌ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ｌｅ ｗａｌｌ
ｗａ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ｍｕ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ｒｏｃｋ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ｔｕｂ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Key words： ｍｕｄ； ｂｌｏｃｋ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ｔｕｂ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ｌｅｓｓｏｎ

1　概况
孙疃井田位于安徽省濉溪县境内南约 ４０ ｋｍ，

现已进入补充勘探及深部详查施工阶段。 井田钻孔
穿过厚约 ２００ ｍ的第三、第四系地层和二叠系地层
中的上石盒子组、下石盒子组与山西组。 交界面处
有砾石层，泥质胶结，不稳定。 风化破碎带及部分砂
岩层段岩石破碎，节理裂隙发育。

２８ －Ｓ４ 孔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开钻，于 １１ 月
１５日终孔，钻探施工周期 ５８ 天，终孔深度 １２４６ ｍ。
钻孔结构：饱１１０ ｍｍ ×２２０ ｍ ＋饱９１ ｍｍ ×１０２６ ｍ。
采用设备：ＸＹ－６Ｂ型钻机、ＮＢＢ －２６０／７ 型泥浆泵、
４１３５ 柴油机、２２畅５ ｍ 四角管子钻塔、饱６８ ｍｍ 钻铤
与饱６０ ｍｍ钻杆等。

在 １１月 １６日测井过程中，由于孔壁破碎岩石
发生掉块，将测井探管卡在孔底 １２４０ ｍ 处，上下不
能活动。 虽然经过处理将测井探管打捞上来，避免
了一起将放射源遗留在孔内的事故的发生，但总结
分析事故发生原因及处理过程，为今后在施工中避
免类似事故，减少经济损失，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2　事故发生经过
２８ －Ｓ４孔于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１５ 日终孔，施工中使

用的是 Ｎａ－ＰａＮ－ＫＨｍ泥浆，泥浆性能：粘度 ２８ ｓ、

密度 １畅２２ ｋｇ／Ｌ。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没有出现孔内
异常情况，顺利终孔。 终孔当天钻机人员提心测井
时测井仪下不到孔底，所以将泥浆调稀（粘度 ２０ ｓ、
密度 １畅０８ ｋｇ／Ｌ），使用 饱９１ ｍｍ 无心钻头＋变径接
头＋饱８９ ｍｍ 岩心管＋变径接头＋饱６８ ｍｍ 钻铤＋
变径接头＋饱６０ ｍｍ 钻杆的钻具下入到孔底，一是
轻压慢转钻进循环泥浆冲孔，二是测井前进行一次
顺孔，用时约 １３ ｈ。

１２月 １６日，钻机进行探冲孔后，测井车到达现
场，随后测井人员询问了解钻孔的基本情况，开始测
井准备工作。 第一回次下入声速测井仪，下到 １２４２
ｍ遇阻（孔底有约 ４ ｍ厚的沉积岩粉），提升仪器测
井顺利。 第二回次下入探管仪（外径 ５６ ｍｍ）到
１２４２ ｍ，在向上提升 ２ ｍ 后，突然出现提拉不动现
象，之后多次用人工拉放电缆均无效，最终测井探管
被卡在孔底 １２４０ ｍ处。

3　事故发生原因分析
（１）由于该孔施工中使用的泥浆较稠，施工周

期比较长，孔壁已形成稳定的泥皮。 测井前将泥浆
稠稀后，下钻具循环泥浆冲孔，为将孔底岩粉排除干
净，使用大泵量冲孔。 由于泥浆稀，冲孔时泥浆呈紊
流状态从孔底沿钻具与孔壁环状间隙向上流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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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壁的冲刷作用大，造成孔壁原已形成的稳定的泥
皮被冲刷掉，引发孔壁上破碎岩石发生掉块。

（２）由于将泥浆稠稀后，泥浆密度由原来的
１畅２２ ｋｇ／Ｌ下降到 １畅０８ ｋｇ／Ｌ，使得孔内液柱压力随
之降低，打破了原来孔壁支撑平衡，使得孔壁上的破
碎岩石在地层压力作用下向孔内移动形成掉块。

（３）裸眼孔径不规则，在第一回次下入声波测
井仪，仪器在孔内上下活动时，由于仪器短，电缆呈
柔性，在钻孔“狗腿”度大的孔段仪器刮孔壁，将不
稳定岩石碰活动，给下一回次下仪器带来卡管隐患。

（４）使用带岩心管的无心钻具进行顺、冲孔，在
起钻过程中提钻速度快，由于抽吸作用形成负压，易
造成地层中破碎岩石变活动，在外来物体碰动下，形
成掉块。

4　事故处理方案的确定
事故发生后，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分析研究，制定

了如下处理方案。
（１）首先下旁开式打捞筒的钻具（见图 １），在

打捞筒碰到探管后，用牙钳转动钻具将探管套活动，
随同电缆一起提出钻孔。

图 １　旁开式打捞筒结构示意图

（２）如果在下钻途中将电缆切断，用外钩捞绳
器（见图 ２） ＋安全接头＋钻杆的钻具组合，在孔内
电缆断头之下每１０ ｍ分次转动钻具逐步捞取电缆，
最多下深 ４０ ｍ必须提钻，将电缆打捞干净。 下安全
接头的目的是万一遇卡时，可从安全接头处倒开，提
出上部钻具，然后下铣筒套铣电缆解卡。

（３）将探管上部的电缆打捞干净后，第三步下
卡簧式打捞套筒（见图 ３） ＋钻杆的钻具套取探管。

图 ２　外钩捞绳器结构示意图

图 ３　卡簧式打捞套筒结构示意图

5　事故处理过程
（１）探管被卡在孔内后，由于现场条件限制，就

地用岩心管简易加工制作了一旁开式打捞筒，将电
缆引入打捞筒通过钻杆缓慢送入孔内，同时将井口
电缆固定牢，不妨碍孔口下钻操作。 当打捞筒下到
９０２ ｍ遇阻时，提上钻具后发现电缆被切断。 经计
算孔内遗留有约 ５６８ ｍ 电缆（电缆断头深度约在
６７２ ｍ左右）。

（２）因电缆被钻具挤压断（或是在打捞筒下口
被切断），应首先打捞电缆。 钻机人员将外钩捞绳
器（０畅８ ｍ长） ＋安全接头＋变径接头＋饱６０ ｍｍ钻
杆，一次下到约 １１２５ ｍ，当操作人员感觉遇阻时才
提升钻具，在提升约 １０ ｍ 后提不动，但这时有向下
３ ｍ左右的窜动空间，后经反复转动、窜动钻具均不
能将打捞钻具提出钻孔，判断孔内电缆已将打捞矛
和钻具缠绕住，使打捞器脱不了钩。

（３）在打捞钻具脱不了钩的情况下，工程技术
人员分析由于下钻具过多，孔内电缆很可能将安全
接头上部的钻具都缠绕住了。 研究决定将钻具上提
拉死后（实际上提 ５ ｍ高度），先将孔内上部钻具倒
开，剩余部分用饱６０ ｍｍ 反丝钻具反取孔内被缠钻
具。 首次倒开 ２３个立根 ４１４畅６ ｍ长，然后下反丝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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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只用 ５个回次就将孔内被缠钻杆反出，每次均及
时下入捞绳器捞出孔内等长的电缆（实践证明，电
缆将安全接头上部的钻杆都缠住了，所以每次反取
都没有从安全接头处开），每回次捞出电缆后，均丈
量电缆长度，计算出孔内剩余电缆长度，确定电缆头
的深度。

（４）在最后孔内剩余捞绳器（０畅８ ｍ长） ＋安全
接头＋变径接头和一小根钻杆时，在认头逮住反的
过程中，由于经前几次的反取，被缠钻具变活动，强
提拉钻具使被缠钻具向上窜动提升约 ７０ ｍ高度，因
该处孔径小，所以能把被缠钻具抱死，最终从安全接
头处反开捞出，孔内只剩余捞绳器 ＋安全接头（下
体）。

（５）下捞绳器将孔内电缆捞出，本回次捞出电
缆长度约 ８０ ｍ左右，证明电缆主要是缠绕在安全接
头之上钻杆部位。 经计算孔底还遗留有约 １１８ ｍ长
的电缆，主要分布在 １１２５ ｍ之下。

（６）由于被缠钻具悬在 １０４０ ｍ 处，下 饱８９ ｍｍ
岩心管螺丝头＋变径接头＋钻杆的钻具，将其赶压
到原被卡深度（１１２５ ｍ）后，再次下捞绳器在安全接
头上部捞出 ６ ｍ长的电缆。

（７）由于孔内所剩被缠钻具较短，改下正扣公
锥钻具打捞，但碰头后锥尖进不去。 下强磁打捞器
捞出孔内磨碎的残留电缆，之后下接有螺丝头（端
面粘有胶皮）的钻具对孔内安全接头端面位置及形
状进行打印照相，获取了接头裸露端面形状。

（８）调整弯钻杆的弯曲度，用正扣公锥一次将
孔内的捞绳器＋安全接头打捞上来，之后捞净孔内
残留电缆（由于探管在孔底卡得紧，电缆在探管头
部被拉断）。

（９）最后下入用岩心管制作的卡簧式打捞套
筒，在确认探管上端被装入岩心管后，用钻具自重将
探管赶压到孔底，使打捞管套至探管的 ２／３长度后，
提钻将探管打捞上来（放射源完好无损）。

6　事故教训与体会
6．1　事故教训

（１）用稀泥浆循环冲孔，破坏了原孔壁的稳定
性，易引发孔内复杂情况发生，因此钻孔终孔测井前
不要大调泥浆。

（２）现场制作的旁开式测井仪打捞筒粗糙，易

刮电缆。 再者因基岩段孔径为 ９１ ｍｍ，电缆直径为
５畅７ ｍｍ，下饱６０ ｍｍ钻杆（接头外径为 ７５ ｍｍ）的钻
具打捞时，因环空间隙小，电缆容易缠绕钻杆被挤压
断。

（３）在用捞绳器捞取孔内电缆时，由于操作人
员没有按原定方案中的技术步骤操作，麻痹大意，当
下钻超过电缆头深度后，误认为即使打捞矛超过电
缆头很多，电缆也不会缠绕住打捞钻具，结果造成打
捞钻具被电缆缠绕在孔内，使本来的简单事故变的
复杂化。
6．2　体会

（１）终孔测井前用好泥浆，严禁大调泥浆，并充
分循环泥浆，把孔底岩粉排干净。 测井前下无心钻
具顺孔冲孔，起钻时要控制提钻速度，减少抽吸作
用，同时要用泥浆灌孔，保持孔内泥浆液面不降。

（２）如测井过程中仪器被卡在孔内，首先用人
力耐心提拉活动电缆，无效后再采取其他措施，如电
缆被扯断则应初步估算出孔内残留电缆的长度及电

缆头的深度。
（３）现场应备有多种规格、尺寸精确、工艺精致

的专用打捞工具，以备急用。 为防止误操作使电缆
缠绕住钻具，应选用捞绳器＋一根钻杆＋安全接头
＋钻杆的钻具结构，即使被缠绕也方便从上部倒开
钻具，套铣后再打捞捞绳器。

（４）在处理孔内事故时，应调整好泥浆，防止沉
淀岩粉造成埋钻事故。

（５）出现事故后，要分析清楚事故的性质，制定
处理方案并进行交底。 操作人员应依据确定的处理
方案，不能盲目、急躁地去处理，不能抱着侥幸心理
进行操作，否则将可能导致事故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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