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５卷第４期

２０１８年４月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ExplorationEngineering(Rock&SoilDrillingandTunneling)　 　

Vol．４５No．４
Apr．２０１８:４０－４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５;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１１
　作者简介:刘玉仙,男,汉族,１９７４年生,副院长兼生态地质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从事深孔及大口径钻探技术研究与实践工作,山东省济南

市历下区经十路１３６３２号,１７１２７３２７９９＠qq．com.

　通信作者:孙中瑾,男,汉族,１９９０年出生,地质工程专业,硕士,从事钻探技术研究和实践工作,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１３６３２号,

１１４０８６０１４２＠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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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２１)

摘要:以山东肥城海晶盐化有限公司１００万t/a卤折盐采输卤工程钻井项目中 H１７/H１８对接井为例,首先介绍了

定向钻进对接技术在采卤井中的应用以及定向钻孔轨迹设计,在对地层详细勘探的基础上对定向钻孔进行可靠精

确的轨迹设计是钻探施工的基础.其次,介绍了定向水平井的施工工艺.本项目关键技术是 MWD无线测斜仪技

术和旋转磁铁测距系统(RMRS),以及钻进时钻井液选取和参数调控.MWD无线测斜仪技术和旋转磁铁测距系

统(RMRS)可以实时测量钻进方向,进而根据工程需要调整钻进方向,保证了中靶作业成功连通.本项目施工过程

中的难点及所采取的技术对策可为同类钻井施工提供借鉴和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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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caseofH１７/H１８buttwellinbrinetransportationprojectofasaltandchemicalcompanyin
Shandong,thepaperintroducestheapplicationofdirectionaldrillingandbuttingtechnologyforbrinewellsandthe
designofdirectionaldrillingtrajectory,whichisbasedonthedetailedformationsexploration;andalsointroduces
theconstructiontechnologyofdirectionalhorizontalwell．Forthisproject,thekeytechnologiesaredrillingfluidseＧ
lectionandparametercontrolinthedrillingprocess;andwhat＇smore,MWDinclinometertechnologyandrotating
magnetrangingsystem (RMRS)areusedtomeasuretherealＧtimedrillingdirectionandthenadjustthedrillingdiＧ
rectionaccordingtotheneedsoftheprojectinordertoensurethesuccessfulwellbutting．Thedifficultiesinthis
projectconstructionprocessandthetechnicalcountermeasurescanbereferenceforthesimilardrilling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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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过去的钻孔采盐时,一直采用单井对流水溶

采卤法开采,这种采卤技术存在较多的缺点,如矿产

回采率不足２０％,卤井寿命短,产量低,采出的卤水

浓度低而且不稳定等[１－２].海晶盐化项目中采用了

双井对接连通水溶采卤法,即采用定向钻进技术实

现两井对接成功后用清水循环的采盐方式.与单井

对流采卤相比,对接井采卤具有投产快、成本低、卤
水产量大、浓度高等优点[３－５].

该项目实施中,首先对水平钻井轨迹进行精确

设计,为钻探施工提供依据.钻井区需要穿过复杂

的地层,在非含盐地层钻进阶段,通过合理使用钻井

液,以及钻进工艺的技术调整,保障了钻井工程的顺

利实施;在含盐矿段地层钻进及时替换为卤水钻井

液井壁稳定的关键.水平对接阶段,通过 MWD无

线测斜仪技术实时测量井斜角,进而通过旋转钻杆,
改变螺杆钻具方向调整钻探方向,使钻井轨迹朝向

靶区方向前进,在临近靶区位置使用旋转磁铁测距

系统(RMRS)精确测量钻井方向和位置,保证中靶

作业的成功.



１　工程概况

该矿区的地表为第四系所覆盖,地表下部为古

近系(大汶口组上段与大汶口组中段连续沉积),在
大汶口组中段的上部为岩盐段,岩盐段主要为硬石

膏岩和岩盐互层,组成了很多Ⅲ级韵律层.岩盐层

中上部夹杂卤石岩、钙芒硝岩和钠镁岩盐,局部夹无

水钒矿层.厚度２９８８７~３４５６８m.在区块内共

见矿２９层,其中第３１、３２层未见,第１、１４、１７、２９和

３０层只局部可见,其他矿层均在全区块范围内展

布.在矿层内单层厚度最大者１６４９m,最小厚度

０７９m,各矿层厚度相差较大,但每个矿层厚度在

区块内相对比较稳定,变化系数绝大多数在１０％以

内,只有个别矿层变化较大,而这些矿层的厚度也相

对较薄,如第３、４、６、１８和２０层;厚度比较大的矿层

如第７、１５、２１、２５层等非常稳定.
本工程来源山东肥城海晶盐化有限公司,其目

的对矿盐地层开采,共设计卤井８组,井号分别为

H１/H２、H３/H４、H５/H６、H７/H８、H９/H１０、H１１/

H１２、H１３/H１４、H１５/H１６、H１７/H１８,每组包括一

口竖直井和一口水平井.以 H１７/H１８井为例,如
图１所示,先施工竖直井 H１８作为开采井,然后施

工水平井 H１７井,井底与 H１８井连通后作为注水

井,形成一个井下矿盐“溶解式”开采通道,其开采原

理为:向 H１７井中注入常温淡水或者不饱和盐水,
溶解盐矿地层中的矿盐,经 H１８井流出地层后,进
行盐、水析出分离,分离后的水可再次注入 H１７井,
实现循环开采.

图１　H１７/H１８对井示意图

２　水平井设计

２．１　钻井区地层

钻井区各地层依次是:０~４０m 为第四系粘性

土、沙土;４０~１１２４m 为泥质灰岩、泥岩、石膏;１１２４
~１４６９m 为含盐矿段,主要岩性为岩盐、石膏、泥质

灰岩,该矿段共见岩盐矿层２９层,自下向上编号为

地１、２、、２９矿层,厚度最大者１６４９m,最小０７９
m.本项目目标开采矿层为第７矿层,其倾角为

７４°,厚度为９９m,根据 H１８井揭露的地层,第７
矿层中心埋深１２２８７m(标高－１３１８５m).地层

柱状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H１８井地层柱状图

２．２　水平井钻井轨迹设计

假设钻井轨迹为平面轨迹,如图３所示,H１７/

H１８设计井距２８０m、造斜顶角０°,目标开采层为厚

度为９９m 的第７矿层,矿层倾角为７４°,因此设

计水平段井斜角为９０°－７４°＝８２６°可以完全顺着

矿层中靶,开采时溶解面积最大.最优靶点C 位置

为在第７矿层中心面与靶井 H１８交点,即 H１８井

深１２２８７m 处(标高为－１３１８５m).

图３　钻井造斜轨迹设计图

各轨迹参数[６]可由以下公式计算.
造斜半径:

R＝１/k (１)
造斜段长度:

１４　第４５卷第４期　 　刘玉仙等:矿盐地层水平定向钻进对接技术应用　



L１＝(２πR/３６０)×８３２° (２)
造斜段垂直距:

H１＝∫
８３２π
１８０

０

１
kcosθdθ＝

１
ksin８３２° (３)

水平段垂直距:

H２＝L２sin７４° (４)
水平井造斜段水平距:

S１＝∫
８３２π
１８０

０

１
ksinθdθ＝

１
k

(１－cos８３２°) (５)

水平井水平段水平距:

S２＝L２cos７４° (６)
钻井总水平距:

S＝S１＋S２＝２８０m (７)
式中:k———钻井造斜率,(°)/m;R———造斜半径,

m;L１———造斜段长度,m;L２———水平段长度,m;

H１———造斜段垂直距,m;H２———水平段垂直距,

m;S１———水平井造斜段水平距,m;S２———水平井

水平段水平距,m;S———水平井水平段水平距,m.
使用螺杆钻具单弯为１５０°钻具造斜时,造斜

率k＝０４°/m＝１/１４３２４rad/m.将造斜率k带入

公式(１)~(７)得:R＝１４３２４m,L１＝２０８００m,L２

＝１５５m,H１＝１４２２３m,H２＝１９８８m,H ＝１５５
m,S１＝１２６２８m,S２＝１５３７２m.可求得造斜段

A标高:－１３１８５＋H１＋H２＝－１１５６３９m.造斜

段计划采用 Ø１７７８mm 的套管,曲率半径设计值

范围是１２０~１５０m,满足设计要求[７].
根据计算可知,H１７井垂直井段钻至标高－

１１５６３９m 时使用单弯１５°螺杆钻具定向造斜,预
计造斜钻进２０８００m 时,以井斜角８２６°水平钻进

１５５m 时可实现与竖直井 H１８井在标高－１３１８５
m 处实现对接连通.

３　水平对接井施工

３．１　主要设备

(１)GZ ２６００型工程钻机.该钻机为转盘钻

机,最大提升力１００kN,最大扭矩２５kNm,满足

钻进过程中提升力和扭力要求.
(２)RL３NB５００型泥浆泵.该泥浆泵可以满足

螺杆钻进过程中的高泵量、泵压要求.
(３)MWD无线随钻测斜仪(如图４所示).钻

进过程中,MWD探管将井底钻进参数通过钻井液

传输至地面,通过远程计算机系统将钻井液脉冲信

号进行解析后反馈给轨迹控制人员.轨迹控制人员

根据井下钻进情况,通过采用滑动钻进、复合钻进、
调整工具面、选择钻具造斜率等手段进行钻孔轨迹

的控制[８].

图４　MWD无线随钻测斜仪

(４)螺杆钻具.螺杆钻具可以通过钻井液驱动

螺杆马达旋转,将扭矩传动给钻头实现孔底定向钻

进.螺杆钻具单弯具有１５０°角度,可以用来实现

钻孔造斜,实现灵活控制钻井轨迹.
(５)RMRS 对 接 仪 器.旋 转 磁 铁 测 距 系 统

(RMRS)包括一个旋转磁性接头(磁信号发射单

元),位于钻头和马达之间,接头内部由磁性很强的

稀土永磁制成,在随钻头转动时产生交变磁场.产

生的磁场由位于附近有效范围内的目标井中的有线

测量探管(磁接收单元)测量,探管中的磁场传感器

感应出磁场强度的变化,从而提供关于探管与钻头

之间距离和方位的数据,进而引导其与靶点精确对

接,提高对接成功率,图５为 RMRS精准对接示意

图.

图５　RMRS精准对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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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井钻井主要设备见表１.

表１　主要设备配备

名 称 型　号

钻机 GZ ２６００
钻塔 A２７
泥浆泵 RL３NB５００
测斜仪 LHE３０１２B
测量系统 MWD仪器

无磁钻铤 Ø１６５、１２０mm
螺杆 Ø１６５、１２０mm
对接仪器 RMRS

３．２　主要钻井技术参数

H１７井水平钻井技术参数如表２所示,H１７水

平井钻具组合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２　H１７井各井段钻进参数

井　 段
钻头直
径/mm

钻压/
kN

转速/(r
min－１)

泵量/
(Ls－１)

泵压/MPa

直井段
一开 ３４６０ １０~４０ ６５ ２０００ ２０
二开 ２１５９ ３０~５０ ６５~１０３ ２０００ ８０~１２０

造斜段 二开 ２１５９ ３０~１１０ ２５２５ １００~１２０
水平段 三开 １５２０ ３０~１１０ ２５２５ １００~１２０

表３　H１７井钻具组合

井 身 结 构 Ø３４６mm×５５２２m Ø２１５９mm×１４２９００m Ø１５２４mm×１６１０７０m

套 管 程 序 Ø２７３０５mm×８８９mm×５５２２m Ø１７７８mm×９１９mm×１４０６４７m
钻 进 阶 段 钻进井段/m 钻　　　具　　　组　　　合

一开 ０~５５２２ Ø３４６mm 牙轮钻头＋Ø１５９mm 钻铤＋Ø１０２mm 钻杆

二
开

直井段 ５５２２~１２３９００ Ø２１５９mm 牙轮钻头＋Ø１５９mm 钻铤＋Ø１０２mm 钻杆

造斜段 １２３９００~１４２９００ Ø２１５９mm 牙轮钻头＋１５°/Ø１６５mm 螺杆＋Ø１６５mm 定向短接＋Ø１６５mm 无磁钻铤１根＋
回压阀＋Ø１０２mm 钻杆

三
开

造斜段 １４２９００~１４５０９０
水平井段 １４５０９０~１６１０７０

Ø１５２４mm 牙轮钻头＋１５°/Ø１２０mm 螺杆＋Ø１２０mm 回压阀＋Ø１２０mm 定向短节＋Ø１２０
mm 无磁钻铤＋Ø１０２mm 钻杆＋Ø８９mm 钻杆

３．３　施工过程

一开０~５５２２m 段:采用 Ø３４６１mm 钢齿牙

轮钻头开孔,钻至井深５５２２m 后提钻,下入 Ø２７３
mm×８８９mm 表层套管５５２２m,并使用普通硅

酸盐４２．５号水泥固井止水.
二开 ５５２２~１４２９００ m 段:直 井 段 采 用

Ø２１５９mm 牙轮钻头钻至造斜点井深１２３９００m
(标高－１１５０１０m).造斜段采用 Ø２１５９mm 镶

齿牙轮钻头＋１５°/Ø１６５mm 螺杆马达组合造斜钻

具,使用 MWD随钻测斜仪实时测量并控制造斜钻

进,钻进至井深１４２９００m,最终下入 Ø１７７８mm
×９１９mm 生产套管全长１４２６００m,使用 G级油

井水泥固井.
三开 １４２９００~１６１０７０ m 段:采用 Ø１５２４

mm 镶齿牙轮钻头＋１５°/Ø１２０mm 螺杆马达造斜

组合钻具,使用 MWD随钻测斜仪实时测量并控制

造斜钻进.
在距离靶点还有５０m 左右时,使用 RMRS对

接仪器.提钻在钻头和马达之间下入一个磁信号发

射单元.在 H１８井溶腔中下入磁接收单元,精确测

出定向孔轨迹的偏斜角度和方位,及时调整轨迹,钻
至井深１６１０７０m 与 H１８井对接连通成功.施工

现场如图６所示.

图６　施工现场

３．４　中靶施工效果评价

H１７井钻井轨迹水平投影图如图７所示,可以

看出,在直井段钻进过程中,钻井出现了一定程度西

偏移和北偏移,在造斜及水平段钻进过程中,钻井轨

迹比较粗糙、一直朝向东侧靶区方向前进,最终与溶

腔相交.表明在钻进过程中,钻井轨迹经过了多次

技术调整,使钻井轨迹保持正确方向前进,在钻至靶

井 H１８附近,H１７井轨迹与 H１８井溶腔靶区连通,
成功中靶,最终实现对接井成功连通.

H１７井定向钻井自２０１５年３月１日开始,２０１５
年３月３１日钻至靶区,完成钻探工作量１６１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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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水平段井斜角８２６°,水平穿越第７矿层１５９８
m,水平钻进过程中从未偏离矿层,保证第７矿层矿

产资源得到最大程度开发利用.钻进至１６１０７０m
时,发现井口不返浆,泥浆泵正常工作,说明水平井

成功钻到靶区,实现两井连通.整个定向施工过程

遵循安全生产原则,严格把控工程质量,没有出现人

身安全、仪器设备及任何井内事故.

图７　H１７井轨迹水平投影图

４　主要难点和技术对策

H１７井钻探对接距离远,且需要穿越多层复杂

地层,极易出现钻井缩径、坍塌、卡钻以及脱靶等事

故,主要难点和技术对策如下.
(１)钻井区域含有多层泥岩,为水敏性地层,钻

进过程中会自然造浆,增大钻井液滤失量,一方面造

成钻井液滤饼增厚,另一方面大量滤失液进入泥岩

地层会使泥岩吸水膨胀,容易造成井径缩小,造成钻

具扭矩加大,使井壁粘结力增加,提钻时会增加井壁

环空吸力,形成“抽真空”现象,严重影响孔壁稳定

性.主要技术对策如下.

①使用优质膨润土.吸水性强,水膜强度高,泥
饼薄而坚硬,钻井液滤失量低.

②添加护壁剂、润滑剂、磺化沥青等多种钻井液

添加剂.护壁剂可以降低钻井液滤失量、在泥岩地

层有效抑制井壁缩径进而可以降低钻机扭矩,防止

粘附卡钻事故发生;润滑剂可以降低钻井液的流动

阻力和滤饼摩擦系数,降低钻机扭矩,以防钻具粘卡

井壁;磺化沥青具有堵漏、防塌、润滑、减阻等作用,
近一步改善钻井液性能[９].

③常测钻井液粘度.根据工程需要改善钻井液

性能参数.

④使用小钻压、低转速,尽量使用钻铤加压.可

以有效防止井斜,降低自然造浆速度以及避免包钻

事故发生.
(２)含盐矿段钻进时,使用常规钻井液会溶解地

层,造成井壁不稳定.定向钻进阶段,钻井液还需满

足润滑性和低固相条件,以降低钻具摩擦,保证井下

螺杆马达的正常工作[１０].主要技术对策如下:

①更换卤水钻井液.钻至含盐矿段时使用卤水

钻井液替换膨润土泥浆钻井液,可以有效抑制地层

盐类溶解,防止孔壁不稳定.本工程使用欠饱和卤

水钻井液(卤水完全饱和,会出现堵塞钻头事故,影
响钻进施工效率).

②加入CMC、纯碱、火碱、腐植酸钾、磺化酚醛

树脂、润滑剂、护壁剂等钻井液添加剂.CMC具有

良好的降滤失效果、提高钻井液粘度以及具有堵漏

作用;纯碱、火碱可以增加钻井液pH 值,保证钻井

液中聚合物发挥性能;腐植酸钾和磺化酚醛树脂具

有 降 滤 失 效 果,可 近 一 步 改 善 卤 水 钻 井 液 性

能[１１－１２].

③常测钻井液粘度和控制钻井液中固相含量.
及时加水稀释卤水浓度,并添加钻井液添加剂,维持

钻井液优良性能;造斜和水平钻进阶段及时降低钻

井液中的固相含量,可以保证随钻测斜仪器的正常

工作,延长螺杆钻具的使用寿命.
(３)定向钻进过程中,钻杆本身不转动,造斜段

曲率高,钻遇地层复杂,工艺控制不当容易出现粘

钻、孔壁坍塌等事故,主要技术对策如下.

①定期旋转钻具,改变钻具的受力状态,及时检

查钻具,清理有问题隐患钻具和问题钻具.

②每钻进２５m 左右,作短起下钻一次,若需要

停钻检修超过１h,必须将钻具提入套管中,防止出

现粘钻、卡钻事故.

③严格控制起钻、下钻速度,若上下钻遇阻时,
禁止强拉硬拽.尤其在曲率大和不稳定井段,造成

井壁扰动过大,出现坍塌事故.
(４)中靶施工难度高.靶点为 H１８井深１２２８７

m 处,实现零误差对接难度极高.主要技术对策如

下.

①在靶区位置溶一水平直径约５m 的葫芦形

溶腔,扩大了靶区范围,大大提高中靶机率.

②使用 MWD 无线随钻测斜系统精确控制井

眼轨迹的同时,配合钻时录井、岩屑录井进行地质导

向,根据地质导向所提供的层位数据,来分析、判断

井下钻头所处的位置,实时调整定向参数,以控制水

平井的钻进轨迹沿着设计轨迹钻进.随钻测量系统

的误差和误差积累特性,仅依靠随钻测量技术无法

保证对接井的准确连通,在距离靶点还有５０m 左

右时,使用RMRS对接仪器,可以消除误差积累性,

４４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８年４月　



可精确测量钻孔方位和井斜角,确保对接一次成功.
若测出偏斜的角度和方位过大,就需要提钻后在水

平段选择合适的位置重新造斜对接.

５　结语

(１)与单井相比,水平井对接井开采卤可以增大

开采面积,大幅度提高了岩盐的开采率,具有投产

快、成本低、卤水产量大、浓度高等优点.
(２)严格的钻井轨迹设计是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的前提.无线随钻测斜导向技术和人工磁导向技术

是整个定向对接技术的核心,只有准确地判断钻井

轨迹和精确的钻进导向才能提高定向对接工程的对

接成功率,保证工程质量.
(３)钻井过程中及时更换钻井液的类型以及控

制钻井液参数是保证钻井顺利施工的关键,在含盐

段地层必须采用欠饱和盐水钻井液抑制地层溶解的

同时防止盐类沉淀堵塞钻具.
(４)本项目钻井区域地层复杂,水平定向对接距

离长,可达２８０m.钻井施工过程中的所遇难点及

采取的技术对策可为同类钻井施工提供借鉴和指导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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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９页)
该钻机反映出一些不足,不合理的参数设置,提升能

力的不足,过高的维修率,都大大影响到了该钻机的

使用效果.
(２)组合钻杆柱在此次施工中的成功应用,证明

了在深孔钻探时使用组合钻杆是可行的.组合钻杆

柱,可有效地解决常规绳索取心钻杆不能满足深部

钻探对钻杆强度要求高的问题,要加强对组合钻杆

的研究,包括对其结构的优化等,以使其更多地满足

深孔超深孔的需要.
(３)采用LBM、双聚泥浆等技术措施,可提高在

坍塌、破碎及缩径等复杂地层钻进施工中的钻进效

率.
(４)JS１５０/１２２型绳索取心钻具在本次施工中

取得了很好的使用效果,在保证钻孔结构合理性的

前提下,实现了安全、高效的绳索取心钻进,提高了

钻进效率.
(５)在深孔钻进中,辅助时间占全部施工时间比

例最大,在本次施工占总施工时长的５３％,降低起

下钻时间是降低辅助时间,提高钻进效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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