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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油田浅层稠油钻井泥浆工艺

王宏伟1，张东兴1，殷西新2
(1．新疆地质工程公司，新疆乌鲁木齐83009l；2．新疆哈密地质干部学校，新疆哈密839000)

摘要：针对工区地层特点和工程技术要求，以及现场发生井下复杂情况的原因分析，选择了泥浆体系，制定了相

应的工艺技术对策，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对存在的缺陷提出了解决方案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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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质工程公司在克拉玛依油田浅层稠油加密钻井

施工近3年。施工区块的完钻井深设计210～380 m。地层

地质情况除上部第四系砂砾层外，主要以第三系泥页岩为

主，部分井段含少量的砂砾岩。钻井过程中出现地层严重造

浆、缩径、泥包钻头；起钻过程中遇卡、“拔话塞”；下钻遇阻，

划眼、测井不顺利等井下复杂情况。分析原因，地层属强分

散岩层，地层中的泥页岩遇水后极易水化膨胀分散，引起泥

浆的牯切力上升，滤失量增加。同时泥浆抑制粘土分散能力

差，使泥页岩分散得不到有效控制。岩石可钻性好，钻速快，

而泥浆泵排量偏小，使钻屑不能及时清除，泥页岩钻屑进一

步水化分散，恶性循环。针对上述原因，在地层岩石理化性

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选择和完善了浅层稠油钻井工程施工泥

浆工艺技术。

1泥浆处理剂殛配方优选

1 1泥浆体系对策依据

根据上述地层情况分析和该区块地层特定理化特性分

析，对泥浆体系选择条件如下：

(1)泥浆应具有强抑制性，以防岩层中无序伊蒙层问水

化膨胀。

(2)适当控制泥浆的滤失量。减步泥页岩水化膨胀的程

度。

(3)泥饼致密润滑。

(4)处理剂相容性强，配方简单，有利于成本的控制。

1．2处理剂选择

由泥浆体系的对策依据，确定的处理剂以两性离子聚合

物FA367作为强包被剂(抑制剂)适度抑制钻进岩层的水化

造浆．辅聚物N凰一HPAN作为降滤失荆，可提供良好的造

壁性能，改善泥饼质量，降低滤失量，全井使用Mv—cMc和

KHm维护钻井性能。

1．3配方优选

采用正交设计试验方案，优选出的泥浆配方：第四系地

层(一开)为(6％一8％)膨润土浆+(0．8％一1．5％)N电c03

+(0．3％一0．5％)Na0H；进入第三系(二开)为(4％～6％)

膨润土浆+(0．2％～0．3％)FA367+(0．3％一0．5％)NH．一

HPAN+(0 1％一O．2％)Mv—cMc+(2％～6％)KH巾。

泥浆性能指标达到：密度1．08～1．12∥cm3，粘度25—

42 8，滤失量10—11 mL．pH值8～9，必要时密度提高到
1．15—1．20 g／cm3，用好振动筛(≥40日)。

2现场应用与地层相匹琵的泥浆工艺

2 1钻井工艺特点

业主提供的工程设计要求钻井采用两开井身结构，一开

使用0394 mm三牙轮钻头至表层设计井深(表层井深小于

50 m)，下人0273 mm的表层套管，水泥同井后安装井口(封

井器)。二开采用D241 3 mm钻头钻至完钻井深，下人

口177．8 mm的油层套管，水泥固井返至地面。

2．2泥浆的使用及维护

(1)甩膨润土浆或上日井完钻后的泥浆钻表层，用

Na0H溶液控制流变性，最大眼度控制台砂量，钻进时根据

实际情况加入Mv—cMc，保持泥浆“三高一适当”(高粘切、

高固相、高滤失量、适当密度)特性，确保表层套管顺利到位。

(2)二开，在配液罐内根据配方把处理剂制成一定浓度

的胶液，再放人泥浆池内循环，做好二开预处理工作，泥浆性

能控制范围严格按单井设计执行。在钻进中．泥浆性能参数

的变化幅度不宜过大，避免大范围处理。始终保持泥浆体系

中有足够的聚合物，钻进中一般可以采用“细水长流”的方法

补充配制好的囊合物胶液。利用聚合物药剂的抑制包被性，

保持钻屑原始状态的完整性，达到抑制粘土分散，控制造浆

的目的；另外。在钻进中，还需采用周控技术措施，努力控制

泥浆中的固相含量，使泥浆具有良好的流变性能．保持比较

低的水眼粘度(6～8 mPa·s)可以充分发挥钻头喷嘴(水眼)

的作用，大幅度提高机械钻速，缩短钻井周期，达到减少泥浆

对油层浸泡时间，保护产层的目的。总之二开泥浆根据地层

条件，钻进工艺要求使用低滤失量、低粘度、低切力的“三低”

优质聚合物低周相泥浆。

3泥浆的使用分析与评价

(1)现场使用表明，该泥浆具有较强的抑制粘土水化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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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与IcDP合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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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2月，我国和德国、美国一道成为IcDP(国际大

陆科学钻探计划)的第一批成员国，宣告了IcDP的正式启

动。通过和IcDP的合作，大大促进了我国大陆科学钻探计

划的实施。大别一苏鲁科学钻探项目得到IcDP财政、技术、

人才培养和科学管理上的重要支持，是这一项目得以作为国

家重大科学项目和IcDP项目及早顺利实施的重要原因之

一。这是我们及时参加lcDP成功之点。回忆我们参加

IcDP的初衷，除了促进大别一苏鲁科学钻探项目尽早上马

之外，最根本的目的还在于，通过参加IcDP(包括实施大别

一苏鲁科学钻探项目)，让我国在国际地学前措研究中占有

重要的一席之地。为更好地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创造有利的

条件，同时通过充分利用IcDP提供的国际合作途径，让我国

地学科学家有重点地参加到IcDP科学主题的国际研究领域

中去。使我国的地学研究更好地和国际的研究接轨并造就一

批国际化的地学前沿研究人才。

我国太陆科学钻探不只是大别一苏鲁科学钻探这一个

项目，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也不只是研究超高压变质岩折

返机制这一个主题。国际太陆科学钻探计划的主题涉及到

全球气候变化、撞击构造和种群灭绝、沉积盆地的演化、岩石

圈动力学与变形、火山系统与热机制、会聚板块边界和碰撞

带，地壳中的流体、矿床的成因和地壳的地球物理等等。国

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建立以来已开展和准备开展的钻探项

目包括：全球气候变化的瑚沉积钻探(贝加尔湖等)，火山系

统钻探(夏威夷)，地下热机制的钻探(美国加州长谷)，陨石

的研究中去。对这些有利条件我们过去还没有充分地利用。

现在大别一苏鲁科学钻探项目已经启动，不仅作为

IcDP中国代表的部门发生了变化，同时部门的职能也发生

了变化。无论是站在国土资源管理的角度还是中国代表的

角度，国土资源部现在都应该适时地根据我们的初衷更全面

地考虑加强与IcDP的合作和充分利用IcDP所提供的条

件，为促进我国地学界参与国际地学前沿课题的研究和国际

化地学人才的培养而努力。因此，笔者建议：

(1)在国内加大对IcDP的宣传。通过报纸、杂志和互联

网来加强对IcDP的成果和活动的报导．使广大地学工作者

了解IcDP的进展以及运作方式，以便参加IcDP的活动。

(2)积极支持中科院、地震局等部门的科学院提出全球

气候变化(包括西藏冰心钻探、青海湖钻探等)以及地震机制

等等方面的项目建议。

(3)打破部门界限，广纳人才，推荐合格的专家参加

IcDP专家组的活动，这对提高我国专家的知名度，对我国科

学家提出项目建议和审议都有重要意义。

(4)积极主动和科学技术部、辩学基金会及有关单位合

作，支持我国科学家参与IcDP国际研究项目。

(5)在签署参加IcDP的协议中，关于我国缴纳会费20

万美元的条款有一项特别说明，其中10万美元是作为培养

中国科学家之用。过去主要用于培养太别一苏鲁项目所需

人才。今后应该更好地利用这笔资金培养广泛参加IcDP前

沿研究项目的人才。撞击构造的研究(墨西哥)，断裂构造的地震机制研究(美国——
竺竺墨璺苎竺曼紫苎竺型窖耄竺盟：黧} ：：器蒜孟Z剧渊舯朋土资探部咨询研究
都是国际地学研究的前沿，并向世界各国地学科学家开放， 中心晷茹委员．研究员，长箱从事地球物理综台方{击的研究和科技外
尤其是IcDP成员国的科学家。他们可以利用这些项目的成 事工作．曾任纽约州立大学耐教授、地矿部国际司副司长、ccoP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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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分散能力，能改善井壁的稳定性，适应克拉玛依稠油田地

层特点和钻井工艺，显著提高了钻井速度，减少井下复杂事

故。完钻电测成功率高，钻井、建井周期短，同时对油层有一

定的保护作用。配方简单，易于转化和维护。

(2)二开使用聚合物低固相泥浆固相含量应控制在7％

以下．密度愈低愈好。控制粘切，特男Ⅱ是控制动切力要以控

制膨润土含量为主，以稀释剂为辅，膨润土含量在20～50∥

L之间，DH值8～9，避免泥浆增稠后太量加水的处理方法，

加入黑水处理时KHm的音量在4％～6％效果最佳。

(3)在大量的现场试验基础上，发现目前所使用的泥浆

体系存在配浆性较差的缺陷。如果稀释剂选择xY一27组

成大分子量聚合物为主，低分子量聚合物为辅的高低分子里

的聚合物复配体系，达到既具有抑制性又具有配浆性的聚合

物低同相泥浆体系，进一步改善泥浆流变性，提高井跟净化

能力和抑制性能，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新技术，但此泥浆体系

还有待继续研究实践，形成相应的工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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