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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井井管对接事故的预防与处理

杨建新!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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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施工地热井时#经常遇到井管对接不牢固#导致井内出砂和水温降低现象#提出了预防和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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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热深井成井工艺中#常遇到输水管与井壁

管对接不牢和 密 封 不 严 的 问 题!见 图%"#导 致 成 井

后井内出砂和水温降低的质量事故#使甲乙双方均

受到损失&针对这一现象#在成井工艺过程中#采取

了如下技术措施进行了根治#从此大大提高了成井

质量&

图%!对接器结构图

!!井管对接事故的预防

!F!!对接事故产生原因

在施工输水管与井壁管对接过程中往往是成功

的&完成对接之后#在投入固井石时使对接处产生

位移#导致了成井后出砂和水温降低事故#原因是在

投入固井石时#使用小铲车投石#使井内产生较大涌

动和上举力#导 致 了 对 接 错 位#或 对 接 处 有 夹 石 现

象#因此成井后就产生井管对接不严密事故#造成了

成井出砂和水温降低现象&

!F"!对接事故的预防

针对这种事故状况#我们加工了一个涨紧装置

!见图!"安装在井口#使输水管与井管拉紧#然后再

投固井石&

!F"F!!涨紧装置加工方法

用 厚!"AA钢 板 两 块#外 圆b!*"AA#中 间 掏

图!!涨紧装置结构图

b%#"AA通孔#其中一块四周均布-个b!"AA螺

纹孔&另外准备-根长!""AA$b!"AA螺栓&

!F"F"!涨紧装置安装方法

在完成对接后#将涨紧装置安装于井口#安装方

法如下’将两 块 钢 板 套 在 b*&AA钻 杆 接 头 上#下

方一块坐落 于 b!’#AA井 壁 管 上#上 方 有 螺 纹 孔

的一块在垫叉下方#垫叉插入位置高于涨紧装置上

板#插上垫叉#使作用力传递于 b*&AA钻杆上#再

将b!"AA螺栓插入螺纹孔上扣#随着螺栓不断吃

进#两块钢板渐渐离开&

!F"F#!涨紧装置工作原理

两板钢板逐渐离开后#-个螺栓均匀吃扣#坐落

于b!’#AA井壁管上的钢板受力后#作用于 b!’#
AA井壁管的下端#即对接斜面上%上钢板向上受力

后作用于 b*&AA钻杆上#即 b%(*AA输水管的

斜面上#使两 个 斜 面 紧 紧 结 合 在 一 起!见 图#"&投

完固井石后#再松开涨紧装置的螺栓#去掉垫叉#这

样对接完成#不再分离&

"!井管对接事故的处理

!!如果没有采用上述对接涨紧装置#或采用了但

不成功#可以采用水泥灌浆封闭技术补救&

"F!!水泥灌浆管的制作方法

用 一 根b%-(AA管 做 内 管#用 一 根b!-)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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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涨紧装置工作原理图

管做外管!长度#A左右"主要视 b%(*AA输水管

斜面上端的 长 短 而 定#!两 管 用 一 个 接 头 套 焊 在 一

起!一定要保证同心 度$b%-(AA管 子 上 端 封 死!
接头与b!-)AA管子连接处在不同方向均匀预打

-个b!"AA通孔!做灌浆通道用"见图-#$

"F"!水泥灌浆管下入与灌浆

水泥灌浆管做好后!下入井孔内b%(*AA输水管

上端!用牙钳慢慢转动!确认b%-(AA管子进入b%(*
AA管子内时!将水泥灌浆管下到离对接处%A时停

下%计算水泥灌注方量!同时计算好注浆后替浆用的清

水用量%搅拌水泥加入添加剂!立即进行灌

图-!灌浆管结构及工作原理图

浆!并替 浆$让 b%(*AA 管 子 外&b!’#AA 管 子

内水泥 液 面 自 动 平 衡 稳 定 后!将 灌 浆 管 慢 慢 提 离

b%(*AA管 子 外 后!再 替 一 次 浆!防 止 b%-(AA
和b!-)AA管 提 出 后 发 生 抽 吸 作 用!使 水 泥 浆 灌

不到对接处$最后将注浆 管 提 离 对 接 处!""#"A
后!可以多替一些浆!冲洗水泵和钻杆内的残留水泥

浆!防止剩余水泥浆在水泵和钻杆内沉淀凝固$然

后起出灌浆管!待井内水 泥 凝 固!-;或 更 长 时 间!
再开始抽水试验$

#!应用效果

!!实践证明!两项技术设计合理!使用方便!性能

稳定!成井质量大大提高!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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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井顺利下入’7830套管并成功固井

!!!""-年)月%日!中 国 大 陆 科 学 钻 探 工 程==:V$%井

顺利下入’7830技术套管!并完成固井作业$这标志着前一

阶段施工作业的圆满结束!也意味着后续更艰巨的施工作业

的开始$
设计的’7830技术套管下入深度为#(!"A$从!"!*A

以深为&7830裸眼井段!在!#""A存在一个漏失层!钻井液

漏失密度%F!1’>A#%在!’)""!*!)A为 纠 斜 井 段%在#-""
"#--"A为侧钻井 段%最 大 井 斜%%F-P%钻 孔 最 大 弯 曲 强 度

&P’#"A%从!*’)A以 深 井 段 为 严 重 扩 径 和 坍 塌 掉 块 井 段!
最大井径超过!"30$在 这 样 的 井 眼 条 件 下!下 套 管 和 固 井

的难度都是 非 常 大 的!每 一 个 环 节 都 关 系 到 整 个 工 程 的 成

败$
为确保套管的顺利下入!现场工程技术人员精心优化泥

浆性能!以降低摩阻和循环压力降%为达到设计要求"固井水

泥浆返出井口#!采用双级双密度水泥固井工艺%为确保双级

固井的成功!精确计算水泥浆的密度&水泥&添加剂用量和替

浆量$
工程指挥部技术人员和施工单位密切合作!对固井设计

和施工方案进行了多次论证!做到精益求精$
在这次施工中!承担下套管作业的是中原油田钻井三公

司’"%"%井队%承担 固 井 作 业 的 是 中 原 油 田 固 井 处%由 普 斯

维斯公司提供双级 箍 技 术 服 务$从!""-年-月!&日#(""
开始!至)月%日-(""!历 时-&;顺 利 完 成#(!"A套 管 的

下 入$从)月%日%%(""开始至!"(""!历时&;按设计要求

顺利完成双级固井 作 业!水 泥 浆 返 出 井 口!宣 告 固 井 工 作 胜

利结束$

==:V$%井四开取心钻进施工进展顺利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科钻一井于!""-年)月%日顺利完

成#(!"A套 管 固 井!为 主 孔 下 部 取 心 钻 进 创 造 良 好 条 件$
科钻一井一个新阶段"四开#的取心钻进施工于!""-年)月

&日正式开始$目前岩心采取率达到&’L以上!主孔取心 钻

进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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