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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田钻探深水位钻孔施工体会
程兆洪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中南局南宁地质调查所，广西南宁530022)

摘要：通过管外注水、调整泥浆添加剂及其它措施，解决煤田钻探深水位钻孔钻杆润滑和冷却以及烧钻等问题，

取得成功的经验。解读钻探施工常规方法的适用性和遇到特殊情况的应变和突破思维以及由此带来的体会和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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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Borehole Construction in Deep Water Table for Coalfield DrilIing／CHENG Zhao—b，曙(Nanning Geo-

logical Survey of Centralsouth Bureau of China Metallurgical Geology Bureau，Nanning Guangxi 530022，China)

Abstract：By grouting water from outside the drill pipe，adjusting mud agents and some other methods，drill pipe lubrica-

tion，cooling and bit burning were solved for drilling in deep water table coalfield with successful experience．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bility of conventional methods of drilling construction，the adaptability for special cases and breakthrough think—

ing wel'℃interpreted，and the consequent experience and enliightenment were together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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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贵州煤田资源钻探开展得如火如荼，钻孔

设计的趋势由400～500 m的浅孔转向1000 m以深

的深孔。因贵州地处山区，深孔多半在山上，上覆地

层即使是泥岩和泥质岩类，也因年代久远而干裂。

漏水严重，水位往往在300 m以深。这给地质钻探

带来相当大的难度。近几年，我们单位在贵州省煤

田地质钻探深水位孔施工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特

别是2007～2008年，在贵州省水矿集团煤勘公司马

场煤田盐井井田矿区钻探工程施工中，取得了突破

性的成果，解决了由此引起的一些严重影响施工的

问题。

1 深水位给钻探施工带来的问题

1．1 深水位给钻探施工带来的直接问题

(1)不返水，排粉困难；

(2)无水位孔段钻杆回转阻力大；

(3)无水位孔段钻杆表面、公母接头表面温度

高；

(4)无水位孔段公母接头、钻杆磨损严重；

(5)泵压为零或出现负压(井内吸气)。

其中严重影响钻探施工的问题是第(2)～(4)

个问题。．

1．2 由直接问题引起的间接问题

(1)断钻杆；

(2)钻进转速低；

(3)容易烧钻；

(4)跑钻。

其中影响最大的问题是断钻杆和钻进转速低问

题。

1．3其它问题

(1)无水位段施工，投内管时，易发生内管冲击

钻头；

(2)跑钻时后果特别严重；

(3)不同孔深送水时间的选择；

(4)防塌、防缩径的护壁问题；

(5)孔内情况的反馈问题。

2应对的解决办法

2．1最初的办法

2．1．1 使用黄油或沥青熬黄油抹钻杆

2．1．1．1 目的

降低钻杆、接头与井壁的摩擦阻力，从而减小回

转阻力；降低钻杆、接头发热；减少钻杆、接头磨损；

减少断钻杆及由此引起的跑钻问题。

2．1．1．2效果

采用此方法最初确实能起到润滑钻杆作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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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回转阻力大、钻杆发热、断钻杆等问题，但是，随

着施工时间加长和钻孔加深，此种方法的负面作用

就显露出来了。最突出的现象是回转阻力大，转速

低，在无水位孔段经常断钻杆(见表1)。

表1 特征段耗时及事故统计表

注：450—550 m转速只能开至360 r／rain。

从表1可以看出，451～550 m孑L段平均每天断

钻杆1．5次，已无法继续往下施工。钻杆和接头均

是新品，不是因钻杆和接头老旧造成的。

2．1．1．3原因分析

(1)随着施工时间的递增，涂抹在钻杆外壁上

的黄油或黄油与沥青的混合物进入孔内的数量增

多，钻杆与孔壁之间的环状间隙越来越小，钻杆与孔

壁之间的摩擦系数和摩擦面积由此不断地增大；黄

油或黄油与沥青的混合物把钻杆越抱越紧，回转阻

力由此而增加，钻杆、接头发热就不可避免，从而加

速了钻杆及接头表面的损耗。

接头发热是导致频繁断钻杆的主要原因。接头

母扣在外受摩擦发热膨胀，公扣在里面因受管内流动

的冲洗液冷却没有跟随母扣同步膨胀，因而它们之间

出现了间隙，这个间隙是导致钻杆接头断裂的根本

因素。当然接头或钻杆被磨薄也是一方面因素。

(2)随着孔深的增加，钻杆加重，回转阻力加大

也是断钻杆的催化因素。

随着钻杆的加长，钻杆的重力也增大，钻杆回转

时出现下列特征：

钻杆回转时，长线条节点特征加剧，将上下的作

用力集中于节点上；

钻杆回转时，长线条节点以下的钻杆跟节点以

上钻杆不同步，加大了节点上回转的作用力和反作

用力；

钻杆加长，节点以下重力加大，同样加大了节点

上的垂直负荷。

在施工中，很多孔段同样存在这些特征。但却

没有出现频频断钻杆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冷却和

润滑工作做得好。

2．1．2冲洗液的配制及应用

2．1．2．1冲洗液配方

在进入煤系地层前，使用清水或在清水中加入

少量的聚丙烯酰胺作冲洗液。在进入煤系地层后，

采用泥浆，膨润土每立方米水中加入25～37．5 kg，

同时加少量的润滑剂。

2．1．2．2出现的问题

这种冲洗液只能解决岩石较硬、岩粉少的孔段

排粉问题，解决不了岩石粉碎性强、岩粉多，特别是

泥质粉砂岩、泥质灰岩等孔段的排粉问题。

如BK692孔，0～550 m孔段主要岩层依次为泥

质灰岩(约300 m)、飞仙关泥质粉砂岩(红褐色，在

孔深350～500 m)。岩粉造成的问题主要有以下2

个：一是每钻进2 h左右起大钻总能看见钻头局部

包泥块，或水口堵有泥块，且很坚硬，包得很紧，很难

剔除；二是0～500 m段烧钻频繁，钻头微烧10次，

70％在泥质砂岩孔段。

2．1．2．3原因分析

(1)金刚石钻头切削泥岩、泥质岩时，部分岩屑

不是粉末状而是小型泥块状，使用的冲洗液没有足

够的能力把它们排出。在钻头的回转转动中，部分

小泥块因为其粘性的作用附着(包)在钻头上或被

挤到水口内，从而形成泥包钻头。在一定的条件下

泥块越包越多。

(2)10次的微烧时间均在回次正常施工一段时

间后发生，从而可以判断，微烧不是回次初始水送不

到位引起的，而是因为泥包钻头引起的。而发生的

频率70％在泥质砂岩段佐证了这个结论。该孔泥

质砂岩的泥粉形成的泥块其粘性比泥灰岩的泥粉形

成的泥块粘性高。

2．1．3针对零泵压应对烧钻的问题

依靠水泵压力表变化来判断钻头烧钻是常规经

验。但BK692孔水位在400 m左右，比较深，在正

常送浆钻进过程中，水位以上的钻杆内腔中没有水。

当钻头底部全堵水或部分堵水，钻杆内的水位上升，

但填满钻杆内腔到水泵的压力表指针有反应需要一

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取决于水位的深度和泵量

的大小，当这个时间大于钻头从堵水发展到烧钻需

要的时间时，则无法及时通过压力表反映孔底堵水

情况，从而造成烧钻。

2．2改进后的技术措施

根据最初的施工方法、经验及分析的结果，我们

同时采用了如下6项技术措施。

(1)从孔口钻杆外壁输入起冷却、润滑作用的

浆液。本孔用聚丙稀酰胺或高效润滑剂与水混合的

浆液做润滑冷却剂，流量约20 L／rain，实现钻杆、接

头内外温度平衡，消除了接头公母扣因发热引发的

不同步膨胀而产生的间隙。同时，降低钻杆及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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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发热而加快磨损的速度。

(2)提高冲洗液排粉的功能。进入煤系地层前

使用聚丙烯酰胺做冲洗液，浓度增加，提高携带岩粉

能力。聚丙烯酰胺加入量为：分子量为1200万，每

立方米水中加入l kg聚丙烯酰胺。进入煤系地层

后使用优质膨润土粉做冲洗液，同时加入纤维素，以

提高冲洗液悬浮岩粉能力。膨润土粉的加量为每立

方米水中加入50 kg；纤维素的加量为每立方米水中

加入l kg，纤维素用前先用温水浸泡开。

(3)做好回次前后的排粉工作。每回次取心

前，排粉5 min，将岩粉排干净；投放完内管后，开钻

前，确认泵送冲洗液到孔底后开钻低速回转钻具排

粉4～5 min，确保将取心和投放内管期间沉人孑L底

的岩粉排干净。

(4)增加冲洗液的造浆能力。在冲洗液中加入

纯碱，增加冲洗液的造浆能力，将岩粉和包裹在钻头

上的泥块化浆排走。每立方米加O．5 kg纯碱。

(5)掌握回次开钻前泵送冲洗液的时间。

根据经验和时问验证，确认深水位钻孔泵送冲

洗液到孔底并相应排好岩粉所需时间，以BW一250

型泵为例(2或3挡)：

0～300 m，泵送冲洗液时间为6 min；300～800

in，泵送冲洗液时间7～10 min；800—1200 m，泵送

冲洗液时间12—15 min。

(6)从柴油机负荷判断孔底情况。根据BK692

孔的情况，钻头烧钻引起的钻机柴油机的反应比水

泵压力表指针的反应灵敏和快速。经验证后，我们

使用了此方法，防止烧钻十分有效。方法是：钻机柴

油机声音异常则说明孔底有负荷，应立即提动钻具，

以防烧钻；观察柴油机烟囱烟气的变化，若有变

化——变浓变黑则说明孔底有负荷应立即提动钻

具，以防烧钻。

此外，还可在冲洗液中添加适量的植物胶、低荧

光粉等，使冲洗液具有更好的防塌、防缩径的护壁功

能。

3工程实例

3．1 贵州水城煤矿马场煤矿盐井井田煤矿钻探

BK692孔

设计孔深1100 m。地层情况为：第四系覆盖层

厚约30 m；泥质灰岩约300 m；泥质砂岩350～850

m，煤系层180 nl。采用XY一5型钻机。

施工后，发现钻孔水位稳定在400 m左右，在下

套管堵水、堵漏无效的情况下，顶漏钻进。

3．1．1 使用最初的方法表现的突出问题

(1)阻力大，转速开不起来。孔深300 m后，转

速为355 r／min，到达500 m时，转速294 r／min。

(2)经常断钻杆、接头。连续十多天每天断一

两次，主要是从丝扣处断开。

(3)糊钻或烧钻。钻至孑L深550 Ill时，已发生

10起糊钻或烧钻事故。

3．1．2使用改进后的技术措施及效果

(1)孔深550 m，钻机转速可开577 r／rain，此转

速一直用至孔深800 m，800 m后转速为355 r／min

直至终孔；

(2)施工至终孔(1050 m)，只断一次钻杆；

(3)施工至终孔(1050 111)，只微烧一次钻头。
3．2 贵州水城煤矿马场煤矿盐井井田煤矿钻探

BK673孔

设计孔深1150 m。地层情况为：第四系覆盖层

约30 m，泥质灰岩约300 m，泥质砂岩320～870 Ill，

煤系层180 m。

使用同样的钻机和钻杆。施工后发现水位稳定

在450 m，直接采用改进的技术措施，取得成功，从

开钻至终孔，出现微烧钻头一次、糊钻一次、断钻杆

一次。

4几点体会

(1)钻探施工不能因循守旧，应根据不同情况

选择不同方法。在开始施工BK692孔时，由于受原

来的方法影响，使用黄油熬沥青涂抹在钻杆外表作

润滑，反反复复几个月来回折腾，耗时耗力耗财，结

果都是徒劳；受返水孔的启发试用管外注水方法，非

常有效。但该方法在松散地层应慎用。

(2)要善于观察，善于分析问题。每件事情的

发生都有其因果，认真分析原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

的办法。

(3)虽然解决了水位深度在450 m左右钻杆的冷

却、润滑等问题，但如果水位更深一些，这些方法是否

有效和可行?笔者认为还需要研究的问题有：钻杆的

耐热、耐磨问题；钻杆连接丝扣的紧密及强度问题：

为保持钻杆外有水，要求解决套管底部密封问题。

5几点研制建议

(1)建议研制孔内阻力感应器，通过感应为钻

机提供动力的柴油机工作负荷。通过柴油机的工作

负荷，间接测知钻杆在孔内的回转阻力，以科学指导

施工。 (下转第3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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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30—60 rain后再进行第二次憋挤。此后连续用

此方法进行憋挤，直至憋挤量达到8～9 m3为止。

(9)根据憋挤情况确定憋挤压力，第一次憋挤

压力很低或基本上没有压力，随着憋挤的进行逐步

提高憋压值，最大憋压值控制在2—2．5 MPa。该矿

区憋挤压力大于3 MPa就会将漏失层重新压漏。每

次憋挤时要在前次憋挤压力基本降至为0时再重新

进行憋挤，如静止30 rain压力稳定在1．5～2 MPa，

则说明堵漏成功。

(10)堵漏成功后缓慢泄压，筛出堵漏材料，进

行钻井液调整后钻进。

(1 1)钻进中确保饱和盐水泥浆浓度，并在饱和

盐水泥浆中加入适量RJT一1和单封进行随钻堵

漏，以防止复漏。

漏效果，但很容易发生复漏。而重复堵漏会造成人

力、物力、时间上的巨大浪费。

(2)RJT一1(抗温抗盐增粘抑制剂)是一种高效

堵漏剂，用此材料配制的堵漏浆进入井内裂缝地层

后，能在数分钟内快速形成堵漏墙，抑制地层漏失，是

堵漏主剂。

(3)RJT一1堵漏浆是用清水(或盐水)配制而

成，剂量少(每次配方只需几百千克)，配制简单，省时

省力，费用低。

(4)RJT一1堵漏剂抗盐达饱和特性适合于本矿

区，因为遇水可溶漏失特性决定了无论采用何种堵漏

材料都必须采用饱和盐水配制才能起到堵漏效果。

(5)肿一1堵漏剂抗温100 oC以上，受高温影响

小，应用广泛，安全可靠，效果好。

(6)RJT一1堵漏剂具有膨胀性，配制后静止候凝

7经济效益分析 发生膨胀、固结。

(1)本井用水泥堵漏9次，费时60天，费用30 (7)肌一1具有高悬浮、高效、高强度的特性，堵
～40万元(包括材料、人员工资)，仍未从根本上解 层致密厚实；钻进时加入适量肿一1能起到随钻堵
决孔内漏失问题，从而造成人力、物力、时间上的巨 漏的作用，从而达到防止复漏的目的。

大浪费。 (8)RJrr一1虽然具有随钻堵漏的作用，但如果加

(2)采用以肿一1为主的配方堵漏浆，堵漏二 量过多，容易造成双管取心筒、螺杆钻具的堵塞，施工

次(配堵漏浆5次，包括定向造斜段)，费用12～15万 时应加以注意。

元(包括材料、人员工资等)，两次成功地堵住有进无

出的漏层(每次堵漏材料费用2—3万元、时间7天左 参考文献：

右)，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为该工区 [1]黄汉f，杨坤鹏，罗平亚-泥浆工艺原理[M]·北京·石油工业出

今后的钻井施工堵漏工作提供了可靠的配方依据，提 [2]署籍萎j氛1井0244．5一套管固井前的井漏处理[J]．探矿
高钻井速度和成功率，其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工程(岩土钻掘I：程)，2009，36(8)：37—38．

[3]张成德．注浆护壁堵漏I：艺在深孔岩心钻探中的应用[J]．探矿

8结语 ⋯爰淼裟淼验研究[J]．钻采工
(1)吴城碱矿使用水泥进行堵漏，由于其漏层的 艺，2001，24(1)：72—73，85．

可溶特性，采用清水配制水泥浆进行堵漏基本都失败 [5]谷穗，鸟效鸣，蔡记华．纤维水泥浆堵漏实验研究[J]．探矿工程

了，采用饱和盐水配制水泥浆进行堵漏具有明显的堵 (岩土钻掘工程)，2009，36(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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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议研制泵压解读器。压力表的泵压是反 [1]张金来，宛合生，潘广灿，等·利用控制压力钻进技术解决姚庄煤

映孔底情况的一条重要的途径。研制泵压解读器，可 只予挚曼问题的探讨[1]·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2011’38
以读出深水位孔水位的位置和水压力，为施工人员提 [2]黄平．河坝井田复杂地层钻探施工技术难点及对策[J]．探g--r

供施工依据，有利于科学打钻。 程(岩土钻掘I：程)，2010，37(5)：27—30·

(3)建议研制提高钻杆内腔水位的装置。根据 口3蔷篙霉辈鬟喜萋篙矗箬装鬻瑟髫骂茧的应用
压力与流量的关系，结合液动冲击器、节流阀、溢流阀 [4]柯玉军．严重漏失破碎地层钻孔综合施工方法及效果[J]．探矿

等原理研制一种提高钻杆内腔水位的装置，能提高钻 工程(岩t钻掘工程)，2009。36(10)：25—27．

杆内腔的水位，又不影响正常施工。它可以考虑与内 口1呈耋咎奎雾薹篙!慧譬竺更署竺警术对策¨L探矿
管总成连在～起，能跟随内管上下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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