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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测录井在南方页岩气黔绥地１井中的应用
王志刚,薛倩冰,吴纪修,李　宽,李鑫淼,尹　浩,李小洋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河北 廊坊０６５０００)

摘要:南方页岩气黔绥地１井为全井取心钻进,通过加工模拟绞车实现了绞车传感器的安装、安装开关代替了悬重

传感器的安装、将泵冲传感器安装到皮带轮保护罩上等解决方法,使得气测录井在黔绥地１井中顺利进行.影响

黔绥地１井气测录井结果的主要因素有储集层、钻井液、钻井工程以及脱气器,这些影响因素的存在给黔绥地１井

气测录井资料解释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为了减少对气测录井资料解释的困扰,必须加强对现场工作人员的录井培

训,使录井人员在工作当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可控因素对气测录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地质钻探气测录井的

准确度,为南方页岩气地层划分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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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fulllengthcoredrillinginwellQiansuidi １ofsouthernChina,thewinchsensorinstallationwasreＧ
alizedbyprocessingthesimulationwinch,thesuspendedloadsensorwasreplacedbytheinstallationofaswitchand
thepumppunchingsensorwasinstalledonthepulleyprotectioncover,whichmadethegasloggingbeingsmoothly
carriedout．ThemainfactorsaffectingthegasloggingresultsinwellQiansuidi １arethereservoir,drillingfluid,
drillingengineeringanddegasser．Inordertoreducethemisunderstandingofgasloggingdata,itisnecessaryto
strengthenthetrainingofloggingpersonnelonsitetoeffectivelyeliminatetheinfluenceledbycontrollablefactorson
gasloggingandimprovethetheaccuracyofgeologicaldrillinggasloggingtoacertainextenttoprovidepowerfuldaＧ
tasupportforthedivisionofshalegasformationsinsouth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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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国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对天然气这种清

洁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页岩气作为非常规新型清洁

能源,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页岩气以赋存和游离

状态储存于页岩当中,在中国资源储量巨大,但勘探

开发却远落后于美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未实现完全

的工业化开采.页岩气属于致密气,具有低孔隙度、
低渗透率的特点,开采时须进行压裂改造[１－７].基于

页岩气赋存及开采的特点,南方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

虽为全井取心钻探,但仍将气测录井作为重要录井方

式来帮助地质工作者划分储层,为南方页岩气评价提

供基础地质依据.气测录井是利用气体检测系统按

一定的周期检测分析通过钻井液脱气器从钻井液中

脱离出的烃类气体含量的一种录井方式,它能及时发

现油气显示、预报井涌、井喷、气侵,综合评价储集层,
已经在常规油气勘探开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８].

１　项目概况

黔北地区黔绥地１井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

术研究所承担,井位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太白

镇,目的是探明黔北桐梓地区地层结构,落实地层层

序,标定物探资料地层界面,查明目标层(上奥陶统

宝塔组、五峰组和下志留统龙马溪组)特征,获得目

标层页岩气评价参数,力争取得页岩气突破,为参数

井部署提供真实可靠的地质资料.
在综合考虑了钻进取心工艺要求、施工成本以

及交通运输条件的基础上,黔绥地１井对钻探设备

和器具进行了最优化的配置.最终黔绥地１井选择

的钻探设备如表１所示.

２　录井传感器安装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２．１　录井传感器安装存在的问题



表１　黔绥地１井配套的主要钻探设备及其技术参数

设备名称 型　 号 主 要 技 术 参 数

岩心钻机 XY ６N型立
轴钻机

功率５５kW;扭矩５~６kNm;转速

６２~１０００r/min
钻塔 HR１８/２５ 高度１８m;最大静载荷２５０kN
泥浆泵 NBB ２６０/７A 流量３５~２６０L/min;压力７/１０MPa
钻机底座 定做 长×宽×高:７５００mm×７５００mm×

１７６０mm
绳索取心绞车 SJ２０００ 功率７kW;钢丝绳直径５５mm

黔绥地１井使用的钻探设备为常用的地质岩心

钻探设备,与石油钻井所使用的设备存在着很大的

不同,而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录井传感器主要适用于

石油钻井设备,还没有一套专门适用于地质取心钻

探设备的录井传感器.黔绥地１井所使用的录井传

感器在石油钻井过程中已经使用过多次,具有可靠

的稳定性,但在地质岩心钻探设备上安装时却出现

了很大的问题.
２．１．１　绞车传感器安装存在的问题

绞车传感器在石油钻井中安装在大钩钢丝绳的

绞车轴上,大钩上下移动时,绞车轴也随着转动,传
感器根据自身内部的光电开关来获的电脉冲信号,
再经过计算确定大钩的高度变化,得到当前的钻井

深度.而黔绥地１井所使用的岩心钻机没有绞车,
只有卷扬机且为横向布置,左右都没有外露的转动

轴,绞车传感器没有位置进行安装,且大钩钢丝绳在

卷扬机上的分布为不规律分布,无法准确确定卷扬

机上钢丝绳缠绕的圈数,所以现场所使用的岩心钻

机不具备安装绞车传感器的必要条件.

２．１．２　悬重传感器安装存在的问题

悬重传感器也是压力传感器,主要用来测量大

钩负荷,根据大钩的负荷来判断解卡还是坐卡,解卡

意味着正在下钻或者钻进,坐卡意味着提钻或者不

再钻进,配合绞车传感器来准确确定某一时刻的钻

井井深.在石油钻井设备上安装时是将悬重传感器

的快速接头与井架死绳固定器的快速接头进行对接

即可.但是黔绥地１井使用的岩心钻机的大钩钢丝

绳固定端无死绳固定器,且岩心钻机上无其它压力

接口可以安装悬重传感器.
２．１．３　泵冲传感器安装存在的问题

泵冲传感器在石油钻井中安装在泥浆泵头拉杆

上,在安装时用卡子将传感器固定在合适的位置,然
后调整传感器的固定螺母使传感器的端面与被测拉

杆的感应面接近.接通电源后,当感应体与传感器端

面接近后,指示灯亮;远离时,指使灯灭.这两种信号

经过计算分析后转变为泵冲数.黔绥地１井使用的

泥浆泵为卧式三缸单作用活塞往复式泥浆泵,如果按

照石油泥浆泵安装要求进行安装将无法进行安装.
２．２　解决方法

２．２．１　绞车传感器安装的解决方法

岩心钻机自身的卷扬机不具备安装绞车传感器

的条件,但井深是气测录井不可或缺的重要参数,为
了解决气测录井中的井深问题,首先想到解决办法

是用手拧动绞车传感器,在机台上安装摄像头,对准

钻机立轴,岩心钻机立轴每次钻进进尺是５０cm,通
过摄像头观察立轴钻进进度,每钻进５０cm,对应的

拧动绞车传感器使录井软件显示井深加深５０cm,
这种解决方案虽然解决了井深问题,但是全是人工

在进行操作,录井时需值班人员一丝不苟,准确无误

地转动绞车传感器,否则就会出现连续几米的录井

数据都相同的问题,大大增加了值班人员的工作量,
且在采用这种方法录井几十米后发现,误差很大,不
适宜采用.经过仔细分析岩心钻机钻进工艺后,决
定制作模拟绞车(见图１)来安装绞车传感器.

图１　模拟绞车

模拟绞车的结构主要包括钢丝绳部分、转动轴部

分、滚筒部分和弹簧部分.钢丝绳悬挂到立轴钻机

主动钻杆上接的提引器上,在钻进的过程中,主动钻

杆连接提引器下行,钢丝绳也跟着下行,从而拉动滚

筒转动,滚筒转动后会带动绞车传感器转动,绞车传

感器根据自身获得的脉冲信号来计算井深.采用模

拟绞车可以实现绞车传感器的自动化识别,减轻录

井值班人员的工作量和压力,使录井存盘数据更加

准确.不过在应用过程中发现,采用模拟绞车虽然

实现了绞车传感器识别的自动化,但是岩心钻机在

接单杆时使用的是另外的提引器来接单杆,在接单

杆并下放３m 的这个过程中,由于模拟绞车弹簧弹

性范围的限制,钢丝绳还一直悬挂在主动钻杆的提

引器上,也就是说接单杆下放这３m 绞车传感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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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到,因此必须采用人为的在钻头位置处加３m
才能跟上实时井深,所以该方法也不能完全实现自

动化录井.该解决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

目前地质岩心钻探气测录井解决井深最好的办法.
２．２．２　悬重传感器安装的解决方法

悬重传感器是配合绞车传感器一起使用的,使
用悬重传感器的目的是确定坐卡还是解卡,岩心钻

机不具备安装悬重传感器的位置,经过研究采取的

解决方法是采用开关来代替悬重传感器,开关打开

代表已经解卡,开关关闭代表已经坐卡,开关通过信

号线连接到数据采集系统,数据采集系统通过开关

的状态来判断坐卡还是解卡,一旦坐卡,机台工作人

员就将开关关闭,数据系统就会认为已经坐卡,这时

绞车怎么转动井深都不会再增加,一旦解卡,机台工

作人员就将开关打开.
２．２．３　泵冲传感器安装的解决方法

泵冲传感器只能安装在卧式三缸单作用活塞往

复式泥浆泵皮带轮保护罩上,在保护罩上焊接一块

铁块用来固定泵冲传感器,在皮带轮上的螺丝上固

定一根较长的铁丝,调节泵冲传感器使传感器端面

与铁丝的距离在不影响转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接

近,当铁丝转动一圈从传感器端面经过时,传感器指

示灯亮,当铁丝转动离开时,传感器指示灯灭.泵冲

传感器安装好以后,手持秒表站在泵旁数活塞来回

１min运动次数对泵冲传感器进行标定.

３　储集层对气测录井的影响

储集层的厚度、含气饱和度、渗透率和地层压力

等因素都是气测显示的重要影响因素[９－１０].储集

层厚度的大小,决定了经过钻头破碎地层后释放出

来气体的多少,在色谱仪上表现为气体的“充裕”与
否,厚度越大的含气层越容易被识别;含气饱和度决

定了储层中气量的多少,这直接关系到气测色谱仪

测得的气体百分含量的多少;渗透率代表着流体在

地层中的流动性,渗透率越好,气体越容易进入钻井

液当中,气测显示越好,渗透率越低气体不容易流

动,难以进入钻井液,则气测显示越差;地层压力决

定了气体进入钻井液中的速度和流量,通常情况下

地层压力越大,气测显示越好.
黔绥地１井全井气测显示较好的层段有两段,分

别是１０９５~１１０１m志留系新滩组泥质粉砂岩和１１３１
~１１４１m 龙马溪组炭质页岩.第一段储层的厚度

为６m,第二段储层的厚度为１０m,在气测显示的

持续时间上第二段要比第一段长,如图２和图３所

示.两段储层的含气饱和度和地层压力基本一致,
所以这两个因素对气测显示的影响基本没有区别.
而页岩气储集在致密的页岩当中,地层渗透率极低,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黔绥地１井的气测显示.

图２　井深１０９５~１１０１m气测特征曲线

４　钻井液性能对气测录井的影响

钻井液对气测录井的影响主要有３个方面,分
别是钻井液柱压力、钻井液粘度和钻井液混油.黔

绥地１井为了保证录井的质量采取的是近平衡钻井

液工艺技术,钻井液液柱压力和地层压力基本平衡,
保证了钻井液中的进气量.黔绥地１井各开次钻井

液性能表如表２所示.钻井液为水基钻井液,以清

水为主,添加了膨润土、聚丙烯酰胺(PAM)、纯碱、

表２　各开次钻井液性能参数

开次 密度/(gcm－３) 粘度/(Pas) 含砂量/％

一开 １０２ ４０ ０５
二开 １０２ ５０ ０６
三开 １０３ ６０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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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井深１１３１~１１４１m气测特征曲线

高粘羧甲基纤维素、磺化沥青防塌护壁剂、多元共聚

物、腐植酸钾和褐煤树.该钻井液配方具有防渗漏、
抑制页岩水化、护壁、润滑以及携砂能力强的特点.

钻井液中加入的聚丙烯酰胺(PAM)和高粘羧

甲基纤维素具有很强的增粘性及聚合性,加入这两

种物质后,钻井液粘度上升很快,流动性逐渐变差,
出现絮凝状态,但不会形成沉淀,使用工具对钻井液

进行搅拌、挑动时,会有很长的丝状物形成.脱气器

很难对这样的钻井液进行液气分离,导致了气测甲

烷含量较低.同时钻井液中形成的丝状物质很容易

进入到气管当中,造成管线的堵塞,影响气测结果.
同时,黔绥地１井使用的 XY ６N 立轴钻机在

钻进过程中发现有润滑油渗漏,渗漏的润滑油与钻

井液混合后,经过脱气器进入到进气管线中,使得黔

绥地１井气测录井重烃含量上升.后经过维修,钻
机不再漏油,气测重烃含量几乎为零.

５　钻井工程对气测录井的影响

５．１　钻头的影响

页岩气储集在致密的页岩当中,在开采的过程

需要大规模的水力压裂才能进行开采,石油钻井采

用的是全面钻井工艺,使用的钻头为牙轮钻头等全

面钻头,破碎岩石的面积大,产生的破碎气相对比较

多,而黔绥地１井为全孔取心,使用的是金刚石取心

钻头,钻进时保留岩石的中心部分,岩石破碎面积只

有钻头内外表面面积之差大小,碎岩面积非常小,页
岩气开采尚需要压裂才能将气体释放出来,何况如

此小的破岩面积,释放出来的气体极少,这也是造成

黔绥地１井气测数值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采

用金刚石取心钻头及配套钻具还给黔绥地１井的气

测录井带来了另一个困扰,无法测量迟到时间.如

果投入较大的碎块标志物进行迟到时间测量,则很

容易造成卡钻,发生钻井事故.
５．２　取心工艺的影响

黔绥地１井采取的是绳索取心钻进工艺,为全

孔取心.这与常规的油气钻井工艺有很大区别,常
规油气井钻进过程中,如无特殊情况,在钻进过程中

需要停泵的时间,只有接单根的这一段时间,而绳索

取心钻进除了接单杆需要停泵外,投掷打捞器、上提

岩心管以及投入内管的过程都需要停泵,并且随着

井深的加深所花费的取心时间也会不断增加.所以

在黔绥地１井气测录井当中出现了许多的时间断

点.同时停泵时间越长,进入孔内静止钻井液中的

气体越多,重新开泵循环钻井液后会出现后效气测

假异常现象.再加上打捞和投入岩心管时,会产生

抽汲和“激动”压力,造成环空钻井液涌出井口,在气

测录井数据上出现新的时间断点.由于绳索取心工

艺因素所引起的时间断点和后效气测假异常现象给

后期的气测解释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５．３　钻时的影响

钻时越小,钻进速度越快,意味着单位时间内破

碎的岩石越多,在目的层进入钻井液的气体就越多,
反映在录井软件上则为气测录井值较高.如果钻时

越大则气测录井值越小.黔绥地１井在钻进到９００
m 后出现了较大井斜,经过纠斜以后正常钻进,但
是在该位置产生了一个“大肚子”,容易产生断钻杆、
粘附卡钻等井内事故,因此对９００m 以深井段的钻

进速度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钻时增大,对气测录井

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５．４　钻井液排量的影响

钻井液排量越大,单位体积钻井液所携带的气

体多,钻井液上返速度快,气测录井全烃值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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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钻井液排量越小,单位体积钻井液所携带

的气体就越少,上返速度慢,气测录井全烃值越低.
钻井液排量的大小直接由泵的排量来决定.黔绥地

１井设计井深为１７００m,终孔直径为９５mm,由于井

径较小,且全孔取心碎岩所产生的岩屑非常少,所以

采用的泥浆泵型号为 NBB ２６０/７A,该泥浆泵有３
个挡位,流量范围:３５~２６０L/min;压力:７/１０MPa.

在绳索取心钻进过程中,由于泥浆泵的排量低,
钻井液上返速度低,所以泥浆泵对气测录井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钻井液迟到时间上.黔绥地１井进入目

的层以后,受井深和井斜的影响,每钻进３m 花费

时间平均都在５０min以上,而钻井液迟到时间最小

不低于３０min,最大甚至达到了５０min.所以在进

行回次钻进时采集的气测录井数据只是回次上部不

到１２m 的数据,而剩余的其他钻井液仍然停留在

井内没有上返出来,这样的录井数据是不能准确反

应地层含气量的.

６　脱气器对气测录井的影响

气体主要是通过脱气器的分离,才进入到气体

输送管线当中[１１].黔绥地１井选用的脱气器是非

恒量脱气器,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槽内钻井液液面高

度的变化.黔绥地１井有多井段是漏失性上返,所
以槽内钻井液在正常井段时较多,在漏失性井段时

较少,虽然现场录井人员在录井过程中发现了这个

情况,对脱气器高度进行了调节,但是由于调节不及

时,使得在漏失性井段脱气器距离液面高度较高,脱
气器分离气体较少,气测值较低,而在正常井段,由
于槽内钻井液液面较高,录井人员没有及时调高脱

气器,使得钻井液被抽进进气管线使管线堵塞,气测

值降低.同时黔绥地１井采用的脱气器在高度调节

上采用的是调节螺丝柱的高低来实现,由于脱气器

一直在不断的震动,很容易产生下滑,而录井人员没

有及时发现也出现了钻井液堵塞进气管线的情况,
对气测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７　结论

(１)气测录井已经在常规油气钻井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在最近几年作为一

门辅助手段应用到了岩心钻探当中.多一门成熟的

技术应用到岩心钻探对于岩心钻探事业的发展十分

有利,但是气测录井在岩心钻探中的应用有一个很大

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如何进行传感器安

装.地质岩心钻探设备目前最常采用的设备是立轴

钻机,与石油钻探设备有很大的区别,目前所有市场

上应用的录井传感器针对的主要为石油钻井设备,还
没有一套专门针对地质取心钻探设备的传感器,因此

限制了气测录井在地质岩心钻探中的推广和应用.
(２)气测录井在黔绥地１井得到了成功应用,虽

然在录井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动控制,但是通

过加工模拟绞车来实现绞车传感器的安装,安装开

关来代替悬重传感器的安装,将泵冲传感器安装到

皮带轮保护罩上等解决方法,基本实现了自动控制,
解决了一直困扰录井传感器安装到地质岩心钻探设

备上的一个大难题,提高了气测录井在地质岩心钻

探中使用的准确度,为地质层序和地层界面的划定

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撑.
(３)在黔绥地１井录井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

对气测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既有储集层因素的影

响,也有钻井液、钻井工程和脱气器的影响.其中储

集层因素是不可改变的;钻井液因素主要是因为地

质钻探缺乏专业的泥浆工程师,再加上气测录井才

开始应用到地质钻探当中,现场工作人员认识不足,
通过后期引进泥浆工程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该因素的影响;地质钻探钻井工程具有很大的特殊

性,在短时间内不能够消除该因素对气测录井的影

响;脱气器对气测录井的影响,与现场录井人员能否

及时进行高度调节有关,所以通过对现场工作人员

的培训可以很大程度上消除该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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