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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年来在塔里木盆地西南地区施工的钻井报废率较高，为降低钻孔报废率，通过对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坳陷
云地 １井钻探施工工艺、孔内复杂情况的处理过程、现场技术管理措施的介绍，总结了塔里木盆地西南坳陷托云盆
地复杂地层钻探的技术特点，形成了一整套可行的施工方法和技术管理方案，基本解决了在该地区的施工难题，可
为今后类似工程的施工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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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1．1 工程概况

塔里木盆地西南坳陷云地 １井钻井属新疆南部
油气勘查区块调查评价及优选－塔里木盆地油气基
础地质调查项目，中央财政拨款。 项目由中国地质
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实施，核工业二一六大队
负责钻探施工。
钻探目的为落实托云盆地的构造特征，了解区

内的地层及储盖组合发育情况，为进一步油气勘探
评价提供基础资料；厘清托云盆地地层发育情况；揭
示目的层侏罗系烃源岩的油源条件是否充分。

云地 １井为地质调查井，设计深度为 １５００ ｍ，
直井，终孔直径≮７５ ｍｍ。 钻穿第四系后至井底连
续进行钻井取心，岩心收获率≮８５％。 井斜≯８°，方
位角偏差不超过勘探网 １／３ ～１／４。 全井段地质编
录、测井、荧光录井、气测录井。

云地 １井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北部托
云乡境内距 Ｓ２１２省道 ２０ ｋｍ处，其构造单元属于天
山褶皱系天山南脉褶皱带托云山间坳陷小区。 该区

地面海拔 ３１６９ ｍ，其中山地、戈壁、荒滩占总面积的
９８％。 地势东南低，西北、西南高，群山环绕，平面呈
马蹄形，为中、新生界褶皱山地。 该区自然条件恶
劣，气候干燥，地震、洪水、雪灾、沙尘暴等自然灾害
频繁，地处强震带。
1．2 地层情况

工区所处的托云盆地的地层由老到新为：奥陶
－志留系，石炭系，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古近系
和新近系及第四系。 地质调查井目的层为侏罗系，
钻井所遇地层包括第四系和侏罗系，主要岩性为泥
岩、砂岩。 岩石可钻性在 ５ ～７ 级之间，岩石研磨性
在弱—中之间。

2 该地区过往施工情况分析
塔西南地区已完成探井 ８７ 口，但一半以上为

六、七十年代浅井和报废井，全部由新疆石油局、胜
利油田等石油勘探单位施工。 石油勘探设备施工能
力强，无心钻探效率高，工期短，在该区施工的钻井
报废率尚且较高。 地质岩心小口径取心钻探，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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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能力弱，效率低，工期较长，在该区施工中深孔
的难度和风险很高。

托云盆地内无油气和地质调查井，油气资源调
查工作程度极低，只在相邻地区的曾施工过杨 １ 井、
杨 ２井、乌恰 １井。
与云地 １井同期在相邻地区施工的一口小口径

钻探井在钻进至孔深 ９００ ｍ处出现涌水，井壁坍塌，
处理失败，钻孔报废。

云地 １井是该地区首次在侏罗系地层设计孔深
１５００ ｍ的小口径基岩段全取心地质调查井。

3 施工方法和工艺措施
3．1 主要钻探设备及其配套的钻具

ＸＹ －６Ｂ 型钻机，ＷＰ１０Ｄ２３８Ｅ２００ 型柴油机，
ＮＢＢ－２５０型泥浆泵，１８ ｍ Ａ字塔。

地表风化带和覆盖层采用牙轮钻头钻进。 针对
钻孔地质要求及孔深特点，基岩段选择高强度的深
孔绳索取心钻杆和钻具钻进，适当加大钻头外径，增
加钻具外环间隙，降低泥浆循环阻力。 二开选用无
锡钻探工具厂生产的 Ｓ９５Ａ绳索取心钻具。 该钻具
采用墩粗加厚钻杆，钻杆和接手的联结丝扣螺纹齿
高增加，连接强度提高，单根钻杆长度 ４．５ ｍ，钻头、
扩孔器和接手外径相应加大。 厂家推荐使用深度分
别达到 １３００ ｍ。 三开选用唐山金石生产的 ＣＮＨ深
孔用绳索取心钻具，厂家推荐使用深度 ３０００ ｍ。 钻
具主要参数见表 １。

表 １ 绳索取心钻具级配系列 ｍｍ
钻具

钻头
直径

扩孔器
直径

外管
规格

内管
规格

钻杆
直径

接手
直径

ＣＮＨ ８０／４６ 吵８０ ふ∅７３ ×５ ~∅５４ ×２ 邋邋．５ ７１／５８ w７３／５８ 创
Ｓ９５Ａ １１０／６４ 乔１１０ ふ∅８９ ×５ ~∅７３ ×３  ８９／７９ w９２／７８ 创

3．2 钻孔结构和分层钻进方法

一开：０ ～２９．１０ ｍ，第四系覆盖层，∅１５１ ｍｍ 牙
轮钻头钻进，下入∅１４６ ｍｍ套管。
二开：２９．１０ ～１０３．２７ ｍ，侏罗系杨叶组三段，∅９５

ｍｍ金刚石绳索取心钻具（钻头加大至∅１１０ ｍｍ），扩
孔至∅１３２ ｍｍ后下入∅１２７ ｍｍ套管 ４１．１０ ｍ。
三开：１０３．２７ ～５７６．１６ ｍ，侏罗系杨叶组三段，

∅９５ ｍｍ金刚石绳索取心钻具（钻头加大至∅１１０ ｍｍ），
扩孔至∅１１３ ｍｍ，下入∅１０８ ｍｍ套管５６４．５８ ｍ。
四开：５７６．１６ ～１０４３．０３ ｍ，侏罗系杨叶组三段，

∅９５ ｍｍ金刚石绳索取心钻具，裸眼。

五开：１０４３．０３ ～１５０１．９０ ｍ，侏罗系杨叶组二
段，∅７５ ｍｍ金刚石绳索取心钻具（钻头加大至∅８０
ｍｍ）钻进至终孔，裸眼。 井身结构如图 １所示。

图 １ 云地 １ 井井身结构

3．3 钻进参数

一般地，在较软地层钻进，采用高转速、大泵量
和适当的压力；在坚硬的研磨性强的岩层钻进，则采
用大钻压和适当的转速和泵量；在裂隙发育的破碎
岩层和研磨性强的岩层钻进，则采用最小限度的钻
压、转速中低和适当的泵量。
金刚石钻进规程参数的特点是高转速、小泵量

和适当压力。 在低固相泥浆钻进条件下，为避免钻杆
内结泥皮，应限制钻具转速。 推荐钻进参数，见表 ２。

表 ２ 不同钻具推荐的钻进参数

钻 具

钻 进 参 数

钻压／ｋＮ 转速／
（ ｒ· ｍｉｎ －１ ）

泵量／
（Ｌ· ｍｉｎ －１ ）

∅１３０ ｍｍ 钻头 １０ ～１５ �２００ ～３００ 档１５０ ～２００ 牋
Ｓ７５ 绳钻 一般 ６ ～１０，最大 １２ 葺４００ ～６００ 档４０ ～８０ x
Ｓ９５ 绳钻 一般 ８ ～１２，最大 １５ 葺４００ ～６００ 档６０ ～１００ 寣

上覆第四系冲洪积层主要为黄土、砾石、沉积
物。 为保证开孔孔斜符合要求，钻进参数采取低压、
慢钻速、大泵量。 侏罗系杨叶组岩层产状变化较大，
地层总体倾角大，为防斜及避免孔内事故，应适当降
低钻压、钻速，控制进尺。 钻遇孔内复杂情况地层时
钻压、钻速应选择推荐值的下限值。
3．4 冲洗液设计

（１）第四系为力学不稳定地层，配制高粘度、高
密度泥浆。 配制 １ ｍ３

泥浆：１００ ｋｇ膨润土＋３ ｋｇ中
粘 ＣＭＣ。

（２）在侏罗系杨叶组岩层水敏性地层配制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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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聚合物抑制性泥浆钻进。 钻井液优先选用钾基体
系，以抑制地层的水敏发生。 配制 １ ｍ３钾基体系泥

浆：３０ ｋｇ膨润土＋２ ｋｇ 纯碱＋３ ｋｇ 植物胶＋１２ ｋｇ
ＫＤＧ泥页岩抑制剂 ＋３ ｋｇ ＴＥＳ 翔丙基淀粉 ＋３ ｋｇ
ＫＰ共聚物＋４ ｋｇ ＸＨ润滑剂＋０．２ ｋｇ ＫＰＡＭ聚丙烯
酸钾。
根据云地 １井的工程设计及周边地区过往施工

情况分析，现场配备了重晶石粉、高粘护壁剂、高粘
防塌剂以应对孔内复杂情况的发生。
3．5 施工概况

云地 １ 井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７ 日开孔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终孔（期间因冬季天气极端严寒无法施工，
冬休 ８４ ｄ），实际施工周期为 ２２０ ｄ。 终孔校正孔深
为 １５０１．９０ ｍ，终孔孔径 ８０ ｍｍ。

０ ～２９．１０ ｍ：使用牙轮钻头钻进施工第四系覆
盖层，第四系泥浆使用效果良好。 钻进参数：低压、
慢钻、大泵量开孔，确保孔直。

２９．１０ ～５７６．１６ ｍ：∅１１０ ｍｍ 金刚石钻头，绳索
取心钻具，取心钻进侏罗系杨叶组三段。 钾基体系
泥浆使用效果良好，孔壁环境稳定。 ２９．１０ ～５６４．５８
ｍ 孔段，扩孔至 ∅１１３ ｍｍ，下入 ∅１０８ ｍｍ 套管。
∅１１０ ｍｍ 金刚石钻头，切削面宽，钻进时孔内环状
空间大，泵压低，但进尺慢，效率低，使用效果较差。
钻进参数选用推荐值的上限值。

５７６．１６ ～１０４３．０３ ｍ：使用 ∅９５ ｍｍ 金刚石钻
头，绳索取心钻具继续钻进侏罗系杨叶组三段。 换
用∅９５ ｍｍ金刚石钻头，效率有所提升。 孔内环状
空间相对较小，在钻进至 １０００ ｍ 孔深以后，泵压较
高。 使用钾基体系泥浆裸眼钻进的 ５６４．５８ ～９７３ ｍ
井段孔壁环境稳定。 但在 ９７３ ～９８３、１０２５ ～１０４１ ｍ
岩心破碎井段孔内出现坍塌、涌水等复杂情况，钾基
体系泥浆不再适用。 现场研究配置了压涌、防塌泥
浆，处理孔内复杂情况成功。 钻进参数选用推荐值
的中、下限值。

１０４３．０３ ～１５０１．９０ ｍ：使用 ∅８０ ｍｍ 金刚石钻
头，绳索取心钻具钻进侏罗系杨叶组二段至终孔。
钻头由 ∅７５ ｍｍ 加大至 ∅８０ ｍｍ，孔内环状空间较
大，泵压、进尺平稳。 继续使用压涌、防塌泥浆，维护
孔壁环境稳定，裸眼完井。 钻进参数选用推荐值的
下限值。
全孔共计采 取岩 心 １４７４．３０ ｍ， 收 获率

９８．１６％，高于地质、钻探设计要求。

测井车连续测斜井段为 ０．１０ ～１４９５．００ ｍ，测
井最大井斜为 ７．１０°，位于 １４９５．００ ｍ，符合钻孔设
计要求。
云地 １ 井施工效率：台月数为 ７．３３，台月效率

为 ２０５．７４ ｍ，小时效率为 ０．９１ ｍ。 从全孔时间利用
情况来看，辅助时间占比较大，主要是处理孔内复杂
情况用时占比较高。

4 复杂情况的解决措施
4．1 复杂情况发生的过程

２０１６年 ４月 ２８ 日，钻孔钻至 １０４１ ｍ时孔内阻
力骤然增大，迅速停止钻进，提钻，提钻时 １０２５ ～
１０４１ ｍ井段孔内阻力很大。 提钻后检查钻具，下钻
至 ９９４ ｍ时遇阻，反复扫孔无法通过。 扫孔期间孔
内出现涌水（１５０ Ｌ／ｍｉｎ），扫孔阻力骤然增大，泵压
急剧升高，提钻至 ９６０ ｍ，再下钻至 ９７２ ｍ 时遇阻，
划眼无法通过。
4．2 原因分析

（１）９７３ ～９８３、１０２５ ～１０４１ ｍ 井段岩心为破碎
程度非常高的泥页岩（见图 ２），属于强水敏性、易坍
塌地层。 钾基体系泥浆不适用于此类地层，会引发
水敏坍塌

［１］ 。

图 ２ 部分破碎岩心图

（２）扫孔处理时，孔内出现涌水，涌水量 １５０ Ｌ／
ｍｉｎ，钾基体系泥浆密度、粘度、失水量等性能参数急
剧下降。 涌水后孔内下钻遇阻井段由 ９９４ ～１０４１ ｍ
快速升高至 ９７２ ～１０４１ ｍ，说明涌水后水敏坍塌现
象快速蔓延并加剧。

（３）涌水后循环槽内出现大量沉砂，应是由涌
水带入孔内，沉砂在孔内大量沉淀，加剧了孔内的复
杂情况。
4．3 处理方法、过程、结论

经分析，配置优质的压涌、防塌泥浆进行压涌、
扫孔、循环泥浆护壁，迅速遏制住水敏坍塌的蔓延势
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现场在第一时间配置了优质压涌、防塌泥浆。

配制１ ｍ３泥浆需要：２５ ｋｇ植物胶＋７５ ｋｇ膨润土＋８
ｋｇ高粘护壁剂＋８ ｋｇ高粘防塌剂＋３ ｋｇ ＫＣｌ＋１２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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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页岩抑制剂＋３ ｋｇ共聚物＋１００ ｋｇ 重晶石粉＋６
ｋｇ纤维素。
泥浆性能：密度 １．２４ ｇ／ｃｍ３ ，泥饼厚 ０．３０ ｍｍ，

粘度 ５６ ｓ，失水量 ６ ｍＬ／３０ ｍｉｎ，ｐＨ值 ８。
首先下钻至 ９７２ ｍ 进行循环泥浆压涌，孔内涌

水被一次压住。 然后通过反复扫孔到底后循环泥浆
护壁，孔内大量沉砂、沉泥被返出，孔壁环境恢复稳
定。 在后续钻进期间孔内破碎地层偶尔还会有少量
泥页岩在水敏作用下剥落沉淀至孔底。 为保持孔壁
环境稳定，继续使用压涌、防塌泥浆，钻进至终孔。

２０１６年 ６ 月 ２９ 日云地 １ 井进行了终孔测井，
测井工作历时 ５ ｄ顺利结束，说明孔壁稳定情况能
够满足测井要求。

云地 １井施工周期为 ２２０ ｄ，实际共历时 ３０４ ｄ。
０ ～５６４．５８ ｍ 进行了下套管隔离护壁［２］ ，５６４．５８ ～
１５０１．９０ ｍ 均为裸眼完井。 ９７３ ～９８３、１０２５ ～１０４１
ｍ井段未再出现坍塌，１０４１ ～１５０１．９０ ｍ 井段孔壁
环境稳定。 说明改进后的泥浆性能优良，解决了在
托云盆地内钻进涌水、破碎泥页岩地层易水敏坍塌
的难题，可以在该地区推广使用。

5 现场技术管理措施
云地 １井位于塔拉斯－费尔干纳走滑断裂带的

南西盘，井内岩心较为破碎，层间裂隙和穿层裂隙极
为发育。 杨叶组岩层产状变化较大，地层总体倾角
大，局部产状直立。 孔内复杂情况多，孔斜控制难度
高、孔内事故发生的概率很高，施工难度较大。 制定
一套严格的现场技术操作管理措施，是保证钻孔顺
利施工的关键。 施工期间，根据钻探情况，有针对性
地对现场施工技术管理措施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完
善，形成了一整套的现场钻探技术管理措施。
5．1 钻进技术管理措施

（１）深孔减压钻进时，应严格控制好钻进压力。
拉力表结合钻压表使用，钻具准确称重，控制好钻进
压力。 随着孔深的增加特别是钻遇复杂地层时，钻
进参数应采用推荐表的中、下限值，保证钻压稳定，
进尺平稳。 钻进参数的选择不能过于激进。 不同钻
具的钻进参数推荐见表 ２。

（２）禁止通过加大钻进压力、钻速的方式来提
高钻进效率（防止断杆和孔斜），应积极采取措施减
少辅助时间，增加纯钻时间，提高钻进效率。 准确统
计各班组纯钻时间并计算出小时效率，纯钻时间占

比高、小时效率的适中作为衡量各班组工作质量优
秀的标准。 结合地层因素，小时效率过低、过高都不
利于孔内安全。

（３）钻进时班长必须时刻关注钻压、泵压和孔
内情况，并安排专人看管泥浆循环槽、泥浆池和泥浆
泵等设备运转情况。

（４）卡盘在出现卡不住的现象时必须修理好后
再钻进，禁止“带病”作业，防止孔内事故发生，孔深
时需用卷扬机辅助减压。

（５）孔深倒杆时，在使用液压油缸将钻具顶起
时，必须用卷扬将钢丝绳拉紧将钻具拉直，但不得提
离孔底，开车要平稳。 倒杆后开车时必须进行试车，
离合器轻轻的、慢慢的推开或闭合，一旦发现孔内阻
力过大，必须在处理好后再开车。

（６）取心钻进时如 ３ ｍｉｎ 无进尺或 ５ ｍｉｎ 内进
尺≯１ ｃｍ，应及时分析原因，如非地层原因应立即提
下钻检查。

（７）钻进时如出现泵压忽然变高或变低、孔内
阻力过大、孔内有异常声响、钻机液压系统不正常等
情况应立即提钻检查处理。

（８）每回次钻进时间不宜过长，如超过 ６ ｈ则应
根据情况及时取心。 取心困难井段，进尺控制在 １
ｍ以内，确保岩心收获率。

（９）每回次进尺不得超过内管长度，以免损坏
钻具和消耗岩心。 岩心顶满内管后继续钻进时极易
造成卡簧座脱扣或岩心顶在钻头内壁上影响内管打

捞，硬岩钻进时还可能造成钻具弹卡处受伤导致孔
内事故。

（１０）泥浆泵出现泵量小或其它问题时，必须修
理好再钻进。
5．2 钻具和取心的技术管理措施

（１）绳索取心钻进要求金刚石钻头寿命长，适
应性强，始终保持较高的钻进效率。 为此，必须依据
岩性，合理选择钻头胎体性能、金刚石粒度和浓度
等。 金刚石钻头选择见表 ３。

表 ３ 金刚石钻头选择参考

地层 金刚石粒度 金刚石浓度／％ 胎体硬度

坚硬岩 ８０／１００ /５０ 槝ＨＲＣ３０ ±
硬岩 ７０／８０ ～５０／６０ ┅５０ ～７５ 殚ＨＲＣ４０ ±
中硬 ４０／５０  １００ �ＨＲＣ４０ ～５０ 煙

本项目岩石可钻性级别中等，且均质完整，宜选
择 ６０ ～８０ 目粗细粒金刚石混镶钻头。 胎体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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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ＲＣ３５ ～４５的钻头。 选择 ＤＺ３ 级或 ＤＺ４ 级高质量
金刚石单晶［３］ ，以提高钻头寿命和钻进效率。 为提
高钻进效率，可选择多水口齿轮型。 在破碎带选择
底喷式可提高岩心采取率。 同心圆尖齿型钻头回转
稳定性好，云地 １井主要使用同心圆尖齿型钻头，以
预防孔斜。

（２）钻头、扩孔器及卡簧之间尺寸要合理配
置［４］ 。 扩孔器外径应比钻头外径大 ０．３ ～０．５ ｍｍ，
硬岩选下限值。 卡簧自由内径应比钻头内径小 ０．３
～０．５ ｍｍ。 各班班长在配置钻具、卡簧时必须使用
游标卡尺丈量扩孔器外径、钻头外内径、卡簧自由内
径的尺寸，根据测量结果合理配置钻具、卡簧。 换用
新钻头时必须同时换用新卡簧

［５］ 。
（３）每回次取心后应及时测量所取出的岩心外

径的大小，通过多回次数据的对比可以掌握孔内钻
头内径、岩心的磨损情况，根据数据变化及时调整卡
簧大小并判断孔内钻具情况。

（４）钻进时，应按钻头和扩孔器的外径大小，排
队轮换使用。 即先用外径大的，后用外径小的。 钻
机上每批次的钻头和扩孔器都必须丈量尺寸，把尺
寸写在上面并按大小编号。 新钻头必须进行“初
磨”，即轻压、慢转钻进 １０ ｍｉｎ，再正常钻进。

以上（２）、（３）、（４）各测量数据应在报表上有记
录，交接班时交待清楚以利于接班班组更好地开展
工作。

（５）每回次取心后必须把卡簧取出，清洗干净
并抹油，进行孔外卡心实验如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孔
外卡心实验合格后再下入孔内。

（６）每次取完心后，必须检查内管总承［６］ 。 对
总承重点检查销子、轴承、蝶形弹簧、丝扣有无脱扣、
弹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将总承清洗干净，需要
润滑的地方添加机油或润滑油。 丝扣磨损严重时必
须及时更换配件，丝扣必须上紧。

（７）钻孔为干孔时不得直接投放内管，应用打
捞器送入，或向钻杆内注水后立即投放内管。 如无
特殊情况，不鼓励使用打捞器将内管送入钻具内，以
减少辅助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内管未到底不准扫
孔钻进，以免岩心顶住内管，形成单管钻进。

（８）内管提上后，如发现有少量岩心块掉入钻
具内时，应先进行冲孔，再投内管。

（９）内管提上后，如发现管内无岩心，应立即检
查内管特别是卡簧，分析原因，如内管、卡簧有问题

及时处理。 如内管、卡簧无问题应提钻，分析原
因［７］ 。

（１０）深孔钻进时，每回次取心钻进结束时应将
钻具拉离孔底，进行冲孔，时间在 ５ ｍｉｎ 以上，这样
可提高一次打捞内管成功的概率。

（１１）内管拉不动时应投脱卡器脱卡，然后提出
几根立杆再进行冲孔处理，连续两次处理不成功应
提钻，分析原因。

（１２）钻杆折断后，不准下入打捞器捞取内管。
（１３）退心时应用木锤或橡胶锤敲打内管，不准

用铁锤，以防内管变形。
（１４）副卷扬钢丝绳出现断股时应在下打捞矛

捞心时处理好再下打捞器。 如发钢丝绳因断股、毛
刺过多等造成钢丝绳过细时，应把有问题的钢丝绳
截掉。

（１５）钢丝绳和打捞矛的连接采用安全绳和安
全销，应将此处钢丝绳剥细后再使用，在内管拉不起
来并且使用脱卡器脱卡不成功而必须进行强拉时，
使钢丝绳在此处断裂，从而最大限度的保证钢丝绳
的完好

［７］ 。
5．3 泥浆技术管理措施

（１）基岩段钻进时钻井液优先选用水敏抑制型
泥浆，以抑制地层的水敏发生。
配制 １ ｍ３

钾基体系泥浆：３０ ｋｇ 膨润土 ＋２ ｋｇ
纯碱＋３ ｋｇ植物胶＋１２ ｋｇ ＫＤＧ 泥页岩抑制剂 ＋３
ｋｇ ＴＥＳ翔丙基淀粉＋３ ｋｇ ＫＰ共聚物 ＋４ ｋｇ ＸＨ 润
滑剂＋０．２ ｋｇ ＫＰＡＭ聚丙烯酸钾。
复杂情况涌水坍塌地层使用压涌、防塌泥浆，配

制 １ ｍ３
泥浆：２５ ｋｇ植物胶＋７５ ｋｇ膨润土＋８ ｋｇ高

粘护壁剂＋８ ｋｇ高粘防塌剂＋３ ｋｇ ＫＣｌ＋１２ ｋｇ泥页
岩抑制剂＋３ ｋｇ共聚物＋１００ ｋｇ重晶石粉＋６ ｋｇ纤
维素。
各班组应严格按照配方配制泥浆。
（２）技术员每天都对泥浆性能进行测量，一旦

发现泥浆性能不符合要求应及时通知当班班长。 根
据岩心、孔内、使用周期等情况进行原因分析，及时
调整泥浆性能。

（３）水敏页岩地层钻进，各班长应积极关注孔
壁情况，发现问题的苗头及时汇报处理，将问题解决
在萌芽状态。 一旦发现泥浆里出现沙子、泥巴过多、
孔内阻力过大、掉块、漏孔、涌水、塌孔、钻压异常高
（低）、提下钻遇阻等情况应及时汇报，分析原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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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处理。
（４）一旦取心时发现泥页岩岩心异常破碎且长

度较长（水敏、坍塌高危地层），应及时加强泥浆的
护壁、防塌、抑制水敏的性能，做到发现即解决。

（５）各班组应按规定测量水位（时间间隔＞１０
ｍｉｎ），以准确掌握孔内水位升降情况。 如水位有明
显的异常变化应及时汇报、处理。 此方法能及时发
现孔内涌水现象，并在第一时间压涌，防止涌水造成
孔壁水敏坍塌，形成孔内复杂情况。

以上各类情况应在报表上及时记录，交接班时
接待清楚以利于接班班组更好地开展工作。

（６）各班组应及时捞砂、清除泥浆内的各种杂
物，保持泥浆的清洁。

（７）一般 ５ ～７ ｄ采取循环渐进的方式更换孔内
泥浆。 禁止一次性更换全部泥浆，避免改变孔内泥
浆环境，以免造成孔内复杂情况。
5．4 提下钻技术管理措施

（１）在孔内孔壁情况不稳定时，如果需要提钻，
则必须采用优质泥浆循环护壁，待孔壁情况稳定后
再提钻。 提钻时应回灌泥浆，以保持孔内压力平衡，
保护孔壁。

（２）提钻前做好提下钻准备工作，尽量减短提
下钻间隔时间。

（３）提下钻前应检查木马夹持器［８］ ，将卡瓦刷
洗干净。 检查卡瓦完好度，如卡瓦磨损过度，造成夹
持力达不到要求应及时换用新卡瓦［９］ ，避免跑钻。

（４）提下钻［１０］
或窜孔时避免过快拉升或下放钻

具，避免虹吸、扰动效应对孔壁（特别是破碎带）造
成破坏。

（５）提下钻过程中如发现钻杆、接头、钻具等有
磨损过度、有裂纹、凹凸槽等情况时应及时更换。 新
下入孔内的所有钻具、钻杆、接头等，都必须进行质
量检查，杜绝将有过度磨损、裂纹、凹凸槽、丝扣质量
不达标等问题的材料下入孔内。

（６）搬运钻杆时，应拧上保护箍，轻拿轻放，注
意保护钻杆丝扣。 立根箱下应垫木板或毛毡等。

（７）必须丈量机上余尺。 新加入孔内的任何钻
具、钻杆等都必须丈量长度。

在交接班时班长必须把班内发生的各种情况交

代清楚。 在条件准许时，必须在交接班前把班内出
现的问题解决掉，杜绝将问题交给下一个班。 如确
因其它原因没能在交接班时把问题解决掉，交班时

必须重点交代清楚。
现场技术管理措施的制定重点针对现场技术实

施、操作环节加强了管理。 深孔孔内事故率高很大
一部分原因是现场没有一套明确的技术管理措施，
导致技术实施理念混乱不统一，技术实施效果大打
折扣。 现场技术管理措施的制定很好地解决了此类
问题。
云地 １井现场技术管理措施形成后现场主要施

工人员人手一份，要求现场施工人员严格执行。 施
工期间多次组织现场主要施工人员进行学习培训，
快速统一了技术实施理念，使现场施工技术得到加
强。 现场技术管理措施还有许多方面不完善，有待
补充和提高。

6 结语
云地 １井是在托云盆地内钻探的第一口油气资

源地质调查井；第一口在托云盆地侏罗系地层内钻
进至 １５０１．９０ ｍ，取心长度达到 １４７４．３０ ｍ 的小口
径基岩段全取心地质调查井。
云地 １ 井的压涌、防塌泥浆方案解决了在托云

盆地内钻进涌水、破碎泥页岩地层易水敏坍塌的难
题，为今后在该区软弱沙泥岩层中的钻井施工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 对现场技术管理措施的不断总结完
善，能够提高钻探效率和质量，对在同地区施工复杂
情况中深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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