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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门沟金矿区复杂地层中深孔钻进实践
李景东

(武警黄金第一总队，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要：介绍了哈达门沟金矿区中深孔施t钻遇地层的复杂情况和应用的几种钻井液效果及各自的适用性，阐述

了中深孔钻进的注意事项和加强施工管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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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Medium·deep Hole Drilling in Complex Formation of Hadamengou Gold Deposit／／／如皤-幽昭(No．1

General Gold Geological Party of CAPF，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6，China)

Abstract：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complex 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the encountered formation for deep hole construction

in Hadamengou gold deposit zone and several drilling fluids祈tll each applicability，and discussed attention points for medi-

am-deep hole drifting and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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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质工作的不断深入，金矿勘杏逐步由寻

找埋藏浅、易发现浅表矿转变为埋藏深、难识别隐伏

矿，施工钻孔越来越深，钻遇的地层越来越复杂，施

工难度越来越大。金矿体赋存的岩层，多受构造及

矿化蚀变影响，使其力学性质和完整性等有着很大

差异。钻遇这砦岩层时，会发生孑L肇坍塌、掉块，遇

水膨胀而缩径、遇水溶解而超径、漏水等现象，对钻

探施工的难易程度产生重要影响。

1 概述

1．1 工程概况

哈达门沟金矿区是内蒙古中西部的特大型岩金

矿床。该区自1986年发现以来，截止2007年，我部

累计探获(333)以上金资源量67．2 t。2008年初，

内蒙古自治区与我部签订了为期3年的联合勘查协

议，力争使矿区达到超大型金矿规模。该项目设计

岩心钻探工作量56500 m，钻孔普遍较深，600 m以

深中深孔工作黄约占55％。2007年以前，我部曾对

该区313、314号脉开展钻探工作，累计完成钻探

12000余米。由于施工钻孔越来越深，对地层的复

杂性认识不足，采用的工艺技术不合理，加之管理不

善，严重影响钻进效率甚至导致多个钻孑L报废，影响

矿体的评价进度。

1．2矿区地质条件

矿区位于包头市境内，大地构造位于华北地台

北缘内蒙台隆的乌拉山复背斜南翼。区域内构造复

杂，是以片麻岩为主的变质岩层，褶皱、断裂构造十

分发育，矿化类型以含金石英脉网脉的钾长石蚀变

岩型为主，蚀变类型主要为绿泥石化、高岭土化、绢

云母化、碳酸盐化。岩石为中等研磨性，可钻性7—

9级，个别地层达到lO级。区内相对高差较大，山

势陡峭，运送物资异常困难。

1．3施工设备及工艺

钻机选用XY一44型立轴钻机。为保证中深孔

施工泵量和冲洗液上返流速，泥浆泵选用BW一250

型泥浆泵。钻塔为SGXl7型直斜两用塔。上述设

备能较好满足复杂地层中深孔钻进要求。采取的钻

进工艺为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工艺，使用抗拉、抗扭

强度大的$75新型绳索取心镦粗钻杆，防止发生钻

杆脱扣、折断等事故。钻头外径加大到076 mm，解

决液流环状间隙小、泵压偏高的问题。

因该地Ⅸ地表覆盖层较薄，通常开：fLlil]为基岩，

且岩石硬度较大，大径开孔或频繁扩孔、下套管、换

径，施工效率低，故钻孔结构比较简单。一般采用

0130 mm或D1 10 mm开孔，下入孔口管后，换用

伪l mm金刚石钻头钻进至完整基岩后，下人089

mm套管，然后改用076 mm钻头钻进至终孔。

2施工复杂表现及治理思路

矿区地层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各钻孑L均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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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破碎带，厚度在几米至几百米不等，特别是每个钻

孔在见矿前都存在l一2层以绿泥石化为主的蚀变

带，该蚀变带厚度2～16 m不等，埋深各异，主要由

绿泥石、高岭土、蒙脱石组成。见图l。

圈1 矿区典型破砰蚀亚币岩心

其中的绿泥石化、高岭土化蚀变强弱不一，内含

大量角砾，一旦钻井液性能不良，不能有效保护孔壁

稳定，既使蚀变带的厚度仅l m，也将引发孔内坍

塌、掉块，钻具回转阻力很大甚至憋车，泥浆粘度、密

度、含砂量随之升高，无法正常施工。由于坍塌物堵

塞孔肇间隙，泵压快速增高，钻井液将压入地层微小

裂隙中，造成短暂漏失，一旦钻头提离孔底、泵压降

低，冲洗液又快速涌回孔内，发牛涌砂、孔壁垮塌、钻

孔超径或缩径等现象。同时，有大量角砾被冲洗液

带出，并沉淀于孔底，形成“群砾封门”。扫孔过程

中，孔内阻力大、泵压高，坍塌物内的沉渣难以排出

孔外，即使能扫到孔底，一提钻，钻具仍在扫孔前的

位置。由于孔内阻力大，时常造成断钻、脱扣甚至埋

钻事故。坍塌后，无论是冲孔、干钻都无法排尽坍塌

物。如2006年施工的ZKl0002号孔，使用普通

PHP无固相钻井液，在施工至160 m处，出现4 m厚

的绿泥石化蚀变带，由于预防工作没有做好，导致孔

内坍塌，采用冲孔、捞渣、灌注水泥等方法，共处理

19天，无法通过，不得不报废。

该蚀变带的深度是跟着矿体走的，随着孔深的

增加，绿泥石化蚀变带的位置也在加深。而且破碎

带的层数、深度均不确定，可供换径的选择余地有

限，单纯靠下套管、水泥灌注等均难以达到预期效

果，必须采用有效的护肇方法，探索应用适宜矿区地

层的钻井液，加强施工管理，才能有效地解决复杂地

层钻进难的问题。

3钻井液的选择应用

在野外建立简易泥浆实验室，采集绿泥石化破

碎蚀变带的“断层泥”制成岩样，晒干后用做钻井液

浸泡试验。分别对细分散泥浆、LBM—l型低粘增

效粉、PAB无固相冲洗液、SH一1植物胶等进行配方
，

对比、岩样浸泡试验和性能测试，选出合适的冲洗

液。

钻孔上部相对完整地层选用PHP无固相冲洗

液。当钻进至临近破碎蚀变岩层时，主要尝试应用

以下几种钻井液进行护壁。

3．1 泥浆护肇

3．1．1细分散泥浆

配方：膨润土1 6％+烧碱0．2％+Na—CMC

0．15％。

性能指标：漏斗粘度32 s，pH值9，密度1．15 g／

em’，失水量12 mL／30 min。

2007年前，我们多采用该钻井液。其粘土含量

高，泥浆密度大，具有一定的防塌作用，可有效排出

钻孔坍塌后无固相冲洗液无法排除的大颗粒坍塌

物。但防塌作用不强，且在绳索取心钻进中，投放内

管速度慢，钻杆内壁易结泥皮，不宜开高转速，施工

效率低。适用于运送方便、钻孔相对较浅、发生孑L内

坍塌后排除“群砾”时应用。

3．1．2 LBM—l型低粘增效粉

LBM—l型低粘增效粉是膨润土和高分子化合

物的高温聚合物。

其配方为：LBM—l型低粘增效粉5％。

性能指标：漏斗粘度20 s，pH值8，密度1．03 g／

cm3，失水量10 mL／30 min。

2008年，曾尝试使用该冲洗液替代细分散泥

浆，它具有低粘度、低切力的特点，配浆方便，加量

少，泥浆润滑、沉砂性能好，护壁效果较好，钻进中钻

杆内壁不易结泥皮，适宜开高转速，可根据孑L内情况

任意调节其性能，应对蚀变不强的地层效果较明显。

但因其粘度低，排除孔内大颗粒物的能力不强。

3．2无固相冲洗液

3．2．1 PAB冲洗液

PAB钻井液是PAA聚合物的改型产品。由PA

和PB两种聚合物组成。冲洗液中高聚物大分子呈

网状结构，循环时在孔壁上吸附成网成膜的速度快，

分子膜致密，胶结性强。

其配方为：PA粉1％+PB粉0．25％+皂化油

0．3％。

性能指标：漏斗粘度20 s，pH值8，密度1．02 g／

cm3，失水量12 mL／30 min。配制方法与PAA相同，

岩样在钻井液中久泡不散。

该钻井液性能特点是在低流变参数下具有很强

的胶结孔壁的护壁能力，对岩层的胶结性能更强，是

处理破碎蚀变带效果较好的钻井液，适用于长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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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变强地层。使用时，钻遇破碎带要立即使用，过破

碎带后稳定一段时间可适当降低浓度或改用一般冲

洗液，如果孔壁已经出现坍塌、掉块，使用效果会明

显降低。使用PAB冲洗液应把握提前配制、及时使

用的原则，PA、PB粉必须事先充分水化溶解好，在

往水中加入时要细流、慢加、快搅。

2009年在313号脉ZKl6309钻孔施工中，全孔

使用PAB冲洗液，顺利穿过228—234 m和476—

481 m两层绿泥石化破碎带，仅用33天完成进尺

889 m，台月实进尺达到881 m，台月效率1015 m，未

出现任何孔内事故。但由于该冲洗液配制较为复

杂，预泡时间长，需足够的预泡容器，且成本相对较

高，因此我们仅在该孔使用过。

3．2．2 SH植物胶冲洗液

SH一1植物胶是天然多糖类支链型高分子材

料，用水溶胀后形成体型网状结构，在岩心表面吸附

形成胶膜，浓度越高，网状胶膜也越厚且密实，因而

护心和护壁的效果比较好。该钻井液具粘弹性减振

性能，粘度越高，钻杆转速越高，减振的效果越明娃，

振动越小越平稳，在同等条件下，它比其它冲洗液钻

进时钻机转速町高开1—2挡。由于SH植物胶胶

体的吸附成膜作用，失水量较低，对软、酥、脆地层和

砂卵石地层护肇效果较好。该冲洗液的表)(!|l粘度比

较高，即使采用较小的泵鼍，排粉能力也很强，可以

排除3 mm以上的砂砾，再加上它本身有一定的润

滑性，能使钻具得到很好的润滑"J。

其基本配方为：SH一1植物胶2％+烧碱

0．16％。

性能指标：漏斗粘度60 s，pH值9，密度1．02 g／

cm5，失水量10 mL／30 min。

该钻井液可即搅即用，无需浸泡，且性能稳定，

还可配制无固相钻井液、低固相泥浆和应对水敏性

地层的特殊配方。

配制低固相钻井液配方为：SH—l植物胶l％

+膨润土5％+烧碱0．08％～O．1％。

性能指标为：漏斗粘度100 s，塑性粘度10 mPa·8，

表观粘度32 mPa·s，pH值9，密度1．04 g／em3，失

水量9 mL／30 min。该钻井液结构粘度更高，稠度

大，排除岩粉能力强HJ。

在一般蚀变岩层水敏性地层，可按基本无固相

配方制浆后加入0．2％以上的Na—CMC，降低失水

量。在较强蚀变岩层按低固相泥浆配方制浆后加

0．2％一0．3％Na—CMC，可进一步降低失水量，抑

制地层水化膨胀。在挤压破碎带，护壁较困难时，可

在无固相或低固相泥浆中加入KHm l％一1．5％，

Na—CMC 0．2％以上。

2009年施工的313号脉ZKl4710号钻孔，设计

深度750 m。开孔后地层完整，使用PHP无同相钻

井液钻进，钻进至165 m后，发生轻微坍塌、掉块，该

层破碎带厚度为7．5 m，经反复扫孔后还无法正常

钻进，后换用SH一1植物胶基本配方顺利扫孔到

底，并实现了正常钻进。之后该孔一直采用该冲洗

液，穿过破碎带后适当降低了SH—l植物胶的加

量，施工至660 m时遇第二层绿泥石化破碎带厚度

为5．3 m，内含大量角砾，换用SH一1植物胶低固相

泥浆作钻井液顺利穿过该层破碎带，至终孔孔深

780．3 m，共施工36天，台月实进尺705 m，台效达

到904 m。

4 中深孔复杂地层钻进施工注意事项

(1)钻杆承受扭矩和拉力大，应使用抗拉、抗扭

强度大的镦粗钻杆，以有效防止折钻、钻杆脱扣等事

故。严禁把质量差的钻杆钻具下入孔内。因钻杆接

头多，要在丝扣上涂抹丝扣油(可配制为：石墨粉：

黄油：废机油=l：2：0．2)，以防止钻杆丝扣处漏

失，冲洗液到达不了钻头部位而造成烧钻，同时可减

轻丝扣磨损，降低拧卸时的劳动强度。

(2)中深孔上下钻起重量大，要控制合理的起

下钻速度，操作要平稳。一方面防止跑钻造成钻杆

墩鼓、钻头暾裂；另一方面可尽量减小惯性力效应，

避免和减少激动压力和抽吸作用，防止坍塌。上钻

时，坚持先将内管提出，减小钻具对孔壁的抽吸，并

及时向孔内回灌冲洗液以平衡地层压力，防止孔壁

坍塌。

(3)必须选择合理的钻进参数。一般当即将钻

遇复杂层时，转速不应超过600—800 r／min，否则因

有大颗粒物，易引发烧钻或夹钻事故。钻压宜选择

在9～12 kN，泵量通常为45～60 L／min。

(4)要时刻注意孔内返水、泵压、电流变化及异

常声响，仔细称重，避免脱扣、断钻时的判断失误，造

成事故的复杂化。在钻进复杂地层时，如出现机故

或其它停待时间，应将孔内钻具提离复杂孔段。

(5)钻进合车时，由于深孔摩擦阻力大，钻头要

离开孑L底，缓慢轻合离合器，待转速达到选定速度

时，钻头再接触孔底正常钻进，避免瞬间扭矩过大使

钻杆折断。

(6)在预钻进复杂地层前，应提前更换新钻头，

力求一个钻头穿过复杂地层，减少因起下钻具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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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壁的破坏。

(7)钻进时要及时测量钻井液的性能参数，加

强对钻井液的维护，确保始终达到要求性能，并根据

地层情况及时调整。钻进前后多冲孔，保持孔内清洁。

5加强施工管理

5．1明确施工方案

施工前，要根据钻孔理想柱状图及在该区的施

工经验，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地层情况做出判断，制定

详细的施工方案和单孑L设计，明确相应的预防和治

理的措施，并对各班进行技术交底，确保落实。

5．2坚持预防为主

钻探施工中，一旦孔壁发生坍塌事故，再去处理

会相当困难。特别是哈达门沟矿区的绿泥石化破碎

蚀变带，在孔壁没有发生坍塌前做好预防工作，提前

更换护壁作用强的冲洗液，才能顺利通过破碎带。

如果孔壁一旦坍塌，无论采取什么钻井液护壁都会

相当困难。在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因此，机

台要根据地质资料，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在遇到破碎

带前，提前更换新钻头，配制好钻井液，穿过破碎带

稳定一段时问后，根据孑L内情况再确定相应的措施，

是更换钻井液还是略降低浓度，是使用水泥浆灌注

还是下套管护壁。

5．3加强综合管理

同样的复杂地层会有多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每

个钻孔囚孔内破碎蚀变程度、深度、厚度不同，需要

多种护壁、堵漏措施综合运用才能取得最佳的治理

效果。我们常讲“三分技术，七分管理”，仅有工艺

技术保障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抓好施工组织管理，严

格落实各项组织管理制度，搞好设备、物资、材料保

障，才能顺利实现治理复杂地层的目的。

6结语

通过对复杂地层中深孔钻进的初步研究，取得

了一定的应用效果，我部自营的3个机台钻进效率

明显提高，孔故率有所下降(见表1)，313、314号脉

两年新增(333)以￡金资源量25 t，矿区接近超大型

金矿规模。实践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

表1 自营3个机台平均经济技术指标对比表

(1)复杂地层中深孔钻进，因地层复杂，破碎带

的层数、深度、厚度不确定，必须根据钻层的破碎、蚀

变程度和层位深浅，明确地层可能存在的复杂情况，

以此采取适宜的治理方法。选择方法时需综合考虑

适用效果、工程成本、配制、运输难易程度等因素。

(2)细分散泥浆、LBM—l低粘增效粉、无固相

冲洗液各有其适宜使用地层的性能特点。施工中，

应通过实验室测试调配、岩样浸泡实验、实践总结等

方法，选择合适的冲洗液，采取分层钻进的技术措

施。SH一1植物胶使用方便，护壁性能强，润滑性能

好，粘度高且不影响泵汲，可排除大颗粒物，较适用

于哈达门沟金矿区中深孔复杂地层钻进。

(3)复杂地层钻进施工，必须预有准备，加强施

工管理，明确采取的技术措施。管理是基础，技术是

关键，综合治理不仅是各项技术措施的综合，更是技

术与管理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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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油田新型钻杆填补国内空白

国土资源网2010—06—08消息2010年5月20日，

0139．7 nlnl套管侧钻井专用钻杆在中原油田钻井管具下程

处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它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非

标钻杆研发的一项空白。

深部开窗侧钻井在使用常规钻杆中，循环压耗高，容易

发生井漏及其他井下事故。而D139．7 mill套管侧钻井专用

钻杆可降低循环压耗，达到深井侧钻施工安全的要求，能有

效解决使用常规钻杆所产生的泵压高、易井漏、易发生钻具

损坏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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