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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徐深28井气体钻井实践

王昌利1，刘永贵2，杨淑静2
(1．大庆石油管理局钻探集团钻井四公司，黑龙江大庆163413；2．大庆石油管理局钻探集团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

黑龙江大庆163413)

摘要：大庆油田徐家围子地区深层采用常规钻井机械钻速较低，试验气体钻井技术表明，能够大幅度提高深层钻

井机械钻速，缩短钻井周期。通过前期的地质分析，在总结大庆油田已经试验的2口气体钻井现场试验的经验和

教训的基础上，确定在徐深28井三开登娄库设计采用空气钻井技术，进入营城组试验氮气钻井技术，这是大庆油

田第一口采用空气和氮气钻井的气体钻井。经过周全的设计，克服了冬季气温低、地层出水、气液转化井壁稳定等

难题，保证了井身质量，机械钻速与邻井常规钻井相比提高了7倍，缩短钻井周期26天，节约钻头7只，尝试了氮气

钻进营城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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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徐家围子地区深层实钻统计表明，泉

二段以上地层全部钻井时间只占整个建井周期的

1／5左右，三开平均进尺1500 m左右，平均钻进周

期高达70一80天。营城组及以下地层在400一700

m，平均单只钻头进尺仅56．21 m，需牙轮钻头9—

13只，行程钻速只有0．92 H∥h。经过对徐家围子地

区实施气体钻井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确定徐深28井

具备实施气体钻井的地质条件¨’2 J，徐深28井是大

庆油田第三口气体钻井，也是第一口试验氮气钻井，

在总结前2口空气钻井∞1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通过对邻井资料的详细分析，确定在三开登娄库井

段进行空气钻井作业，进入营城组顶部采用氮气钻

井进行试验，气体钻井总进尺701．01 m，平均机械

钻速10．25 ln／h，是常规钻井的7倍，大幅度缩短了

钻井周期。空气钻井完钻时，进行了充分的循环，井

眼内岩屑清洗彻底，转换成钻井液后，下钻顺利。通

过徐深28井的现场试验，控制了井斜、保证了井壁

稳定、提高了钻井速度，积累了冬季进行气体钻井施

工的经验。

1徐深28井设计

徐深28井是松辽盆地东南断陷区徐家围子断

陷杏山次凹构造上的一口预探井，直井，设计井深

4620 m，目的层为营城组砾岩层、火山岩储层，兼探

登娄库组，钻探目的是：了解徐家围子断陷丰乐低隆

起北部火山岩、砾岩含气情况，扩大勘探成果；落实

地层，录取岩性及储层流体性质、温度、压力资料。

1．1钻井目的及原则

(1)提高徐深28井登娄库组及其以下层段的

钻井速度；

(2)探索气体／充气钻井技术在大庆深层的适

用性；

(3)使用气体钻井技术完成登娄库组井段的钻

井作业；

(4)使用充氮气钻井技术完成营城组目的层段

的钻井作业。

1．2设计井段

井段：3220—3950 m；

层位：登娄库组一营城组。

1．3设计钻具组合

满眼钻具组合：舵15．9 mm BIT+D214 mm sTB

×1+彩159 mm JHF×2+D159 mm SDC×l+D214

mm STB×1+仍159 mm DC×1+D214 mm STB x 1

+仍159 mm SJ×l+D159 mm DC×21根+D127

mm HWDP×15根+D127 mm DP。

1．4设计钻井参数

钻压40—120 kN，转速50—70 r／min，注气量

80～120 m3。

1．5设计钻头

为了降低试验风险和减少成本，依据邻井钻头

使用情况和地层特性选择具有一定现场经验的牙轮

钻头。邻井在登四段至登二段地层选择HIT617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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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钻头，在泉一段至登二段地层预测岩石可钻性在

5—6．5之间，岩石硬度1000 MPa左右，因此本井设

计选择HIT617GH型钻头。

1．6注气排量设计

根据钻井基础数据，利用气体钻井设计软件进

气体排量／∞·min。1)

压力与循环排量关系曲线

行计算，计算结果见图l。井底压力和泵压在循环

排量为70 m3／min后随着其增加而增大，最大岩屑

浓度随着循环排量的增大而降低，而注气排量设计

本着井底压力和泵压越低越好，而最大岩屑浓度越

低越好，因此设计注气排量为80一120 m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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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徐深28井设计注气排■图

2徐深28井气体钻井实钻情况

2．1 冬季施工的难点和措施

(1)本井处于冬季施工，地面设备工作要求温

度在0℃以上，当时气温一8—一12℃，设备运转受

低温限制，容易出现故障和复杂情况，因此在地面设

备架设保温棚，防止设备出现异常。

(2)地面设备和管汇中容易挂腊结冰，导致注

气压力升高，对井下地层出水等复杂情况判断带来

难度，同时地面容易出现管线安全情况，因此在地面

管线缠绕保温带，防止管线挂蜡结冰。

(3)井口旋转控制头胶心受低温影响，性能变

差，胶心脆硬，使用寿命明显降低，容易出现井口漏

气，在旋转头外壳体加蒸汽管线缠绕，对旋转头进行

长时间保温。

2．2替钻井液

按设计下人气体钻井的钻具组合。用清水将技

术套管内钻井液(井底留20一30 m)全部替出，清洗

一周，确保井下清洁。气举时注意压力变化，有专人

负责倒换闸门和节流阀开启度，调节气举压力，使套

压控制在0．8 MPa以内。

2．3气举和干燥井眼

钻具下至井底后，以气液混合的方法进行气举。

关半封，走放喷管线，注气量为40—50 m3／min，注

液量为10—15 L／s，直至纯气体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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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最大岩屑浓度与循环排量关系曲线

在干燥井眼过程中，钻头在刚离开井底的位置

慢慢旋转，注气量从80 m3／min，增加到120 m3／min

或最大气体排量下进行干燥。

2．4气体钻井实钻情况

本井三开空气钻井，井深3220 m，采用牙轮钻

头满眼钻具组合，钻压40—80 kN，转速60 r／min，

3220一3879．80 m空气钻井，进尺659．8 m，3879．80

—3921．01 m氮气钻井，进尺41．21 m。气体钻井完

钻时，进行了充分的循环，井眼内岩屑清洗彻底，转

换成钻井液后，下钻顺利。同时气体钻井过程中每

钻进100—200 m进行一次测斜，共测斜4次，井斜

均满足设计井身质量要求。气体钻井过程中全程进

行燃爆监测分析。通过在排砂管线安装燃爆监测系

统，在排砂管线连接录井气测仪和气体监测仪，进行

在线的甲烷监测和cO：、H：s监测，及时互相通报监

测结果，特别是钻入预计的含气层段时，应更加注意

天然气组分及CO：、H：S的变化，注意控制钻速，必

要时停钻、循环观察，做好转换为常规钻井的准备。

气体钻井结束后，将钻头起到技术套管内，注入井壁

保护液30 m3，然后灌满钻井液，实施井壁保护，起

到较好效果。

3效果分析

3．1 时效分析

弱

的

蛎

∞

％

∞

翡

趵

垢

m

∞

O

O

O

O

O

O

O

O

O

O

O

《世爱蜒乖K似

 万方数据



26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2008年第8期

．气体钻井总进尺701．01 m，平均机械钻速

10．25 rn／h，是常规钻井的7倍，钻井周期缩短了15

天左右。与邻井同层位相比，钻井周期缩短了20天

左右，扣除停工等事件共缩短26天左右，节约钻头

7．5只。气体钻进效果对比见表1。

表l 徐深28井气体钻井与邻井对比分析表

3．2井身质量

在机械钻速高的井段降低钻压，控制机械钻速

钻进，井身质量控制良好，同时加强了井斜监测，气

体钻井过程中每钻进100—200 m进行一次测斜，共

进行了4次测斜，井斜均满足井身质量要求。实际

·测斜数据见表2。

衷2徐深28井气体钻井测斜数据表

3．3控制地层出水及复杂情况

本井气体钻井实钻过程中共出现4次地层出

水，在井深3338．83 m测斜结束开始循环时排砂管

出口有水，加大排量循环为160 m3／min，25 min以

后出口气体干燥，正常钻进；钻进至井深3416 m时，

排砂口粉尘潮湿，加大注气量循环15 min后正常钻

进；在下钻至3570 m时，开始循环时排砂管出口有

水流，开4台空压机加大排量循环，水流变小，后变

成水滴，10 min后，出水口无水滴，循环50 min后出

口干燥，改为3台空压机划眼后钻进；钻进至井深

3686．45 m，测斜结束后开泵循环时出口有水流，循

(上接第23页)

6结语

(1)绳索取心液动锤钻进能有效提高回次进尺

和钻进效率，是绳索取心钻进技术向更高层次发展

的必然趋势，是一项值得推广的高效新技术。

(2)SYzx75型绳索取心液动锤具有结构简单、

启动容易、工作稳定可靠、使用维修方便的特点，易

于推广应用。

(3)sYzX75型绳索取心液动锤钻进泵量、泵压

环5 min后水流消失，循环50 min后正常钻进。可

以看出，气体钻井有效控制了地层出水问题，防止复

杂情况发生。

4经验与认识

(1)利用气体钻井能有效的提高登娄库组地层

机械钻速，缩短钻井周期，与邻井相比机械钻速提高

了7倍以上，钻井周期缩短了26天。

(2)气体钻井转换成常规钻井液钻井时，采用

了井壁保护液，有效保证了转换后的井壁稳定，起到

一定效果。转换成钻井液后，下钻顺利。

(3)在大庆徐深气田采用满眼钻具组合进行气

体钻井，在实钻中实时监测井斜，有效保证了井身质

量。

(4)在冬季进行气体钻井，采取一定的保温措

施，为冬季施工气体钻井积累了一定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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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与普通绳索取心钻进相同，无须配备附加装

置，是解决绳索取心遇到问题的关键器具。

(4)SYZx75型绳索取心液动锤适应性强，有利

于深孔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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