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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也门 １区块地表覆盖着约 ３００ ｍ厚坚硬灰岩，区块内断层多，广泛存在着漏失层，采用常规钻井技术，机械
钻速慢，井漏频繁，钻井难度很大。 从地质条件、循环介质以及经济性等方面评价了气体钻井在 １ 区块的适应性。
现场应用初期，砂岩地层井漏、下套管遇阻问题非常突出，气体钻井发挥的作用有限。 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优化井
身结构和注气注液参数，优选泡沫、充气钻井基液配方、首选充气盲钻作为快速钻穿恶性漏失层的主要技术等，并
制订完善的技术措施。 现场 ３口井的应用表明，１区块地层复杂，单一的空气、泡沫或气体钻井技术只能解决部分
钻井问题，综合运用气体钻井技术，才能满足提高钻速、稳定井壁和预防井漏等多方面的要求，从整体上提高钻井
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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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 １区块地貌特殊，区内沟壑纵横，悬崖峭壁
林立，井场位于山顶地势平坦处。 在早期勘探过程
中，钻井工程面临机械钻速慢，常规钻井液很难建立
循环等诸多难题。 中石化进入该区块后，积极引用
气体钻井技术解决这些问题。 现场应用初期，由于
经验和认识方面存在不足，钻进中一旦发生严重井
漏，钻井液完全失返，就改用清水盲钻，下套管遇阻
问题也非常突出，气体钻井技术的优势没有充分发
挥出来。 后来，通过分析 １区块地层特点，优化井身
结构，分层位优选循环介质配方，完善现场工艺技术
等措施，使气体钻井技术逐步应用于钻井全过程，钻
井时效得到很大提高。

1　地质特征和钻井难点
也门 １区块位于也门中部马里卜－夏布瓦盆地

的东南边缘，气候干旱少雨，地下潜水层埋深约 ４００
～７００ ｍ，油气储层主要是前寒武系的基底地层。 受
早期强烈构造运动的影响，区域内断层非常发育，各
层位岩性和厚度横向变化很大，地层分层及主要岩
性数据见表 １。 该区块钻井难点主要表现在 ２ 方
面：一是表层大井眼钻井难度大，坚硬灰岩地层裂隙
发育，常规钻井液很难建立循环，机械钻速慢；另一
个难点在中下部井段，恶性漏失层多，由于漏失层位
没有确切的深度，预防堵漏的难度非常大，严重井漏
导致钻井液失返，无法获取岩样，影响地质资料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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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表 １　地层分层数据

层位 底界深度／ｍ 主 要 岩 性

乌姆拉杜马 ３５０  灰岩为主，底部页岩
穆卡拉 １２００  砂岩，夹泥岩及粉砂质泥岩
哈施亚特 １７９０  泥岩与砂岩不等厚互层

凯森 １９４０  细砂岩、粉砂岩夹薄层泥岩
萨尔 ２１７０  泥岩、软泥岩互层，夹薄层石灰岩
内法 ２４５０  石灰岩，夹薄层泥岩、软泥岩
萨巴塔因 ２７２０  硬石膏，石灰岩，泥岩和页岩
莱穆 ２７８０  泥岩、软泥岩夹石灰岩
密穆 ２９４５  灰岩，碳质灰岩夹泥岩
休库拉 ３１９０  灰岩和白云岩

基底 ３５００（未穿） 变质岩

2　选择使用气体钻井技术的依据
气体钻井是欠平衡钻井的一种，按照循环介质

的差异，可分为纯气体钻井（空气、氮气、二氧化碳、
天然气）、雾化钻井、泡沫钻井（稳定泡沫、硬胶泡
沫）和充气钻井。 气体钻井具有循环介质密度低的
特点，井底循环当量密度能够降至很低的范围，纯气
体钻井可以在 ０畅０１２ ｇ／ｃｍ３

以下，泡沫和充气钻井
在 ０畅０３６ ～０畅８３ ｇ／ｃｍ３ 之间［１］ 。 另外，气体钻井还
具有循环当量密度调节范围大的特点，可以根据地
层压力、井壁稳定等方面的需要灵活调节，图 １是模
拟计算饱３１１畅２ ｍｍ井眼在 １８５０ ｍ深度注气量和注
液量对循环当量密度的影响，基液选用氯化钾钻井
液，密度 １畅０５ ｇ／ｃｍ３ 。 由图 １ 可以看出，注气量恒
定，循环当量密度随注液量增加而增加；注液量恒
定，循环当量密度随着注气量的增加而降低。 正是
因为具有这些特点，气体钻井被广泛用来在非储层
井段提高机械钻速和预防井漏，在储层井段减少对
油气层的伤害

［２ ～４］ 。

图 １　注气量和注液量对循环当量密度的影响

评价一个区块是否能够应用气体钻井，要考虑
多方面的因素

［５，６］ ，包括地层压力、岩性、流体产出
和循环介质的要求，同时还要考虑人员设备和经济
方面的影响。 独特的地层条件，促使也门建立了相

对完善的气体钻井设备和技术服务体系，具有推广
气体钻井的基础条件

［７，８］ ，各方面因素分析如下。
2．1　地层条件

１区块厚灰岩表层和长井段漏失层制约了常规
钻井的钻井时效。 一开大井眼需钻穿 ３００ ｍ厚的灰
岩地层，常规钻井机械钻速平均 １畅５ ｍ／ｈ，Ｋｈａｗａｎ－
２ 井只有 ０畅３ ｍ／ｈ。 表 ２ 是 Ａｂｙｅｄ －１ 井的井漏情
况，从表中可以看出，漏失层段多，频繁的静止堵漏，
堵漏效果差，用时长，也是造成时间损失的主要因
素。 相对于常规钻井，气体钻井在机械钻速和预防
井漏 ２方面都具有优势，因此，要提高 １区块的钻井
时效，气体钻井技术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表 ２　Ａｂｙｅｄ－１ 井井漏情况
井深／ｍ 钻井液密度

／（ｇ· ｃｍ －３ ）
漏失程度

／（ｍ３· ｈ －１）
处理方法

３４０ ～７３３ .１ 22畅００ 失返 清水盲钻，停钻等水 ２ <<畅８天
１０７７ 葺１ 22畅０４ 失返 堵漏，用时 ８ 天

２００５ ～２１３７ V１ 22畅０２ ２０ ～３０ 缮随钻堵漏和静堵

２１４６ 葺１ 22畅０２ 失返 堵漏

２１４８ ～２４３８ V１ 22畅０２ １０ ～４０ 缮随钻堵漏和静堵

2．2　循环介质的要求
气体钻井技术主要应用于 １区块油气储层以上

地层，可以选择空气作为气体介质。 各地层适宜的
循环介质分析如下。
灰岩地层采用纯气体或泡沫钻井可以最大程度

降低循环当量密度，空气潜孔锤可以发挥其冲击回
转破岩方式的优势，提高机械钻速。
穆卡拉组上部砂岩地层，具有流沙的特征，要求

钻井流体具有较低的循环当量密度，避免恶性漏失，
也要有很好的悬浮携带能力，保持井眼清洁，要满足
这些要求，选用泡沫钻井。
胶结性差的泥岩和砂岩地层，选用膨润土充气

钻井，基液配方简单实用，能在井壁上快速形成泥
饼，具有预防井漏，保持井壁稳定的优点。
泥页岩和灰质泥岩地层，井壁稳定和预防井漏

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 前者希望钻井液要具有相对
高的密度来支撑井壁，后者要求循环当量密度要适
当低。 此外，还需要重点考虑如何抑制泥页岩水化
分散。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选用充气钻井，循环当量
密度容易调节，氯化钾钻井液作为基液，能够提供抑
制泥页岩水化的钾离子，有利于井壁稳定。
2．3　经济方面

国外钻井日费昂贵，在也门 １区块这样的地区，
提高钻井时效带来的效益完全能够弥补气体钻井所

花费的费用。 另外，１区块水源匮乏，水源井远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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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需用水主要依靠罐车拉运，钻井用水成本非常
高。 气体钻井可以减少地层漏失，节约清水和钻井
液用量，因此，无论是从钻井时效还是从用水方面，
气体钻井都有降低钻井费用的空间。

3　应用初期遇到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3．1　钻遇问题

气体钻井在 Ａｂｙｅｄ－１井一开饱４４４畅５ ｍｍ井眼
最先尝试应用，灰岩地层的机械钻速非常理想，但是
应用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下套管遇阻、
潜水层上部地层用充气钻井液无法建立循环等。 为
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考虑到下部地层的需要，对井身
结构、注气注液参数、基液配方等方面作了改进。 此
外，为快速钻穿恶性漏失层，制订了充气钻井的盲钻
措施。
3．2　改进的钻井技术措施

3．2．1　井身结构优化
潜水层的存在，对空气／泡沫钻井是一大威胁。

国内采用空气钻井，地层出水大于 ３ ｍ３ ／ｈ时就要转
换成其他钻井方式

［６］ 。 鉴于同样的考虑，Ａｂｙｅｄ －１
井钻穿灰岩后尝试充气钻井。 由于空气和水全部漏
失，无法建立循环，于是遣返气体钻井设备，强行清
水盲钻，因为供水紧张，排量偏低，井底堆积沉砂，造
成了下套管遇阻。 针对这种情况，对井身结构进行
了优化，优化方案见表 ３。 两种方案的区别在于井
眼尺寸和一开井深。 Ａｂｙｅｄ－１ 井一开套管下得深，
用来封隔潜水层，井眼尺寸小，目的层段为 饱１５２畅４
ｍｍ井眼。 方案优化后，一开井眼变浅，不用封隔潜
水层，一开井段可全部用空气泡沫钻进，用以预防井
漏，井眼尺寸扩大，为应急套管预留空间，以应对复
杂的井下情况。

表 ３　井身结构优化方案

开钻
次序

Ａｂｙｅｄ －１ 井
钻头直径／ｍｍ 套管直径／ｍｍ 设 计 原 则

优化后

钻头直径／ｍｍ 套管直径／ｍｍ 设 计 原 则

一开 ４４４   畅５ ３３９ 倐倐畅７ 钻穿灰岩，流沙，封潜水层 ６６０ 苘苘畅４ ４７３ CC畅１ 钻穿灰岩，封流沙地层
二开 ３１１   畅１ ２４４ 倐倐畅５ 封萨尔组以上漏失层 ４４４ 苘苘畅５ ３３９ CC畅７ 封潜水层及萨尔组以上漏失层

三开 ２１５   畅９ １７７ 倐倐畅８ 封基底以上地层 ３１１ 苘苘畅１ ２４４ CC畅５ 封基底以上地层

四开 １５２   畅４ 油气层 ２１５ 苘苘畅９ 油气层

3．2．2　注气注液参数优化
注气注液参数的变化，对循环当量密度有很大

的影响。 由图 １ 还可以看出，要维持一定的循环当
量密度，可以有很多注气注液组合，这就需要优化，
以选择合适的环空返速，满足井眼清洁的需要。 环
空返速对井眼清洁的影响很大，Ｙ．Ｒｏｊａｓ 等人指
出

［９］ ，灰岩地层泡沫钻井，饱３１１畅１ ｍｍ 井眼最小环
空返速为 １３畅７ ｍ／ｍｉｎ，才能满足井眼清洁的要求。
Ａ．Ｍ．Ｆ．Ｌｏｕｒｅｎｃｏ 等人根据实验井得出的数据表
明

［１０］ ，在直井和定向井中充气钻进，满足井眼清洁
的有效环空返速为 ３６畅６ ～４５畅７ ｍ／ｍｉｎ。 通过观察
振动筛返砂和起下钻是否畅通，评估井眼清洁状况，
认为 １区块不同井眼环空返速最低要求为 ３０畅５ ｍ／
ｍｉｎ。 现场配备专业计算软件，计算井底循环当量密
度和环空上返速度，优选注气注液参数，指导钻井生
产。
3．2．3　基液配方的改进

考察了 ２种发泡剂，一种是 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ｄ公司的
ＦＭＡ－１００，另一种是 ＭＩ 公司的 Ｓ－ＦＯＡＭ。 由图 ２
和图 ３ 可以看出，两种发泡剂最佳加量范围均为
０畅３％ ～０畅６％，随着加量的增加，发泡剂ＦＭＡ－１００

图 ２　发泡剂加量对泡沫体积的影响

图 ３　发泡剂加量对泡沫半衰期的影响

产生的泡沫有更好的稳定性。 现场首选 ＦＭＡ－１００
作为发泡剂。 泡沫钻井液的配方为：
稳定泡沫配方：水 ＋０畅４％ＦＭＡ －１００ （发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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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泡沫半衰期 ８畅７ ｍｉｎ，适用于灰岩地层。
硬胶泡沫配方：２％膨润土浆＋０畅３％ＰＡＣ（提粘

剂） ＋０畅６％ＦＭＡ －１００。 泡沫半衰期 ６４５ ｍｉｎ，适用
于泥岩和砂岩地层。

充气钻井液基液有 ２ 种：一种是预水化膨润土
浆，适用于二开地层；另一种是氯化钾钻井液，适用
于三开地层。 氯化钾基液配方为：２％膨润土浆 ＋
０畅２％Ｐｏｌｙｓａｌ（改性淀粉） ＋０畅５％ＰＡＣ－Ｒ（聚阴离子
纤维素） ＋０畅４％Ｄｕｏ－Ｖｉｓ（生物聚合物） ＋６％氯化
钾＋２％Ａｓｐｈａｓｏｌ（磺化沥青）。 用烧碱调节 ｐＨ 值，
用 ＭＩ－Ｃｉｄｅ作为杀菌剂。
3．2．4　恶性漏失层钻进技术措施

一般情况下，清水盲钻是快速钻穿恶性漏失层
的有效手段

［１１］ 。 但是，清水盲钻需要有充足的供
水，以保证钻进过程的连续性。 以饱４４４畅５ ｍｍ井眼
设计排量 ３畅８ ｍ３ ／ｍｉｎ 的一半估算，清水盲钻一天，

消耗的水量要超过 ２０００ ｍ３ 。 １ 区块水源匮乏，清水
盲钻面临缺水的窘境，而充气盲钻具有注液量低的
优势，成为穿越恶性漏失层的首选技术。 具体的措
施有：合理选择注气注液参数，要参考正常钻井时的
数值，适当下调循环当量密度，降低井底压力，维持
环空返速，确保钻屑能充分携带至漏失层；起钻前，
先后泵入 １５ ～２０ ｍ３

堵漏浆和适量高粘度钻井液至

漏失层，用于防止井底沉砂。

4　现场应用情况
现场应用 ３ 口井，表 ４ 列出了气体钻井在每一

口井的详细应用情况。 总体来说，空气、泡沫对表层
大井眼钻进发挥了很好的效果，在 ３ 口井的应用过
程都很顺利，而充气钻井的应用相对保守，随着对其
认识的深入得到了逐步推广。 下面以 Ｒｅｅｍａ －１ 井
为例简要介绍现场应用情况。

表 ４　也门 １ 区块气体钻井应用情况

井号 井眼开次 井眼尺寸／ｍｍ 井段／ｍ 进尺／ｍ 地层岩性 钻井方式 备注

Ａｂｙｅｄ －１ %一开 ４４４ EE畅５
０ ～３４１ c３４１ 弿灰岩 空气

３４１ ～３７９ 媼３８ 弿砂岩 充气

井深 ３７９ ｍ 井漏失返，
变换成常规清水盲钻

Ａｂｙｅｄ －２ %
一开 ６６０ EE畅４

０ ～２６３ c２６３ 弿灰岩 空气

２６３ ～５８４ 媼３２１ 弿砂岩 稳定泡沫

砂岩地层尝试硬胶泡

沫，堵雾化泵
二开 ４４４ EE畅５ ６８９ ～７４７，９９２ ～１０２９ T９５ 弿泥岩 充气

三开 ３１１ EE畅２ ２０５４ ～２０６３ 吵９ 弿泥岩 充气

Ｒｅｅｍａ－１ +
一开 ６６０ EE畅４

０ ～２９６ c２９６ 弿灰岩 空气

２９６ ～４４７ 媼１５１ 弿砂岩 稳定泡沫

二开 ４４４ EE畅５ １２３１ ～１２８０ 吵４９ 弿泥岩、泥质灰岩 充气 充气盲钻 ４２ ｍ
三开 ３１１ EE畅２ １３３１ ～１４６５ 吵１３４ 弿泥岩、泥质灰岩 充气 充气盲钻 ７７ ｍ

现场配备 ５台空气压缩机组，最大排气量 ５０００
ＳＣＦＭ（１４２ ｍ３ ／ｍｉｎ），压力２５００ ｐｓｉ（１７畅２ ＭＰａ），１台
雾化泵，最大排液量 ６０ ＧＰＭ（０畅２３ ｍ３ ／ｍｉｎ），压力
１５００ ｐｓｉ（１０畅３ ＭＰａ）。

一开饱６６０畅４ ｍｍ井眼，灰岩地层用空气潜孔锤
钻进，５台空压机同时启动供气，现场实际观察，注
气量低于 ５６畅７ ｍ３ ／ｍｉｎ，携岩能力变差。 调整注气
量在 ８２畅１ ～９７畅７ ｍ３ ／ｍｉｎ 之间，钻压 ４０ ～６０ ｋＮ，转
速４０ ｒ／ｍｉｎ，空气钻井顺利，进尺２９６ ｍ，平均机械钻
速 １５畅１ ｍ／ｈ。 进入砂岩地层后，有憋跳钻现象，钻
速也明显变慢，显示空气锤与地层不匹配。 起钻换
牙轮钻头，采用泡沫钻井液，钻井参数：钻压 ２０ ～４０
ｋＮ，转速 １００ ｒ／ｍｉｎ，注气量７６畅５ ～１０２ ｍ３ ／ｍｉｎ，注气
压力 ３畅０ ～３畅６ ＭＰａ，基液注入量 ０畅１ ｍ３ ／ｍｉｎ，泡沫
体积百分数为 １畅０％～１畅５％，顺利钻完一开井深。
二开饱４４４畅５ ｍｍ井眼，钻完水泥塞和套管附件

进入新地层，钻井液密度 １畅０２ ｇ／ｃｍ３ ，无漏失，保持

此密度钻进至 １２３１ ｍ，遭遇失返性漏失，用触变性
水泥浆堵漏未成功，按设计转换成充气钻井液，基液
注入量 １畅２ ｍ３ ／ｍｉｎ，逐步提高空气注入量至 ７９畅３
ｍ３ ／ｍｉｎ，理论当量循环密度为 ０畅３１ ｇ／ｃｍ３ ，钻井液
和空气均未见返出，考虑到大排量注气对井壁的冲
刷作用，不利于井壁稳定，于是调整充气参数，空气
注入量降至 ５６畅６ ｍ３ ／ｍｉｎ，基液注入量保持不变，理
论当量循环密度提高至 ０畅５０ ｇ／ｃｍ３ ，强行盲钻。 为
获取岩样卡准地层，盲钻至井深 １２７３ ｍ决定起钻堵
漏，起钻前先后泵入 ２０ ｍ３ 堵漏浆和 １０ ｍ３ 高粘度

钻井液至漏失层，起下钻过程井壁稳定，井眼畅通。
多次堵漏后，常规钻井液仍完全漏失，采用充气钻井
液建立了循环，空气注入量 １７畅０ ｍ３ ／ｍｉｎ，基液注入
量１畅６ ｍ３ ／ｍｉｎ，循环当量密度为０畅８９ ｇ／ｃｍ３，继续钻
进至 １２８０ ｍ，顺利下入饱３３９畅７ ｍｍ套管。
三开饱３１１畅２ ｍｍ 井眼，充气钻井液钻井进尺

１３４ ｍ（井段 １３３１ ～１４６５ ｍ），其中盲钻井段为 １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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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８ ｍ，长 ７７ ｍ。

5　应用效果分析
１区块灰岩地层的机械钻速，常规钻井平均为

１畅５ ｍ／ｈ，空气钻井：Ａｂｙｅｄ－１井为１１畅２ ｍ／ｈ，Ａｂｙｅｄ
－２井为 １６ ｍ／ｈ，Ｒｅｅｍａ －１ 井 １５畅１ ｍ／ｈ。 以补心
高 １０ ｍ计算，３口井的灰岩平均厚度为 ２９０ ｍ，空气
钻井节约的纯钻进时间为 ６畅９８ ～７畅３０天，大幅度降
低了一开大尺寸井眼的钻井时间和钻井费用。

Ａｂｙｅｄ－１井灰岩以下地层采用常规钻井，井漏
非常频繁，钻井工作时常因此而中断：３４０ ～７３３ ｍ
砂岩地层无法建立循环，强行盲钻，漏失清水 ８６００
ｍ３ ，因供水不足，中间停钻等水 ２畅８ 天；井深 １０７７
ｍ，停钻堵漏用时 ８ 天，２００５ ～２４３８ ｍ 井段，每钻进
一个单根就需要泵入 ５ ～１０ ｍ３ 堵漏剂静止堵漏一

次。 Ａｂｙｅｄ－１井全井漏失清水和钻井液 １７３００ ｍ３ 。
综合运用空气、泡沫和充气钻井，缓解了 Ａｂｙｅｄ －２
井和 Ｒｅｅｍａ－１ 井的井漏，上部砂岩地层采用泡沫
钻井，没有发生漏失；下部井段采用充气钻井，避免
了渗透性漏失的发生；对于恶性漏失层，采用充气盲
钻，漏失量大大降低，与 Ａｂｙｅｄ－１井相比，平均单井
漏失量降低了 ７５％，钻井生产的连续性得到了保
障。

6　结论
（１）空气／泡沫钻井对灰岩地层机械钻速和砂

岩地层预防井漏都有很好的效果，此项技术的应用，
提高了也门 １区块表层大尺寸井眼的钻井时效，为
井身结构优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２）通过改进基液配方，制订完善技术措施，充
气钻井的应用逐步成熟。 对具有大裂缝的地层，充

气钻井虽然不能避免恶性漏失，但是由于其注液量
低，降低了对钻井液的依赖程度，停工等水现象得以
杜绝，保证了钻井生产的连续性。

（３）单一的空气、泡沫或充气技术不能解决也
门 １区块的钻井问题，综合运用气体钻井各项技术
是 １区块优快钻井的基础，各工艺之间的协调转换
是应用成功的关键，这对钻井生产的组织协调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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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２００９，（５）：５９ －６１．

［７］　陈升，王长生，杜家祥．也门 ３２ 区块空气泡沫钻井技术［ Ｊ］．钻
采工艺，２００２，２５（２）：３ －４．

［８］　崔卫华，侯绪田，郑清国，等．气体／泡沫钻井技术在也门砂岩
地层的应用［ Ｊ］．石油钻探技术，２００９，３７（４）：１０７ －１０９．

［９］　Ｙ．Ｒｏｊａｓ， Ｐ．Ｖｉｅｉｒａ， Ｍ．Ｂｏｒｒｅｌｌ， Ｊ．Ｂｌａｎｃｏ， Ｍ， ｅｔ ａｌ．Ｆｉｅｌｄ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ａｒ-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Ｆｏａｍ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ｅｒ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 Ｒ ］．Ｄａｌｌａｓ， Ｔｅｘａｓ， ＵＳＡ： ＩＡＤＣ／ＳＰ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２．

［１０］　Ａ．Ｍ．Ｆ．Ｌｏｕｒｅｎ ｏ，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Ａｎｄｒａｄｅ Ｊｒ．ｅｔ 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Ｓｏｌ-
ｉｄｓ-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Ａ-
ｅｒａｔ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Ｂａｓｅｄ-Ｆｌｕｉ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Ｒ］．Ｍｉａｍｉ，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ＵＳＡ：
ＩＡＤＣ／ＳＰ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６．

［１１］　王实其，彭大勇，陈兴明，等．恶性井漏与气层并存的清水强
钻技术［ Ｊ］．钻采工艺，１９９４，１７（４）：７３ －７７．

江西地勘基金项目 ２０１２ 年首批安排 ６６ 个
　　枟中国矿业报枠消息（２０１２ －０７ －２１）　２０１２ 年江西省第
一批 ６６个地勘基金项目近日部署完成，江西地勘基金投入 ２
亿元推进找矿突破。
据了解，这 ６６个地勘基金项目是重点围绕长江中下游、

钦杭、南岭、武夷山成矿带（江西段）和江西省 ３７个重点突破
区部署的。 主攻矿种为铜、铁、钨、铀、金、地热及特色非金属
等，力争新增一批矿产资源量，提交一批可供进一步勘查的
矿产地。
据悉，此次安排的 １３个煤矿项目，其中江西省莲花县小

江煤矿普查等 ９个项目预期新增煤资源量 ２亿 ｔ。 １２个铀矿
项目预期提交可供进一步勘查大型铀矿产地 ２ 处、中型铀矿
产地 ３处。 ３０个金属矿项目，其中江西省吉安金溪铁矿详查

已施工 ２７个钻孔，矿体平均厚度 ４２畅３２ ｍ，预期新增铁矿石
资源量 ３５００万 ｔ；江西省瑞昌市宝山－夫山铜多金属矿项目
已施工 １８个钻孔，累计完成钻探工作量 ８１８８ ｍ，发现了含铜
花岗闪长斑岩脉和铜矿体，并伴有金、银、钼矿化，具有寻找
大型斑岩铜矿的远景；江西省瑞金市南港矿区铜金属矿项目
已施工钻孔 １７个，累计完成钻探工作量 １７２８０畅３ ｍ，发现了
矽卡岩型和块状硫化物型铜、金矿体，预期新增铜资源量 ５０
万 ｔ；江西省浮梁县朱溪外围铜多金属矿项目已施工 ３ 个钻
孔，发现了厚大且品位较富的白钨多金属矿体，并伴有铜、锌
矿体，具有寻找大型以上钨矿床的资源潜力。 地热资源项目
８个，预期提交可供开发利用的地热田 ５处。 另外，此次还安
排了 ３个科研及非金属勘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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