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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钻探孔深不断加深，复杂钻孔工作量不断加大，孔内卡钻断钻杆事故时有发生。 在断钻杆断口不规则、
常规锥子打捞不成功的情况下，采用可退式捞矛能快捷、有效地处理好该类事故。 结合 ２起工程实例，介绍了可退
式捞矛的使用方法及优点，针对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为该类孔内事故处理提供借鉴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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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钻探技术朝着“超深、超斜、超难”的延伸，

孔内事故也随之增多，如何降低处理孔内事故的时
间，安全、有效地处理孔内事故，是我们一直探索解
决的问题。 本文介绍了可退式捞矛在汶川科钻
ＷＦＳＤ-４Ｓ孔及招远栾家河工地 ８４ｚｋ１ 孔的断钻杆
事故中的处理情况。 应用证明，采用可退式捞矛可
安全、有效地处理孔内断钻杆事故，大大降低事故处
理时间，提高钻探生产效益。

1 可退式捞矛及其工作原理
可退式捞矛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研发的钻探孔内事故处理工具（见图 １），目前已经
在石油钻井等大口径钻探事故处理中得到了广泛的

推广应用。 可退式捞矛的工作原理如下。
（１）打捞：当捞矛卡瓦接触孔内事故钻杆时，卡

瓦处于自由状态，与矛杆产生相对位移，卡瓦从矛杆
锥面脱离，矛杆继续下行，直至连接套顶到卡瓦上端
后，迫使卡瓦缩进事故钻杆处于收紧状态，分瓣卡瓦
受向内压力，靠其反弹力，卡瓦紧紧地贴在事故钻杆

图 １ 可退式捞矛

内壁上。 下钻至预定位置后，称重后缓慢下放钻具，
然后上提钻具，卡瓦、矛杆的内锥面贴合，产生径向张
力，使分瓣卡瓦与钻杆内壁更加紧密贴合，实现打捞。

（２）退出：一旦钻杆卡死，无法捞出需退出捞矛
时，只要给一定的下行压力，就能使卡瓦与矛杆内锥
面分离（此下力可根据称重确定），径向张力消失，
旋转钻杆 １／４圈，使卡瓦下端大倒角进入捞矛杆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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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 ３ 个键起端倾斜面夹角内，上提钻具，捞矛即退
出事故钻杆。

2 事故钻孔概况
2．1 汶川科钻ＷＦＳＤ-４Ｓ孔

ＷＦＳＤ-４Ｓ 孔设计孔深 １２００ ｍ，要求 ８００ ～
１２００ ｍ孔段连续取心，终孔直径≮９６ ｍｍ；钻孔一开
采用饱２１９ ｍｍ硬质合金钻头钻进，钻进至 ３０．６０ ｍ
下入孔口管固井，二开采用饱１６５ ｍｍ金刚石复合片
钻头钻进，钻进至 ５５２ ｍ 时，换 饱１２２ ｍｍ 金刚石提
钻取心钻具，钻进至 ７９２ ｍ后下入饱１４６ ｍｍ套管至
５５２ ｍ，然后采取“架桥”的方式用水泥浆固井，三开
采用饱１２２ ｍｍ金刚石提钻取心钻具顺利终孔，终孔
孔深 １２０４．１８ ｍ，终孔孔径 １２２ ｍｍ。
2．2 栾家河 ８４ｚｋ１钻孔

８４ｚｋ１孔设计孔深 ２３９０ ｍ，要求全孔连续取心，
终孔直径≮７５ ｍｍ；一开采用饱１２２ ｍｍ金刚石绳索
取心钻进工艺，钻进至 １２７．３１ ｍ 下入饱１０８ ｍｍ 套
管护壁；二开采用饱９５ ｍｍ 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工
艺，钻进至 １２３８．２８ ｍ下入饱８９ ｍｍ套管护壁；三开
采用饱７５ ｍｍ绳索取心钻进工艺钻进至终孔，终孔
孔深 ２３９１．５５ ｍ。

3 事故发生及处理过程
3．1 汶川科钻ＷＦＳＤ-４Ｓ孔事故

ＷＦＳＤ-４Ｓ 孔钻进至 ５１７ ｍ 时发生卡钻事故
（钻头饱１６５ ｍｍ，钻杆饱１１４ ｍｍ），由于当班班长处
理不当导致钻杆在５２ ｍ处扭断，首先采用反丝锥子
将事故钻杆单根处理上来，然后下钻对上钻杆后采
用强拉、硬扭都无济于事，分析可能由于孔内事故钻
杆停待时间过长进而造成吸附卡钻事故。
3．1．1 采用反丝钻杆丝锥处理

采用反丝钻杆处理孔内钻杆，第一次顺利反上
来 ２７ ｍ，第二次下反丝公锥多次都不成功，继续下
反丝母锥也反不开，从提上来的锥子分析，由于孔内
粘附力较大，事故钻杆可能已经被锥子吃劈，继续采
用常规的反丝锥子无法处理孔内钻杆。
3．1．2 采用可退式捞矛处理
3．1．2．1 孔口实验

为了安全起见，在孔口放置 饱１１４ ｍｍ 钻杆接
箍，用机上钻杆连接可退式捞矛，钻机卡头加压卡瓦
处于完全收紧状态都无法进入钻杆接箍，测量发现，

即便是捞矛卡瓦处于完全收紧状态的外径比钻杆接

箍内径大了６ ｍｍ。 对捞矛进行了加工（卡瓦内径切
掉 ２ ｍｍ，矛杆外径切掉 ３．５ ｍｍ）后，再次实验能够
顺利压入钻杆接箍，而且贴合力可观，并能顺利退
出。 配好钻具下钻。
3．1．2．2 下钻打捞

考虑到由于环装间隙较大（孔径 １６５ ｍｍ，钻杆
饱１１４ ｍｍ），为了使捞矛顺利进入孔内事故钻杆，特
加工了导向（见图 ２）。 算好机上余尺后下钻，到达
预定位置缓慢下放钻具，称重确认捞矛吃紧事故钻
杆后开始进行反钻杆操作，由于孔内粘附力大，多次
尝试顺利反开一根单根，造成打捞矛卡瓦断裂一片
（见图 ３）。 处理好该劈裂钻杆后，后续采用套铣的
办法顺利处理完该起孔内事故。

图 ２ 打捞矛导向

图 ３ 损坏的可退式打捞矛

3．2 栾家河 ８４ｚｋ１ 孔事故
８４ｚｋ１ 孔正常钻进至 ２３４８ ｍ，突发钻杆折断事

故，泵压下降，称重不足，提钻后发现钻杆在 ７６８ ｍ
处折断。 从钻杆断口处分析，断钻杆可能是由于钻
杆过度疲劳造成强度下降进而折断。
3．2．1 采用常规公锥打捞

使用正丝公锥下钻捞取钻杆，确认捞住钻杆后
上顶机上钻杆（使用的 ＣＴ２０ 型全液压钻机），事故
钻杆离开孔底 ２ ｍ，锥子捋扣，发生跑钻事故；再次
吃锥子，扭矩变大，为了安全起见多次活动确认锥子
吃住钻杆后上顶，再次捋扣。 分析原因：（１）钻杆材
质较软，孔内事故钻杆质量大，锥子虽然吃住钻杆，
但是强度不够；（２）下部事故钻杆断口处出现裂纹，
导致打捞不成功。
3．2．2 采用可退式捞矛打捞
3．2．2．1 孔口实验

将饱７１ ｍｍ钻杆接箍焊接在孔口板上，用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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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杆连接可退式捞矛，钻机卡头加压卡瓦顺利进入
钻杆接箍，而且贴合力可观，并能顺利推出，配好钻
具下钻。
3．2．2．2 下钻打捞

算好机上余尺后下钻，到达预定位置缓慢下放
钻具，称重确认捞矛吃紧事故钻杆后开始缓慢旋转
钻杆，扭矩较大，分析可能是跑钻事故造成下部扩孔
器变形，尝试退出捞矛不成功，多次旋转、上下活动
钻具后，下部事故钻杆活动，打捞成功，提钻。 提钻
后发现捞矛卡瓦断裂一片。

4 应用效果
4．1 汶川科钻ＷＦＳＤ-４Ｓ孔

使用可退式捞矛大大降低了事故处理时间，从
打捞出的事故钻杆看（见图 ４），采用常规的锥子是
无法打捞出事故钻杆的。 常规办法就是下磨孔钻
头，将该事故钻杆消灭掉以后再想办法处理下部钻
杆，这样处理周期变长，而且由于钻孔环状间隙大
（孔径 １６５ ｍｍ，钻杆饱１１４ ｍｍ），消灭事故钻杆并不
容易，极易发生卡钻、崩钻头、断钻杆事故，处理风险
很大。 使用可退式捞矛，顺利将事故钻杆处理成功，
为下部事故处理打下良好基础。

图 ４ 用可退式捞矛处理上的事故钻杆

4．2 栾家河 ８４ｚｋ１孔
由于孔内事故钻杆质量过大，在使用常规锥子

捞取的过程中发生了跑钻事故，如果再次下公锥可
能会出现下部钻杆跑钻，造成锥子拉不动也退不掉
的锥死现象，进而导致事故处理更加复杂。 使用可退
式捞矛顺利地将事故钻杆处理好，前后只用了２０ ｈ。

5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１）两起事故处理过程都发生了捞矛卡瓦断裂

事故，总结原因认为钻杆回转过快，同时孔内事故钻
杆遇卡造成扭矩过大，打捞卡瓦受过大扭矩而断裂，
进而使捞矛无法退出。 建议使用可退式捞矛处理孔
内事故的时候，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回转，同时观察回
转扭矩，降低捞矛卡瓦断裂的风险。

（２）捞矛在汶川ＷＦＳＤ-４Ｓ孔应用过程中存在
和现场钻杆不配套的问题，建议捞矛在下孔前在孔
口进行试验，保证能顺利卡紧及退出后再下孔。

（３）建议对可退式捞矛卡瓦材质进行调整，在保
证强度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卡瓦韧性，降低断裂的风险。

（４）使用捞矛下钻前一定要计算好机上余尺，
捞矛插入事故钻杆要根据机上余尺进行调整，保证
捞矛卡瓦在退出的时候有足够的机上余尺空间。

（５）选用可退式捞矛时，要提供详细的事故钻
杆尺寸、扣型等相关资料，便于选择配套的型号。

（６）同常规锥子相比，可退式捞矛价格相对较
高，建议在浅孔、孔内事故情况较为简单的情况下采
用常规锥子，深孔、孔内事故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建议
采用可退式捞矛处理，两种方法互补，降低钻探成
本，提高生产效率。

（７）加强钻杆、钻具的日常检查、倒换工作，杜
绝钻杆过度疲劳引发事故。

6 结语
应用表明，可退式捞矛与常规的锥子相比具有

性能良好、施工便捷、处理周期短，能安全高效地处
理复杂断钻杆事故，为绳索取心断钻杆事故的处理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应大力推广应用，为深孔钻
探技术的提升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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