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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地貌区浅层孔隙压力剖面的构建与

钻探工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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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岩溶地貌区浅部地层钻探过程中发生大量漏失、涌水等复杂情况，地层中广泛发育的缝洞网络形成了流体运

移通道，而钻井液和地层水之间的压差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常规孔隙压力预测方法无法对浅层孔隙压力实现有

效表征。为探索岩溶地貌区浅层孔隙压力的实际分布情况，基于水文地质学和流体力学原理，构建了基于地下水

实际分布的浅部地层孔隙压力剖面，并利用黔西探井钻探实例验证了剖面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岩溶地貌区浅层存

在多个压力分区且与地下水的分布密切相关：地下水位以上为无孔隙压力；潜水层孔隙压力的计算应以地下水面

为基线，是典型的低压区；承压水层的孔隙压力取决于补给区与排泄区位置差异，可能表现为高压、低压或常压。

分析了堵漏材料、清水钻进及空气潜孔锤钻进在岩溶地貌区的适应性，建议在钻井设计中充分利用水文地质资料

构建浅层压力剖面，据此选择钻探工艺或钻探工艺组合并确定各开次钻探深度，以避免钻井复杂情况，提高钻探效

率。本研究能够为岩溶地貌区钻探工程设计与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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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shallow pore pressure profile and exploration of 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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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drilling process of shallow strata in karst landform areas， a large number of complex situations 
such as leakage and water inflow occur. The widely developed fracture and cave network in the strata forms fluid 
migration channels， and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between drilling fluid and formation water is also an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Conventional pore pressure prediction methods cannot effectively characterize shallow pore pressure. 
To explore the actual distribution of shallow pore pressure in karst landform areas， a shallow pore pressure profile 
based on the actual distribution of groundwater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hydrogeological and fluid mechanics 
principl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file was verified by an exploration well drilling in west Guizhou Prov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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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multiple pressure zones in the shallow layer of karst landform areas， which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stribution of groundwater. No pore pressure exists above the groundwater level. The calculation of pore 
pressure in the groundwater layer should be based on the groundwater surface， which is a typical low⁃pressure zone. 
The pore pressure of a confined aquifer depends on the difference in location between the recharge and discharge zones， 
and may manifest as high pressure， low pressure， or normal pressure. The adaptability of plugging materials， clean 
water drilling， and air down the hole hammer drilling in karst landform areas are analyzed. It is recommended to fully 
utilize hydrogeological data in drilling design to construct shallow pressure profiles， based on which， selecting drilling 
processes or drilling process combinations， and determining the depth of drilling for each drilling section to avoid 
complex drilling situations and improve drilling efficiency.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rilling projects in karst landform areas.
Key words： karst landform; hydrogeological data; shallow pore pressure; well leakage; well surge; drilling technology

0　引言

我国南方页岩气资源所在的岩溶地貌区工程

地质条件复杂，裂缝、溶洞、暗河发育，部分地区高

山林立，地形切割严重，目前已开发的川东南、滇黔

北的长宁—威远［1］、宣汉—开江［2］、昭通［3］等区块以

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在黔西等页岩气勘探新区部署

的探井［4-6］均报道浅层钻探发生大量失返性漏失、坍

塌、涌水等复杂情况，严重影响了钻探工程进度，同

时也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给页岩气勘探带来了

严重的挑战。

目前，岩溶地貌区钻探漏失的原理及应对的钻

探工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实践［7-11］，岩溶地

层广泛发育的裂隙及溶洞是重要的漏失通道。另

一方面，流体压差也是漏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常规

孔隙压力预测方法及工程实践中普遍认为浅部地

层为常压地层，即从地表起算的静水压力（压力系

数为 1），这难以解释清水钻进依旧发生严重漏失的

现象。水文地质学的研究表明浅层地下水相对于

深层地下水运移更加活跃，且地下水并非从地表开

始充满岩土体的孔隙［12］。地下水位对深层孔隙压

力的影响已经被关注［13-14］，但在浅层钻探中尚无相

关研究的报道，且石油工程中鲜有针对区域水文地

质观测的报道。

本文根据岩溶地貌区的水文地质特征和流体

力学原理，形成了基于地下水实际分布的浅部地层

压力剖面的构建方法，并利用黔西地区一口探井钻

探及简易水文观测资料对浅层孔隙压力的分布进

行了描述，分析了其钻探过程中漏失及涌水等现象

的内在机制，并分析了目前各种钻探工艺在岩溶地

貌区浅层钻探的适应性。

1　岩溶地貌区的水文地质特征

岩溶地貌由地表出露的可溶性岩石受侵蚀而

成。我国南方岩溶分布范围广，类型众多，以川渝

东部，湘黔桂斜坡山地区域为例，由于强烈而广泛

的地质构造运动，该区地形切割强烈，主要表现为

峰丛洼地和峰丛谷地，山峰陡峭耸立，地面高差巨

大，地表以前三叠系的致密、坚硬的碳酸盐岩为主，

虽然其本身孔隙度小，但裂缝发育强烈，加之富含

CO2流水的不断侵蚀，裂隙不断扩大，形成复杂的缝

洞网络，相对于岩石本身的孔隙而言，这些开启的

缝洞网络渗透性极好，地下水能够在其中顺畅的运

移。在钻探工程中，这些缝洞网络也成为了地层流

体和钻井液的交换通道［12，15-17］。

密布的缝洞网络加之季风气候使岩溶地貌区水

系发育，地下水运动强烈，地下水主要以潜水和承压

水两种形式赋存，自上而下形成一个潜水流体系统

和若干个承压水流体系统［12］。图 1 表示了岩溶地貌

区的地下水系统，大气降水渗入地表向下运移，达到

某一深度时岩土体中的缝洞网络被水所充满，形成

地下水面，而在这个水面以上，水是以吸附在土壤或

岩石的孔隙壁的形式存在，也就是从这个水面开始，

地下水在岩石的缝洞中连续分布，产生连续的孔隙

压力，即图中所示潜水层。地层中也存在一些渗透

率极低的弱透水层，承压水是充满于两个弱透水层

之间的含水层中的水，补给主要来源于远端的补给

区，并接受上层潜水透过弱透水层的少量补给。

浅层地下水不均匀分布使地层中的孔隙压力

并非从地表向下均匀升高。陆地钻探中用静水压

力表示地下水产生的压力，由于地下水位一般低于

地表，从地表起算的静水压力将高过孔隙压力，但

全球大部分地区地下水位（潜水面）≯10 m，且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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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土壤，渗透性较差，即便从地表起算引起的

钻井液损耗也不明显，岩溶地区由于地形起伏大、

缝洞网络充分通连，地下水分布复杂，一些地区地

下水位甚至可达 200 m 以深，一些地方水文地质条

件复杂，存在低渗地层封隔的高压水层，因此浅部

地层孔隙压力的计算要考虑地下水的实际分布。

2　岩溶地貌区浅部地层孔隙压力的计算

基于地下水的分布情况和流体力学原理，能够

实现对浅层孔隙压力的计算，其关键在于计算基线

的选择，计算数据参考图 1 的标注。

对于地下水位以上的地层，吸附在孔隙壁上的

水并非以连续的水体存在，因此孔隙压力为 0，地层

不具备任何承压能力。

对于潜水部分，地下水一个以地下水面为自由

表面的开放体系形式存在，潜水区的孔隙压力的计

算应以地下水面基准，这与海洋钻探孔隙压力计算

需附加海水深度正相反，该区的计算公式为：

P 1 = ρg (h - h1) （1）
式中：ρ——地下水密度；g——重力加速度；h——

测点垂深；h1——地下水水位。

因此，在该层流体系统内，其孔隙压力小于以

地面起算的静水压力，差值恒定为地下水位至地表

所亏空的压力。若以压力系数来表示，该层位的压

力系数是变化的，从上向下逐渐增大，只要该层足

够厚将逐渐接近 1。
当有承压水层存在时，则应由补给区和排泄区

的高差引起的压力降来控制实际的压力，水文地质

学中用水头高度来表示承压水的理论水位面高度，

以图 1 中承压水井为例，承压水的理论水位线位于

地表以下 z1 处，因此承压水的压力为：

P 2 = ρgh2 = (h - z1) ρg （2）
式中：h2——承压水水头高度。

因此，在每一个承压水系统内，任意一点的孔

隙压力与补给区和排泄区的高差引起的压力降有

关，理论水位面可能在地表以上、以下或与地表等

高，因此其地层压力可能表现为低压、超压或者常

压。该层的压力系数也是从上向下逐渐增大，但通

常不从 0 开始。

3　实例分析

黔紫页 1 井是在贵州紫云部署的一口页岩气探

井，自地表依次钻遇三叠系罗楼组，二叠系领薅组，

四大寨组，主要为岩溶发育的灰岩地层并夹杂泥

岩、碎屑岩层，钻探过程中发生了漏失、涌水等复杂

情况。基于钻探过程中的简易水文观测情况，该井

表层地下水位约 100 m，隔水层在 374 m 处，承压水

水头约 30 m（由于上部地层中存在裂缝，实际承压

水水头高度应在 30 m 以浅，这里按 30 m 计算），由

此可计算该井浅层压力系数 K 分布（为了便于工程

应用，这里采用压力系数表示），计算结果如式（3）
所示，据此绘制浅层孔隙压力剖面，见图 2。

K =
ì

í

î

ïïïï

ïïïï

0                                ( h < 100 )
( h - 100 ) /h         ( 100 < h < 374 )
( h - 30 ) /h           ( h > 374 )

（3）

压力剖面显示：浅层存在 3 个压力分区，在地下

水位之上，0~100 m 孔隙压力为 0（无压力段），从地

下水位开始，压力系数逐渐升高，但也远低于 1，直
至 374 m 处才达到 0.74（低压段），在穿越隔水层之

后陡增至接近 1（常压段）。

孔隙压力剖面能够解释钻探过程漏失及涌水

现象。导管段钻探由于地层无承压能力（孔隙压力

为 0）遇到裂隙则会发生大量漏失，漏失与钻遇裂隙

数量和开度有关 ，该段导管段采用清水钻进至

36.76 m，漏失 2380 m3。一开使用空气+泡沫钻进

（出水后），钻进至 374 m 地层涌水，强钻至 415 m 固

井。该开次同时钻穿了上部的低压、无压层位及下

部的常压层位，大量的涌水使得钻探工程陷入两难

境地，继续将充气泡沫不断注入，必然会使丰富的

地下水源源不断的涌出，而上部低压层位未封堵，

改用常规钻井液体系必然会大量的漏失。根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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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岩溶地貌区的地下水系统示意（修改自文献[12-13]）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groundwater system 

in karst landform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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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压力剖面，在进入压力分区 III 之后应立即封固上

部地层，改用常规钻井液体系钻进，一开固井封堵

了低压层位后，井内液柱压力由承压水层提供的孔

隙压力，接近常压地层，采用清水钻进出现渗漏，改

用常规钻井液体系+堵漏剂实现了二开正常钻进。

4　岩溶地貌区浅层钻探工艺技术探讨

利用地层压力剖面可对井身结构进行优化，但

复杂水文地质条件可能伴随多个压力分区，且每个

压力分区内部的压力系数是变化的，受成本及工具

的限制难以在表层采用较多开次进行封隔，将井身

结构设计和钻探工艺相结合，在钻探之前进行溶洞

探测避免钻遇大型溶洞，并充分利用已有水文地质

资料及探井钻探资料构建浅层压力剖面，结合浅层

压力的分布特征选择合适的钻探工艺或钻探工艺组

合来确定设计各开次钻探深度，有助于避免钻井复

杂情况的发生、提高钻进效率。目前多种钻探工艺

已经在岩溶地貌区钻探过程中应用，结合岩溶地貌

区地层压力的特征，主要的钻探工艺及其特点如下：

（1）钻井液堵漏材料：堵漏材料通过钻井液循

环封堵井壁岩石孔隙及裂缝实现井筒强化，能够有

效提高井筒承压能力，从而解决钻探漏失问题［3，7］，

小型的裂缝性漏失可采用合理的堵漏钻井液体系

进行封堵［18］，但对于岩溶地貌区常见的大型缝洞造

成的失返性漏失，仅靠堵漏材料可能无法解决［19］。

对于地下水活跃的浅表地层，堵漏材料可能经由大

型缝洞进入地下水循环，影响生态环境。

（2）清水钻进：该方法是指使用清水为钻井液

顶漏钻进，一般在堵漏无效的失返性漏失发生后采

用，此时清水钻井液的液柱压力仍将高于地层压

力，因此清水携带岩屑通常不会从井口返出而进入

地层中的缝洞，该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直接利用石

油钻机，是失返性漏失地层钻探的重要解决措施。

由于该方法钻探过程需要消耗大量水，受到水供应

的限制，且其无法在井筒中形成液柱支撑井壁，对

于易垮塌地层也难以运用［8］。

（3）空气潜孔锤钻进：该钻探技术以高速的空

气作为循环介质，在岩溶地貌区浅层钻探工程中有

巨大的应用潜力。空气的密度极低，钻进过程的循

环压力也极低，且空气的成本可忽略，由于循环过

程中空气速度高，即使地层中存在一些缝洞岩屑也

能返出，且对于易垮塌地层，可采用潜孔锤-跟管钻

探［8］工艺，随钻下入套管保持井壁稳定，但该技术受

地层出水的影响，出水量大则影响岩屑的排出同时

将大量地下水带到地面。因此，该技术适用于出水

量少的地层，对岩溶地貌区浅表地带的无压及低压

地层尤为适用，可用于导管及一开等浅表层钻进，

一旦出水量大影响钻进则需转换为清水钻进或其

他方式。此外，该技术不采用添加剂作为循环材

料，具有环保优势。

利用黔紫页 1 井钻探资料及孔隙压力剖面可对

该井所在区域钻探工艺技术进行优化。该区域浅

部地层为无压及低压地层，下部存在一个近常压的

承压水层，为岩溶地貌区典型的“无压-低压-常压”

压力模式，利用水文地质资料可分析各含水层的横

向分布情况得到目标井位的实际压力剖面。以黔

紫页 1 井的压力剖面为例，由钻探资料可知地层不

易封堵，清水钻进开孔会造成大量清水消耗，宜采

用空气钻进开孔，导管用于封隔上部松散地层。一

开次深度可优化为承压水界面以封堵上部低压地

层，由于上部低压层段较长，该开次仍可采用空气

钻进方式，若地层出水量大无法钻进则转换为清水

钻进。二开次钻遇地层接近常压，采用常规钻井液

体系配合堵漏剂实现正常钻进。

5　结论

本文对岩溶地貌区浅层压力分布进行了探索，

基于地下水的分布构建了浅层压力剖面，并利用浅

层孔隙压力剖面解释了黔西探井漏失和涌水的机

制，分析岩溶地貌区的浅层典型钻探工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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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黔紫页 1井浅层孔隙压力剖面

Fig.2　Pore pressure profile of Well QZ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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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认识如下：

（1）岩溶地貌区浅层存在多个压力分区且与地

下水的分布密切相关：地下水位以上无孔隙压力；

潜水层孔隙压力的计算应以地下水面为基线，是典

型的低压区；承压水层孔隙压力取决于补给区与排

泄区的位置差异，可能表现为高压、低压或常压。

（2）岩溶地貌区钻井设计应充分利用区域水文

地质资料及邻井钻探水文观测资料构建浅层压力

剖面，结合浅层压力的分布特征选择合适的钻探工

艺或钻探工艺组合来确定设计各开次钻探深度，这

将有助于避免钻井复杂情况，提高钻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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