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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砂岩取心是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钻探技术难题。砂岩的种类很多，但都有共同的特点：结构比较松

散，无胶结或少量胶结，遇水膨胀，透水性好。在砂岩中钻探取心，岩心采取率不高，钻孑L容易垮塌。为了解决砂岩

取心钻探中的技术难题，从钻进工艺技术参数、取心器结构、钻头优化设计、冲洗液配方、钻机配套、岩心烧结卡取

以及水压出心等多方面开展研究，总结出了一套砂岩取一fi,技术，应用在实际钻探生产中，取得的各项技术指标完全

满足地质要求，为地浸砂岩取心钻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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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andstone coring is a drilling technical problem that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solved SO far．There are many

kinds of sandstone，but they all have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loose structure，no cementation or slight cementa—

tion，expansion in water and good permeability．Core recovery is low in sandstone drilling and the borehole is easy tO

collapse．In order tO solve the technical problems in sandstone coring drilling，a set of sandstone coring technologies

has been summarized by the study on drilling process technical parameters，coring device structure，drill bit optimi—

zation design，mud formula，drilling machine matching，core getting by core sintering with drill and core collecting

by water pressure，and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actual drilling production．All the technical indexes met the geological

requirements，which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core drilling in in-situ leaching sand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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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以下简称“工

艺所”)承担的“油气田勘查区砂岩型铀矿调查与勘

查示范”地调项目，施工地点是在大庆油气田地浸砂

岩地区[1]。工程目的是对主要异常和重点地区开展

钻探工程验证，为实现找矿突破提供技术支撑和服

务。为编制系列图件，提高找矿调查工作提供岩心

实物资料。

长期以来，砂岩取心都是钻探施工界的一大难

题，主要表现在取心难度大、岩心采取率不高，岩心

扰动污染严重、钻孔易坍塌埋钻、成孑L困难、孔底漏

失、岩粉多且不易返出等等。通过前期调研了解，在

该地区施工的其他单位，钻进效果非常不好，孑L深在

160 m以浅的地层，岩心采取率％50％，满足不了设

计的需要。工艺所长期致力于复杂地层取心钻探技

术，在复杂地层钻探中有许多独特技术方法，针对各

种不同的复杂地层，具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措

施，下面根据砂岩取心难度大的特点，总结出了一套

砂岩取心技术，在砂岩取心地层具有借鉴和参考作

用。

1 地层情况

地浸砂岩地区的主要岩石包括粉砂岩、细砂岩、

粗砂岩、泥岩等‘2I。

收稿日期：2018—07—01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油气田勘查区砂岩型铀矿调查与勘查示范”(编号：DD20179103)

作者简介：石绍云，男，汉族，1966年生，长期从事探矿工艺技术研究和探矿科研产品研发工作，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现代工业港(北区)港华

路139号，649787278@qq．corn。

万方数据



第45卷第8期 石绍云等：松散砂岩取心技术的应用

岩石的特性是胶结性非常差，岩心采取率不高，

钻孔容易缩径，坍塌垮孑L。岩石大致分为以下3类。

一是无胶结的流沙层砂岩，成松散状，颗粒直径

1～3 mm；孑L隙率大，遇水膨胀，吸水率>10％；属于

第四系+泰康组：亚粘土及粉、细砂、砂砾。埋藏深

度一般在0～160 m，取心特别困难。

二是有部分胶结物的砂岩、泥岩。岩石颗粒

0．0625～1 mm，此类岩石吸水性强，易堵心，埋藏深

度在120～500 m。

三是易膨胀缩径的泥岩，易糊钻、堵心，钻具下

不到位，此类岩石与第二类砂岩交叉互层，埋藏深度

也是在120～500 m。

取心难度大的是第一类地层。

2地质设计要求

钻孔平均采取率《65％，非目标层回次进尺≤5

m；重要标志层以及矿层与矿层顶板、底板各3～5

m范围的采取率必75％；矿心采取率必85％，回次

进尺≤3 m。J。一般钻孑L采用直孔钻进，开孔口径

1i0 mm，一径到底，不变径。相邻两回次平均采取

率≥75％。

3钻进技术

在复杂地层取心钻进中，常采用的钻进方法有：

半合管取心技术、三层管取心技术、单动双管取心技

术、双动双管取心技术、潜孑L锤取心跟管技术、张敛

式取心跟管技术、绳索取心钻进技术、套管钻进取心

技术等等[|川。实践证明，不管是使用哪种双管钻具，

由于砂岩遇水膨胀，双管钻具的内管与岩心的间隙

小，引起岩心堵塞，自磨、互磨破坏，其取心质量差，

岩心采取率低；另外由于砂岩地层钻孑L缩径、坍塌等

原因，钻进效果都不理想。

虽然潜孑L锤取心跟管技术对于岩心采取率和取

心质量都能满足要求，但是钻进成本高，钻进效率

低，特别是钻孔深度超过100 m以后，空气压力、冲

击功大幅降低，钻进辅助时间大幅增加，也不能满足

要求。

因此，提高砂岩地层岩心采取率重要手段是防

止冲洗液直接破坏和污染岩心、同时严格避免钻具

扰动：。。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从钻具结构设计、钻头研

制、冲洗液优化配置、除砂振动器使用、钻进技术参

数选择、岩心的卡取技术、钻进设备配套、水压自动

退心等多个方面来解决砂岩取心的难题。

3．1 设备配置

XY一5／XY一6型钻机，BW250、BW320型泥浆

泵，12．5～17．5 m钻塔，动力为150～200 kW发电

机组。

3．2钻孑L结构设计

本项目钻孑L深度一般在300 600 m，要求终孔

口径110 mm，根据地质设计要求，对第四系覆盖层

(深度O～160 m)下入0139．7 mm套管。

因此设计采用D113 mm单管取心钻具钻进并

全孑L段取心至较稳定的砂岩层，然后用全面钻头扩

孔至稳定地层，扩孔直径180～200 mm。下人套管

并用水泥固定好套管。等待水泥凝固后仍然用

D113 mm单管取心钻具钻进至终孑L。

井身结构如图1所示。

水泥固

图1 并身结构不意图

3．3钻具设计

砂岩地层钻进对钻具的磨损和变形很大，我们

采用壁厚>6 mm的厚壁岩心管，加工的垂直度和

同心度要高，钻具接头的设计是该套钻具的关键技

术，钻具堵水接头结构如图2所示。砂层单管取心

钻具的特点如下。

图： 钻具堵水接头示意图

(I)钻具设计有单向阀，作用是避免岩心在钻杆

内孔水柱压力的情况下脱落，造成岩心采取率低、岩

心遭到破坏的情况。堵水锥阀是在一个回次快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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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还没有干钻之前从水龙头投入。该堵水锥阀的

锥面与钻具“脑袋”的锥面尺寸一致。锥阀与接头的

接触面积多，不会造成由于钻具晃动后使冲洗液进

入岩心管的情况。

与传统的投入钢球堵水相比，堵水弹子直径小、

质量轻，有时不能与封堵的水眼很好配合，封闭不

严，在提钻的过程中，使岩心脱落口]。

(2)岩心与内管壁环状间隙大，不会发生岩心被

堵塞现象，同时岩心管与孔壁的间隙加大，冲洗液的

过水面积大，便于携带大量岩粉。在正常钻进过程

中，可采用小泵量、低转速进行钻进，取心前0．5 m

左右开始干钻烧结岩心。

(3)采用大出刃的硬质合金钻头和PDC钻头钻

进，切削具切入岩石深，达到快速钻进的目的，减少

了由于钻进时间长对岩心的磨损和污染。

(4)硬质合金钻头和复合片钻头在短时间内无

冲洗液钻进时，不会烧钻，可以利用此特点进行微烧

卡取岩心。

3．4钻头研制

钻头采用大水口、加大内外出刃设计，以保证钻

具与孑L壁间隙大，不易卡钻、不易堵心。

(1)加大钻头的外径，使用D113 mm的钻头连

接089 mm岩心管，其目的是增加岩心管与钻孔的

环状空间，减少钻孔缩径对岩心管的阻力影响；另一

方面，在满足地质要求的同时，尽量缩小钻头的内

径，有利于岩心通过岩心管，避免钻进中岩心堵塞。

采用外径加大的钻头，增大环状间隙，减小泵压

和抽吸作用，有利于井壁稳固，减少漏失和提高取心

效果：7I。

(2)加大钻头水口尺寸。采用4～6个水口，每

个水口过水面积较大，避免钻头泥包发生堵水现象。

(3)由于岩石软，采用硬质合金或复合片的数量

少，增加单位面积上压力，增加切入深度，达到快速

钻进的目的。

外加大直径钻头示意图如图3所示。

螺lE4

}用硬质合金

直径10，长15

图3外加大直径职心钻头

D113 mm钻头底唇面镶焊4块T3010(大八角

柱状)硬质合金，呈二环状排列，在钻头钢体外侧，四

周均焊4块肋骨，每块肋骨镶焊T3010硬质合金2

颗，钻头底出刃5 mm，内、外出刃2 mm，在钻头底

部开有4个方形水口_8一。

3．5冲洗液配置

遇水膨胀、坍塌垮孑L的水敏地层，严禁使用清水

作为冲洗液，由于砂岩地层钻进会产生大量岩粉，含

砂量大，所以冲洗液除了保护岩心和孑L壁稳定外，第

二个重要功能是能够携带大量岩粉返出孔外，保证

孔底清洁干净。第三个功能是该地区属于浅层气地

层，冲洗液性能还必须具备井控要求。经过现场试

验实践，冲洗液配置以优质膨润土、腐植酸钾、纯碱、

KCl等为主要材料，冲洗液性能指标见表1。

表1冲洗液性能

注：表中序号1的冲洗液性能适用于孔深在o～1 60 m的无胶结、比较松散、大颗粒的砂岩；表中序号2的冲洗液性能适用于孔深在160 m以

深的有少量胶结、细颗粒砂岩以及粉砂岩等。

冲洗液高粘度低失水体系的应用，除了携带大

量的砂岩岩粉，控制气体井喷以外，对于保护岩心也

是非常重要的。调节冲洗液性能是砂岩取心技术的

关键因素之一。

一般情况下，在该地区冲洗液的塑性粘度在20

～33 mPa·S，动切力在13～22 Pa，冲洗液流速在

0．2～o．5 m／s即可顺利返出岩粉。

冲洗液性能测定，每班1～2次，并认真记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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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9|。

3．6除砂振动器

除砂振动器的作用是把孔内返出的冲洗液里的

含砂岩粉振动清除，使冲洗液性能达到正常的性能。

大直径钻头钻进时，岩粉非常多，加上砂岩地层钻进

本身产生的岩粉也多，通过调整冲洗液性能，提高冲

洗液的粘度和切力，通过冲洗液带出岩粉，避免随着

冲洗液的循环再次进人孔内，影响冲洗液的性能，冲

洗液中的有害固相含量增加，泥饼虚厚，影响孔壁稳

定；同时影响取心质量，造成钻具、钻杆、泥浆泵的磨

损。因此，必须采用除砂器及时除砂，维护冲洗液性

能稳定。

现场使用的CS一150型除砂振动器，安装在平

稳牢固的地基基础上，在使用过程中应经常清除堆

积在振动器周围的砂子，保持场地干净清洁。

现场测试结果：在没有使用除砂振动器之前，测

试冲洗液含砂率达15％～20％，使用除砂振动器

后，冲洗液含砂率降到10％以下。

3．7钻进技术参数

根据现场具体情况，操作者需时刻保持注意力，

准确判断孔内的情况，要求各个岗位人员协调配合，

听从班长的指挥，班长必须按照制定的钻进技术参

数操作。钻进技术指标见表2。

表2钻进技术指标[10】

钻孔 技术指标

孔深／m 口径／钻N／转数／(r·泵量／(L· 说明

mm kN min一1) min一1)

3．8岩心卡取

由于岩心松散破碎，不能使用卡簧或爪簧卡取

岩心，卡簧不仅卡不住岩心，同时还会破坏和扰动岩

心。

因此，当一个回次钻进结束，所有岩心已经进入

钻具内，这并不能说明已经取心成功，还要进行关键

的一步技术措施：岩心的烧结卡取。其方法是在还

剩下0．5 m左右时，停止泥浆泵工作，从水龙头处

投放钻具的堵水锥子，根据孔深估算锥子到达钻具

“脑袋”后，低速慢转，适当增加钻压，无水干钻5～

10 min，然后提出钻具。

实践证明，这种卡取地浸砂岩岩心的效果很好，

成功率非常高。

干钻的钻进技术参数：钻压25～30 kN，转速50

～100 r／m。

3．9水压自动退心技术

当把钻具提出孑L口后，首先用专用工具拆卸钻

头和扩孔器，然后用高压水管与钻具的接头连接，通

过高压水推动岩心，达到水压退心的目的；避免了岩

心遭到外力破坏和引起岩心次序的混乱，在砂岩钻

进中严禁使用工具或敲打钻具退心。

岩心在压力推动下慢慢进入岩心槽，实现泵压

退心，该方法能使松散砂岩和粉砂岩保持其较完整

的柱状[11]。

3．10其他技术措施

提升钻具应尽量平稳，不要猛拉猛刹，卷筒排绳

要整齐，葫芦上配置弹簧缓冲装置，在孔内破碎、复

杂的位置，提钻时应严格控制钻具提升速度，提钻速

度一般在0．2～0．4 m／s。

3．10．1防斜保直措施

钻铤和长岩心管组合：D113 mm合金取心钻头

+D89 mm取心长钻具+D68 mm钻铤(65 m)4-

D60 mm钻杆+89主动钻杆。

扩孔钻具组合：0200 mm牙轮钻头+0127

mm钻杆+D89 mm钻杆+D60 mm钻杆+89主

动钻杆。

3．10．2导向钻具的应用措施

扩孔期间加089 mm钻杆导正；二开换径时，

钻具组合中采用导向钻具。

4钻探取心技术效果

根据该区域的工作任务和气候条件，我们共安

排了5套钻机设备，要求井队施工人员严格按照预

先制定的钻进工艺技术参数操作，取得了满意的技

术效果。

各个钻孔的岩心采取率见表3。从表3中可以

看出，所有钻孔平均岩心采取率>75％。所取得的

砂层岩心没有受到污染和扰动，取心质量好，达到了

地质设计要求，所取得的砂岩岩心见图4。

5 结语

地浸砂岩取心技术能够取得满意的效果，不是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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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钻探取心技术效果

孤立的使用某一项钻探技术，而是综合多种技术配

合使用；机具设备的配置、钻进技术参数的制定、操

作规程的熟练程度、冲洗液指标的调配、施工人员的

责任心和相互配合程度都是影响取心质量和钻进效

率的因素。

在地浸砂岩地区施工了34口井、完成12064 m

地浸砂岩全孑L取心工作，岩心采取率和取心质量都

达到了地质设计要求，取得了满意的技术效果。

针对地浸砂岩地层的特点，设计采用的单管钻

具配合硬质合金钻头或复合片钻头、高粘度低失水

体系冲洗液、干钻、除砂振动器等一系列的技术是行

之有效的取心技术，在地浸砂岩取心钻探中值得推

广应用。

图4取得的砂岩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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