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畅３畅１中建模方法分别分析对应方向上地层坍塌压
力和破裂压力随井斜角的变化规律。 分别研究 ０°、
３０°、６０°、９０°不同井斜角下井壁稳定问题，得出各种
方位、井斜下对应井眼扩大率数据，并绘制相应钻井
液液柱压力当量密度与井眼扩大率的关系曲线。
（因篇幅关系，各数据表与曲线此处略去）。

4　结论
综合以上有限元分析数据，得到沿不同方位进

行钻井作业时煤层坍塌压力和破裂压力随井斜角的

变化规律，得出煤层井壁稳定的平均变化规律。
（１）沿最大水平地应力方向钻井，在不同的井

斜角条件下，随着井斜角的增加，井眼破裂压力逐渐
降低，井眼坍塌压力逐渐升高，且直井钻进相对最为
安全。

（２）沿与最大地应力成 ４５°方位角钻井，在不同
的井斜角条件下，随井斜角的增加，井眼破裂压力逐
渐降低，井眼坍塌压力逐渐升高。

（３）沿最小水平地应力方向打井，在不同的井
斜角条件下，随井斜角的增加，井眼破裂压力先升高
后降低，在井斜角为 ３０°时达到峰值；井眼坍塌压力
先下降后升高，在井斜角为 ３０°时达到峰值。

（４）只要钻井液密度合适，不同方位角下钻井
其井眼均可保持稳定，并不会发生垮塌、漏失两种复
杂情况同时出现。 但是在方位角为 ０°和 ４５°时随着

井斜角的增加，井眼坍塌压力增大，破裂压力减小，
安全钻井液密度窗口较小；而沿最小水平地应力方
向打井时坍塌压力先减小后增加，破裂压力则是先
增加后减小。 沿最大水平地应力方向打井，井眼稳
定性最差，相同井斜角下的坍塌压力大于沿最小水
平地应力方向打井时的坍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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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极地地球科学与勘探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
　　本刊讯　２０１４年 ５ 月 ２０ ～２１ 日，由吉林大学建设工程
学院及吉林大学极地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五届“极地地球
科学与勘探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成功举行。 建设工
程学院院长孙友宏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
兼副校长韩晓峰教授出席并致欢迎辞，吉林大学极地研究中
心主任、国家“千人教授”Ｐａｖｅｌ Ｔａｌａｌａｙ教授主持了学术会议。

本次研讨会历时 ２ 天，共有 ５０ 多位来自俄罗斯、英国、
法国、丹麦和中国国家海洋局，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地质
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勘探技术研所和北京探矿工程研究
所，中科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
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及吉林大学等单位从事极地研究的科学

家及学者注册参会，收到 ３５篇会议论文摘要，２６位专家学者
在大会上进行了学术交流。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Ａｎｄｅｒｓ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教授的学术报告枟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ｉｃｅ ｃｏｒ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ｕｐ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枠，英国南极调查局 Ｋｅｉｔｈ Ｍａｋｉｎｓｏｎ 教授的学
术报告枟ＢＡＳ ｈｏｔ ｗａｔｅｒ ｄｒｉｌｌｓ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枠， 俄罗斯圣彼得堡极

地海洋地质调查科考队 Ｓｅｒｇｅｙ Ｐｏｐｏｖ 教授的学术报告枟Ｓｉｘ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枠，以
及法国国家地球物理及环境科学研究中心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Ａｌｅｍａｎｙ
教授的学术报告枟Ｆｒｅｎｃｈ ｉｃ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 ｒｅｖｉｅｗ枠，吉林大学
Ｐａｖｅｌ Ｔａｌａｌａｙ 教授的 枟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ｍｂｕｒｔｓｅｖ Ｓｕｂｇｌａｃｉａ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Ｅａ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Ｆｕｔｕｒｅ枠报告和孙友宏教授的枟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ｒｉｇ 枠的报告受到会议
代表的广泛关注。

会议还针对极地热水钻技术开展了专题研讨，与会专家
高度关注中国热水钻技术，并对中国热水钻机系统的关键设
备参数及热水钻进工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极地地球科学与勘探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吉林大
学建设工程学院创办，自 ２０１０年举行首次会议以来，每年举
办一次，共举办了 ５ 次。 每次会议全面梳理世界各国极地地
球科学与勘探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取得的研究成果，深入
探讨未来极地科学研究战略。

（吉林大学极地研究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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