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2007年第12期

煤层气钻井工程中几个重点技术问题的探讨
包贵全

(东北煤田地质局，辽宁沈阳110011)

摘要：论述了煤层气钻井过程中储层保护及钻井液技术，煤层气堵漏技术，煤层气井取心技术，煤层气固井技术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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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煤层气市场前景广阔，资源潜力大，勘探

开发技术不断进步。但由于我国煤层气地质条件的

复杂性，这就要求在钻井工程技术方面不断提高，以

适应煤层气市场开发的需要。下面仅就煤层气钻井

工程的几个重点技术环节谈谈笔者的认识。

1 储层保护及钻井液技术

煤储层被钻开后，就会破坏原有的平衡状态，井

筒内的固相、液相侵入储层与地层内的固相和液相

发生各种物理、化学变化，使储层的有效渗透率受到

不同程度的伤害。这种伤害对参数井而言会影响测

井资料与试气结果，使得储层渗透率、孔隙度等参数

得不到正确的解释，从而影响储层判断，使好的储层

被误判为干层或不具工业价值；这种伤害对生产井

而言，它会使渗透率降低，气层的产量下降，井的寿

命大大降低。因此钻井施工中，特别钻进煤层时，选

择优质钻井液是保护储层、防止污染最重要的技术

措施。

1．1煤层潜在的损害因素

煤层的特点决定了它有以下几个损害因素：

(1)煤层孔隙和裂隙发育，钻井液中的固相和

液相进入煤层裂隙深处。

(2)煤是大分子结构的有机物，易对钻井液水

和高分子聚合物吸附，从而影响煤层的渗透性。

(3)煤层水易与钻井液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堵

塞煤层裂隙。

(4)储层压力低，易发生井漏，对煤层造成损

害。

(5)煤层具有应力敏感性，钻井过程中液柱压

力控制失当，容易造成渗透流降低。

(6)煤机械强度低，钻井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煤

粉易堵塞煤层孔隙和裂隙。

1．2钻进过程对煤层的损害

煤层的潜在损害因素是一种客观存在，钻井施

工时，当钻井液柱压力过高，储层在钻井液中浸泡时

间过长和压力激动等因素的作用下，也产生了对煤

层的伤害。这些伤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钻井液中固相颗粒对煤层的堵塞。

(2)煤与钻井液中的高分子聚合物相互作用

(吸附)产生的堵塞。

(3)煤的吸附膨胀造成的损害。煤具有很强的

吸附各种液体和气体的能力，煤吸附液体后煤基质

膨胀导致割理的渗透率大幅度下降。

(4)压力敏感性对煤层的影响。钻开煤层后，

由于压力敏感性的存在，随着围压的增加，煤层渗透

率下降。

1．3保护煤层的钻井液技术措施

针对煤储层特点及煤层的潜在伤害因素，我们

在总结以往煤层气钻井施工的基础上，选择低固相

钻井液——双聚钻井液(聚丙烯酰胺和聚丙烯腈)

作为辽宁阜新煤层气参数及试验井的钻井液，这种

钻井液由无机盐、聚合物和暂堵剂组成。在使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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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钻井液时，为保护煤层，我们还采取了以下措施：

(1)施工前，通过调研，尽可能筛选对煤层吸附

小的聚合物作提粘剂和降失水剂；

(2)进行钻井液与煤岩及煤层水相溶实验，以

减少煤层水与滤液和煤岩发生反应；

(3)提高滤液的抑制能力，减少煤岩的吸附；

(4)降低钻井液的失水，减少滤液对煤层的损

害；

(5)采用保护煤层的钻井工业措施：

①依据地层压力预测值，采取近平衡钻井技术，

降低固相和液相对煤层的损害，也可减少压力敏感

性对煤层的损害；

②防止井漏，减少井漏对煤层的污染；

③优化钻井水力参数设计，防止煤层井筒周围

的剪切应力过大或过小，引起煤层渗透率的降低；

④缩短完钻和测试时间，减少钻井液对煤层的

浸泡时间。

采取了这些煤储层保护的钻井液技术，通过近

期施工的煤层气LJ—l、U一2、FS一1井的施工效果

看，钻井工程质量都非常好，测井资料和试气成果对

储层渗透率，孔隙度参数解释，经过后期排采的验

证，证明它们是可信和准确的。同时，也说明采用低

固相优质钻井液，辅以适当的保护煤层的钻井工艺

措施，基本上能达到煤层气参数井及生产井钻井液

技术要求。

但是低固相钻井液(密度1．02—1．05 g／cm3)

并非最佳钻井液，因为煤储为负压地层，因此使用低

固相钻井液钻开煤层气储层时，同样会在一定程度

上产生损害作用。最佳的方法是使用泡沫钻井液钻

开煤层，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保护储层，增加产量，

提高钻井效率。但由于缺少设备和技术上的支持，

我们尚未实现用泡沫钻进煤层的施工工艺，这是我

们下一步工作的方向。

2煤层气井护壁堵漏技术

煤层气井护壁堵漏工作较其它钻井有更大的难

度，因为漏失后堵漏既要堵住漏失层满足后续作业

的需要，又要尽可能减少对煤层的污染和损害，这就

对煤层气井堵漏提出更高的要求。

2．1 煤层气井堵漏的技术要求

(1)尽可能一次封住漏失层，防止多次堵漏对

煤层带来伤害。

(2)堵漏作业尽可能选择对煤层伤害小的堵漏

材料。

(3)堵漏作业应做到连贯、有序和统一指挥，避

免因堵漏作业失误而造成其它井内事故。

2．2 LJ一1井堵漏实践

东北煤田第七勘探公司施工的煤层气LJ一1井

位于辽宁省阜新市刘家勘探区内，该区堵漏现象普

遍存在，施工前，我们广泛搜集已往施工的小口径钻

井的水文观测资料，确定该井可能漏失的井深、井段

及漏失量，并向相关科研院所寻找技术上的支持，同

施工现场附近的辽河油田协作共同制定堵漏设计。

在LJ一1钻井过程中，钻至井深709 m时，发生

有进无出的大漏失，该漏失点位于煤层顶板以上20

m左右，根据施工前制定的堵漏方案，即顶板以上

(非目的层)漏失时，实施锯末一钻井液进行暂堵，

然后在钻至煤层顶板(坚硬泥岩)时，再使用专用固

井车，以钻井一油井水泥浆混合成的胶质水泥，辅以

水玻璃及充填剂(如锯末)进行堵漏。

具体的堵漏操作步骤如下：

(1)下人钻进时使用的5 in(D127 mm)钻杆

(内平式)下钻至距最上一个漏失点3 m左右，使用

NB一350型钻井泵的最大排量(32 L／s)，洗井2个

循环)，如果没有漏失，则按下一步操作进行考验。

(2)钻具下到漏失点处，停止循环钻井液，关防

喷器卡住钻杆，控制开泵(控制气门开关)通过钻井

液使地层承受一定压力考验(LJ一1压力为4

MPa)，如果20 min地层未有漏失，则证明暂堵是成

功的，如果漏失发生，就按下面办法进行堵漏；

(3)两台固井专用泵车(排量皆为700 L／

IIlim)，一台泵车装上钻井液和充填剂(锯末)，另一

台泵车则与灰罐车配合准备向井内打入密度为

1．85∥cm3的水泥浆和水玻璃。两台泵车必须以相

同排量，按体积比1：1的比例，将钻井液一水泥浆

的混合堵漏剂按已计算好的量打入漏失层。

(4)停止堵漏作业后，迅速起钻，当钻具起到胶

质水泥封固段之上后，停止起钻，接方钻杆开泵使钻

井液进行了一个循环后按正常起钻速度起钻。

(5)候凝24 h后，下钻具划眼，一直划到漏失点

以下，调整好钻井液，再按以上程序对钻进时的其它

漏失点一一进行考验、堵漏。

煤储层如果发生漏失时，不能用上述方法进行

堵漏，这是因为反复的堵漏作业会给煤储层造成更

大的伤害。在煤储层一旦发生漏失，则立即起钻，下

入钻杆使用胶质水泥进行堵漏。

以上堵漏技术措施经过LJ一1井钻井施工的验

证，证明其在煤层气钻井工程中是一项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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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漏技术。

3煤层气井取心技术

3．1 煤的特点

煤既是煤层气的生气层，又是储集层，与其它矿

藏的储层相比，它具有特殊的物理及力学性质。

(1)较其它岩石，煤更易受压缩，就是说煤的塑

性较好；

(2)煤胶结性差，割理和裂隙相当发育，极易破

碎；

(3)燃点低，受热后易变质，影响煤心质量；

(4)抗水力冲蚀的能力较低；

(5)吸附煤分子表面上的甲烷气量高，并且随

围压降低解吸散逸快；

(6)煤心一般成柱性差，取心困难。

3．2煤层气井取心的要求

煤层气参数井需要对储层进行评价研究，需要

根据煤心确定煤岩的结构、渗透率、裂隙(割理)展

布及大小等煤层参数，而且需要在现场作煤心甲烷

含量的测定和现场采样来测定甲烷解吸压力，吸附

压力曲线等，并据此计算该勘探区煤层气甲烷测量，

预测产气量及为井网布置、射孔、压裂设计等提供依

据。因此，煤心是煤层气井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资

料。

为了准确地获得参数，对煤层取心有以下要求：

(1)煤心直径大，收获率高；

(2)出心速度快；

(3)气体散失少；

(4)煤心质量和原始状态保持好。

根据以上要求，传统的取心工具已不适合煤层

气井的取心工作，为了获得高质量、高收获率的煤

心，并尽量减少甲烷气散失、降低取心成本，必须寻

求一种新型的取心工具来作为煤层专用取心工具。

3．3 SSQx型绳索取心工具简介

阜新煤田U一1井使用的SsQx型绳索取心工

具是适合石油钻机、使用原钻杆的新式绳索取心工

具，经过LJ一1并取心验证，它完全适合煤层气参数

井的取心要求。

3．3．1工具结构

SsQx型绳索取心工具由取心钻头、外管总成、

内管总成、半合岩心管、悬挂机构、弹卡定位机构、割

卡心机构、单动机构、报警装置、差动机构、内外管扶

正器、打捞器及绳索提升系统组成。其结构如图l

所示。

图1 SsQx型绳索取心钻具

l一中扶正器；2一打捞矛头；3一弹卡室；4一弹卡；5一收卡管；6—悬挂环；7一分水接头；8一单动机构；9一内外八方套；lO一内管上

接头；“一外管；12一内管；13一下扶正器；14一扶正环；15—钻头；1卜全封式拦卡簧；17一钢丝绳；18一绳卡销套接头；19一加重
杆；20一打捞钩

3．3．1．1取心钻头

该取心工具采用PDC取心钻头，水眼斜向外

侧，钻井液不直接冲刷煤心柱表面。

3．3．1．2半合式岩心内管

岩心管采用半合管，为减少煤心入筒的阻力，在

内管内壁镀硬铬，可满足破碎煤心顺利进、出简。

3．3．1．3悬挂与单动机构

内管通过2副单向推力轴承悬挂在悬挂接头

上，并靠悬挂环坐在外管总成的座环中组成悬挂机

构。内管上接头的2副推力轴承组成单动机构，即

内管不随外管旋转。

3．3．1．4弹卡定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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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管上部设有可收张的弹卡机构，当内管到

位后在弹簧作用下弹卡伸出，卡在外管的弹卡伸出，

卡在外管的弹卡室内，防止煤心进筒时内管向上窜

动，当上提打捞予头时，弹卡自动收缩，内管可向上

移动。

3．3．1．5报警装置

设有机械机构，通过改变内管与外管间环空过

流截面，使泵压升高达到内管到位或堵心报信作用。

3．3．1．6差动机构

由接头、外八方杆、内八方杆、“O”型密封胶圈

等部件组成。其用途是传递钻具扭矩并使内外管产

生相对位移。

3．3．1．7外管总成

外管总成由上、中、下3个扶正器、外管、差动机

构、弹卡室接头短接、取心钻头等组成。

3．3．1．8调节与扶正机构

内管上设有调节螺母，可调节内管总成长度，调

节范围0—30 mm。外管总成下部设有导正环，用于

内管导向，使内外管保持同轴心，便于岩心进入内

管。在外管上、中、下有3个扶正器，以提高取心工

具的刚度和稳定性。

3．3．1．9打捞机构

由打捞器和内管总成顶部的矛头组成。打捞器

由打捞钩、捞钩室、重锤、旋转接头、绳卡头、脱卡管

组成。

3．3．1．10安全脱钩机构

当打捞内管遇阻时，可沿钢丝绳投下具有斜槽

的脱卡管。脱卡管沿钢丝下行至打捞器，罩在打捞

钩尾部，在冲击力作用下其尾部向内收缩，而头部向

外张开，从而使打捞器和内管总成脱卡。

3．3．1．11绳索提升系统

由钢丝绳和带刹车装置的绞车组成，以快速提

放打捞器，捞取内管总成。

3．3．2取心操作

3．3．2．1投内管总成

从井口在钻杆柱内投入内管总成，内管总成一

旦到达外管中的弹卡室部位，内管的悬挂环到外管

的座环上，即内管总成已到位(此时差动接头处于

拉伸位置)。

3．3．2．2取心钻进

下放钻具，差动接头收缩，带动内管下移100

mm，内管插人取心钻头内，而差动接头的内外八方

套咬合，传递扭矩至钻头，钻头的超前部分克取煤心

直接无阻碍的进入内管。

3．3．2．3割心

钻完进尺后，停泵上提钻具，在差动机构作用

下，内外筒产生相对位移，卡箍逐渐收缩抱紧岩心并

拉断式割心，与此同时隐蔽的全封闭式拦簧片逐渐

伸出形成向上的半球封闭面，完全封住内管底部，阻

止煤心下漏。

3．3．2．4捞心

用钢丝绳将打捞器由钻杆内下人到内管总成顶

部后，上提即可将内管总成捞出井口，卸开内管中间

连接丝扣后，抽出岩心管即可取出岩心。

3．3．3工具的特点

(1)不起钻取出岩心，并实现连续取心；

(2)与内平式5 in钻杆相配合使用，岩心直径

可达70 mm；

(3)使用带斜水眼的PDc专用取心钻头；

(4)采用低摩阻半合式岩心管，既可减少岩心

人筒的阻力，又可快速出心；

(5)可隐蔽的全封闭拦簧与卡箍一体化，实现

双作用卡心；

(6)采用环座式悬挂装置，并有能产生相对位

移的差动机构，即内外八方套；

(7)设有内筒到位和堵心报信功能；

(8)由3副推力轴承构成的单动机构，使岩心

管在取心钻进时不随外管转动，有利于岩心进筒。

3．3．4工具的技术规格

岩心尺寸(直径x长度)D70 mm×2 m；取心钻

头(外径／内径)D215 mrn／070 mm；取心外筒(外径

×长度)D158．8 mm×4 m；取心内筒(外径×内径

×长度)D84 mm×75 mm×3．2 m；打捞器(外径×

长度)050 mm×1．5 m。

一取心钻进参数：钻压10～30 kN；转速35—50 r／

血n；泵量6—10 L／s。

3．3．5 LJ一1井取心成果

U一1井中间层、太平层取心钻进采用D215

mm PDC取心钻头，双聚钻井液(性能为密度1．04

g／cm3，粘度35 s，失水量3 mL／30 min)进行施工。

岩心直径70 mm，捞心作业一般用时15—20 min。

具体取心成果如表l。

表1 U一1井取心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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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煤层气固井技术

在煤层气井勘探开发中，受煤层物理限制，套管

射孔完井是主要的完井方法。固井技术是完井作业

中最关键的技术，固井质量的好坏不仅影响煤层气

井的寿命，而且直接影响煤层气井的产量。
4．1 煤层气并固井的技术难点

煤层气井井深较浅，煤层胶结强度低、松散，在

煤层段易漏失、井壁易坍塌形成“大肚子”，给煤层

造成伤害，同样也影响固井质量。

煤层气固井主要技术难点有：

(1)井径不规则，顶替效率低，影响固井质量。

(2)固井时易漏失，水泥浆返高低且对煤层造

成伤害。

(3)水泥浆对煤层造成伤害。正常固井用的水

泥浆密度大(1．85 g／cm左右)，失水量大(大于

1500 mL／min)，因此和钻井液相比对煤层的伤害更

大。

4．2煤层气固井技术措施

在保证固井质量的前提下，尽量控制水泥浆液

柱压力，应该足煤层气固井技术措施的正确选择。

(1)空心微珠低密度水泥浆固井技术是现阶段

正确的选择。

(2)控制水泥返高。以往煤层气固井设计中，

水泥返高设计往往要求返到地面，实际这是一种错

误的选择，煤层气固井一定要控制水泥返高，这样可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水泥浆液柱压力，达到防止固井

时井漏和降低固井对煤层的伤害。煤层气固井水泥

返高返到煤层顶板以上200 m左右为宜。

国外煤层气固井技术中有一项新技术——绕煤

层固井技术。绕煤层固井技术是消除固井作业对煤

层伤害最有效的固井技术，其思路是在套管串主力

煤层部位安装绕煤层固井工具(见图2)，注水泥时，

水泥浆到达煤层底部时经绕煤层固井工具进入导流

管并从煤层顶部进入环空。这将是煤层气固井技术

的发展方向。

图2绕煤层固井示意图

4．3煤层气固井基本施工方案

在现阶段，笔者认为煤层气固井方案应这样选

择：在保证固井质量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水泥浆密

．度，同时控制水泥返高，具体地说就是：煤层段水泥

浆密度在1．85 g／cm3左右，煤层以上水泥浆密度应

在1．45 g／cm3左右，同时水泥浆返高控制到煤层顶

板以上200 m左右。

上述固井施工技术经近期Fs—l、U—I、【J一2

井的固井作业验证，是一项完全适合煤层气固井的

技术措施。

5 结语

煤层气有着无比巨大的发展前景，然而，目前煤

层气勘探技术水平却相对滞后，需要广大工程技术

工作者共同攻关，以期把我国丰富的煤层气资源高

效合理地开发出来，为繁荣国家经济，提高人民生活

质量做贡献。

⑥
天力 江苏鲁徐州市无力基础寻彗厂

江苏省徐州市天力基础导管厂是专业生产钻孔灌注桩导料管的专业厂家。

本广提供缆19 m、既50 mm、班58 mm、龙60 m、改70Ⅻ、舵88衄、绑oo mm、彩25

一导管，也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做无缝管。
本厂本着。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宗旨，热忱欢迎新老客户惠顾I

本产品特点：

l、采用插入式丝扣连接，密封性强、垂直度好．便于拆卸、安装。

2、本产品采用A3。厚度4—5咖热卷板，罗纹接头采用35蛳寺钢件。管缝双面焊接。
3、出厂前本产品采用水气混试加压6一12公斤．本产品保证无漏水漏气现象。

本产品已用于全国各大工程桥梁及高层建筑基础施工，反应良好。

本厂产品已和全国各探矿机械生产厂家配套。

联系人：张淑君

厂址：江苏省徐州市华润路中段

电话：0516—85873262

手机：13852100012

网 址：www．90ldening．coIn／tiaI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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