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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钻进技术及其应用
向军文1，2

(1．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100083；2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特钻中心，河北廊坊065000)

摘要：论述了定向钻进技术的应用范围，螺杆钻具的结构及其工作原理、配套器具的性能和选择、定向井的设计、

工艺参数的确定，重点介绍丁定向钻进工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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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钻进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已广泛应用到

矿产勘探，矿产开采及煤层气开发上。为此，有必要

就螺杆钻定向钻进技术及工艺进行研究，确保定向

钻进技术的发展。

1定向钻进定义

定向钻进是利用钻孔自然弯曲规律及人工造斜

工具使钻孔按设计要求钻进到预定目标的一种钻探

方法。

2定向钻进技术的应用范围

2．1勘探7L纠偏

2，2石油天然气领域

(1)海洋钻井平台钻丛式定向井；

(2)因受缝表陡出、滨海、森林、建筑物及农田

等限制而实施定向井；

(3)侧钻绕过事故井；

(4)处理井喷或失火定向井；

(5)在油气层中钻定向长水平井提高开采量。

2，3其它应用领域

(1)地热井：钻多孔底定向井多次穿过含水层

或沿含水层长水平定向钻进，提高出水量；

(2)开发地壳深部“干热岩”：实施两井定向连

通后，一井注冷水，一井可产出高温蒸气发电；

(3)矿山工程中的铅直孔：精确定向；

(4)煤层气定向连通开采；

(5)煤炭地下气化定向旌工；

(6)硫的热溶开采和铀、铜的钻孔溶浸开采，以

及铁、磷、石英砂矿等的钻孔水力开采；

(7)环保领域等。

其施工示意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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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l定向钻进撬工示意田

3螺杆钻定向钻进技术

3．1 螺杆钻定向钻进的优点

(1)钻杆可以不转动——这样可以减少钻杆的

疲劳和磨损，从而减少钻杆折断事故；

(2)钻杆不转动——既降低了钻杆与套管或井

壁的磨损，也防止因钻杆旋转摩擦井壁而造成井径

扩大、坍塌掉块及卡钻等井内事故；

(3)与高精度定向仪器配合，可精确控制钻孔

轨迹，可实现随钻定向或遥控钻进；

(4)对地层适应广——既可用于硬、坚硬的完

整地层，又可用于破碎地层、第四系地层、松软及中

硬、软硬不均地层造斜；

(5)可以适应中、长、短轴率半径的定向孔或各

种特种工程。

3．2螺杆钻定向钻进配套机具

有线随钻定向配套如图2所示，无线随钻则不

采用电缆和测井绞车及通缆水龙头。

田2有线随钻定向示意图

赴理

3．3螺杆钻具工作原理

(1)螺杆钻具为一种正排量容积式液压马达；

(2)转子与定子通常处于接触状态，并形成由

若干连续的密封线所划分的若干个封闭腔；

(3)泥浆泵泵出的钻井液流经旁通阔进人马

达，在马达的进、出口形成一定的压力差，推动马达

的转子旋转，并将扭矩和转速通过万向轴和传动轴

传递给钻头。

3．4螺杆钻具结构

螺杆钻具主要由旁通阀、马达、万向轴和传动轴

等4个部分组成。

3．4．1旁通阀(或称溢流阀)

有2个位置：旁通位和关闭位。在起下钻作业

过程中它处于旁通位。阀体侧面的旁通孔将环空和

钻柱内孔沟通，使起下钻时泥浆不溢于井台上。当

泥浆流过阀心孔时，}L的两端产生压力差，压力差所

产生的推力达到克服弹簧力和静摩擦力时，阀心被

压下，旁通孔关闭。此时泥浆流经马达，把压力能转

换为机械能。泥浆泵停泵或流量值过小，所产生的

压力差不足以克服弹簧力和静摩擦力时，弹簧把阀

心顶起，旁通阀又处于开位。

3．4．2螺杆马达

泥浆泵泵出的钻井液流经旁通阀进人马达，在

马达的进、出口形成一定的压力差，推动马达的转子

旋转，并将扭矩和转速通过万向轴和传动轴传递给

钻头。

3．4．3万向轴

上接转子、下连传动轴导流水帽，它的作用是把

转子的行星运动转化为传动轴的定轴转动，将马达

的扭矩及转速传给传动轴以至钻头。万向轴上有2

个活节。

3．4．4传动轴

负责将马达的扭矩和转速传给钻头，同时要能

承受钻进时所产生的轴向力和径向力。上下轴承是

推力球轴承，径向轴承为硬质合金轴承。

3．5螺杆钻具的不同造斜特性

螺杆钻具造斜主要靠螺杆钻具上的弯接头或弯

外管，根据不同厂家的钻具结构及井身结构，基本的

造斜钻具的造斜率见表1、2。

裹l厂家一不同弯接头造斜率表 ／“。)·m-‘]

弯外管角度／(。) 们3 mn，螺杆钻具，啪smm井服

1

l 5

2

2 5

n1一n 2

n 2—0．3

n 3一n 4

n 4一n5

衰2厂豪二不同弯接头违斜率表 “<。)·mfl)

弯外管角度／(。) 073 mm螺杆钻具，095 mm井眼

n 75

I

1．5

2

O 2—0．3

O．3一n45

0．45—0 6

0 6—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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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磁钻杆的选择

地球磁场是一个矢量场，由于地磁场的作用，钻

井过程中，钻具被磁化，对磁性罗盘产生磁干扰。并

且地球纬度的不同，产生的地磁场强度也不同，罗盘

受干扰的强弱就不同。另外，井眼倾斜角和方位角

也与磁源干扰有关。如果不采取相应有效措施，会

直接影响仪器的测量精度。

为了将磁力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应对无磁钻铤

的长度有一定的要求，并使用无磁加长杆来调整罗

盘在无磁钻铤中的位置，使罗盘最有效地远离上部

钻杆和下部钻头的磁力干扰。

图3是国际磁场强度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

根据磁场强度不同，分了3个区域，我国大部分地区

处在区1范围。

60。120。80。 40‘ 0。 40。 80。120。】6∥18。

圈3不同地区的磁场强度图

根据地磁场强度分区，利用井眼的倾斜角和方

位角的关系曲线图(见图4)，可以确定无磁钻铤的

长度和罗盘所处的最佳位置。

参照醴北戚南的方位罗盘位置

钿钻铤：中心以下O．9～1．2％l钿钻铤；中心咀F 2．4～3．钿

图4并斜角和方位角的关系曲线田

5定向仪器

20世纪末，受成本控制和国内市场供应影响，

用于定向对接井的仪器大多为国产有线随钻测斜仪

和单多点测斜仪，也有使用国外进口测井仪器的。

进入2l世纪，世界能源出现紧张局面，石油行业发

展极快，促进了石油钻井测量／测并技术的发展。

5．1 国内定向仪器现状

国内厂商主要以航天系统为基础在20世纪90

年代相继开发了有缆测井仪器，如北京普利门机电

高新技术公司开发的DST有线随钻测斜仪、北京海

蓝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YST有线随钻测

斜仪等。有线随钻仪测斜得到迅猛发展，有10余家

产品可供选用，但各家产品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2005年后至今，已有厂家成功研制出无线随钻系

统，目前已基本达到应用阶段。

5．2国内主要定向仪器性能(见表3)

表3国内主要定向仪器性能

5．3国外主要定向仪器性能(见表4)

表4国外主夏定向仪器性能

系统捌年，焉鬻黼手舞箸；：怒
Au¨1hc E∞tⅢ O 2 2 0 l 0 171、197、

cdm㈣(美国．1987)(10～90)(o一360)(0—360)203、229、241

6造斜钻头

(1)具有中心锥形线——唇面近似平面，使钻

头便于偏斜；

(2)钻头的外侧刃短——外侧刃不仅要保径，

还要造斜：

(3)因岩心有导向作用，造斜钻头不取心；

(4)造斜钻头要避开中心死点；

(5)因不取心，岩屑多，钻头底部过水断面要

大，水眼和水槽要宽且深，有利于排屑和冷却钻头；

(6)根据不同类型地层——硬质合金、金刚石、

鲫

帅

∞

∞

O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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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轮。

7定向井的设计

目前定向井的设计主要采用直一弯一水平二维

井身结构设计(见图5)。

一
8造斜率选择

大——钻具弯曲严重，易产生键槽，管材下入困

难，泥浆要求高；但可快速由直变水平。

小——造斜工作量大，水平位移大。

一般连续造斜钻进，造斜率选0．35一n 45。／m；

后续需要回转钻进，造斜率选O．25一O．35。／m。

9定向钻进工艺参数确定

仪器工具面角：仪器角差+反扭转角+造斜安

装角+钻具装合差。

9．1仪器工具角的确定

以仪器的“狗腿”开口朝上，测斜定向仪器所显

示的工具角为测斜仪器的角差。处理方式：

(1)后面计算工具角时，直接将此值参与计算；

(2)利用仪器设置，将此时定为仪器的零点值。

9．2反扭转角的确定

根据不同螺杆钻具的工作性能及井底工作情

况，一般取反扭角150一450。

9．3螺杆钻具装合差

自钻头向上看(见图6)，以螺杆钻具弯外管(或

弯接头)母线为中线，定向接头母线在左手边，则螺

杆钻具装合差为正值；如在右手边，则钻具装合差为

负值。装合差值=360∥(3．14 x定向接头直径)。

钻头 螺打钻具弯外管 溢流阀 铡量值L定向接头

圈6确定螺杆钻具装合差示意图

9．4定向安装角计算

cos7 2 cos吼∞s如+sin巩sm吼cos△d

ct982(cos吼cos△Ⅱ一sin日Ictg日2)／sin△n

式中：7——全弯曲角，7=f△￡；i——造斜率；

△￡——孔长；B——初始顶角；如——下点顶角；

△a——方位增量；届——计算安装角。

9．5定向安装角几何作图法(见图7)及校验计算

工具面角方法(见图8)

270。全降方位

图7现场几何作图法

04垒增项角

9旷全增疗位

L80。尘降琐舟

圈8计算安装角与顶角、方位角关系

9．6定向钻进轨迹计算

计算方法很多，现场施工主要采用均角全距法

x=△Lsin[(吼+巩)／2]cos[(瑾l+d2)／2]

y=△厶in[(日．+日2)／2]sin[(a1+d2)／2]

z=△Lcos[(巩+如)／2]

10定向钻进工艺技术

10．1下钻前准备技术措施

(1)认真检查弯壳体的度数和定向键的方向是

否与弯曲方向一致，并计算钻具的装台差。

(2)详细检查所下钻具并符合设计要求。

(3)根据动力钻具的转速、钻遇地层和井深选

择合适的钻头，防止因钻头选型不合适引起钻头事

故。

(4)安装钻头时，应采用钻头装卸器，避免人为

损坏钻头切削齿。

(5)动力钻具必须在井口接方钻杆试运转，运

转正常后方可下人井内。

(5)定向井的井下转矩及摩阻大，要尽量简化

下部钻具组合，采用加重钻杆代替钻铤加压，减少钻

具粘卡的几率。

10．2起、下钻操作注意事项

(1)钻具要双钳紧扣并控制下放速度。

(2)下动力钻具遇阻时，不得用动力钻具划眼，

不能开泵硬压，可转动几个方向试下，否则起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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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3)定向前的直井段钻完后，必须充分循环并

调整好钻井液性能后方可起钻下人定向造斜钻具。

(4)定向造斜后，应以开泵冲及循环为主，尽量

不用转盘划眼。

(5)在裸眼井段要控制起、下钻速度，防止在曲

率较大井段拉出键槽而导致键槽卡钻。

(6)起钻遇阻时，上提下放活动钻具使其逐渐

脱离遇卡井段，不可硬提。

10．3钻进技术措施

(1)启动螺杆钻具时，如果钻具处于井底，必须

提起0．3～0．6 m，开泵时记下压力表读数，并与计

算的压力值进行比较，如果略有超值也属正常．这是

钻头侧钻引起的。

(2)钻进时严格按要求加压，使用螺杆钻具钻

进时，钻进参数要和设计推荐值基本一致。螺杆钻

具下人井底逐步加压，马达扭矩增加，泵压升高，这

个升高的压力值应符合所使用型号螺杆钻具规定的

马达压降值，此压力表增大的数值反映了马达的负

载是否正常，也反映钻压加得是否合适，因此保持钻

压基本稳定，把泵压限制在所用钻具推荐范围内。

(3)钻进过程中，如果循环压力明显低于计算

值，可麓是旁通阀处于开位或钻杆损坏、井漏等造成

的。如果循环压力高于计算值，而且侧钻造成压力

升高的因素已排除，循环压力仍高于计算值，则可能

是钻头水眼堵或传动轴被卡死，此时循环压力要比

计算压力高得多，如地表无法排除故障时，要立即起

钻。

(4)接单根时不得用转盘卸扣，不得任意转动

转盘，必须用双钳紧扣。

(5)定向井钻具组合和钻进参数要以设计为

准。如需变动，必须由现场技术负责人员提出书面

的技术措施申请，经批准后执行。

(6)定向钻进中，因各种原因停钻时，为防止卡

钻，应以大幅度上下活动钻具为主，严禁用转盘循

环，造成台阶。及时活动钻具，接单根要迅速，防止

钻具粘卡。

10．4定向操作与定向控制技术措施

(1)定向仪器坐键后，不要回摇绞车，防止仪器

出键。

(2)定向转动钻具时，钻头应离开井底一定距

离(3一lo m)，防止井底沉砂或缩径致使转动钻具

时地面与井下不同步而造成人为误差。

(3)定向转动钻具角度大时，要分段转动，每转

动一段都要上下大幅度活动钻具，使储存在下部钻

柱上的弹性扭转变形能释放。

(4)启动井下螺杆钻具钻进时，要注意因补心

晃动而使方钻杆多倒转的角度并及时修正。

(5)随钻定向过程中应及时测量井斜角和方位

角，并根据数据处理及时作出水平投影图和垂直剖

面图，以掌握轨迹，制定下一步措施。

(6)钻水平段时，应严密监测井眼轨迹变化，保

证不出靶区。

<7)定向造斜后，尽量缩短停留时间，做到连续

施工，以免下钻遇阻划眼。

(8)进行单点测斜时，注意活动钻具防卡，钻具

静止时间间隔≯3 IIlin。并控制好测斜仪的起下速

度，同时要注意钢丝的记号。

(9)在井斜超过45。的大斜度井段测斜定向时，

仪器在钻具内下行困难，可利用泵送的方式将仪器

推送到位。

(10)在井斜与方位角变化大的井段易产生键

槽，在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控制井眼的全角变化率在

要求范围内。产生键槽后，要及时采取措施破坏键

槽。

(11)在更换钻具下钻时，防出新眼是重中之

重，在定向钻进后，必须对定向段进行认真扩划眼，

扩眼时钻压≯20 kN。每次下钻至上一只钻头所钻

进的井段，要减慢下放速度，有遏阻显示立即扩划

眼。在扩划眼过程中，应注意活动钻具，防止粘卡事

故发生。

(12)定向钻进井段每3 m左右要扩划眼一次，

每50一60 m要短起下一次，特别在井斜450一65。井

段，必须多起下几次，及时活动钻具，防止岩屑沉积

卡钻。采用短起下钻和分段循环钻井液的方法清除

岩屑床。接单根前必须认真划眼，停泵无阻卡后方

可接单根。并做到早开泵、晚停泵，减少岩屑下沉，

遇阻、遇卡不能硬压硬拔，应开泵循环，活动钻具冲

通。

(13)如增斜或稳斜井段井下情况复杂要划跟

时，必须使用钻该井段的原始钻具组合进行通井或

划眼。

(14)每只定向钻头起钻后，要进行扩眼和对定

向点进行修整。

(15)在斜井段进行设备检修时，不要长时间将

钻具停在一处循环，以免井眼出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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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随同取心外管旋转，实现双管单动，有利于岩心进

入并保持岩心完好。

4．3既能造斜钻进又能绳索取心

该钻具最大的创新点是既能定向钻进，又能绳

索取心。而且还能随时测量钻进时的顶角、方位及

工具面角(见图6)。

打捞装置 定向仪器定向谴 定向摇头 锁紫活塞导向伸缩块外壳 岩心内管岩心外管取心钻头

图6定向钻进绳索取心钻具结构图

5技术性能

所研制的定向钻进连续取心钻具主要技术参

数：定向造斜孔径76 mm，定向钻进取心直径30—

33 mm，水平钻进取心直径45～55 mm，定向造斜孔

段的“狗腿”度O．1。～o．4。／m，适用定向造斜孔的孔

斜范围00～90。。

6应用实例

(1)新加坡九龙岛海底储油库选址勘察(见图

7)。单孔定向钻进取心深度达500 m，其中水平段

300“；共6孔，钻进总工作量2400 m，全程取心。

围7新加坡应用定向钻进取心技术进行储油库选址地质调童

(2)挪威某海底应用定向钻进取心技术进行隧

道选址地质调查(见围8)。

围s拂威某海底应用定向钻进取心技木进行隧道选址地质调查

7结语

(1)造斜及水平钻进过程中的连续取心技术属

于定向钻进领域中的前沿技术，它结合了钻探、测井

和自动化专业尖端技术，代表了钻探界较高的技术

水平。

(2)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该项技术将越来越

广泛地应用于地质勘探、石油及煤层气开采、国防建

设等工程领域。

(3)该项技术目前仅由国际上一二家公司所掌

握，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加强力

量组织攻关。

●●I⋯，■●，●●，，⋯I■，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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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定向造斜钻进过程中，如果出现泵压突

然升高或降低的异常现象，应立即停泵，在技术人员

未到场分析查找问题以前，不得上提活动钻具。

(17)造斜过程中钻具总长校正误差≯l‰。

10．5钻井液性能要求

(1)确保泥浆性能良好，具有较强的携带能力

和悬浮能力，钻进过程中注意观察岩屑返出的情况，

如有异常，及时调整钻井液携岩粉能力和排量。

(2)定向井钻井液的含砂量要求全井控制在

O．5％以下。定向井要严格控制钻井液的失水量和

泥皮厚度：滤失量<5 mL／30血n，泥皮厚度≯o．5

mmo

(3)针对容易吸钻的泥岩地层。进人造斜段之

后，泥浆中的原油混入一般不能低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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