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可以防止泥岩等水化
,

适度防止盐侵
,

在使用过

程中
,

加强维护
,

及时测量有关 泥 浆 性 能
,

更换新

浆
,

可以保持孔内清洁
。

严重漏失
,

仍可以用水泥堵

漏
。

值得提出的是
,

使用褐煤氯化钙泥浆
,

并不能有

效地防止岩盐的溶蚀
,

据井径曲线测定资料
,

在深井

中以 1 10 ~ 13 。毫米的直径
,

其
“

盐腔
”

直径可达 4 00

毫米左右
,

但只要加强管材的维护
,

在孔内清洁的情

况下
,

可以顺利钻进
。

其次
,

在深井取心方面
,

为防

止盐心脱落
,

需采用特制的保护型单动双管岩心管
,

取心率都达到90 %左右
。

由试验和实际钻进中可知
,

高聚物的失水量大
,

对水溶性矿床极不利
,

不论其分子量大小和浓度的高

低
,

对其溶解速度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

而加入优质膨

润土和其它添加剂
,

能够附壁后保持薄而坚韧的泥皮

或护层
,

则有助于减缓水溶作用
。

几 点 认 识

一
、

钻进复杂地层
,

应当有一个比较 科 学 的 分

类
,

但不能限于单一的地层
,

从生产出发
,

对于综合性

的复杂钻孔
,

如何进行分类
,

通过经济效果上衡量其

有利的措施
,

也是很有意义的
。

二
、 “

因地制宜
,

绘合治理
,

防治结合
”

的技术方

针是可行的
,

应当发展多种护孔堵漏的方法
、

材料
,

以便各省区使用时可以选择货源广
、

价格便宜
、

操作

简便
、

运输容易的特别是商品化的材质
,

使生产第一

线便于推广
。

在发展各类冲洗液或堵漏材料的同时
,

仍然要重视套管护孔的方法
,

做 到冲 洗 液
、

堵塞材

料
、

化学注浆和套管等应用都能 各 得 其所
,

恰如其

份
,

在许多复杂钻孔中
,

具有多种复杂地层
,

只强调

单一的方法如见漏就堵
、

采用高昂的添加剂等等
,

虽

然能取得成效
,

但其经济效果并不是最优的
。

三
、

进一步开展钻孔护壁堵漏机理的研究
。

微观

的要从其矿物组成
、

结构及其化学
、

物理机械性能等

方面作一些探讨
,

宏观的要从岩石
、

岩层等大范围进

行复杂性的研究
,

借助于应力仪
、

测 漏 仪
、

井 径 仪

等
,

进行生产性研究也是必需的
。

例如
:

页岩的组分

主要是伊利石
、

绿泥石
,

但也有蒙脱石
、

高岭石
,

板

岩中则蒙脱石极少有
,

但可能有蜓石
;
不同时代不同

地区的煤层也不一样
,

但也有伊利石
、

高岭石
,

甚至

有埃洛石
。

据资料记载
,

岩盐的泥质沉积中常含有峭

漂石
、

坡缕编石
、

凹凸棒石 , 我省粉砂岩中因长石风

化也含有高岭石
,

由于水敏机理
、

程度不一
,

对于防

治方法
,

也就可以因地制宜
。

四
、

对于护壁堵漏技术和材料的新领城要进行研

究
。

如生物聚合性能的多样性 (微生物多 精胶 )
,

抗

盐
、

抗钙
,

悬浮能力强
,

抑制水 敏 性 能 好
,

又抗高

温
,

它将比以聚丙烯酸胺为主要添加剂的低固相泥浆

提高一大步
,

但按我国情况
,

不可能以萄葡锗或水解淀

粉作为细菌的碳源
,

而能否从石油付产品中的石蜡或

天然气化工产品中甲醇作为碳源的新的酵母或菌株
,

又如磺化沥青
,

能否作为松散地层的加强剂 , 饱沫泥

浆
,

在某些地层中有特殊的效益
。

速堵速凝的化学注

桨法
,

在现有基础上
,

值得继续改进
,

堵塞材料
,

批

量生产
,

使护孔堵漏技术的适应性更加广泛些
。

造浆用粘土分析鉴定与造浆试验方法一

的 探 讨 (下 )
一
。????

气“ “ “ “ “

一
。 “ 中南矿畔

院 曾 祥 熹 。 “ “ 。
~

“ “ “ “ “ 护

二
、

造桨试脸方 法的探讨

用作钻井泥浆之粘土的造浆率高低是很重要的
。

试验发现有些膨润土造桨率不高
,

即使用纯碱改为钠

型膨润土后
,

造浆还是不高
,

仍小 于 6米
,

/吨土
。

相

反
,

有些非膨润土的造浆率还比它高
。

笔者初步分析

认为
,

造浆率高低与粘土分散度和水化程度等有关
。

小于 1 微米以下的细颗粒越多且水化 程 度 又 好的粘

土
,

其造浆率较高
。

造浆试验评定粘土等级时
,

美
、

英
、

日等国要求

有些差别
,

但总的要求是一致的
,

我国也暂按此标准

办理
。

美国AP
I 标准是以范氏粘度计测量泥浆粘度

,

60 。转 /分读数达到 30 格 (即表观粘度 15 厘泊 ) 时计算

泥浆的造浆率 (米
,

/吨土 )
。

如此时泥浆配方 是 2 2
.

5

克膨润土配 35 。毫升蒸馏水 (相当于 63 克 /升或 1 5
.

9米
.

/吨土
,

即 1 00 桶 /吨土 )
,

即达到甲级土标准
。

同时要

求 7 个大气压时泥浆失水量最大不超过 13
.

5毫升 (英

国石油公司材料协会规定
,

泥浆配方为 7
.

5克 / 1 0 0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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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钻度

八曰巴J4节数庄标ù

升泥浆时
,

失水量不大于 15 毫升 )
。

泥浆的屈服值 (动

切力
,

以磅 / 1 0 0平方英尺为单位 ) 最大不超过塑性粘

度的 3 倍
。

此外
,

对粘土产品的含水量 (不超过 10 沁

或 15 % )
、

干
、

湿筛分析等也作了规定
。

日本国峰搬土研究所用
“

国研式菱形图
”

对粘土

进行评价 (另见资料介绍 )
,

同时 考 虑了塑性粘度
、

造浆率
、

屈服值和失水量各因素的影响
,

并认为屈服

值 (动切力 ) 过大的粘土是不理想的
。

泥浆的表观粘度 (视粘度 )
、

塑性 粘度和动切力

等是用旋转粘度计侧定的
。

其数值与标准漏斗粘度计

(尾管内径 5 毫米
,

装入 7 00 毫升清水
,

流出 5 00 毫

升时
,

水的粘度为 15 秒 ) 间没有固定的换算公式
。

据

笔者试验
,

泥浆表观粘度 15 厘泊时
,

相当于漏斗粘度

2 7一 29 秒不等
,

或相当于美国马氏漏斗〔尾管内径 4
.

76

毫米 ( 3八 6英寸 )
,

装入 1 5。。毫升
,

流出946 毫升 ( 1

夸脱 ) 时
,

水的粘度为 26 秒〕粘度36 秒左右
。

以下就造浆试验过程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

1
.

钻土和水 (或加人碱 ) 拌匀 ( 30 分钟) 后
,

要

预水化2 4小时后才进行测定 (测定前再搅 5 分钟 )
。

特

别是对膨润土
,

如需加碱改为钠型
,

进行层间的离子

交换
,

时间太短是不行的
。

配浆要用蒸馏水
,

以免水

质不同对泥桨性能造成影响
。

2
.

除原土进行造浆试验外
,

还可试验改 型 土的

造浆率
。

如加入纯碱处理后
,

试验其造浆率
。

但加碱

量要合适 ( 参考离子交换数值进行估计 )
,

纯碱量加得

过多会使泥浆粘度大大上升
, p H 值也高

,

会造成造

浆率高的假象
。

也可加磷酸钠盐类进行改型
。

对氢粘土
,

还可考

虑加入烧碱处理
。

加药处理后的粘土造浆率
,

应作说

明
。

3
.

按 A P 工规定
,

要用1 1 0 0 0转 /分的高速搅拌器进

行搅拌 ( 目前用 4 0 0 0一 6 0 。 。转 /分搅拌器代替 ) 在预

水化期间多搅拌几次
,

以补不足
。

但是
,

侧得结果往

往偏低
。

4
.

不可能一次配浆即能达到表观粘度为 15 厘泊
。

因此
,

可在 10 一 25 厘 泊 范围内配制两种粘度值的泥

浆
,

然后利用在单对数座标纸上作图的方法
,

求出15

厘泊粘度时的泥浆浓度 (加土量 )
,

并计算出造浆率的

大小
。

如图 1 所示
,

纵坐标 (对数坐标 ) 为表观粘度

值
,

横坐标 (等分坐标 ) 为泥浆浓度 (加土量 )
。

例如

某配方泥浆
,

浓度 10 %时为25 厘泊
,

浓度 4 %时为 10

厘泊
,

得两点联成一直线
。

然后引拓厘泊线与此线交

点
,

可求得浓度为 6
.

7 %
,

再反算出其造浆率数值
。

笔者一般按此求得的泥桨浓度
,

再调整加土 (或

水 ) 量
,

核实是否正好为 1 5厘拍
。

经多次试验
,

不加

愁 4 6 公
.

了 8 1 0

加土量 %

图 1 在单对数坐标纸上作泥浆浓度与表观粘度 关

系曲线图

处理的原浆是较准确的
。

5
.

原粘土样的含水量
,

在配 浆 同时应进行测定

(另称样在 105 ℃下值重 ) ,

以便换 算成干 土的造浆

率
。

日本
`

J B A S ”

方法是先将粘土样品在 50 一 6D ℃下

烘干或在大气中吸湿的方法
,

使粘土样品含一定量水

分 `如 4%一 10 % ), 再 进行配 浆 (认为用干粘土造

浆
,

会使粘度增加 )
,

而计算造浆率时
,

再加入 0
.

4 立

方米泥浆量的数值
。

为了适应岩心钻探的情况
,

正常钻进时要求泥浆

粘度较低
,

笔者除按15 厘泊造浆外
,

还作了泥浆粘度

为 18 秒 ( 5 厘泊左右 ) 时的造浆率 (和测定各泥浆性

能 ) 数值以作参考
。

三
、

实 例

以下就湖北宜昌粘土的分析 鉴 定 和 造浆试验结

果
,

作为实例
,

分述如下
:

(一 ) 一般物化性能测定

1
.

胶质价
:

42 %
,

此值较低 ,

2
.

膨润值
: 7毫升阳克

,

此值较低 ;

3
.

p H值
: 7

.

2 ,

属中性土
;

4
.

比重
: 2

.

4 4 ,

5
.

吸蓝量
:

17
.

8克 / 1 0 0克土或 4 7
.

5毫克当量 / 1。。

克土
,

相当于40 %蒙脱石的量
。

6
.

阳离子交换量
:

单位为毫克当量 / 1 0 0克土

总交换量 4 3
.

5

C a : + + M g
Z+

6
.

7

N a + 十 K
+

3 6
。
8

配合以下化学分析解释
,

本粘土以 K
`

交 换离子



表 4

组 成 1 5 10 :

} A 1
2
o 3

} F e : o :

} F e o } e a o } M g o 】 N a : o { K : o } 灼 减

含量
,

% 暨
。 2

{
! 7一

1
5一

卜
1 1

…
。一

卜
8 4

卜
。 9

】
2一

1
1。一

裹 5

染 色 液 亚甲基蓝 } 亚甲基兰 + K cl l 盐酸联苯胺 } 盐酸联苯胺 + 氨水 l 盐酸联苯胺 + 氨水 十 H CI

染色结果 紫 色 蓝 色 l 浅 绿 色 浅 绿 色 浅 红 紫 色

为主
,

是伊利石的反映
。

7
.

化学分析
:

结果如表 4 所列
.

分析结果 5 10 :

/ R
Z O : = 4

.

7 6 6
,

说明是

蒙脱石或伊利石的反应
。

K Z O较高是伊利

石反应
, M g o较高是蒙脱石反应

。

(二 ) 染色试验

结果如表 5 所列
。

从染色结果看
,

以伊利石反应为主
。

(三 ) X光分析

今濡

d 二 25 又

幸一一 、护一 1护一万价
一

一责一一护一瑞护 , 嘴厂一
- -

云价 一一
如

’

图 2

1
.

义射线粉晶照相
:
用 d尺测量线条

,

列 入 表

右
o

表 `

晶格面
网间距
J

,

入

相对强度

l I/
I

矿 物
晶格面
网间距
d

,

大

相对强度

I方
i

矿 物

糊北宜昌粘土 X 光衍射曲线 ( 仪器 3 0 1 4
一
D

, C u
靶 )

7
.

1 5久
,
2

.

, s久)
、

石英 ( J = 3
.

5 3久等 )
、

蒙脱石等矿

物
。

其中以伊利石为主 (反映线条多 ) ,

其 次 为高岭

石
,

而蒙脱石只少量存在
。

石英虽明显
,

而含量也是

次要的
。

2
.

x 光衍射分析

x 光衍射分析衍射曲线如图 2 所示 (缩小的示意

图 )
,

根据原图所测数据列于表 7
。

衍射分析结果与粉晶照一致
,

即本粘土样以伊利

7
。
1 5

4
。

2 3

4
。
1 1

3
。

3 3

2
。
5 7

2
。
4 5

2
。
2 7

2
。

2 2

2
。

1 1

1
。

9 7

1
。

8 05

1 0

6 0

6 0

1 0 0

5 0

4 0

4 0

3 5

3 0

3 0

6 0

K `

口

K 召或 I

I 或 口

I 或M o

I

I

I

I

I

1
。
6 3

1
。
5 3 5

1
。

4 9

1
。
4 8

1
。
3 7 5

1
。
3 6 5

1
。

2 8

1
。
2 5

1
。
2 2

1
。
1 9 3

1
。
1 7 8

I

I

I

K a

Q

I

I

M o
或 I

表 7

晶格面
网间距

相对强度
矿 物

晶格面
网间距

相对强度
矿 物

.

J
,

手1
.

` /`
。

l }1
刁

,

入 }
.

` /`
。

{

o脚了00。

说明: c u
靶

,

石英单色滤片
,

高压 36 千伏
,

管流 20 毫

安
,

曝光 3 小时
,

捷 克 G u i n i e卜 i型
, 光机

。

K 4
一高岭石 , I 一伊利石 , M 。

一蒙脱 石 , 口

一石英

2 6

10

4
。
4 9

4
。
2 9

3
。
3 6

2
。
5 7

2
。
4 5

2
。
2 8 4

2
一

2 4 5

2
。
1 4

1
。

9 8 4

3 6

1 7

3 4

4 0

) 1 0 0

2 5

2 1

1 5

1 3

1 6

1 2

I

I

I

I 或 Q

I

I

K 召

入f o

I

K 召

1
。
8 2 3

1
。

6 3 8

1 。
5 4 5

1
。
5 0 4

1
。
4 5 5

1
。
3 8 2

1
。

2 9 2

1
。
2 6 6

1
。
2 0 2

1
。
1 8 3

2 1

1 2

1 6

1 5

6

1 5

8

8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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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x 射线粉晶照相分析
,

本粘土样品线条多
,

表

示粘土成分不是由单一矿物组成
。

它含有伊利石 (主

要标志是 d 二 3
.

33 几
, 2

.

57 叉及其他 )
、

高岭石 ( d =

说明
: 仪器 3 0 1 4一D 型

,
C u 靶

,

高压 40 千伏
,

管流 20

毫安
, K a

一高岭石 , I 一伊利 石
:

M 。
一袭脱石

,

Q一石英
, N a

一钠长石





泛介
, 。
众 _

入 少泌一
二一

一
、 对尸

一一
~ , 烈哎

—
-

一、 2
. 叹倪 n l

,

肠U `
七

、 , 尸自n 犷 ~ 曰甘 、

肠
, 一 _ _

一

茄了一一不命一一一
一
蒜了一

`

一塌了一一布而

图 5 湖北宜昌粘土差热曲线

深位置在 118 ℃ 处
。

它说明粘土中有较多自由水及层

间吸附水的失去
,

是蒙脱石的反应 (伊利石也有此吸

热谷
,

但一般没有这么深
,

即失水较小 )
。

第二吸热谷在 4 50 一 6 30 ℃ 之 间
,

最 深 在 5 50 ℃

处
,

谷较浅
,

表示晶格水 ( O H ) 的失去
,

是典 型 伊

利石反应
。

第三吸热谷在 8 07 oC 处
,

更浅
,

表示晶格进一步

破坏失水
,

是伊利石或蒙脱石反应
。

总之
,

从差热分析看
,

本粘土有伊利石及蒙脱石

矿物存在
。

(六 ) 造浆试验

结果如表 8所列
。

由表中 1
,

2号配方可见
,

原浆

造桨率不高 (只有 2
.

39 立方米 /吨土 )
,

加纯 碱处理

后
,

造浆率提高也不多 (只有 4
.

19 立方米 /吨土 )
。
3
、

4 号配方是稀释至漏斗粘度 18 秒时的造浆率试验
,

造

浆率也不高
。

且加碱处理 ( 4 号配方 )
,

泥 浆 失水反

而增加
。

3 号配方虽造浆较低
,

但可作为要求不高的

岩心钻现场采用
,

其特点是什么处理剂都未加人
。

原浆的动切力和静切力值较高
,

表示其形成结构

性较好
。

且加入纯碱处理后
,

切力成倍增加
,

终切力

增加更快
,

表示泥浆触变性变好
。

从泥浆动塑比 (动切力 /塑性粘度 ) 的 变 化来分

析泥桨的剪切稀释作用
。

加纯碱后动塑比增加
,

表示

泥浆的剪切稀释作用变好
。

四
、

结论和今后研究意见

粘土的寻找
、

鉴定与造浆试验工作
,

是研究和应

用泥桨的基础
。

应先从简易鉴定方法做起
,

如染色
、

膨胀
、

吸蓝 “
一 等方法

,

选择有希望的样品
,

再作进

一步的较精确的鉴定分析工作
。

要用综合的方法
,

才能较正确的鉴别粘土中的矿

物成分
,

并分清主次
。

这有助于研究粘土的造浆性能

和为泥桨化学处理提供根据
。

今后
,

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各种简易粘土分析试

验方法
,

以求在快速鉴定粘土混合物方面
,

取得更明

显的效果 , 另一方面
,

要采用先进一些的新的物理化

学方法和电子仪器
,

如电子探针
、

更高 倍 电 子显彭

镜
、

电泳仪
、

快速粒度分析仪等对粘土进行研究
。

要研究各种膨润士与非膨润土的造浆率
,

研究改

型和增效处理以提高膨润土造浆率的方法 , 研究各种

泥浆处理剂与粘土的作用机理等
。

对金 刚 石钻进来

说
,

要配出具有良好护壁
、

润滑
、

防漏和钻进性能的

各种低固相泥浆配方
,

以满足各种复杂岩层钻进的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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