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ＭＰａ、注浆量≯５０ Ｌ／ｍｉｎ的情况下维持 ３０ ｍｉｎ以上。
4．3　堵水工程效果

动水截流工程结束后，奥灰水位完全恢复，剩余
水量约为 ８０ ｍ３ ／ｈ，桑树坪矿井开始恢复生产。 经
过延伸至 １１煤底板及奥灰顶部进行注浆后，最后的
残余水量仅为 ２４ ｍ３ ／ｈ，整个堵水工程的堵水率达
到 ９９畅８％。

5　结语
桑树坪矿堵水实践表明，对于小煤矿越界开采本

矿底部煤层造成的被动型矿井特大突水，在过水通
道位置不清楚的前提下，可采取如下方法进行堵水：

（１）首先要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小煤矿的采掘情
况，之后结合本矿采掘系统确定截流段的大体位置；

（２）之后采用物探手段对截流段巷道位置进行
详细探查，并根据物探成果在井下使用钻探方法精
确查明过水巷道的空间位置；

（３）截流段巷道查清后先进行动水截流注浆，

截流成功后在追排水的同时再进一步对煤层底板和

奥灰顶部进行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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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试验数据显示，２ 种取样模式对比发现，连

续取样模式能够在地面采用较低的驱动气压实现取

样，保障地面系统的安全性能。
（３）在试验过程中对比 ２ 种取样模式，在对样

品影响方面，连续取样时每一小段流体都与大气产
生接触，而单循环取样只有两端流体与大气接触；在
取样工序上，目前单循环模式每次都需要人工操作，
而连续取样可以实现初步的自动化；在取样速度方
面，单循环取样速度比较恒定，与井深等参数无明显
关系，连续取样方式随着驱动气压的升高增加取样
速度。

（４）Ｕ形管采样技术体积小，有较广的应用前
景。 油藏流体是油气田开发最基本的资料之一，在

探井完井过程中依附完井管柱下入永久式 Ｕ 形管
取样设备，同时设计整合其他监测系统，如地层压力
监测等能够有效的监测目的层油藏各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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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陆上最深水平井开钻

枟中国矿业报枠消息（２０１４ －０５ －２２）　塔里木油田塔中
８６２Ｈ井日前顺利完成 １５０２ ｍ的开钻任务，成为我国陆上设
计最深的水平井。

为解开塔中深层地带地质密码，塔里木油田推广应用科
技成果，设计了塔中 ８６２Ｈ 井。 该井设计井深 ８００８ ｍ，垂深
６３２５ ｍ，水平段长 １５５７ ｍ，目的层为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
该井的设计是为了探索塔中 ８６１ 号奥陶系缝洞系统的含油
气性、获得产能、流体性质及物性等资料。

塔中 ８６２Ｈ井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地质条件复杂，
施工难度大，属于典型的“三高”井，加之超深和水平段超长，

钻具组合抗拉安全存在一定风险，在实钻过程中，可能出现
水力压耗大、环空返速低、托压严重、钻井周期长等问题。 在
塔中 ８６２Ｈ井设计中，塔里木油田利用自身优势，对深部井段
钻具组合进行水力参数及力学分析，提出优化方案，降低钻
井风险，二开设计使用旋冲钻具，以满足井段提速需要；三开
水平段设计使用等壁厚螺杆及水力振荡器，以减少托压程
度，确保塔中 ８６２Ｈ井顺利钻探。

塔中 ８６２Ｈ井钻探任务由川庆钻探塔里木第二勘探公司
８０００３钻井队承担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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