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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井表层套管常见事故及处理技术
张 勇1’2，彭新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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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北京地区地热井表层套管常见事故及处理技术，分别详述了地热井表层套管丝扣连接处发生卷起

破损以及地热井表层套管拉槽破损2个地热井表层套管事故案例，并提出了预防表层套管事故的一些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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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2000 m以深的地热井一般采用四级

井身结构，一开孑L径444．5 mm，下入∞39。7 mm×

9．65 mm J55表层套管，水泥固井返至地表；二开孔

径311．1 mm，下入D244．5 mm×10．03 mm N80技

术套管，啦44．5 mm技术套管与表层套管重叠不少

于30 m，全套管环空水泥封固；三开孔径215．9

mm，下入D177．8 mm×8．05 mm(或9．19 mm)N80

技术套管，D177．8 mm技术套管与陇44．5 mm技术

套管重叠不少于30 m，全套管环空水泥封固；四开

孔径152 mm，裸眼成井，如果地层不稳定则下入

D139．7 mm花管。

1 北京地区地热井表层套管常见事故及原因分析

1．1“喇叭”口处进凉水

地热井抽水试验时，水温偏低，甚至水温低于

25℃，一般情况下是由于表层套管与技术套管重叠

处漏水，凉水进入了表层套管内。一般采用以下处

理方法：

(1)挤水泥：从“喇叭”口外向技术套管环空内

挤入水泥固井，一般水泥挤入量为2～5 t，泵压为4

MPa左右，候凝4～7天后，抽水试验检查挤水泥效

果，必要时可进行二次挤水泥作业；

(2)止水膨胀橡胶封隔：一般采用陇73 mm+

D177．8 mm管串短节，上下各三道止水膨胀橡胶，

下至“喇叭”口处，静置几天，膨胀橡胶充分膨胀后，

则可完全封隔住凉水。

1．2表层套管破损

表层套管破损的原因一般为：(1)表层套管固

井时，因泥浆密度较高而产生串浆，对于固井质量较

差的部位，在钻杆抽击或钻头敲击下，管体破损；

(2)拉槽破损；(3)提钻过程中，钻头将公扣处管口

卷起；(4)抽水过程中，热潜泵泵头敲击。

表层套管破损程度较轻时，可加工导正器，将破

损部位朝井壁贴回，然后下人相应小一级套管，将破

损部位封补，并用水泥固好。表层套管破损严重时，

应视具体情况处理。

1．3表层套管变形

表层套管变形的原因较复杂，一是表层套管与

技术套管重叠处没有固好，采用全环空封固时，水泥

并未上返至“喇叭”口；采用“穿鞋戴帽”方法固井

时，“戴帽”作业不成功，因而导致表层套管外的水、

砂进入井内，管外砂土层变得更加松散，甚至有空

隙，因而导致表层套管变形。二是管材质量问题。

表层套管变形处理的方法一般为：(1)当表层

套管变形较小，不影响使用时，可于“喇叭”口外进

行挤水泥作业；(2)当表层套管变形量较大，不能下

入热潜泵时，先在“喇叭”口外进行挤水泥作业。然

后在表层套管变形段管内用油井水泥或其它高强水

泥打水泥柱、水泥塞或桥塞，用磨鞋将变形井管磨

掉，再下入小一级套管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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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地区地热井表层套管事故处理二例

近年来，我院施工的地热井有2口的表层套管

在洗井抽水阶段发现破损，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2．1 地热井表层套管丝扣连接处发生卷起破损

2．1．1 地层情况

0～420 m为粘砂，中砂，砂砾；420—1954 m为

安山岩、粉砂岩、粉砂质泥岩；1954—2932 m岩性主

要为碳质页岩、砂岩；2932—3737 m岩性主要为玄

武岩夹砂岩；3737—3803 m岩性主要为砂岩。

2．1．2成井结构及事故描述

0～431．33 m采用伪44．5 mm牙轮钻头钻进，并

下入∞39．7 mm×9．65 mm J55表层套管，水泥固井

返至地表；431．33—1243．64 m采用D311．1 mm牙轮

钻头钻进，下人啦44．5 mm技术套管，并与表层套管

重叠50 m，水泥全环空固井；1243．64～3626．55 m采

用缆15．9咖牙轮钻头钻进，下入D177．8 mm技术

套管，因3626 m处漏失量大(漏失量为11 m3／10

IIlin)，无法固井；3626．55～3803．83 m采用D152 mm

钻头钻进至孔底。钻井至3731．49 m后，进行测井、

射孔、洗井。抽水结果不理想，出水量由大变小。经

过井下电视录像，D339．7 r砌套管在379．7 m破损：

套管丝扣连接处发生卷起破损(见图1)，D244．5 mm

套管“喇叭”口处可看见已堵塞的泥砂表面(注：管

外的第四系砂砾已自套管破损处大量流入井内)。

图1 ∞39．7Ⅻ表层套管丝扣连接处刮开、
卷起“舌片”状破损示意图

2．1．3事故分析

表层套管与技术套管重叠50 m，D244．5 mm套

管“喇叭”口位于380．33 m，而379．7 m为表层套管

两根管的丝扣连接处，D215．9 mm及D152 mm牙轮

钻头在提钻过程中由D244．5 mm套管进入0339．7

mm套管时，对丝扣连接处斜向撞击，最终刮起、撕

裂，形成“舌片”状撕片。

2．1．4事故处理

下D215．9 mm牙轮钻头探孑L，钻头不能通过

“舌片”；直接用既00 mm+D300 mm组合磨鞋(见

图2)磨铣，其上带有一组扶正器，因“舌片”有弹性

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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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moo Im+∞00 mm组合屠鞋示薏图

采用仍152 mm梨形磨鞋，探孑L至D244．5 mm

技术套管口沉砂面以上0．5 m处，泵入密度为1．85

kg／L油井水泥浆4 m3，提钻后，向井内灌满水，焊封

井口，再向井内泵人3 m3水，关闸候凝5天后，打开

井口，下钻探得水泥面在367．38 m。然后用舵00
mm+D300 mm组合磨鞋顺利磨钻至380 m处。此

后换睨15．9 mm牙轮钻头向下清理井内沉砂，遇到

卵石则用捞砂筒，其中最大的卵石直径达130 mm。

用D152 mm牙轮钻头清理D177．8 mm套管及裸眼

段沉砂。最后用管串对破损处进行了修补，管串规

格为：D273．1 mm套管48．09 m(309．3～357．39 m)

+D244．5 mm套管34．61 m(357．39～392 m)+

D177．8 mm套管27．16 m(392—419．16 m)，并固

井。事故成功处理完成。

2．2地热井表层套管拉槽破损

2．2．1地层情况

O～56 m为第四系黄土、碎石、漂石及强风化基

岩；56—3500．58 m主要为灰岩、页岩、白云岩。

2．2．2成井结构及事故描述

一开采用舛44．5 mm牙轮钻头，钻进294 m，下

入口339．7 mm(6=9．65 mm，API J55)表层套管，水

泥浆固井返出地表。二开采用D311．1 mm牙轮钻

头，钻进至1600 m，下入彩244．5 mm(占=8．94 mm，

API N80)技术套管，与表层套管重叠32．41 m，水泥

浆全环空封固。三开采用D215．9 mm牙轮钻头，钻

进至2879．53 m；四开采用仍152 mm牙轮钻头，钻进

至3500．58 m，裸眼终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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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井后进行试抽水，抽水温度只有19℃，表明

第四系凉水进入了井内，通过井下电视发现：表层套

管内壁自172～261 m有一道拉槽(见图3)，其中
234～261 m区段拉槽较宽。

图3 D339．7 mm表层套管内壁拉檑示意图

2．2．3事故分析

井斜略大；钻井过程中未进行“三点一线”校

正；钻进时间长，自开钻至终孔9个月。钻头提下过

程中沿同一轨迹，从而在表层套管内壁形成拉槽，且

部分拉槽切穿了管壁，第四系凉水进入井内。

2．2．4事故处理

用木塞(见图4)塞死眈44．5 mm技术套管管

口。用钉子将木塞接头(见图5)与木塞钉在一起，

接头上接钻铤及钻杆。木塞进入技术套管“喇叭”

口内，塞紧后，基本上将钻具处于悬吊状态，旋转即

可使木塞接头与木塞松开，提钻。

下人鲍73．1 mm钢管261．6 m，固井，水泥返至

地表。然后扫塞。

事故处理后，出水温度上升至正常地热水温。

3结语

技术套管与表层套管重叠时，技术套管管口以

上2 m范围内宜没有表层套管丝扣连接处，技术套

m 260Ⅲ“

I．型塑．I
图4木塞

图5木塞接头示意图

管下管前排管时略加调整即可。表层套管下管时使

用扶正器。二开、三开及四开时，均应校正“三点一

线”。对于回灌井，建议D244．5 mm技术套管调整

为陇44．5 mm+m73．1 mm管串结构且连接到地

面，而不采用重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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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完成13个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项目

《中国矿业报》消息(201l一12一06)记者近日从河南省国土资

源厅获悉，该省在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方面获得重大突破，在危机

矿山深部和周边发现新资源预测价值超过800亿元，可使矿山企业

平均延长服务12年。

据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有关负责人介绍，经过几十年的强力开采，

该省很多大中型矿山资源面临枯竭，开采年限所剩无几。按照国土

资源部部署，该省系统地对令省中型规模以卜国有(含国有控股)矿

山进行了资源潜力排查，结果显示，有62．2％的矿山存在不同程度的

资源危机。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河南省国土资源部门积极在严重危机国有

矿山深部和周边进行接替资源勘查项目。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全

部13个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项目，累计查明资源储量：金116．82

t、煤1．538亿t、铝土矿146．3l万t、黏土矿69．31万t、钼2．18万t、硫

85．4JD万t、铜1．75万t、铅3．07万t、锌1．07万t、银251．7 t。其中勘

查出大型金矿1处，大型煤井田1处，中型金矿9处，小型金矿l处，

小型铝土矿l处。所发现的资源量潜在经济价值超过800亿元，延

长矿山企业服务年限5—21年不等，平均延长12年，稳定就业人数在

1．7万人以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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