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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 ７７区块处于生态环境脆弱的半沙漠半草原地区，采用丛式井开发方式，不仅可以加快产能建设，而且可
以降低钻井成本，保护环境，便于气田维护管理。 针对苏 ７７ 区块钻井存在的技术难点，根据地层自然增降斜及方
位漂移规律，从平台部署、井身轨迹剖面、钻具组合、ＰＤＣ钻头选型及钻井液体系及性能维护等方面进行优化，形成
了一套适应苏 ７７区块的丛式井优快钻井配套技术，有效地提高了机械钻速，缩短了钻井周期及平台建井周期，加
快了产能建设。 其中，苏 ７７ －６ －５井完钻井深 ３１６７ ｍ，钻井周期仅为 ９畅９８天，创造了整个苏里格气田定向井最短
钻井周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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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２０１１年，苏 ７７ 区块全面进入丛式井开发阶段，

为加快定向井钻井速度和丛式井开发步伐，尽早投
产，针对丛式井施工中地层研磨性强、井眼轨迹控制
难、钻井速度慢、钻井成本高的难题，从井身剖面优
化、钻头优选改进、井眼轨迹控制、钻井液体系应用
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和现场试验，形成了一套成熟
的钻井技术路线和优快钻井配套技术。

2　苏 ７７ 区块基本简况
2．1　钻遇地质分层及岩性描述

钻遇地层自下而上分为奥陶系马家沟组，石炭
系本溪组，二叠系太原组、山西组、石盒子组和石千
峰组，三叠系刘家沟组、和尚沟组、纸坊组和延长组，
侏罗系延安组、直罗组和安定组，白垩系洛河组。 主
要目的层为石盒子组的盒 ８ 段、山 １ 段及山 ２ 段。
地层分层及岩性情况如表 １所示。
2．2　井身结构

一开用饱３１１畅２ ｍｍ钻头钻至井深 ５００ ｍ左右，
下饱２４４畅５ ｍｍ 表层套管，封堵洛河组水层，水泥浆
返至地面。
二开用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钻头钻至完钻井深，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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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地质分层及岩性表

地　　层
界 系 统 组

岩　　　性　　　简　　　述

新生界 第四系 黄色亚粘土夹黄褐色、浅棕色砂质粘土及砾石层

中生界

白垩系

侏罗系

三叠系

志丹统

中统

下统

上统

中统

下统

安定组

直罗组

延安组

延长组

纸坊组

和尚沟组

刘家沟组

上部为棕红色、灰紫色砂岩夹灰绿色、暗紫色泥岩，下部为棕红色、浅红色块状中 ～粗粒砂岩，斜层理
十分发育

上部泥灰岩和砂岩互层，中部为紫红色泥岩，底部为灰黄色细砂岩
灰绿、紫红色泥岩与浅灰色砂岩互层，上部以灰绿色泥岩为主，向下砂岩增多，底部广泛发育一套厚层
块状含砾粗砂岩

深灰、灰黑色泥岩与灰白色中细粒厚层块状砂岩互层夹多层煤，底部为杂色泥岩夹灰白色中粗粒砂岩
上部为深灰、灰黑色泥岩夹浅灰色粉细砂岩及煤线，中部浅灰绿色中厚层块状砂岩夹灰色、深灰色泥
岩、灰黑色碳质页岩，下部为灰绿色、肉红色块状沸石质中粒长石砂岩夹暗灰绿色或紫红色泥岩
上部灰绿、棕紫色泥质岩夹灰绿色、灰紫色中厚层细砂岩，下部为灰绿色砂岩、砂砾岩
棕红、紫红色泥岩为主夹同色砂岩及含砾砂岩，砂岩自上而下逐渐变粗，局部含细砾岩
灰紫色、灰绿色、暗紫红色细 ～粗砂岩夹紫红色、棕红色砂质泥岩、泥岩，含灰质结核，底部含细砾岩

古生界 二叠系

上统

中统

下统

石千峰组

石盒子组

山西组

太原组

上部以棕红色含钙质结核泥岩为主，夹中厚层肉红色砂岩。 下部为肉红色块状砂岩夹棕红色泥岩、砂
质泥岩

上部以紫红、黄绿、灰色泥岩为主，夹绿灰、浅灰色细 ～中粒砂岩，下部以浅灰色、灰白色、灰绿色含砾
砂岩为主，夹棕灰色、深灰色泥质砂岩
深灰色、灰黑色砂质泥岩与灰白色中厚层砂岩互层，夹煤层及煤线
深灰色泥岩为主，夹碳质泥岩、煤层（臭煤）和灰色石英砂岩

饱１３９畅７ ｍｍ技术套管，水泥浆返至气层以上 ３００ ｍ
（２４００ ｍ左右），井口反挤水泥 ５００ ｍ。
2．3　井身剖面

采用“直－增－稳－降”型井身剖面，造斜点选
择在表层套管以下 ５０ ｍ 左右，减少上部直井段防
斜，克服直井段防斜与打快的矛盾；定向、增斜、稳
斜、降斜施工上提到上部可钻性较好的地层，下部可
钻性差的地层，利用地层自然降斜，采用常规钻具组
合，最大程度释放钻压，提高钻速。

同时考虑后续采气、修井等作业因素，最大井斜
角控制在 ３５°以内、造斜率控制在 ５°／３０ ｍ以内。

3　主要技术难点
（１）三叠系延长组至刘家沟组岩性变化大且含

砂砾岩，主要目的层石盒子组砂岩居多、含砾石，山西
组石英质砂岩，地层研磨性强，ＰＤＣ钻头磨损严重。

（２）二开长裸眼井段中，延安组、延长组岩性以
泥岩为主，且延长组夹层多易出井壁失稳。

（３）刘家沟组底部为区域漏失层，地层承压能
力低，易发生压力诱导性漏失。

（４）石千峰底部、石盒子组上部泥岩易坍塌，同
时石盒子组上部泥岩易泥包钻头。

（５）山西组、太原组、本溪组煤层发育，单层厚 １
～１０ ｍ，易坍塌。

（６）井眼轨迹控制井段长，地层漂移规律不清
楚，下部常规钻具控制井眼轨迹所需钻具组合及钻
进参数难以满足轨迹控制的需求。

4　丛式井优快钻井技术
4．1　丛式井平台部署优化

苏 ７７区块采用 ６００ ｍ×８００ ｍ 的井网，为达到
最大开发能力，一般钻井数量控制在 ７ 口井以内。
为减小防碰风险，各井口间距控制在 １０ ｍ，避免空
间交叉。 由于定向井钻井周期较长，尤其是位移超
过 ８００ ｍ的钻井周期更长，为提高钻井效率、缩短建
井周期，尽快投产，一个平台一台钻机井数控制在 ３
～４口井，５ 口井以上采用一个平台、２ 台钻机同时
施工，如图 １、图 ２ 所示。 为缩短建井周期，采取钻
机整拖缩短搬安时间，完井搬安最短 ３天，大大缩短
了建井周期。
4．2　丛式定向井剖面优化及轨迹控制技术

通过实钻验证，逐步掌握了苏 ７７区块复合钻进

图 １　一部钻机单排施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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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两部钻机双排施工排列示意

过程中地层增降斜以及方位变化的规律（见表 ２）。
4．2．1　位移 ６００ ｍ定向井井身轨迹的优化

根据苏 ７７ 区块地层增降斜和方位漂移轨迹，
６００ ｍ以内定向井位移相对较小，控制段较短。初

表 ２　地层增降斜及方位变化规律

地层
井斜变化率

／〔（°）· （３０ ｍ） －１〕
方位变化率

／〔（°）· （３０ ｍ） －１〕
变化规律

直罗组 ０   畅１５ ～０  畅３ －０ 汉汉畅１５ ～－１ �畅９５ 增斜、降方位
延安组 －０   畅９ ～－１ 1畅４５ －０   畅１５ ～０ 降斜、降方位
延长组 －０ >>畅１５ ～０ 0畅３ －０ 汉汉畅１５ ～－０ �畅２５ 降方位，井斜

时增时降

纸坊组 －０ ))畅６ ～－０ E畅９ －０   畅１５ ～０ 降斜、降方位
和尚沟组 －０ ))畅６ ～－０ E畅９ ０ 忖忖畅３ ～０ �畅９ 降斜、增方位
刘家沟组 －０ ))畅６ ～－０ E畅９ ０ 忖忖畅６ ～０ �畅９ 降斜、增方位
石千峰组 －０ ))畅３ ～－０ E畅７ ０ 忖忖畅６ ～０ �畅９ 降斜、增方位
石盒子组 －０   畅２３ ～－０ E畅４５ １ 挝挝畅２ ～１ 槝畅７９ 降斜、增方位

始角设定 １００ ｍ 井段定向到 １０°左右，复合钻进至
９００ ｍ左右井斜控制在 ２１°左右，设计稳斜至延长中
部 １６５０ ｍ左右开始降斜，至井深 ２２００ ｍ 井斜降至
７°左右。 下部井段利用常规光钻铤钻具组合，降斜
率 ０畅５°／３０ ｍ以内。 位移 ６００ ｍ定向井优化后的井
眼轨迹如表 ３所示。

表 ３　位移 ６００ ｍ 定向井优化后的井眼轨迹
井段 井深／ｍ 段长／ｍ 井斜角

／（°）
方位角
／（°）

垂深
／ｍ

Ｎ（ ＋）／Ｓ（ －）
坐标／ｍ

Ｅ（ ＋）／Ｗ（ －）
坐标／ｍ

水平位移
／ｍ

造斜率／〔（°）·
（３０ ｍ） －１〕

直井段 ５５０ **畅００ ５５０ 照照畅００ ０ 　 ２６１ 贩贩畅４４ ５５０ ii畅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造斜段 ６５０ **畅００ １００ 照照畅００ １０ 55畅００ ２６１ 贩贩畅４４ ６４９ ii畅４９ －１ UU畅３０ －８ ЁЁ畅６１ ８ jj畅７０ ３ 洓洓畅００
微增斜段 ９００ **畅００ ２５０ 照照畅００ ２１ 55畅５７ ２６１ 贩贩畅４４ ８８９ ii畅６６ －１１ UU畅４０ －７５ ЁЁ畅７４ ７６ jj畅６０ １ 洓洓畅３９
稳斜段 １７００ **畅００ ８００ 照照畅００ ２１ 55畅５７ ２６１ 贩贩畅４４ １６３３ ii畅６４ －５５ UU畅１８ －３６６ ЁЁ畅５７ ３７０ jj畅７０ ０ 　
降斜段 ２２００ **畅００ ５００ 照照畅００ ８ 55畅００ ２６１ 贩贩畅４４ ２１１５ ii畅９５ －７４ UU畅１２ －４９２ ЁЁ畅４５ ４９７ jj畅９９ －０ 洓洓畅８１
微降斜段 靶点 １  ２９６２ **畅５２ ７６２ 照照畅５２ ０ 　 ２６１ 贩贩畅４４ ２８７６ ii畅００ －８２ UU畅００ －５４５ ЁЁ畅００ ５５１ jj畅１３ －０ 洓洓畅３１
井底 靶点 ２  ３２３２ **畅５２ ２７０ 照照畅００ ０ 　 ０ 贩３１４６ ii畅００ －８２ UU畅００ －５４５ ЁЁ畅００ ５５１ jj畅１３ ０ 　

4．2．2　位移 ８００ ｍ定向井井眼轨道优化
根据苏 ７７区块地层增降斜和方位漂移轨迹，８００

ｍ定向井位移相对较大，控制段较长。 初始角设定
１００ ｍ井段定向到 １５°左右，复合钻进至 ９００ ｍ左右

井斜控制在 ２７°左右，设计稳斜至延长中部 １８００ ｍ
开始降斜，至井深 ２２００ ｍ井斜降至 １８°。 下部井段
利用常规光钻铤钻具组合，降斜率 ０畅６°／３０ ｍ。 位
移 ８００ ｍ定向井优化后的井眼轨迹如表 ４所示。

表 ４　位移 ８００ ｍ 定向井优化后的井眼轨迹表
井段 井深／ｍ 段长／ｍ 井斜角

／（°）
方位角
／（°）

垂深
／ｍ

Ｎ（ ＋）／Ｓ（ －）
坐标／ｍ

Ｅ（ ＋）／Ｗ（ －）
坐标／ｍ

水平位移
／ｍ

造斜率／〔（°）·
（３０ ｍ） －１〕

直井段 ４５０ **畅００ ０ 　 ０ 　 １６０ 贩贩畅０７ ４５０ ii畅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造斜段 ６１０ **畅００ １６０ 刎刎畅００ １６ 55畅００ １６０ 贩贩畅０７ ６０７ ii畅９３ －２０ ii畅８７ ７ ~~畅５７ ２２ jj畅２０ ３ 洓洓畅００
稳斜段 ９００ **畅００ ２９０ 刎刎畅００ ２７ 55畅４５ １６０ 贩贩畅０７ ８７６ ii畅８８ －１２１ ii畅６１ ４４ ~~畅１０ １２９ jj畅３６ １ 洓洓畅１８
微增斜段 １８４６ **畅８５ ９４６ 刎刎畅８５ ２７ 55畅４５ １６０ 贩贩畅０７ １７１７ ii畅１３ －５３１ ii畅９５ １９２ ~~畅８８ ５６５ jj畅８３ ０ 　
降斜段 ２２０１ **畅２２ ３５４ 刎刎畅３７ １８ 55畅００ １６０ 贩贩畅０７ ２０４３ ii畅６２ －６６０ ii畅５０ ２３９ ~~畅４９ ７０２ jj畅５８ －０ 洓洓畅８０
微降斜段 靶点 １  ２９７８ **畅３２ ７７７ 刎刎畅１０ ０ 　 １６０ 贩贩畅０７ ２８０８ ii畅００ －７７４ ii畅２９ ２８０ ~~畅８１ ８２３ jj畅６４ －０ 洓洓畅６９
井底 靶点 ２  ３２３７ **畅３２ ２５９ 刎刎畅００ ０ 　 １６０ 贩贩畅０７ ３０６７ ii畅００ －７７４ ii畅２９ ２８０ ~~畅８１ ８２３ jj畅６４ ０ 　

4．3　井身轨迹控制技术
4．3．1　钻具组合（见表 ５）

苏 ７７区块地层研磨性较强，引用低速螺杆缓解
钻头快速磨损问题，减小对 ＰＤＣ 的磨损，提高 ＰＤＣ
钻头＋螺杆钻具的使用效率。
4．3．2　井身轨迹控制技术

（１）一开直井段主要是防斜打直打快。 设备安
装时天车、大钩、井口三点一线轴线偏差 ＜１０ ｍｍ；
在钻进过程，采用大排量（４５ Ｌ／ｓ 以上）、高转速
（１００ ｒ／ｍｉｎ以上）、低钻压（４０ ～６０ ｋＮ）吊打钻进，
确保一开井段打直，防止起步井斜，控制井斜角在
１°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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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定向井钻具组合及钻井参数

开钻
次序

钻井井段 钻具组合
钻压
／ｋＮ

转速

／（ ｒ· ｍｉｎ －１ ）
备　注

二开

直井段、增斜段、
微增段、降斜段

饱２１５ 觋觋畅９ ｍｍ ＰＤＣ 钻头 ＋饱１７２ ｍｍ 螺杆（１°或 １ 厖畅２５°） ＋饱２１０ ～２１２ ｍｍ 稳定
器 ＋饱１６５ ｍｍ ＭＷＤ 短节 ＋饱１５８ �畅８ ｍｍ 无磁钻铤（１ 根） ＋饱１５８ 揶畅８ ｍｍ 钻铤
（９ ～１２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钻杆 ＋１３３ 哌畅４ ｍｍ 方钻杆

４０ ～１２０ ４５ ～６０ “四合一 ”
钻具组合

降斜段 饱２１５ 觋觋畅９ ｍｍ ＰＤＣ 钻头 ＋饱１６２ ｍｍ 箭型回压阀 ＋饱１５８ 档畅８ ｍｍ 无磁钻铤 （１
根） ＋饱１５８ 靠畅８ ｍｍ钻铤（９ ～１２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钻杆 ＋１３３ �畅４ ｍｍ 方钻杆

６０ ～１００ ６０ ～７５

（２）二开直井段采用低钻压（４０ ～５０ ｋＮ）轻压
复合钻进，严格控制井斜在 １°内。

（３）造斜段滑动钻进井斜增至设计初始井斜角
后，采用 ４０ ～６０ ｋＮ 钻压复合钻进，因延安组降井
斜、降方位，若井斜、方位降得过多，及时滑动钻进调
整对准靶心，同时增大井斜角至设计井斜角。

（４）钻至延长组中部左右利用滑动钻进全力降
井斜，待整个井眼形成降斜趋势后使用复合钻进提
高钻进效率。 因延长组降方位，调整方位比设计方
位大 ２°，若复合钻进井斜不降或增加，应及时滑动
钻进调整。

（５）复合钻进至井深 ２２００ ｍ左右开始下入光钻
铤钻具，因纸坊组、和尚沟组和刘家沟组增方位，井深
２２００ ｍ以前滑动钻进调整方位比设计方位小 ２°。
4．4　ＰＤＣ钻头优选

由岩石力学特性剖面（图 ３）可以看出，总体上
该区纵向上钻遇地层的抗钻特性均较高，结合苏 ７７
区块三叠系延长组至刘家沟组岩性变化大且含砂砾

岩，石盒子组砂岩居多、含砾石，地层研磨性强等特
点，考虑定向时工具面的稳定性，选用 ５ 刀翼、双排
齿（主副齿）的 ＰＤＣ钻头，以提高钻头的抗冲击性和
耐磨性，减少边齿的磨损，同时提高钻头的稳定性。

图 ３　岩石力学特性剖面

针对研磨性强地层，ＰＤＣ 钻头采用较高钻压、
较低转速，钻压控制在 ８０ ～１２０ ｋＮ，转速 ６０ ～８０ ｒ／
ｍｉｎ，排量 ３０ Ｌ／ｓ，充分清洗井底，快速携带岩屑，减
少重复破碎对钻头的磨损。 在延长组等含砾石易憋
跳的层位，适当降低转速及钻压以防止冲击造成
ＰＤＣ钻头切削齿破坏。
4．5　钻井液技术
4．5．1　二开至石千峰组顶部井段
4．5．1．1　钻井液体系

清水 ＋聚合物体系。 配方为：清水 ＋０畅２％
Ｎａ２ＣＯ３ ＋０畅１％ ～０畅３％ＮａＯＨ ＋０畅３％ ～０畅５％Ｋ －

ＰＡＭ＋１％～２％润滑剂。
4．5．1．2　钻井液配制及维护

（１）采用大池地面循环，充分沉降钻井液中的
固相，密度控制在 １畅０２ ～１畅０８ ｇ／ｃｍ３ ，粘度控制在
２８ ～５５ ｓ。

（２）采用 Ｋ－ＰＡＭ处理剂保持钻井液有足够的
抑制和絮凝能力，有效预防延安组、延长组泥岩缩
径、钻头泥包。

（３）井深 １５００ ｍ左右随着井斜角的增大，托压
明显，加大润滑剂的含量至 ２％，减小托压。

（４）刘家沟组为区域漏层，地层承压能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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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降低钻井液密度，提高钻井液粘度。 同时钻进
过程中开泵平稳，控制起下钻速度，避免因压力“激
动”压漏地层。

（５）确保起下钻顺利，每次起钻前用稠胶液或
膨润土浆清扫井底。
4．5．2　石千峰组至完井井段
4．5．2．1　钻井液体系

聚磺钻井液体系。 配方为：３％ ～５％坂土 ＋
０畅２％Ｎａ２ＣＯ３ ＋０畅１％～０畅３％ＮａＯＨ＋０畅４％ ～０畅６％
ＭＡＮ１０１ ＋１畅５％ ～２％ＳＭＰ －１ 粉 ＋１％ ～３％磺化
沥青干粉＋１％～２％润滑剂。
4．5．2．2　钻井液配制及维护

（１）石千峰组的大段硬脆性泥页岩易垮塌掉
块，可逐渐加入充分预水化的膨润土浆，转化为低固
相、低失水聚磺钻井完井液体系。

（２）采用地面罐循环，钻井液中加入足量的膨
润土、ＣＭＣ 和抑制防塌剂等，密度控制在 １畅０８ ｇ／
ｃｍ３ 以内，粘度控制在 ３２ ～５０ ｓ。

（３）因山西组存在多套煤系地层，进入煤层前
３０ ｍ，加大抑制防塌剂的含量，确保顺利钻穿煤层。

（４）钻进过程中按比例配制胶液以细水常流的
办法补充维护钻井液，避免钻井液性能波动过大。

（５）认真使用好四级固控设备，将固相颗粒对
气层的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

5　丛式井实施效果
通过对 ＰＤＣ钻头的优选，钻具组合及井眼轨迹

剖面的优化，２０１１ 年苏 ７７ 区块完钻 ５０ 口定向井，
平均井深 ３２１３畅５０ ｍ，平均钻井周期 １６畅９２ 天，其
中，２２口井钻井周期在 １５ 天以内，平均全井机械钻
速 １３畅９４ ｍ／ｈ，与 ２０１０年相比钻井周期缩短了 ４畅２５
天，完井周期缩短了 ４畅２４ 天，平均机械钻速提高了
１２畅４４％。 其中苏 ７７ －６ －５ 井完钻井深 ３１６７ ｍ，钻
井周期仅为 ９畅９８天，创造了整个苏里格气田的最短
钻井周期记录。 从式井实施效果见表 ６。
通过优选 ＰＤＣ 钻头及低速螺杆、优化钻进参

数，２０１１年完钻的 ５０口定向井中有 ２０ 口井实现了
二开两趟钻完钻（见表 ７），减少了提下钻次数，缩短
了钻井周期。

6　结论与认识
（１）通过对丛式井优快钻井技术的研究与应

用，苏 ７７区块钻井周期有了明显提高，加快了丛式
井投产步伐。

表 ６　定向井钻井技术经济指标情况

井号 井深／ｍ 钻井时间
／ｄ

完井周期
／ｄ

钻井月速度
／ｍ

纯钻时间
／ｈ

机械钻速

／（ｍ· ｈ －１）
位移
／ｍ

最大井斜角
／（°）

苏 ７７ －６ －５ 换３１６７ 　　畅００ ９ hh畅９８ １４ QQ畅５０ ６５５２ 帋帋畅００ １５９ 弿弿畅１３ １９ 悙悙畅９０ ６９６ 悙悙畅３５ ２２ 敂敂畅４８
苏 ７７ －７ －１１ 沣３１７０ 　　畅００ １１ hh畅１３ １４ QQ畅１３ ８５４８ 帋帋畅００ １７６ 弿弿畅０８ １８ 悙悙畅００ ６０５ 悙悙畅２４ ２２ 敂敂畅５０
苏 ７７ －２３ －３８  ３３００ 　　畅００ １１ hh畅２５ １３ QQ畅２５ ７４７２ 帋帋畅００ １６１ 弿弿畅００ ２０ 悙悙畅５０ ４６４ 悙悙畅５５ １９ 敂敂畅５７
苏 ７７ －３ －１２ 沣３１７５ 　　畅００ １２ hh畅２６ １４ QQ畅２６ ６６８０ 帋帋畅００ １１８ 弿弿畅００ ２６ 悙悙畅９１ ６０６ 悙悙畅７２ ２５ 敂敂畅３０
苏 ７７ －９ －４ 换３１７３ 　　畅００ １２ hh畅４０ １４ QQ畅３３ ６６４１ 帋帋畅００ ２１１ 弿弿畅５０ １５ 悙悙畅００ ６０８ 悙悙畅８７ ２４ 敂敂畅３４
苏 ７７ －７ －１８ 沣３１４６ 　　畅００ １２ hh畅６７ １６ QQ畅２１ ５８２３ 帋帋畅００ １８７ 弿弿畅５２ １６ 悙悙畅７８ ３７５ 悙悙畅３８ １９ 敂敂畅８６
苏 ７７ －３ －１０ 沣３１８９ 　　畅００ １２ hh畅６７ １４ QQ畅７９ ６４６８ 帋帋畅００ １５８ 弿弿畅５０ ２０ 悙悙畅１２ ６２６ 悙悙畅４０ ２３ 敂敂畅９５
苏 ７７ －９ －６ 换３１５４ 　　畅００ １２ hh畅７７ １６ QQ畅２５ ５８２３ 帋帋畅００ １５２ 弿弿畅７５ ２０ 悙悙畅６５ ５１８ 悙悙畅０２ ２２ 敂敂畅５９
苏 ７７ －２３ －１５  ３１４０ 　　畅００ １３ hh畅３３ １６ QQ畅８８ ７０６５ 帋帋畅００ １９４ 弿弿畅７０ １６ 悙悙畅１３ ５９２ 悙悙畅１２ ２０ 敂敂畅８３
苏 ７７ －３６ －３１  ３２３６ 　　畅００ １３ hh畅３８ １５ QQ畅９４ ６０８９ 帋帋畅００ １８０ 弿弿畅２２ １７ 悙悙畅９６ ５６５ 悙悙畅９３ １９ 敂敂畅７０
苏 ７７ －５ －５ 换３１５０ 　　畅００ １３ hh畅４０ １６ QQ畅７３ ５６４９ 帋帋畅００ １６８ 弿弿畅６２ １８ 悙悙畅６８ ５５１ 悙悙畅１５ ２０ 敂敂畅７２
苏 ７７ －３５ －３３  ３２５５ 　　畅００ １３ hh畅４２ １６ QQ畅４６ ７２７８ 帋帋畅００ １９８ 弿弿畅１８ １６ 悙悙畅４２ ７０７ 悙悙畅４９ ２６ 敂敂畅１０
苏 ７７ －２３ －３６  ３３６０ 　　畅００ １３ hh畅５０ １５ QQ畅７１ ６４１７ 帋帋畅００ １７９ 弿弿畅００ １８ 悙悙畅７７ ６０８ 悙悙畅８７ ２２ 敂敂畅００
苏 ７７ －６ －６ 换３１９２ 　　畅００ １３ hh畅５４ １５ QQ畅７１ ６０９６ 帋帋畅００ １６８ 弿弿畅００ １９ 悙悙畅００ ７５４ 悙悙畅８６ ２５ 敂敂畅４７
苏 ７７ －５ －７ 换３１６０ 　　畅００ １３ hh畅７５ １６ QQ畅９６ ５５９０ 帋帋畅００ ２２４ 弿弿畅２５ １４ 悙悙畅０９ ５４９ 悙悙畅３２ ２３ 敂敂畅５５
苏 ７７ －１８ －３３  ３２６５ 　　畅００ １４ hh畅００ ０ Q６９９６ 帋帋畅００ １９０ 弿弿畅５０ １７ 悙悙畅１４ ６０８ 悙悙畅９１ ２２ 敂敂畅００
苏 ７７ －１０ －８ 沣３１７０ 　　畅００ １４ hh畅１９ ２０ QQ畅９２ ４５４７ 帋帋畅００ １６５ 弿弿畅４５ １９ 悙悙畅１６ ６８６ 悙悙畅５５ ２１ 敂敂畅８４
苏 ７７ －２１ －３２  ３２７２ 　　畅００ １４ hh畅４２ ０ Q６８０９ 帋帋畅００ ２０１ 弿弿畅７５ １６ 悙悙畅２２ ５８１ 悙悙畅９５ ２１ 敂敂畅００
苏 ７７ －５ －４ 换３２６６ 　　畅００ １４ hh畅５２ ２１ QQ畅６８ ４５１９ 帋帋畅００ ２０１ 弿弿畅６３ １６ 悙悙畅２０ ８６２ 悙悙畅７３ ３２ 敂敂畅４６
苏 ７７ －１８ －３４  ３２９５ 　　畅００ １４ hh畅８１ ２２ QQ畅３９ ６６７７ 帋帋畅００ ２２５ 弿弿畅７２ １４ 悙悙畅６０ ５８３ 悙悙畅５６ ２１ 敂敂畅８８
苏 ７７ －２１ －３６  ３３０８ 　　畅００ １４ hh畅８３ ２０ QQ畅５８ ６６９０ 帋帋畅００ １５３ 弿弿畅１７ ２１ 悙悙畅６０ ５９５ 悙悙畅０７ ２１ 敂敂畅８０
苏 ７７ －６ －１０ 沣３１４７ 　　畅００ １４ hh畅９５ １６ QQ畅９８ ５５６０ 帋帋畅００ １９７ 弿弿畅９７ １５ 悙悙畅９０ ６１２ 悙悙畅６１ １７ 敂敂畅２０
２０１１ 年平均 ３２１３ 　　畅５０ １６ hh畅９２ ２１ QQ畅２５ ４９８９ 帋帋畅００ ２３０ 弿弿畅５６ １４ 悙悙畅９４ ６７２ 悙悙畅９４ ２４ 敂敂畅３０
２０１０ 年平均 ３１６６ 　　畅３３ ２１ hh畅１７ ２５ QQ畅４９ ４３５４ 帋帋畅００ ２３８ 弿弿畅７６ １３ 悙悙畅２６ ５１１ 悙悙畅５７ ２０ 敂敂畅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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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二开钻头使用情况

井号 钻头型号 井段／ｍ 进尺／ｍ 纯钻时间／ｈ 机械钻速／（ｍ· ｈ －１ ）

苏 ７７ －６ －５ 滗Ｍ１９５２ＦＣ ５０２ ～２２４６ ┅１７４４ M７０ 趑２４   畅９１
Ｓ１９５１Ｇ ２２４６ ～３１６８ 亖亖畅１７ ９２２ NN畅１７ ４７ 趑１９   畅６２

苏 ７７ －７ －１１  Ｍ１９５２ＦＣ ５１６ ～２３００ ┅１７８４ M９７ 趑１８   畅３９
Ｓ１９５１Ｇ ２３００ ～３１７０ 浇８７０ N６３ 趑趑畅３３ １３   畅７４

苏 ７７ －２３ －３８ 4Ｍ３５５６ＳＤ ４０１ ～２３５２ mm畅２２ １９５１ MM畅２２ １２２ 篌１５   畅９９
ＨＴ２５６５Ｄ ２３５２ 弿弿畅２２ ～３１７３ ８２０ NN畅７８ ７３ 趑１１   畅２４

苏 ７７ －８ －４ 滗Ｓ１５１Ｇ ５００ ～２４４４ mm畅８６ １９４４ MM畅８６ ８２ 趑趑畅０３ ２３   畅７１
Ｓ１５１Ｇ ２４４４ 弿弿畅８６ ～３０９０ ６４５ NN畅１４ ７１ 趑趑畅６８ ９  

苏 ７７ －９ －４ 滗Ｍ３５５６ＳＤ ４０１ ～２３５２ mm畅２２ １９５１ MM畅２２ １３６ 篌篌畅１７ １４   畅３３
ＨＴ２５６５Ｄ ２３５２ 弿弿畅２２ ～３１７３ ８２０ NN畅７８ ６７ 趑１２   畅２５

苏 ７７ －５ －７ 滗Ｍ１９５２ＦＣ ４０１ ～１８６８ mm畅６７ １４６７ MM畅６７ ５４ 趑２７   畅１８
Ｓ１９５１Ｇ １８６８ 弿弿畅６７ ～３１６０ １２９１ MM畅３３ １５０ 篌篌畅６８ ８   畅５７

苏 ７７ －９ －６ 滗Ｐ３５１９ＬＺ －ＡＢ ５０１ ～２３８４ ┅１８８３ M９５ 趑趑畅７５ １９   畅６７
Ｐ３５１９ＬＺ －ＡＢ ２３８４ ～３１５４ 浇７７０ N４３ 趑趑畅３３ １７   畅７７

苏 ７７ －５ －４ 滗ＢＲ６５５Ｂ ５０５ ～２３００ ┅１７９５ M５８ 趑３０   畅９５
ＢＲ１９５５ＣＢ ２３００ ～３２６６ 浇９６６ N７３ 趑１３   畅２３

苏 ７７ －１８ －３４ 4Ｓ１９５１Ｇ ５０７ ～２４２１ mm畅５２ １９１４ MM畅５２ ９０ 趑趑畅９９ ２１   畅０４
Ｍ１９５２ＦＣ ２４２１ 弿弿畅５２ ～３２９５ ８７３ NN畅４８ １１５ 篌篌畅２３ ７   畅５８

苏 ７７ －１０ －４  Ｍ３５５６ＳＤ ４０１ ～２１０４ mm畅６３ １７０３ MM畅６３ ８６ 趑趑畅５ １９   畅７０
ＨＴ２５６５Ｄ ２１０４ 弿弿畅６３ ～３１９０ １０８５ MM畅３７ ９８ 趑１１   畅０８

（２）根据苏 ７７ 区块地层自然增降斜及方位漂
移规律，优化后的井身轨迹剖面及控制技术，满足了
苏 ７７ 区优快钻进的需求。

（３）“四合一”钻具在上部地层可以实现防斜打
直、定向、增斜、稳斜钻进，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下
部采用常规光钻铤钻具能够满足降斜，同时有效地
解放了钻压，提高了机械钻速。

（４）五刀翼、双排齿 ＰＤＣ 钻头配合低速螺杆适
合苏 ７７ 区块研磨性较强地层，二开“两趟钻”技术，
减少了提下钻次数，有效地缩短了钻井周期。

（５）上部采用清水聚合物钻井液体系，下部采
用聚磺钻井液体系，能够满足井壁稳定的需求，有效
地抑制泥岩垮塌，同时降低了钻井液成本。

（６）在满足井壁稳定的情况下，增加钻井液润
滑性，可以有效地降低钻具在钻进过程中的扭矩和
摩阻，从而降低地层对钻具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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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地矿局加速推进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枟中国矿业报枠消息（２０１２ －０８ －０４）　福建地矿局日前
要求局属地勘单位，发挥好地质找矿主力军的作用，全力以
赴推进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贯彻落实已获通过的枟福建省找
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方案（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年）枠，确保“３５８”阶
段性目标的实现。
据悉，２０１２年年初，该局确定年内提交 ２ 处大型、５ 处中

型可供开发的金属矿产地和 ２ 处可供开发的大型水泥用灰
岩矿产地。 上半年，该局共安排新立、续作、延续项目近 １９０
个，落实总经费超过 ２畅６ 亿元。 经过半年来的努力，该局提

交了 ３处矿产地，新增了钨、钼、铜、铅、锌、银等 ６ 种矿产的
资源量。

为确保全年找矿目标的实现，该局要求各地勘单位加快
工作进度，加强地质与钻探工作的配合，加快若干个重点矿
区的找矿工作；认真落实好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加强寿山
石、高岭土、瓷土、水泥用灰岩等非金属矿产的勘查工作，提
供一批可供进一步工作的矿产地。 同时要组织实施好本年
度各类地质科研项目，并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相关研究所实施
好合作项目，服务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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