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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鄂北工区大牛地气田的持续建产，水平井规模应用已成为气田开发的重点技术。 但由于地层岩性变
化、可钻性差异，泥岩稳定性，低破裂压力层段漏失，钻井液润滑和携岩能力，岩屑床的清除，以及钻遇泥岩煤层发
生坍塌掉块等问题和不可控因素，对水平井钻井提速提效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系统分析了影响水平井提速提效的
“瓶颈”问题，提出较为完善的技术方案，以实现水平井施工安全、快速、高效钻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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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约鄂北工区水平井提速提效的因素
1．1　地质因素

鄂北区块钻遇地层自上而下岩性变化大，岩石
可钻性差异大，机械钻速低，复杂情况多，施工周期
长，影响钻井速度和井下安全。

（１）第四系和白垩系地层易坍塌和漏失。
（２）白恶系二马营组以上地层易斜。
（３）侏罗系安定、直罗泥页岩易水化膨胀，形成

缩径，引起卡阻复杂情况。
（４）侏罗系延安、延长组砂岩易发生缩颈性卡

钻和渗漏。
（５）三叠系和尚沟、刘家沟组存在低破裂压力

层段，地层破裂压力梯度当量密度 １畅３ ～１畅４ ｇ／ｃｍ３ 。
石炭二叠系的部分煤层和煤系地层存在低破裂压力

层段（１畅３５ ～１畅４０ ｇ／ｃｍ３ ），易发生井漏复杂情况。
（６）二叠系石千峰和上石盒子组地层不稳定，

泥页岩易剥落、坍塌、掉块。 泥、页岩的分散、水化、
剥落是井壁失稳的主要原因。

（７）二叠系山西组、石炭系太原组煤层、泥岩易

发生坍塌，砂岩石英含量高（部分可达 ８０％以上）研
磨性极强，可钻性差。

（８）石炭系本溪组含铁质结核，奥陶系马家沟
组云岩、灰岩可钻性差，易发生钙侵和漏失。
1．2　鄂北工区水平井施工难点
1．2．1　一开阶段施工“瓶颈”与难点

（１）第四系散砂层坍塌卡钻。
（２）井斜超标。
（３）表层套管下入困难。

1．2．2　二开上直井段“瓶颈”与难点
（１）ＰＤＣ钻头的早期损坏。
（２）井斜超标，正位移过大，缩短斜井段靶前位

移。
（３）泥浆密度过高，影响钻井效率。

1．2．3　二开斜井段“瓶颈”与难点
（１）钻井参数不合理达不到单弯螺杆理想的造

斜率。 钻压大，转速低，增斜率高，反之，增斜率则
低。

（２）钻井液润滑性差，引起滑动钻进时，钻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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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壁摩擦产生的轴向摩阻和钻井液的吸附产生严重

托压现象。
（３）钻进上石盒子组泥岩时，钻井液密度未能

及时平衡地层压力，使泥岩段井壁失稳。
（４）ＰＤＣ造斜钻头效果不明显，需进一步研究。

1．2．4　水平井段“瓶颈”与难点
（１）钻遇泥岩、煤层，井壁失稳。
（２）水平井钻井液携岩差，形成岩屑床。
（３）润滑性不好、摩阻大、托压严重，钻进效率

低。

2　水平井提速提效技术方案
2．1　一开井段（约 ４００ ｍ）
2．1．1　钻头

选择饱３１１畅２ ｍｍ江汉产 ＧＡ１１４牙轮钻头。
2．1．2　钻具组合

饱３１１畅２ ｍｍ牙轮＋饱２０３ ｍｍ ＤＣ×３ ＋饱１７８ ｍｍ
ＤＣ×２ ＋饱１５９ ｍｍ ＤＣ ×１２ ＋饱１２７ ｍｍ ＨＷＤＰ ＋
饱１２７ ｍｍ ＤＰ串。
2．1．3　钻井参数

饱２０３ ｍｍ ＤＣ入井时采用 ０ ～１０ ｋＮ钻压，以水
力冲击和旋转为主，转速 ８０ ～６０ ｒ／ｍｉｎ；饱１７８ ｍｍ
ＤＣ和饱１５９ ｍｍ ＤＣ入井时每根加压 ５ ～８ ｋＮ，逐步
加压至 １６０ ｋＮ，转盘转速１００ ～１２０ ｒ／ｍｉｎ，钻井排量
４０ ～４５ Ｌ／ｓ。
2．1．4　一开重点技术措施

（１）使用大排量钻进（４５ Ｌ／ｓ），使用预水化膨
润土浆；

（２）每钻进 １００ ～１５０ ｍ 时测斜一次，发现异常
及时纠斜并加密测点。
2．2　二开上直井段（约 ２２００ ｍ）
2．2．1　钻头

选择 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ＰＤＣ 钻头 （ ＧＤ１６０５Ｔ 或
Ｍ１６５５ＦＣ）。
2．2．2　钻具组合及钻井参数

（１） 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ＰＤＣ 钻头 ＋饱１７２ ｍｍ １°或
１畅２５°单弯螺杆＋饱２１４ ｍｍ扶正器＋饱１７２ ｍｍ无磁
ＤＣ×１ ＋饱１５９ ｍｍ ＤＣ ×１２ ＋饱１２７ ｍｍ ＨＷＤＰ ×１５
＋饱１２７ ｍｍ ＤＰ串（４０１ ～１５００ ｍ）。
钻压 ４０ ～８０ ｋＮ，转速螺杆＋４５ ～５０ ｒ／ｍｉｎ，排

量 ３０ Ｌ／ｓ，泵压 １０ ＭＰａ以上。
钻遇含砾岩层钻井参数：钻压 ３０ ｋＮ以内，转速

调低，排量 １８ Ｌ／ｓ左右。
（２）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钻头 ＋饱１７２ ｍｍ 无磁 ×１ ＋

饱１７８ ｍｍ ＤＣ ×２ ＋饱１５９ ｍｍ ＤＣ ×１０ ＋饱１２７ ｍｍ
ＨＷＤＰ×１５ ＋饱１２７ ｍｍ ＤＰ串（１５００ ～２２００ ｍ）。
钻井参数：钻压 ６ ～１４ ｋＮ，转速 ７５ ～８５ ｒ／ｍｉｎ，

排量 ３０ Ｌ／ｓ。
2．2．3　上直井段重点技术措施

（１）使用螺杆＋ＰＤＣ 钻具复合钻进，在上部井
段实现快速钻井。

（２）控制好钻井液密度，１５００ ｍ 之前 １畅０５ ｇ／
ｃｍ３，２２００ ｍ之前 １畅０７ ｇ／ｃｍ３ 。
2．3　二开斜井段（造斜率 ４畅９５°／３０ ｍ）
2．3．1　钻头

选用牙轮钻头或 ＰＤＣ钻头。
2．3．2　钻具组合

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钻头 ＋饱１７２ ｍｍ １畅５°单弯螺杆 ＋
饱１７８ ｍｍ ＭＷＤ无磁循环短节×１ ＋饱１７２ ｍｍ 无磁
ＤＣ×１ ＋饱１５９ ｍｍ无磁转换接头×１ ＋饱１２７ ｍｍ无
磁承压 ＤＰ×１ ＋饱１２７ ｍｍ ＨＷＤＰ＋饱１２７ ｍｍ ＤＰ串。
2．3．3　钻井参数

钻压 ８０ ～１２０ ｋＮ，转速螺杆＋３５ ～４０ ｒ／ｍｉｎ，排
量 ３０ ～３２ Ｌ／ｓ，泵压 １０ ～１５ ＭＰａ。
2．3．4　斜井段重点技术措施

（１）做好地层预测（如泥岩、煤层等），有针对性
的进行钻井液调整维护和工程技术措施，在钻遇特
殊地层时，尽可能采用复合钻井方式快速穿过，减少
钻具在泥岩段和煤层段的活动次数，减少钻具对井
壁的机械碰撞。 跟踪分析井眼轨迹状况，做好轨迹
的超前预测，超前制定下步作业预案，确保后期施工
顺利及技术套管的顺利下入。

（２）斜井段钻至盒 １ 段前将钻井液密度逐步提
高至 １畅２０ ｇ／ｃｍ３ （密度走设计上限，严格控制失水
在设计下限），并视岩屑情况及时调整。 钻井液密
度需逐步提高，提高幅度≯０畅０２ ｇ／ｃｍ３为宜，直至钻
进石盒子组易塌泥岩逐步提高至不低于 １畅２０ ｇ／
ｃｍ３。

（３）测井结束后，使用２根饱１７８ ｍｍ ＤＣ进行模
拟通井，通井中要操作平稳，遇阻进行点划，直至消
除阻卡。

（４）起下钻穿越煤层和上石盒子泥岩时控制速
度，防止抽吸和“激动”造成井壁失稳。 避免在煤层
定点循环。
2．4　三开水平井段
2．4．1　钻头

ＰＤＣ钻头（ＧＤ１６０５Ｔ或 Ｐ５２３５ＭＪＨ）。
2．4．2　钻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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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１５２畅４ ｍｍ 钻头 ＋饱１２０ ｍｍ１畅０°单弯螺杆 ＋
饱１２０ ｍｍ无磁 ＤＣ ×１ ＋ＬＷＤ（自然伽玛） ＋饱８８畅９
ｍｍ无磁承压 ＤＰ ×１ ＋饱８８畅９ ｍｍ ＤＰ ＋饱８８畅９ ｍｍ
ＨＷＤＰ＋饱８８畅９ ｍｍ ＤＰ串
2．4．3　钻井参数

钻压 ８０ ～１２０ ｋＮ，转速螺杆＋３５ ～４０ ｒ／ｍｉｎ，排
量 ３０ ～３２ Ｌ／ｓ，泵压 １９ ～２１ ＭＰａ。
2．4．4　三开水平段重点技术措施

（１）积极与钻井液服务、定向服务、录井人员沟
通、配合，做好地层预测，钻井液性能维护和井眼轨
迹控制，降低水平井段的摩阻。 发现泥岩及时汇报，
立即采取控制措施。

（２）使用螺杆水平段钻进时，要严格按照螺杆
推荐参数执行，防止钻井参数过大，导致螺杆早期损
坏。

（３）注意观察钻进过程摩阻情况，及时采取措
施清除岩屑床。 每钻进完一个立柱，在开泵的情况
下大幅度活动钻具 ２ ～３ 次，达到破坏岩屑床的目
的，适时进行短程起下钻一次，确保井眼畅通。

（４）钻遇泥岩段超过 ５０ ｍ，立即提高钻井液密
度和抑制性，防止泥岩段垮塌。

3　水平井钻井液技术与阶段技术要点
3．1　一开井段钻井液技术

一开使用钾铵基聚合物钻井液体系，用 Ｋ －
ＰＡＭ和 Ｋ－ＨＰＡＮ复配稀胶液补充，维护钻井液的
抑制性和携岩能力，确保砂层不出现坍塌；随着井深
的增加，控制失水、适当降低粘切防止井壁厚泥饼引
起的起下钻不畅，确保井内安全；完钻后，充分循环，
将井内的岩屑循环干净，用稠塞封下部井段保证下
套管和固井作业的顺利进行。
3．2　二开直井段钻井液技术

二开采用低固相钾铵基聚合物钻井液体系，此
体系易控制和维护、性能稳定、防塌抑制性强、润滑
性好、水眼粘度低、固相含量低、瞬时失水高、絮凝能
力强，钻屑易清除。

控制降低钻井液密度和有害固相，２２００ ｍ以前
控制密度≯１畅０７ ｇ／ｃｍ３ ，确保钻井效率大幅提升。
石千峰组上部井段采取勤补少补的原则进行补充，
以防粘切过高而引起 ＰＤＣ钻头泥包。
3．3　二开斜井段钻井液技术

二开斜井段采用钾铵基聚磺钻井液体系，定向
造斜前将钻井液中劣质固相彻底清除，在循环浆内
加入固体润滑剂降低泥饼粘滞系数，加大包被抑制

剂和降滤失剂的用量，控制 ｐＨ 值，保证井眼稳定，
通过提高动切力，保证携岩性，避免大斜度井段岩屑
下滑形成岩屑床；通过加入磺化沥青、防塌剂、超细
碳酸钙、单向压力封闭剂对地层裂隙进行封堵，并提
高密度至 １畅２２ ｇ／ｃｍ３ ，平衡泥岩和煤层的坍塌应力，
防止泥岩、煤层坍塌；调整好流变参数，提高钻井液
的粘度、切力、动塑比。 下套管前，在循环浆内加入
１％的润滑剂降低泥饼粘滞系数，井内循环干净后，
用稠塞封闭下部井段，确保下套管的顺利。
3．4　测井及下套管钻井液技术

对存在“大肚子”的井眼先用循环浆配制 ２０ ｍ３

左右粘度 １００ ｓ 以上的稠浆携带岩屑，保证井眼清
洁，然后用粘度 ８０ ｓ 以上的稠浆进行封闭，然后起
钻测井及下套管作业。
模拟通井时，钻井液性能无特殊情况不作大幅

度调整，通井到底和套管下到底后建立正常循环后，
加入配置好的丹宁稀释剂进一步降低粘切，以确保
固井顺利。
3．5　水平井段钻井液技术

三开水平段使用钾铵基聚合物钻井液体系。 使
用 Ｋ－ＰＡＭ和铵盐调整钻井液的粘度和切力，保持
较高的动切力、动塑比及流型，保证钻井液有良好的
携岩性和悬浮性，防止岩屑床的形成。 用 ＨＶ －
ＣＭＣ提高钻井液粘度，减少进入地层的钻井液滤
液；用磺化沥青和润滑剂，提高钻井液防塌润滑性；
及时补充 Ｋ－ＰＡＭ、Ｋ－ＨＰＡＮ、ＮＨ４ －ＨＰＡＮ，来加强
钻井液的抑制性，抑制泥岩的水化膨胀掉快；用超细
碳酸钙、无荧光防塌剂以及磺化沥青提高钻井液的
防塌封堵能力；用 Ｋ －ＨＰＡＮ、ＮＨ４ －ＨＰＡＮ 和 ＣＭＣ
降低失水；加入烧碱，调节 ｐＨ值防止泥浆发酵。 使
用好固控设备，尤其是确保高速离心机的使用率，及
时清除钻井液中的有害固相。 控制钻井液密度≯
１畅０６ ｇ／ｃｍ３。 若钻遇大段泥岩将钻井液密度提高至
１畅１５ ｇ／ｃｍ３并及时添加 ２％～３％防塌剂以利于井壁
的稳定。

4　现场实践与效果
２０１２ 年采取上述技术在鄂北工区大牛地气田

进行了多口水平井施工，水平井提速提效效果明显。
下以 ＤＰＨ－３０井为例说明施工效果
4．1　一开井段提速效果

ＤＰＨ －３０ 井一开 ４０３畅００ ｍ，使用江汉产
饱３１１畅２ ｍｍ ＧＡ１１４）钻头，纯钻时间 １２ ｈ，平均机械
钻速 ３３畅５８ ｍ／ｈ，一开周期 ２畅１９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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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具组合：饱３１１畅２ ｍｍ 钻头＋饱２０３ ｍｍ ＤＣ ×３
＋１６５ ｍｍ ＤＣ×１８ ＋饱１２７ ｍｍ ＨＷＤＰ×３ ＋饱１２７ ｍｍ
ＤＰ串。

２０１２年在 ＤＰＨ－３０ 井应用一开阶段提速技术
方案后效果明显，推广应用至后续 ５ 口井综合指标
有一定的提高。
4．2　直井段提速效果

二开上直井段第一趟钻钻具组合：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ＰＤＣ钻头＋１°或 １畅２５°单弯螺杆＋饱２１４ ｍｍ扶正器
＋饱１７２ ｍｍ无磁 ＤＣ×１ ＋饱１５９ ｍｍ ＤＣ ×１２ ＋饱１２７
ｍｍ ＨＷＤＰ×１５ ＋饱１２７ ｍｍ ＤＰ串（４０３ ～１１９０ ｍ）。

实现了高效快速钻进，机械钻速达 ４７畅７ ｍ／ｈ。
第二趟钻钻具组合：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钻头 ＋４３０ ×

４Ａ１０ ＋饱１７２ ｍｍ 无磁 ＤＣ ×１ ＋４Ａ１０ ×４１０ ＋饱２１２
ｍｍ扶正器＋饱１６５ ｍｍ ＤＣ×１３ ＋４１０ ×４Ａ１１ ＋饱１２７
ｍｍ ＨＷＤＰ×６ ＋饱１２７ ｍｍ ＤＰ串。
实现了快速钻井技术和防斜的双重效果，最大

井斜为 １畅８２°，钻速达 １８畅３８ ｍ／ｈ。
ＤＰＨ－３０井直井段使用 ２ 只 ＧＤ１６０５ 钻头钻达

造斜井深 ２１００ ｍ，上直井段总进尺 １６９７ ｍ，纯钻时
间 ６６ ｈ，钻速 ２５畅７１ ｍ／ｈ，周期为 ４畅６９天。

２０１２年在 ＤＰＨ－３０ 井应用直井段提速技术方
案后效果明显，推广应用至后续 ５ 口水平井综合指
标有很大的提高。 尤其是机械钻速提高幅度达
１８畅５８％。 上直段大都实现 ２只钻头完成。

表 １为方案改进前后指标对比。

表 １　２０１１ 年与 ２０１２ 年部分井上直段技术数据对比

年份
上直段周期

／天
机械钻速

／（ｍ· ｈ －１ ）
进尺
／ｍ

纯钻时间
／ｈ

２０１１ �５ 怂怂畅６８ １５ FF畅８２ １８１９ ZZ畅７５ １１５　
２０１２ �６ 怂怂畅１８ １８ FF畅７６ １９４２ Z１０３ 篌篌畅５

4．3　斜井段提速效果
斜井段主要采用复合加滑动钻进方式，比例 ３

∶２ 左右，在基本满足扭方位、增井斜要求，平均增
斜率在 ４畅５°／３０ ｍ左右，效果较好，井眼轨迹平滑，
起下钻基本没有阻卡现象。

造斜钻具组合：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牙轮钻头 ＋饱１７２
ｍｍ螺杆（１畅５°） ＋ＭＷＤ 接头 ＋饱１７２ ｍｍ 无磁钻铤
＋饱１２７ ｍｍ ＤＰ×３０ ＋饱１２７ ｍｍ ＨＷＤＰ ×２４ ＋饱１２７
ｍｍ ＤＰ串。
稳斜钻具组合：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ＰＤＣ＋４１０ ×４３０ 双

母＋无磁悬挂 ＋饱１７２ ｍｍ 无磁 ＤＣ ×１ ＋饱１２７ ｍｍ
ＤＰ×２４ ＋饱１２７ ｍｍ ＨＷＤＰ×２４ ＋饱１２７ ｍｍ ＤＰ串。
该钻具组合稳斜效果较好，井斜变化率＜１°／３０

ｍ。
侧钻钻具组合：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牙轮钻头 ＋饱１７２

ｍｍ螺杆（１畅５°） ＋ＭＷＤ 接头＋饱１７２ ｍｍ 无磁钻铤
＋饱１２７ ｍｍ ＤＰ ×３０ ＋饱１２７ ｍｍ ＨＷＤＰ ×２４ ＋饱１２７
ｍｍ ＤＰ串。
采用 １畅５°螺杆加牙轮钻头，通过控时钻进工艺，

一次性侧钻成功。
ＤＰＨ－３０井斜井段长 ９１８ ｍ（含导眼 ３４９ ｍ），纯

钻时间 ２３９畅８ ｈ，机械钻速 ３畅８３ ｍ／ｈ，周期 １８畅１９天。
２０１２年在 ＤＰＨ－３０井应用斜井段提速技术方

案施工，取得较好的效果，推广应用至后续 ５ 口井施
工综合指标有一定的提高。 通过技术完善和钻头优
选，在 ４口井有导眼施工，造斜段增加 ２７７ ｍ的情况
下，提速提效取得显著进步，机械钻速提高 ２３畅４％。
表 ２为方案改进前后指标对比。

表 ２　２０１１ 年与 ２０１２ 年部分井斜井段技术数据对比

年份
斜井段周期

／天
机械钻速

／（ｍ· ｈ －１ ）
进尺
／ｍ

纯钻时间
／ｈ

２０１１ 牋１８ ��畅１４ ２ RR畅９９ ５８６　 １９６ ;
２０１２ 牋１９ ��畅７４ ３ RR畅６９ ８６３ zz畅６ ２４３ ;

4．4　水平段使用效果
水平段钻进在动力钻具上加一个欠尺寸扶正

器，降低了复合钻进时的增斜率，效果较好。 但要勤
活动钻具防止粘卡的发生。
水平段钻具组合：饱１５２畅４ ｍｍ ＰＤＣ钻头＋饱１２７

ｍｍ螺杆（１畅２５°） ＋饱１４７ ｍｍ稳定器＋ＭＷＤ接头＋
饱１２０ ｍｍ 无磁钻铤 ×３畅５ ＋饱８８畅９ ｍｍ ＤＰ ×６９ ＋
饱８８畅９ ｍｍ ＨＷＤＰ×２６ ＋饱８８畅９ ｍｍ ＤＰ串。

施工过程及时调节钻井液流型，保持较高粘切、
动塑比＞０畅５，增强了体系护壁能力及悬浮携带能
力。 配合工程短起下钻、倒划眼等措施有效清除岩
屑床，保证井眼畅通。

ＤＰＨ－３０井水平段 １２００ ｍ，机械钻速 ９畅９６ ｍ／
ｈ，水平段周期 ７畅７４天。

２０１２年在 ＤＰＨ－３０井应用水平段提速方案取
得效果后，推广应用至后续 ５ 口井综合指标有与
２０１１年相比，进步巨大，施工周期下降了 ２畅０９ 天，
周期缩短 ２３畅５％，机械钻速提高了 ３９畅４５％。 表 ３
为方案改进前后指标对比。

表 ３　２０１１ 年与 ２０１２ 年部分井水平段技术数据对比

年份
水平段周期

／天
机械钻速

／（ｍ· ｈ －１ ）
进尺
／ｍ

纯钻时间
／ｈ

２０１１ 牋８ 腚腚畅８９ ８ RR畅３４ １０２４ zz畅３４ １２２ ��畅８２
２０１２ 牋６ 腚腚畅８ １１ RR畅２３ １２００ z１０４ ��畅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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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特作周期
ＤＰＨ－３０井特作周期由于井眼状况好，生产组

织、工序衔接好，周期仅为 ７畅２０ 天。 影响特作的主
要环节是：从软测井、硬测井到模拟通井，到下套管
固井等，这些工作的无缝衔接是特作阶段关键点，也
是钻井液处理的关键点。

２０１２年在 ＤＰＨ－３０ 井施工时通过井眼技术准
备、抓好生产组织、工序衔接等措施，特种作业时间
大幅下降，将这种模式推广应用至后续 ５口井，在增
加导眼回填、固井候凝工序的情况下特种作业时间
与 ２０１１年相比周期缩短 ５畅９６％。

表 ４为模式改进前后指标对比。

表 ４　２０１１ 年与 ２０１２ 年部分井特作周期数据对比

年份 特作周期／天 备　注

２０１１ �７ ee畅８８ 无导眼

２０１２ �７ ee畅４１ ５ 口井 ４ 口有导眼

5　结论与建议
（１）直井段提速采用复合钻进为主，低密度优

质钻井液、优选钻头和优化参数提高直井段机械钻

速。
（２）斜井段第一只牙轮钻头的使用效果，直接

影响后期 ＰＤＣ的使用。
（３）水平段重视钻头和螺杆选型，减少起下钻

次数，提高水平段钻进速度。
（４）根据地质临井资料提前合理控制轨迹，保

证气层砂体钻遇率。
（５）水平井钻井液必须具有良好的携砂性、润

滑性及防塌性，才能有效地提高水平井钻井速度。

参考文献：
［１］ 余中岳．ＤＦ２ 井施工难点及技术对策［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

工程），２００８，３５（６）：４３ －４５．
［２］ 张国海．苏里格 ５３ 区块水平井综合提速技术［ Ｊ］．石油地质与

工程，２０１１，２５（５）：９２ －９５．
［３］ 柯学，冉照辉，陈建，等．苏里格气田 ７７ 区块优快钻井配套技

术［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２，３９（８）：５ －１０．
［４］ 冯朋鑫，李进步，等．水平井技术在苏里格低渗油气藏中的应

用［ Ｊ］．石油化工应用，２０１０，２９（８）．
［５］ 宁印平，薛波，等．鄂尔多斯盆地延长区块天然气勘探钻井液

技术改进与应用［ Ｊ］．钻井液与完井液，２００９，２６（２）１２６ －１２８．

（上接第 ３７页）

6　结语
（１）优化钻孔结构，采取下活动套管法施工，可

以提高施工进度；针对不同的孔段采取合理冲洗液
配方，并综合应用惰性材料和水泥封孔堵漏，能减少
孔内事故率，提高效率，节约生产成本。

（２）在易造斜地层，采取绳索取心液动潜孔锤
技术可以减少钻孔弯曲度，提高钻孔质量。

（３）在钻进施工中，技术人员应该时时了解孔
内情况，并积极观察岩心，掌握第一手资料。 并综合
利用各种钻探技术手段，解决遇到的钻进问题，可以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４）在破碎无胶结的碎石矿层取心，多功能孔
底反循环单动双管取心是较好的方法之一。

（５）初步形成的钻探工艺组合，仍存在钻探周

期长、效率较低、成本提高等实际问题，需要进一步
研究解决关键技术难题的基础上，探讨钻探工艺方
法的最佳优化组合。

参考文献：
［１］　王建华，苏长寿，左新明．深孔液动潜孔锤钻进技术研究与应

用［ Ｊ］．勘察科学技术，２０１１，（６）：５９ －６４．
［２］ 杨树伟，李国志．科右中旗查干楚鲁矿区钻探施工中护壁堵漏

的几点体会［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０，３７（７）：１８
－２１．

［３］ 陈全明，毛雅杰．湘河大泉钒矿复杂地层钻进技术［ Ｊ］．探矿工
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０，３７（３）：２１ －２３．

［４］ 王扶志，张志强，宋小军．地质工程钻探工艺和技术［Ｍ］．湖南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５］ 李之军，陈礼仪，贾军，等．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一号孔断
层泥孔段泥浆体系的研究和应用［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
程），２００９，３６（１２）：１３ －１５，１９．

［６］ 周亮．煤系地层护壁堵漏钻井液配制技术探讨［ Ｊ］．中国煤炭
地质，２０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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