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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铁路复杂地层水平孔钻探护壁堵漏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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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川藏铁路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由于构造活动发育，岩体松散破碎，裂隙及承压水发育，勘察这些地层过程中

时常发生塌孔、掉块卡钻、冲洗液漏失等复杂情况。本文针对隧道出口段地层设计的定向水平孔，在钻进过程中出

现孔壁失稳和冲洗液漏失等问题，通过分析孑L内地层特征、漏失情况，提出了适宜的冲洗液体系。随后，进行正交

实验快速得到护壁堵漏材料掺量的最优组合，并通过后续的工程实践结果验证并改进，使得冲洗液工艺效果明显。

优化配方后的冲洗液，能够大幅度减少孔内事故，有效地促进勘探进度，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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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bore protection and sealing for directional drilling

in complicated formation at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ZHAO Wenhui

(S^n倪咒zi R以iZ叫以y E咒g西1eeri咒g S“r可e∥Co．，L￡d．，Xi’口行S五以以扎zi 710043，C矗i咒口)

Abstract：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is 10cated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ctonic activities， the rock mass is loose and broken with weU developed fractures and confined water； thus，

complex situations such as hole c011apse，falling stones，stuck drilling，and lost circulation often occur dur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se formations．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of h01e wall instability and lost circulation during the

drilling of the directional horizontal h01es designed for the formation along the tunnel exit section，a suitable dr订ling

fluid system for the hole was proposed through analyzing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1eakage in the h01e．

Then，orthogonal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to quickly obtain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of the adding content of

the sealing materials．The f01lo、v—up field application results verified that the improved drilling fluid worked well．

Therefore，the drilling fluid with the optimized formulation can greatly reduce the incidents in the h01es，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xploration progress，and obtain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ts．

Key words： complex formation； directional d“11ing； wellbore protection and sealing； orthogonal expe“ment；

Sichuan—Tibet Railwav

1 工程概述

川藏铁路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是我国地壳活

动最强烈的地区之一，构造发育，内动力地质作用强

烈[1]，线路沿线地质特征具有三高、两强的复杂地质

特征：高烈度地震、高地应力、高地温及强烈发育多

样化地质灾害、强烈发育活动断裂。受此影响，沿线

山脉纵横起伏、地形陡峻，不良地质发育，罕见地质

灾害频发。线路经过的夏里隧道受达龙一八宿大断

裂影响，区域内岩体破碎，岩爆及大变形问题突出，

地层岩性复杂[2J。

本次开展水平孑L勘探的目的是查明隧道出口段

地层岩性特征、层厚、完整程度、地质构造、富水性等

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进而获取相关地质参

数，为设计提供地质基础数据。本次水平孑L勘探设

计孔深为550．o m，倾角为3。，采用下倾角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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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情况及遇到的问题 结构示意图(见图1)。

根据该孔的地层情况以及技术要求绘制出钻孔

O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深度／m

图1钻孔结构示意

Fig．1 Schematic djagram of the borehole structure

2．1 地层概况

根据钻探结果显示，发生漏浆、掉块及卡钻的地

层主要为：110．4～154．3 m板岩，岩质较坚硬，性脆

易开裂，岩体较破碎，板理及节理裂隙发育，板理倾

角35。～45。，岩心呈块状和夹板状；154．3～177．O m

压碎岩，岩质较软，锤击易碎，岩体破碎，受构造挤压

作用，矿物多有压碎，岩心呈碎块状；177．o～205．7

m页岩，岩质较软，性脆锤击易开裂，岩体较破碎，

板理及节理裂隙发育，页理倾角约40。，岩心呈块状

和薄板状；205．7～317．3 m板岩，岩质较坚硬，性脆

易裂，岩体较完整，板理及节理裂隙发育，节理面局

部轻微绿泥石化，岩心呈短柱状和板状；317．3～

441．5 m页岩，岩体性脆，易成碎片状，岩体沿页理

裂解发育，岩体极为破碎，页理倾角约30。，手摸较

为光滑和污手，遇水软化，岩心呈块状和碎屑状。采

取的岩心如图2所示。

2．2漏失情况

根据漏失机理[3_8]，结合地层情况，本文通过现

场情况确定该孑L的漏失性质：(1)经上节的地层分

析，该孔的地质条件不佳，岩体的裂隙、空隙及层理

发育，造就了浆液漏失的自然通道；(2)在钻进过程

中，发现钻孔有时漏失大量的浆液，但孔口还能返出

少量的浆液，有时孔内有一定水位，但孔口不能返

水，现场分析该孔为裂隙性漏失[9_1妇；(3)厂家所提

供的配方冲洗液为无固相浆液，粘度和切力较低，在

自重和微小压差的条件下，均可顺畅地流至缝隙中。

(a)页岩岩心

(b)板岩岩心

图2水平孔岩心

F培．2 Shale and slate cores from horizoⅡtal holes

2．3遇到的主要问题

(1)钻孔为水平孔，在钻进过程中须严格控制钻

孔的方位和倾角(下倾3。)，轨迹设计以满足探明目

标层位。

(2)根据钻探技术要求：该孑L终孑L孔径《75

mm，孔壁应保持整体平顺、线性较好，以保证物探

测井和抽水试验质量要求；此外，基岩岩心采取率一

般应达到80％以上，断层破碎带、松散破碎带等应

达到65％及以上，完整地段岩心采取率需达到90％

以上。岩心采取段落占全孔进尺的80％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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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孔构造复杂，岩体破碎，冲洗液漏失严重，

孔内频繁塌孔。

(4)页岩岩质较软且为水敏性地层，易裂解，常

出现缩径和掉块的现象。

(5)厂家提供的适宜钻机的配方冲洗液，不能适

用于该地层特征，不能达到护壁堵漏的效果。

(6)该孔的漏失为裂隙性漏失，在98．2～228．3

m范围内，浆液消耗量大，约3．08 m3／h。

(7)掉块等事故频发，起钻扫孔等辅助工作占总

台时的63．6％，台班效率约为4．45 m／d。

3护壁堵漏浆液实验研究

3．1 浆液的参数测定和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孔内的地层情况、漏失的情况，本文从冲洗

液材料的选择、配比、实验测试、参数分析以及采用

正交实验对冲洗液的各个组料掺量进行了优化，可

快速地选择适宜该孔的冲洗液。

现场采用5％膨润土+2％纯碱作为基浆，加入

不同比例的腐植酸钾(KHM)、钠羧甲基纤维素(Na

—CMC)和植物胶口2_1“，通过实验测试冲洗液的性

能指标。并分析各参加因子对浆液性能的具体影响

(见。图3～5)。

表1 KHM+Na—cMc+植物胶浆液漏斗粘度、失水量、

泥皮厚度参数

Table 1 Funnel viscosity，water loss，and mud cake thickness

of KHM+Na—CMC+Vegetable glue drilling nuid

通过对表1、图4～6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KHM具有很好的降失水作用，随着加量的

增加，浆液失水量明显降低，泥皮厚度显著降低，致

密性越来越好；KHM对浆液的粘度作用稍弱，随

一漏斗粘度／s 失水量／mL 泥皮厚度／mm

KHM含量／％

图3 KHM对漏斗粘度、失水量、泥皮厚度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KHM on funnel viscosity，water Ioss

and mud cake“1ickness

Na CMC含量／％

图4 Na—cMc对漏斗粘度、失水量、泥皮厚度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Na—CMC on funnel viscosity，water loss

and mud cake thickness

植物胶／％

图5 植物胶对漏斗粘度、失水量、泥皮厚度的影响

Fig．j Effect of vegetable glue on funnel viscosity，water loss

and mud cake thickness

着含量则增加，粘度有一定程度的减少。

(2)Na—CMC对浆液的增粘效果显著，随着含

量的增加，浆液的粘度急剧增加；此外对浆液也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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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降滤失性，随着其含量的增加，浆液的失水量

有着一定量的降低，泥皮越来越致密。

(3)植物胶对浆液的粘度、失水量、泥皮厚度作

用较小，随着其含量的增加，粘度有着适量的提高，

浆液的失水量也轻微的降低，泥皮厚度基本变化不

大。

3．2浆液配方的优化设计

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明确腐植酸钾、钠羧甲基

纤维素、植物胶加入基浆后对冲洗液性能的影响，为

了优化配比的冲洗液浆液材料，使其能更好地解决

复杂地层的护壁堵漏问题，本次实验采用正交实

验[15_16]，快速得出浆液的优化配方。

本次正交实验采用三因素三水平的正交表安排

实验，以5％膨润土+2％纯碱作为基浆，来获得腐

植酸钾(A)，钠羧甲基纤维素(B)，植物胶(C)的优

化掺量，A、B、C的水平值均以基浆为准。设定A的

水平值为：1％、2％、3％；设定B的水平值为：

o．4％、o．8％、1．2％；设定C的水平值为：o．2％、

o．4％、o．6％；实验结果如表2、表3所示。

表2掺加剂因素和水平值

Table 2 Admixtures and add values ％

根据表3中的极差分析，漏斗粘度最佳组合是

B。c。A：，失水量的最佳组合是A。B。c。，泥皮厚度最

佳组合是A。B。C。，综合考虑漏斗粘度、失水量、泥皮

厚度，确定护壁堵漏材料最佳组合为A。B。C。，各组

分参考掺量推荐值为：腐植酸钾A。(2％)；钠羧甲基

纤维素B。(o．8％)；植物胶C。(o．6％)，其优化配方

为：5％粘土+2％纯碱+2％腐植酸钾+o．8％钠羧

甲基纤维素+o．6％植物胶。

4应用效果

现场采用优化后的冲洗液配方冲洗液，通过观

察钻进情况、台班效率、岩体的RQD及冲洗液消耗

量等，并与之前进行对比。

(1)根据岩心情况，测量每延米的RQD值，求

得平均RQD值。计算得出208．o～441．5 m的平

均RQD一38％。相比之前RQD不足3％有了很高

的提升，应用优化后配方冲洗液的岩心如图6所示。

表3漏斗粘度、失水量、泥皮厚度指标结果和因素分析

Table 3 Index results and factor analysis of funnel viscosity，

water loss and mud cake thickness

序号 A B c 漏斗粘度／失水，／ 泥皮厚度／

S mL mm

漏斗

粘度

极差

分析

1．组分B影响最大，掺量越大越好

2．组分C影响较大，掺量取大值合适

3．组分A影响最小，掺量取中值合适

最佳组合：B3C3A2

失水

量极

差分

析

1．组分A影响最大，掺量越大越好

2．组分B影响较大，掺量取中值合适

3．组分C影响最小，掺量越大越好

最佳组合：A382C3

泥皮

厚度

极差

分析

1．组分A影响最大，掺量越大越好

2．组分B影响较大，掺量取中值合适

3．组分c影响最小，掺量取大值合适

最佳组合：A382C3

图6 冲洗液优化后的定向子L页岩岩心

Fig．6 Shale core from horizontal holes after optimization

of the drilling nuid

(2)钻探完成后小组统计了每日的台班效率如

表4所示，得出平均进尺为10．3 m／d，相比之前

4．45 m／d，效率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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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台班效率

Table 4 Rig shift efficiency

(3)统计在208 m之后冲洗液的消耗情况，得

出其冲洗液平均消耗量为1．27 m3／h，相对之前的

冲洗液消耗量约3．08 m3／h，有了很大的提升，其中

冲洗液消耗量如图7所示。

4 5

二 3 6

●

”E 2．7
、／

心 l 8

耀
漂0 9

。

优化浆液前 优化浆液后

_一

。吆一
一 圳

0 110 220 330 440 550

孔深向

图7 水平孔冲洗液消耗量示意图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drilling nuid consumption

of the horizontal hole

5 结论

(1)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确定了孔内的地

层类型和特征，再通过地层特征和钻进情况确定该

孔的漏失为自然井壁漏失。

(2)根据地层和漏失情况，否定了随机白带的无

固相配方冲洗液，所提出的不分散低固相冲洗液即

5％粘土+2％纯碱+2％腐植酸钾+o．8％钠羧甲基

纤维素+o．6％植物胶，是适宜该孔情况的。

(3)通过室内实验和经验确定各个组料掺量的

区间范围，本文通过正交表安排与分析多因素水平

实验，快速寻求最佳组合的方法是正确的，大量地减

少实验参数测定。

(4)优化后的冲洗液应用于现场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钻进的顺畅情况、台班效率、岩体的RQD及

冲洗液消耗量都有了明显的改善，生产面貌有了很

大的改观，缩短了勘探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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