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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钻速预测是优化钻进施工过程中的重点难点。本文以实际采集的数据资料(包含4大类共28种不同的数据

类型)出发，建立了以地层成分和钻进参数相结合为基本的钻速预测模型。为了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将原始数据

首先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消除了其量纲和数量级对模型预测可能产生的影响。由于原始数据种类过多，将原始数

据先后进行了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提取其中有效信息最终将其缩减为11个输入参数和1个输出参数的预测模

型。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对这个模型进行了非线性拟合，结果显示本预测模型能够将误差控制在10％以内，具

有一定的指导生产实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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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ediction is an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target during the drilling optimization process．Drawn upon the

field data(comprising of a total of 28 types in 4 categories)．a R()P prediction model is developed with combination

of formation composition and drilling parameters，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and avoid the potential

impact caused by its dimension and order of magnitude，the raw data is standardized．In addition，due tO the exces—

sive volume of the raw data，it is processed with polymer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tO pick effective data，and then

reduced to a prediction model of 1 1 input parameters and 1 output parameter．The technology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

work is used tO perform the non linearly fitting work，an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ediction error is less than

l 0％，which means the proposed prediction model can somehow provide guidance for field operations．

Key words：ROP prediction model；formation composition；drilling parameters；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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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由于资源的持续开采，埋深浅、易开采

的矿产油气资源储量急剧降低，故埋深大、难开采的

矿产油气资源是当前钻探钻井领域所面对的主要施

工对象。为了提高施工效率，优化钻进技术受到了

极大的关注，其中对钻速的预测是整个钻进施工过

程中重难点。由于实际钻进施工条件复杂、影响因

素极多且难以考虑完全，钻速的预测判定～直是优

化钻进过程中的主要难题[1_3]。近年来，随着计算

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已有相关研究人员将大数据

算法应用到钻速预测领域。如景宁等应用层次分析

法与前馈神经网络建立了AHP—BP组合模型，利

用岩石抗压强度、钻头尺寸、钻头类型、泵压、转速和

钻井液密度预测了实际钻速，将相对误差控制在了

10％以内[“。武成刚等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岩石抗

压强度、抗拉强度、密度、声波波速和平均节理间距

5个常见的岩石物理力学参数建立3个新变量，建

立了新变量与钻速的预测模型[5]。李昌盛利用

Bourgoyne&Youngs方程为理论基础，从元坝地

区抽取300组录井数据利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建立了

钻速预测模型，平均误差<13％[6]。

尽管目前已有不少的研究者在钻速预测领域进

行研究，但经过调研，目前在钻速预测分析领域尚未

出现基于地层成分和钻进参数共同组合的钻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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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相关研究。而从实际钻进施工出发，地层成分

直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层的岩性及其工程力学

强度，同时目前大多数临井地质资料记录多以地层

成分为主，因此基于地层成分的钻速预测模型相对

于目前常用的以岩石力学强度更为基础和实用。除

此以外，钻进参数的选择也是实际钻速控制的一个

主要因素，因此本文以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页岩

气钻进米参1井实际数据为资料，建立了基于地层

成分和钻进参数组合的钻速预测模型。

1原始数据分析

1．1数据收集与标准化

基于米参1井的数据资料，现场收集到的数据

资料详尽繁杂，从中提取的应用于建立本次钻速预

测模型的数据类型如表1所示，共4大类，28个不

同的数据类型，通过对钻井井史资料的筛选，总共选

取了98组不同深度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表1初始选用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选 用 数 据

矿物含量／％

常量元素／％

钻进参数

地层深度／m

石英、钾长石、斜长石、方解石、铁白云石、白云

石、伊蒙间层、伊利石、高岭石、绿泥石

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三氧化二铁、氧化钙、

氧化镁、氧化钾、氧化钠、二氧化钛、五氧化二

磷、氧化锰、氧化亚铁

钻压(kN)、转速(r／rain)、排量(L／s)、泵压

(MPa)、机械钻速(m／h)

顶深、底深

收集的原始数据由于各指标之间计量单位和数

量级的不同，导致各指标差异很大，无法直接进行综

合分析。因此，为提高分析的精度和速度，解决各指

标数据间不可综合性问题，需要对各指标进行数据

标准化处理。在数据分析领域中，数据标准化是为

了去除量纲，将不同数量级的数据变成同一数量级，

消除数量级的影响。如表1所示可以明显看出原始

数据的量纲差异。同理，在原始数据中，数量级的差

距非常明显，如地层深度数据最大为2100．18 ITI，常

量元素二氧化硅最大值为66．37％，机械钻速最小

0．1 m／h。这种数量级的差距若不进行数据标准化

处理，数据分析建模过程中小数量级的数据影响则

会被大数量级的数据影响掩盖，不能完全体现出数

据对结果的影响口]。本文中使用常规的标准差法对

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即以每一数据与其平均值之

差除以该指标的标准差(式1)，经过处理后的所有

数据如表2所示，不仅消除了数据本身量纲，也将数

据大小全部投影到[～1，1]之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

数据自身的差异性。

z．7一—：二兰二二= (1)

√蚤b，‘)2
式中：z 7——处理后的数据指标；z——处理前的指

标；i——处理前指标的平均值；九——样品数量。

1．2数据相关性分析

表2原始数据标准化前后对比(部分)

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时小数位数不止两位，在此为简化只列出两位小数。

在钻速预测模型分析建模时，即使是近几年新

兴的数据挖掘或神经网络等算法，都是直接利用数

据建立模型，但这些方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各

数据之间的线性相关性。本文建立的模型分析的数

据之间存在线性相关的现象，在数理统计领域被称

为多变量的多重共线性现象。这种数据指标之间的

多重共线性会对后期建立钻速预测模型带来影响，

严重影响到相关参数的估计，错误的扩大或隐藏部

分参数对整个模型的影响[8]。因此数据之间的多重

共线性会扩大模型误差，破坏模型的稳健性。这种

现象对钻速预测的危害十分严重，但其存在却又十

分普遍。基于数理统计的基本定义，本文讨论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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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系数的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

∑b，一j)@。一歹)
，．(X，y)一—_===兰三兰二二二==—_=二二二二== (2)

√善b。‘严√蚤c圹∥
式中：z、y——变量X、y的数据；j、歹——变量X、

y的平均值。

相关性计算结果区间为[一1，1]，若计算结果越

接近±1，则表示计算的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越强的线

性相关性。如表1所示原始数据在采集过程中分为

了明显的三大类，各类型数据之间没有相关性，因此

本节的相关性分析主要集中在三大类数据内部各指

标之间。分属不同类型的数据指标由于代表物理意

义完全不同则不进行相关性计算，视为完全不相关。

结果显示，尽管理论上三大类数据各单项指标之间

不存在任何实际意义上的相关性，部分数据之间相

关性仍旧非常高，超过了传统上认为的相关性系数

阈值±o．6。因此可认为尽管目前尚未有研究显示

各地层成分和钻进参数之间的相关性，但这个相关

性仍旧实际存在。表3所示为三大类数据中相关性

系数接近或超过阈值的数据参数，未超过阈值的数

据参数省略未列出。

表3原始数据高相关性数据组合

从表3中可以看出，三大类数据中各数据指标

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相关性，其中矿物含量和常量

元素之间存在相关性的数据指标组合数量较多，钻

进参数数据类中只有钻压和转速存在较高的相关

性。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在自然条件下指定区域中

地层生成的条件存在一定规律性，因此其矿物成分

和常量元素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就是

相关性存在的理论基础。而钻进参数多来自于现场

施工人员的经验，人工可调的形式使参数之间的相

关性显著降低。

1．3数据建模分析流程

由表1可知，在已知地层条件的前提下可提取

用以预测钻速的数据繁杂，若直接利用所有数据进

行建模分析则可能耗费大量的计算资源，也并不能

保证建模的准确性。由表3可知，选用的数据之间

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的存在也会为钻速

预测模型的建立带来较为明显的误差。因此本文拟

建立的钻速预测模型分析流程如图1所示，在对原

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依次进行聚类分析、因子分

析和数据建模3个主要流程，建模完成后再进行验

证和应用。其中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均是为了解决

原始数据类型太多且存在相关性的问题而设置的分

析流程，数据建模则是利用了非线性拟合较为准确

的人工神经网络技术进行建模。

标准化原始数据

聚类分析T
因子分析工
数据建模

模型验证与应用

图l钻速预测模型建模分析流程

2 聚类分析

2．1 聚类分析简介

建模过程中首先进行的聚类分析是为了解决原

始数据种类过多的问题。作为数据分析的重要工

具，聚类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原始数据集中的“自

然分组”，分好组以后可认为同组的数据指标具有相

同的作用和功能，从而在数据建模分析中同组只需

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数据指标即可凹]。通过聚类

分析，可在表1所示的三大类数据中(钻进参数数据

本身较少，无需聚类分析)各自分类，从中选取具有

代表性的数据指标进行下一步的因子分析，从而达

到了减少原始数据指标类型的目的。

本文拟选择最直接的直接聚类法进行聚类分

析，其基本思想为先把聚类对象单独视为一类，依次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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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距离最小的两个对象合并为新类，后计算新类与

其他类的距离。重复进行上述步骤直到所有类均合

并为一类。本文进行的聚类分析属于变量间的聚类

分析(R型聚类统计量)，描述变量X、y间的距离

dx，以式(3)所示的夹角余弦来度量。

∑‘Y，
dxv一下亍兰=亏i= (3)

．／(∑‘2)(∑y，2)
V i=1 f一1

2．2数据聚类结果分析

利用数据分析软件SPSS自带的工具箱完成矿

物含量和常量元素原始数据的聚类分析，结果如图

2、图3所示。从聚类结果中可以看出各数据之间的

相似程度不同，而相似程度较高的数据可只取其中

之一即可。以筛除40％左右的数据变量为原则，可

将变量间的距离阈值取为10，则经过聚类分析的筛

选结果如表4所示，矿物含量从10个数据指标筛选

五

图2 矿物含量聚类分析图

图3常量元素聚类分析图

表4经过聚类分析筛选出的代表性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筛 出 数 据

矿物含量 石英、钾长石、铁白云石、伊蒙问层、高岭石、绿泥石

常量元素 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铁、氧化钙、氧化钠、二氧化钛、

五氧化二磷、氧化锰

为6个，常量元素从11个数据指标筛选为7个。

3 因子分析

3．1因子分析简介

完成原始数据类型的筛选后，因子分析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消除如表3所示的数据间的相关性。因

子分析模型属于多元统计学科中处理大量数据的一

种方法，目的在于从研究原始变量或参数之间相关

系数矩阵的内部结构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

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公共因子。其基本思想是

根据相关性的大小将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变量之

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

代表一个基本结构，用一个不可观测的综合变量表

示，这个基本结构称为公共因子。如式(4)所示，因

子分析的模型可以表示为在九个原始指标包含少

数m(m<行)个因子与特殊因子的线性组合口⋯。

Ifl一a11x1+nl 2x 2+⋯+a1。X。

lf 2一口21 xl+Ⅱ22x 2+⋯+以2。x，， ⋯
{ ．

(4)

：

【厂，。一d。lXl+口。2X 2+⋯+a。X，：

式中：X，、X。、⋯、X。——原始数据类型；fh．厂。、

⋯、厂。——公共因子；(a，，)。。。——因子得分矩阵，

用以表示第i个变量在第j个指标中所占比例。

3．2 因子分析指标检验

根据因子分析的流程，首先需要判断用这些数

据作因子分析是否合适，因此需要进行KMO检验

和Bartlett球状检验。KMO(Kaiser—Meyer—

Olkin)检验统计量是用于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

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当相关系数平方和远远大于

偏相关系数平方和时，KMO值接近1，意味着变量

间的相关性强，适合作因子分析；反之KMO接近

0，表明原有变量间相关性弱，不适合作因子分析。

常用的KMO度量标准是0．9以上表示非常适合；

0．8表示适合；0．7表示一般；0．7以下均不适合。

Bartlett球形度检验以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为基

础，是用于检验各变量数据是否相互独立。若Bart—

lett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Sig>0．05，则表示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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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各自独立相关性低，无需进行因子分析。

基于SPSS软件对三大类输人数据(矿物含量

和常量元素采用经过聚类分析筛出的指标，为消除

数据相关性在因子分析时将钻进参数数据类也加

入)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状检验结果如表5

所示。从表5中可以看出，矿物含量、常量元素和钻

进参数三大类指标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MO指

标均超过0．7，Bartlett指标也未超过0．05。

表5 因子分析指标检测值

3．3提出综合因子

利用SPSS对三大类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首先

需要确定综合因子数量。每一个综合因子的选择都

是原始数据的体现，但要达到综合并且降低指标数

量的需求，综合因子在一定程度上会牺牲部分原始

数据的信息，在因子分析中以特征值对样本方差的

累积贡献率进行度量。累积贡献率为100％时认为

综合因子包含了原始数据的全部信息，但此时综合

因子数量与原始数据数量相同，因此并不能达到降

低数据种类的目的。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的协调综合

因子数量与包含原始数据信息的关系，在本次因子

——0．460

0．085

—0．002

—0．066

0．121

——0．048

0．860

—0．102

如式(6)所示，表示常量元素的因子得分矩阵

a。自左至右每一列代表的原始数据分别为二氧化

硅、三氧化二铁、氧化钙、氧化钠、二氧化钛、五氧化

二磷、氧化锰，自上而下代表了4个综合因子。可看

如式(7)所示，表示钻进参数的因子得分矩阵自

左至右每一列代表的原始数据分别为钻压、转速、排

量和泵压，自上而下代表了2个综合因子。可看出

综合因子1主要由钻压和转速值确定，综合因子2

则主要由排量和泵压确定。

分析中将综合因子的累积贡献率阈值设定为80％，

即选定的综合因子将包含80％原始数据的信息，综

合因子数量确定如表6所示。

表6综合因子计算分析结果

确定综合因子数量后，即可从式(4)所示的因子

得分矩阵中确定每一个综合因子的转换方程，从而

不仅确定了综合因子的计算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

确定该综合因子的物理意义。三大类数据的综合因

子计算结果如式(5)～式(7)所示。式(5)～式(7)所

示因子得分矩阵的每一行代表了一个综合因子，每

一列则代表了一个原始数据，每一项数据的大小则

代表了该原始数据在综合因子中所占的比重。

如式(5)所示，表示矿物含量的因子得分矩阵

a。自左至右每一列代表的原始数据分别为石英、钾

长石、铁白云石、伊蒙问层、高岭石、绿泥石，自上而

下代表了4个综合因子。可看出综合因子1主要由

石英和钾长石含量确定，综合因子2主要由高岭石

和绿泥石的含量确定，综合因子3主要由铁白云石

含量确定，综合因子4主要由伊蒙间层确定。

一0．085

O．032

—0．059

0．989

(5)

出综合因子1主要由二氧化硅和氧化钙的含量确

定，综合因子2主要由三氧化二铁和二氧化钛的含

量确定，综合因子3主要由氧化钠和五氧化二磷的

含量确定，综合因子4主要由氧化锰的含量确定。

r0．491 0．454
a

p：l o．203--0．070

4神经网络建模

4．1神经网络简介

(6)

0．239 0．1451
I(7)

一0．471 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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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因子分析，三大类原始数据种类数进一步

降低，矿物含量数据类型降低为4类，常量元素数据

类型也降低为4类，钻进参数数据类型降低为2类。

这10种数据指标相关性两两为零，因此本文讨论的

钻速预测模型即可简化为有10个输入参数、1个输

出参数(机械钻速)的数学模型。这种多输入变量的

非线性拟合模型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能够取得比较

良好的拟合效果。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简称

ANN)技术自20世纪40年代起源以来，经历计算

机硬件、软件和计算理论的蓬勃发展，至今已形成一

种能进行并行分散处理、具有非线性映射、自适应学

习和较强容错性的智能分析工具。其中基于误差反

向传播算法(Back—Propagation)的BP神经网络应

用最为广泛。如图4所示为BP算法的典型结构，

主要是由一个输入层、一个或多个隐含层、一个输出

层组成。各层由若干个神经节点构成，每一个节点

能够根据输入值、作用函数和阈值计算得到输出值。

网络整个学习过程由分为信息正向传播和误差反向

传播两个过程。信息的正向传播过程中输人信息依

次经过输人层、隐含层、输出层，输出层处理后作为

最终结果输出；而在误差的反向传播过程中，网络自

动对比输出结果与期望输出值的误差，若误差过大

则逐层将误差信息反馈给输出层和隐含层，系统自

行调整隐含层和输出层阈值并重新计算，如此循环

直至输出误差满足要求为止口11。——信息正向传播———————————一
·一误差反向传播——I输入变量·I ．厂，、 l输山变量-1

输入变量2 k

纂
形入八、

鏊 ．|输}H变量2

输入变量。鎏 搭 I输m变量。l
7＼一／

输入层 隐含层 输出层

图4 BP神经网络算法结构

4．2神经网络建模及效果分析

在保证训练数据量的前提下，训练后的神经网

络对多输入单输出非线性模型具有极高的拟合和预

测精度。根据前文的参数设置，经过标准化、聚类分

析和因子分析处理的98组原始数据转化为一个98

行×11列的输人矩阵M m，其中每一行数据代表一

个深度的矿物含量、常量元素、钻进参数数据，而经

过标准化的机械钻速则生成一个98行×1列的目

标矩阵M。⋯利用Matlab自带的BP神经网络工

具箱即可完成神经网络的训练和验证。整个过程中

系统自动将98行数据随机分为3类，75％的数据

(73个)作为训练数据；15％的数据(15个)作为验证

数据，用以在训练过程中实时验证结果，修订输出

值；10％的数据(10个)作为测试数据，用以测试训

练完成后的训练模拟精度。训练结果如图5所示，

可以看出无论是用以训练、验证和测试集，神经网络

的预测精度都很高。以相关系数R进行预测精度

的度量，训练集的相关系数R一0．97744，验证集的

相关系数R一0．93144，测试集的相关系数R一

0．81583，综合所有数据的相关系数R一0．90138，可

知用神经网络进行钻速预测的精度误差达到了

10％以内，能够满足现场实际使用的需要。

5 结论

本文以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页岩气钻进米参

1井实际数据为资料，建立了基于地层成分和钻进

参数组合的钻速预测模型。原始数据资料涵盖了大

量的地层成分信息(总共包含地层深度，矿物含量包

含10类数据，常量元素11类数据，钻进参数4类数

据，机械钻速)，若直接采用所有的数据进行预测，一

方面可能加大运算难度，另一方面也可能降低预测

精度，故本文采用了标准化、聚类分析、因子分析3

个阶段的数据分析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标准化

将所有的原始数据投影到[一1，1]区间，在保留所有

数据差别信息的同时消除了原始数据的量纲和数量

级影响，降低了对建立模型的误差。聚类分析则通

过分析原始数据问的相似程度对其进行归类，用以

消除数据类似的相关数据，降低原始数据类别。通

过聚类分析，矿物含量数据类型降低为6类，常量元

素类型降低为7类。因子分析则为了消除原始数据

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提高模型预测的精度。通过

因子分析，矿物含量和常量元素数据类型各提取了

4个综合因子，钻进参数数据类型提取了2个综合

因子。基于数据处理，利用BP神经网络建立包含

地层信息和钻进参数信息的钻速预测模型，该模型

包含11个输入参数(地层深度、4个矿物含量综合

因子、4个常量元素综合因子、2个钻进参数综合因

子)和1个输出参数(机械钻速)。通过对98组数据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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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j神经网络建模效果分析

的训练、验证和测试，利用神经网络建立的钻速预测

模型误差能够降低到10％以内，能够满足常规使用

的需要。这种基于地层信息和钻进参数预测模型的

建立能够为相邻地区的地质勘探钻进施工提供必要

的参考信息，有一定的指导施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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