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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地区水平井下套管复杂情况分析及改进措施
谭元铭,段海波,李若莹,黄　薇

(中石化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固井分公司,四川 德阳６１８０００)

摘要:在钻完井过程中,水平井下套管至水平段遇阻卡情况普遍存在,极端情况甚至出现套管卡死的现象.川西地

区地质情况较为复杂,水平井下套管难度大,复杂情况多.本文通过对多口典型井下套管遇阻情况和原因进行分

析,得出套管遇阻卡情况主要分为:突然遇阻和阻力渐增导致阻卡两种情况,并针对这两种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改进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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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thedrillingandwellcompletionprocess,stickingoftenoccurswhencasingisrunintothehorizonＧ
talsectionduringRIHofcasing,andinsomeextremecasescasingmaybetightlystuck．Itismuchmoreseriousin
westernSichuanduetorelativelycomplexgeologicalconditions．Analysisofsometypicalstickingcasesand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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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地区中浅井主产层为沙溪庙组.其中,上
沙溪庙组岩性以棕色粉砂质泥岩、灰褐色粉砂岩、泥
质粉砂岩及绿灰色细－中砂岩为主,下沙溪庙组岩

性以绿灰、紫棕色粉砂质泥岩与浅灰、绿灰色细粒岩

屑砂岩、长石岩屑砂岩、粉砂岩为主.由于目的层普

遍存在泥岩,对下套管摩阻有很大影响,尤其当泥岩

段较长时,下套管摩阻增大非常明显.同时川西地

区老井多,同井场新井需要井眼绕障,轨迹较为复

杂,套管形变大,下套管难度大.
到目前为止,每年在川西地区作业的钻井公司

都会有５~６口井下套管异常困难,或下放不到位.
因此对川西地区水平井下套管复杂情况进行分析研

究很有必要.

１　水平井下套管难点分析

１．１　水平井下套管的特点

井眼轨迹决定套管柱入井过程的复杂性.在弯

曲井段,套管会同时受到重力、浮力、摩擦阻力、弯曲

应力等附加力的作用,且附加力随井眼轨迹的变化

而不同.井眼曲率越大,曲率半径越小,附加力越

大.在水平段,套管柱甚至会完全贴在下井壁上,此
时,套管柱与地层的接触段很长,摩擦阻力非常大,
可使下套管受阻;或因套管刚性很大使得套管柱卡

在弯曲井段而无法下入.

１．２　影响下套管摩阻的因素

１．２．１　井眼轨迹

水平井井眼轨迹相较直井更为复杂,套管进入

造斜井段后,井斜角会突然增大,在“狗腿”度过大的

井段,套管与井眼的接触点会大大增加,从而使接触

应力变大,因此套管下入阻力也会随之增大,当下套

管的阻力增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发生套管无法正常

下入的情况.

１．２．２　井身结构

套管的摩阻除与井眼轨迹相关,还与井身结构

有关.这主要和钻头及套管尺寸有关,钻头尺寸为

井眼的初始直径,套管尺寸即套管的外径,两者之差

就是井内的初始环空间隙.钻头尺寸越大,套管尺

寸越小,即两者差值越大,井内环空间隙就越大,套



管与井壁接触面积就越小,反之越大.图１~图３
分别是自由状态套管不与井壁接触,套管与井壁发

生点接触和套管某段与井壁某个方向发生线接触的

情况.不难发现,随着套管与井壁的接触面积变大,
其下套管的摩阻力也就越大.

图１　自由状态剖面图

图２　点接触剖面图

图３　线接触剖面图

１．２．３　钻井液性能

钻井液具有很好的润滑作用,可以降低钻进与

下套管时的摩擦阻力,减小对钻杆和套管的损害.
钻井液同时具有携砂带屑的功能,可以对井眼起到

清洁净化的作用,减少下套管时发生阻卡的状况.
因此钻井液的润滑性和携砂能力能够降低套管的摩

阻系数,从而降低下套管的摩阻.

１．２．４　扶正器的类型和间距

不同类型扶正器其结构构造存在很大的差异,
因此当扶正器与井壁接触时,由于不同扶正器的原

理结构不同,同时不同井段扶正器的安放间距不同,
导致套管的弯曲程度受到极大的影响.使得套管下

入时,其与井壁的接触方式或状态发生变化,摩阻力

也随之改变.如果扶正器安放间距太小,必然会增

加套管的刚度,使得套管不易弯曲,在通过弯曲段时

会变得非常困难,导致套管不能顺利通过弯曲井段.
如果扶正器安放的间距较大,套管就容易弯曲,有利

于通过弯曲段,但是假如其弯曲程度过大,同时受到

井眼条件的约束,就会因为套管弯曲过大而增加其

与井壁的接触面积,从而产生更大的摩擦力,阻碍套

管的下入.表１为通过实验测得的不同类型扶正器

在钻井液中的摩阻系数,其中滚珠扶正器的摩阻系

数最小,这是因为滚珠扶正器与井壁接触方式为滚

动接触,其接触面积相较其他类型的扶正器更小.

表１　水平井中不同扶正器在不同钻井液情况下的摩阻系数

扶正器类型 水基钻井液摩阻系数 油基钻井液摩阻系数

不加扶正器 ０２０６０ ０１７８０
弹性扶正器 ０４３７５ ０３６５５
刚性扶正器 ０３６７４ ０２９２７
滚珠扶正器 ０１５６４ ０１３５２

２　遇阻井案例分析

２．１　知新１０５井下套管遇阻分析

２．１．１　前期概况

(１)井身结构:Ø４４４５mm×２１０m＋Ø３１１１５
mm×１０００m＋Ø２１５９mm×３７２６m.

(２)井眼轨迹:知新１０５井井眼轨迹见表２.

表２　知新１０５井井眼轨迹

名称
井深/
m

井斜
角/
(°)

方位
角/
(°)

最大全角变
化率/〔(°)
(１００m)－１〕

井段/m
A、B靶
点高度
差/m

造斜点 ２１７０ ２．５４ １７２．１９
A靶点 ２７７２ ８８．８０ １９３．８８
B靶点 ３７２６ ９１．２０ １９５．０８

４２．６
２５９１．９１~
２６０１．５２

－２５

(３)扶正器安放:悬挂器以下３根套管每根套管

安放１个双弓弹扶,重叠段每４根套管安放１个刚

性扶正器,直井段每４根套管安放１根整体式单弓

弹性扶正器,斜井段以下每２根套管安放１个整体

式单弓弹性扶正器.
(４)管串结构:浮鞋＋１根短套管＋１根套管＋

浮箍＋１根套管＋浮箍＋１根套管＋球座＋套管串

＋悬挂器＋送放钻具.
(５)钻井液情况:甲酸钾体系钻井液,配方为

０２％~０４％生石灰＋２％~４％磺化酚醛树脂＋
２％~４％无铬磺化褐煤＋１％~２％磺化丹宁＋１％
~２％高效液体润滑剂＋２％~４％改性沥青类防塌

剂＋２％~４％多软化点防塌剂＋０１％~０２％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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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１％~２％纳米乳液＋２％~３％钾基抑制剂.知 新１０５井钻井液性能参数如表３所示.

表３　知新１０５井钻井液性能参数

密度/
(g

cm－３)

粘
度/
s

初切/
终切/
Pa

泥饼
厚/
mm

滤失量/
〔mL(３０
min)－１〕

含砂
量/
％

动切
力/
Pa

PV/
(mPa

s)

摩阻
系数

pH
值

含油
量/
％

固相
含量/
％

膨润土含
量/(g
L－１)

出口
温度/
℃

六 速 读 数
Cl－/
(mg
L－１)

Ca２＋/
(mg
L－１)

K＋/
(mg
L－１)

１９９ ６３ ５/１５ ０５ ３０ ０２ １７ ４２ ０１２ １０ ５ ３６ ２６ ５５ １１８/７６/５３/３９/９/８ ２７１５ ２８０ １５０００

(６)通井情况:通井摩阻正常.

２．１．２　下套管遇阻及处理过程

(１)阻卡发生过程:在连接套管悬挂器期间,在
套管灌浆５min后上提套管,即发现套管粘卡.遇

阻时套管进入水平段２０５m.
(２)处理过程:首先在２４０~１６００kN 间强力上

下活动套管,同时泥浆密度由 １９９g/cm３ 降 至

１９５g/cm３;然后第一次浸泡解卡剂,同时在１８０~
１５００kN间活动管串;接着第二次浸泡解卡剂,泥浆

密度降至１８５g/cm３;最后第三次浸泡解卡剂,上
提到１６００kN,悬重逐步下降解卡.

２．１．３　原因分析

通过下套管阻卡发生过程及处理情况分析判断

知新１０５井卡套管原因主要是粘附卡套管.甲酸钾

泥浆中甲酸根离子活性强、易吸附,造成泥饼的吸附

能力强,岩屑床难以清除,泥饼虚厚,套管与泥饼接

触面积大,摩阻系数增大;同时,由于部分井段全角

变化率大,套管弯曲产生的强侧向力,增加了套管对

井壁的正压力,使得下套管摩阻变大;最后,水平段

为渗透性好的砂岩,受到侧向力作用的套管压向虚

厚泥饼,使泥饼中的孔隙水易流入渗透性强的地层,
产生更大的吸附力.

２．２　高庙３３ ２１HF井下套管遇阻分析

２．２．１　前期概况

(１)井身结构:Ø４４４５mm×２０７m＋Ø３１１１５
mm×２５３３m＋Ø２１５９mm×４０９５m.

(２)井眼轨迹:高庙３３ ２１HF井井眼轨迹见表４.

表４　高庙３３ ２１HF井井眼轨迹

名称
井深/
m

井斜
角/
(°)

方位
角/
(°)

最大全角变
化率/〔(°)
(１００m)－１〕

井段/m
A、B靶
点高度
差/m

造斜点 ２６００ ２．２０ １７３．５６
A靶点 ３０９７ ８８．０１ １７１．４９
B靶点 ４０９５ ８９．５０ １７０．４３

２６．６７
３０１０．６０~
３０２０．５８

－４．９１

(３)扶正器安放:悬挂器以下３根套管每根套管

安放１个刚性扶正器,重叠段每３根套管安放１个

刚性扶正器,整个裸眼井段都是每２根套管安放１
个整体式单弓弹性扶正器.

(４)管串结构:浮鞋＋１根短套管＋１根套管＋
浮箍＋１根套管＋浮箍＋１根套管＋球座＋套管串

＋悬挂器＋送放钻具.
(５)钻井液情况:钾石灰聚磺钻井液,配方为

０２％~０４％生石灰＋２％~４％磺化酚醛树脂＋
２％~４％无铬磺化褐煤＋１％~２％磺化丹宁＋１％
~２％高效液体润滑剂＋２％~４％改性沥青类防塌

剂＋２％~４％多软化点防塌剂＋０１％~０２％消泡

剂＋１％~２％纳米乳液＋５％~７％氯化钾.高庙

３３ ２１HF井钻井液性能参数如表５所示.

表５　高庙３３ ２１HF井钻井液性能参数

密度/
(g

cm－３)

粘
度/
s

初切/
终切/
Pa

泥饼
厚/
mm

滤失量/
〔mL(３０
min)－１〕

含砂
量/
％

动切
力/
Pa

PV/
(mPa

s)

摩阻
系数

pH
值

固相
含量/
％

Cl－/
(mg
L－１)

HCO３
－/

(mg
L－１)

膨润土含
量/(mg

L－１)
六 速 读 数

２０５ ７５ ８/１９ ０５ ３８ ０．２ ２２ ５１ ０．１０ １０ ３６ １８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７ １４６/９５/７４/５６/１７/１５

(６)通井情况:起下钻困难,阻卡明显,划眼困

难,２８００m 至井底全程划眼.

２．２．２　下套管遇阻及处理过程

(１)阻卡发生过程:３６００m 以浅套管下放正常,

３６００m 以深需要快速下冲钻具才能顺利下放套管.
下至３８６５m 遇阻,上提２１００kN,下放至３００kN,
反复活动套管未动.此时,套管进入水平段７６８m.

(２)处理过程:接顶驱开泵排量２５L/s,泵压８
MPa,上提２１００kN,悬重回至２０３０kN,后控制泵

压８~１０MPa,活动管串,返浆量忽大忽小,泵压低

时排量０６L/s,后继续循环,排量逐渐提至２２L/

s,泵压稳定在８MPa,后发现卡瓦坐挂.

２．２．３　原因分析

通过下套管阻卡发生过程及处理情况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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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庙３３ ２１HF井卡套管原因主要是环空堵塞导致

卡瓦坐挂.环空堵塞会导致管柱内外形成压差,当
压差超过一定值就会剪断悬挂器液缸剪钉,导致悬

挂器提前坐挂,套管下放不到位.

２．３　中江１０９D井下套管遇阻分析

２．３．１　前期概况

(１)井身结构:Ø４４４５mm×１０２m＋Ø３１１１５
mm×１４２８m＋Ø２１５９mm×３４５０m.

(２)井眼轨迹:中江１０９D井井眼轨迹见表６.

表６　中江１０９D井井眼轨迹

名称
井深/
m

井斜
角/
(°)

方位
角/
(°)

最大全角变
化率/〔(°)
(１００m)－１〕

井段/m
A、B靶
点高度
差/m

侧钻点 １８５０ １．５０ ３３５．７０
造斜点 ２０２８ ４．４０ ４４．３０
A靶点 ２４８３ ８５．７２ ８１．９８
K１点 ２６８３ ８５．７４ ８３．２１
K２点 ２８２０ ８６．８０ ８２．９０
B靶点 ３４５０ ８９．０８ ８２．９０

２８．８
２４２２．６０~
２４３２．２７

２８．１２

　注:中江１０９D井为阶梯井,K１、K２为控制点.K１、K２垂深相差

１０m.

(３)扶正器安放:悬挂器以下３根套管每根套管

安放１个刚性扶正器,重叠段每４根套管安放１个

刚性扶正器,裸眼井段至１８００m 每３根套管安放一

个单弓弹性扶正器,１８００~２９５０m 每１根套管安放

１个整体式单弓弹性扶正器,２９５０~３４４８m 每２根

套管安放１个整体式单弓弹性扶正器.
(４)管串结构:浮鞋＋１根短套管＋１根套管＋

浮箍＋１根套管＋浮箍＋１根套管＋球座＋套管串

＋悬挂器＋送放钻具.
(５)钻井液情况:钾石灰聚磺钻井液配方为

０２％~０４％生石灰＋２％~４％磺化酚醛树脂＋
２％~４％无铬磺化褐煤＋１％~２％磺化丹宁＋１％
~２％高效液体润滑剂＋２％~４％改性沥青类防塌

剂＋２％~４％多软化点防塌剂＋０１％~０２％消泡

剂＋１％~２％纳米乳液＋５％~７％氯化钾.中江

１０９D井钻井液性能参数如表７所示.
(６)通井情况:测井前通井无障碍,测井仪器下

放顺畅,下套管前通井摩阻正常.

２．３．２　下套管遇阻及处理过程

(１)阻卡发生过程:加密扶正器段进入 K１与

K２靶点之间,每一柱送放钻具都需要上提活动空间

表７　中江１０９D井钻井液性能参数

密度/
(gcm－３)

粘
度/
s

初切/
终切/
Pa

滤失量/
〔mL(３０
min)－１〕

固相
含量/
％

YP/
Pa

PV/
(mPa

s)

pH
值

含油
量/
％

Cl－/
(mg
L－１)

泥饼
厚/
mm

含砂
量/
％

膨润土含
量/(mg

L－１)
六 速 读 数

１８１入/１８０出 ５１ ３５/９５ ３６ ２０ １１ ２８ ９ ４ １８０００ ０５ ０１５ ３０ ７６/４８/３５/１９/７/６

才能下放,剩余悬重为１００~２００kN,下行极为困

难.此时,套管进入水平段８８９m.
(２)处理过程:上提下放钻具,最大上提吨位

１９００kN,下放０kN,循环排量最大１５m３/min,立
压９MPa,间断循环并小范围活动钻具均无果.

２．３．３　原因分析

通过下套管阻卡发生过程及处理情况分析判断

中江１０９D井卡套管原因主要是井眼轨迹复杂导

致.中江１０９D井先缓慢造斜,再快速造斜,同时方

位角变化大,A、B靶点垂深相差１０m,K１、K２控制

点间扶正器安放又非常密集,造成套管在下放过程

中管柱形变严重,管柱贴边情况普遍,导致摩阻增

大,下套管遇阻.

３　建议及措施

川西地区中浅气层的水平井存在一定的区域特

点和难点.同井场防碰,水平段与直井段不在一个

二维平面,地层非均质性,泥砂岩互层稳定性差,井
眼轨迹变化大;钻井液性能难以满足长水平段清除

岩屑床的要求;地层存在伊蒙混层,造成井壁不稳定

等.这些都是下套管遇阻的可能诱因.根据遇阻卡

情况分析,建议采取以下措施进行防范:
(１)合理设计井身结构,降低下套管作业难度,

为后期施工作业带来便利.
(２)优化钻井液性能.针对砂泥岩井段优化钻

井液性能,减少钻具与井壁的接触面积,降低滤饼摩

擦系数,有效清除岩屑床;在确保不发生井控安全的

前提下,下套管前适当降低钻井液密度.
(３)加强井眼质量控制,特别是斜井段和水平段

的全角变化率的控制,保证井眼轨迹圆滑,为下套管

作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条件.
(４)下套管前的井眼准备要充分.一是要有针

对性地进行划眼或者倒划眼修整井壁,可采用井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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