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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S地热井井管对接密封失效的检查方法及封堵措施
刘文新，张长茂，鲍洪智

(河北省地勘局第三水文工程地质大队，河北衡水053000)

摘要：结合工程实例，介绍井管对接密封失效后，从漏水的发现、检查、原因分析到成功使用水泥封堵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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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在地热井施工中，经常遇到上部地层松散易坍

塌或下部地层漏失严重等情况，一般采用二次下管

成井工艺。二次下管井管对接的密封问题是下管成

井的重要环节。我队于2007年在河北廊坊施工地

热井一眼，井深1850 m，原设计采用一次下管成井，

但由于施工至1000 m左右时钻遇漏失层，造成坍孔

埋钻事故，后改为二次下管成井。即先下入350 m

D273 mm×8．89 mm井管作为技术套管(泵室管)后

固井，起到保护孔壁的作用；继续施工至1850 m后

下入0177．8 mm井管(含滤水管)，其中320～350

m井段两管对接30 m，采用特制橡胶密封止水。。成

井后抽水发现，井管对接密封失效，有漏水现象。经

物探测温等手段确定后，最终采用泵入水泥浆成功

进行了封堵。水温43℃，水量80 m3／h以上，水清

砂净。

地层情况：0—350 m为第四系平原组；350—

1050 m为上第三系明化镇组；1050—1850 m为下第

三系东营组。

2成井情况

井身结构：0—30 m，井径450 mm；30～350 m，

井径350 mm；350—1850 m，井径245 mm。

井管结构：0～30 m，下人舛26 mm×6 mm螺旋

钢管作为护壁管；0～350 m，下入D273 mm×8．89

mm井管；320—1850 m，下入D177．8 mm×8．05 inln

井管(含滤水管)。

3 井管对接密封漏水的现象、检查方法及原因分析

3．1 漏水现象

(1)抽水温度偏低。成井前物探测温预计出水

温度4：43℃，实际出水温度41℃。

(2)静水位68 m，水泵下深100 m，经地面蓄水

池测量，抽水量12 m3时，水位降深10 m左右，井口

出水开始含砂。经计算此时320 m井深处井管内的

水正好返出地面。

3．2检查方法

(1)物探测温检查：抽水至水温稳定在4l℃，

提泵物探测温显示，井深320 m处温度有突变，温差

2℃。说明井管对接密封不严，有低温水涌入。

(2)封堵0177．8 mm井管上口，向0273 mm井

管内注水，观察有无漏水情况。首先用钻杆下入下

管时所用的反丝公接头，与0177．8 mm井管上口反

丝母接头配合后起封堵作用。但由于提下钻具时母

扣不能人扣(分析母扣可能已被磨损)。后采用如

图1所示方法，对D177．8 mm井管上口进行了封

堵。采用止水胶带缠制的锥体与母扣接触后受压变

形，密封性好。封堵后，静水位由封堵前的68 in降

至75 m，证明封堵成功。据物探资料显示，井深355

—405 m地层为含水层，已被部分或全部抽洗开，该

水层水位应为75 m。由井口向0273 mm井管注水，

水位仍恢复至75 m。说明两管对接密封不严，水由

此渗入浅部含水层。

3．3漏水原因分析

(1)对于本井情况下的井管对接，我队首次采

用橡胶密封，未经水压实验，对橡胶密封的实际承压

能力不了解。

(2)0273／'／11'／1井管下管固井时，可能内壁下部

留有残余水泥，导致密封不严。

(3)橡胶随D273 mm井管下人320多米，经

D273 nlm井管内壁磨损，外径可能变小，导致密封

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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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注水泥浆示意图

(4)物探揭示，井深355—405 m为含水层，如

密封不严，该水层易被抽洗开，造成该层低温水涌人

管内。

4堵漏方法的选择

由于橡胶环的位置接近两管对接处的顶部，排

除了向两管间隙投填堵漏材料的可能。我们首先向

对接处上部送入特制短管进行了封堵，如图2所示。

特制短管封堵时要考虑到摘挂方便，即短管送到位

后便于和钻杆脱开，如封堵不严还能将短管提出，再

考虑用其它方法封堵。短管封堵后，抽水温度由4l

℃提高至43℃，静水位由68 m变为70 m，水清砂

净，证明封堵成功。但考虑到此种方法可能会降低

井的使用寿命，最终决定采用注水泥的方法进行了

封堵。

5注水泥封堵

5．1 注水泥前的准备工作

5．1．1 泵水试压

采用图2所示方法，重新缠制止水胶带锥体，在

锥体上部0．5 m左右的0127 mm钻杆上割4个小

孑L，下入后封堵0177．8 mm管口。测量静水位由68

m降为75 m，证明封堵成功。将地面0273 mm井管

管口与钻杆封闭，用泥浆泵注水试压。泵量800 L／

rain，泵压稳定在约2 MPa，可以实施水泥浆泵注。

5．1．2确定水泥用量及型号

据物探资料，深度355—405 m地层为含水层，

应为漏失层，需在该段管外注入水泥浆；320—350 m

井管对接间隙需注入水泥浆。因此需注入水泥浆段

为320—405 m。理论计算水泥浆用量约2 m3，按水

泥浆密度《1．8 kg／cm3配制，需水泥2．5 t以上，决

图2封堵l浅层进水J情况下抽水示薏圈

定配制3 t水泥的水泥浆。考虑到初次采用此种方

法，为防止因施工时间长而造成水泥凝固，选用75

℃国产油井水泥，其初凝时间在l 15 min以上。

5．1．3配制

配制l％CNC溶液l m3，作为隔离液，防止水

泥浆遇水稀释及减少水泥浆的渗漏。配制水泥浆约

2．4 rfl3。

5．2注入水泥浆

．先泵人隔离液后泵入水泥浆，然后泵人适量清

水作为替浆液。替浆液不要过量，以防将钻杆内清

水压入封堵位置。整个过程中泵压均小于2 MPa。

将井口封闭打开，测量井内水位稳定在59 nl。静水

位由注浆前的75 nl上升到16 m。0273 mm井管内

留有0．8 m3水泥浆，约有1．6 m3水泥浆已注入到

位。有效水泥段约在320—385 m。从井口向陇73

mm管内注水，观察水位，水泥浆不再渗漏。泵人清

水，将0273 mm管内多余水泥浆返出地面后停泵，

水位稳定在井口不再下降。提出钻具候凝48 h。

5．3封堵质量的检验

物探测温显示，井深320 m温度无变化。下泵

抽水，温度由封堵前的41℃提高至43℃，静水位由

68 m变为70 m，水清砂净。证明封堵成功。

6结语

本井是我队首次采用橡胶密封止水，对橡胶密

封的实际承压能力不了解，未做压水试验，造成密封

失效，通过泵入水泥浆措施可使对接管有效封堵，但

其前提是浅层含水层被抽洗开，形成漏失，使水泥浆

容易泵入两管间隙形成封堵。今后应采取可行有效

的方法，将井管对接一次封堵成功，以提高成井质

量，降低施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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