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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胶化淀粉饱和盐水泥浆的应用

河南煤 田地质公司四队 陈太乎

1 9 8 8一 1 9 9 1年
,

我队在中原盐田相继施工了 3 口

盐井 (马
:

井
、

马
2

井和 0 0 2井 )
,

总进尺 魂s 3 7
.

7 o m
,

最深钻孔为 1 4 6 0
.

8 5 m
,

膏盐层的施 工厚 度为 350 一
4 00 m

,

盐岩心采取率均在 90 % 以上
,
0 02 井 达 98 %

。

在膏盐层中施工
,

分别使用了预胶化淀粉 ( p G s) 饱

和盐水泥浆
、

预胶化淀粉 十 狡 甲基纤 维素 ( P G S +

c M c )饱和盐水泥浆和叛甲基纤维素饱和盐水泥浆〔以

下简称为 P G S 盐浆
、

( P G S + C M )C 盐 浆 和 c 入允 盐

浆〕
。

经过对比
,

P G S 盐浆无论是配 制
、

使 用
,

还是

维护管理
,

都优于其它 2 种盐浆
。

P G S 盐浆具有剪切

稀释和抗钙抗盐能力强
、

粘度和失水量小
、

泥饼薄而

韧
、

携带岩粉和沉砂效果好等优点
。

根据我队施工的

3 口盐井情况
,

我们认为
,

p G S 盐浆是膏盐层施工中

较理想的一种盐浆
。

表 1 各井盐浆配方

N a 含C O s

井号 土粉 (按土 p G S C M C F C l s

量计 )

N o o H N a C I 洗衣膏

6一 7

6一 7

6一7

6一 8 1
。

5一 2 0 。 4一 0
.

6 3 2一 3 6

0
。

5 1
。

5一 2 0
。
4一 0

。

6 3 2一 3 6

8一 1 0 1
。

5一 2 0
。

4一 0
。

6 3 4一 3 6

222马马00

注
:

( 1 ) P G S 淀粉为液体
,

浓度 25 %
。

马 , 井使用

的 p G s 淀粉是煤炭科学院西安分院钻探所生 产

的
, 。 02 井使用的 P G S 淀粉是本队生产的

。

( 2 )表中的处理剂
,

除 P G S 淀粉和洗衣膏外
,

均为粉粒状和块状
。

一
、

施工地层对盐浆的要求

根据地质设计情况
,

孔深 1 100 一 1 1 5 0 m 见 石膏
,

层厚 30 一 5 0 m , 穿过石膏层即见盐岩
,

层厚约 3 00 一

35 0 ln
。

石膏层以下全取心
,

盐岩心采取率要求不得低

于 8 0%
。

基于以上的地质情况
,

对膏盐层钻进泥浆提出如

下要求
: ( 1 )必须使用饱和盐水泥浆

,

盐浆中的 cl
-

含量不得少于 17 % ; ( 2 ) 具有良好的流变性 和强的

剪切稀释作用 ; ( 3 )重度要满足平衡地层压力的钻进

要求
, ( 4 ) 初切力上升快

,

终切力增加少 ; ( 5 )具有

较强的抗钙抗盐能力; ( 6 )失水量应控制在一定范围

内
。

则配成的盐浆性能不稳定
。

搅拌时间也是盐浆配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在盐浆配制过程中
,

各种材料的搅拌时间必须严格按

照要求进行
,

特别是降失水剂
、

护胶 稀释 剂和 N ac l

搅拌时间最为关键
。

各种材料的加入顺序及搅拌 时间 为
:

基 浆 ( 15

, 。 i刀 )一 p G s 或 e M c 怡 0 0 1刀 )一此 15 ( 1 5 : 1 1 1刀 )一N a o H

( 1 0 : 飞、 in )一N aC I ( 5 0
” l i n )一洗衣膏 ( 1 0

~
)

。

二
、

饱和盐水泥桨的室内试验

孔深进入膏盐层之前
,

我们在室内进行了多次的

盐浆小样试验
。

1
.

配浆材料的选择及加 t

以优质的高阳土粉作为配 浆固 相 ; p G s 或 c M c

作为降失水剂 ;

此 sJ 作为护胶稀释剂 , N
a 0 H 用来调

整 p H 值 ; 洗衣膏作为润滑剂
。

采取正交试验确定各种材料的加人量
,

3 口井的

盐浆配方见表 1
。

2
.

配桨材料的加人顺序及搅拌时间

各种配浆材料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顺序加人
,

否

三
、

盐桨的现场使用情况

1
.

马
: 、

马
:

井的使用

马
、

井的盐浆是在钻进裔盐层之间配制的 (性能见

表 2 )
。

由于初次使用饱和盐水泥浆
,

缺乏经验
,

2 次

浸人雨水后
,

性能受到严重破坏
,

多次调整也稳定不

住
,

粘度高
,
失水量大

,

几乎每天都得调整
。

既影响

了钻效
,

又影响 了盐岩的 采取 率
,

并 且 造 成 孔深
1 3 0 0

.

写s m和 1 4 2 0
.

8 o m 2 次粘钻事 故
。

事 故处 理以

后
,

改用 P G s + e M e 盐浆钻进至终孔
。

施工马
:

井时
,

我们 改用 c M 。盐 浆 (性 能 见表
2 )

。
c M C 量加少时失水量大

,

盐岩心细
、

采嘛率低 ,

量加大时泥浆粘度高
,

岩粉不沉淀
,

造成密度大
、

泥

皮厚
,

同时加剧水泵胶圈磨 损
,

每 天 都要 换 1次胶

圈
。

马
2

井换桨时的粘度 50 一 6 0 5 ,

可是使用 Z d 以

后
,

粘度上升到 80
5
左右

,

盐浆中的岩粉无 法沉淀
。

使用清水和稀释剂降粘后
,

失水量又增大
,

只有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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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表 2各井所用盐装性能

漏斗粘度 失水量 泥皮厚

井 号

/
:

加L
.

( 0 3m i n)
一 ,

/m m

塑性粘度

/m P a o s

密 度
v H 值 塑性指数 稠度系数 备注

/ 9
.

e
m

一 ,

2 5一 3 5

5 0一 6 0

5一 8 0
。

5一 1 10一 1 5 1 0一 12 1
。

2 4一 1
。

2 9 0
。

6一 0
。

8 0
。

4一 O
。
8

6一 1 0 < 1 1 0一 12 1
。

2 3一 1
。

2 6

马马

00 2

00 2

27一 3 2 5一 7 0
.

5一 1 2 0一 2 6 9一 1 1 1
。

2 3一 1
。

2 5 0
。

6 6

30一 3 5 5一 1 0 < 1
。

5 2 6一 3 2 9一 1 1 1
。

2 3一 1
。

2 9 0
。

6一 0
。

65 3一 5

配制时

终孔时

C M C 降失水
,

这样就又使粘度升高
,

既影响了钻效
,

又增大了劳动强度
。

当孔深 1 25 7
.

58 m 时
,

我们 重新

使用起 P G S 淀粉
,

即在 c M c 盐浆的基础上
,

降低盐

浆粘度时
,

使用清水和 F cl s 稀释
,

同时加适量的P G s

控制失水量
。

经过 3 d 的调整
,

盐浆性能 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
。

粘度 3 5一 5 Q 8 ,失水 量 5一 1 0 m l / 5 0而
n ;

密度 1
.

2 5一 1
.

2 5 9 /cm
3 ; p H 值 。一 2 1 , 胶 体率 。 7%

以上
。

直到终孔 1 41 7
.

80 m
,

盐 浆性能也无大的变化
。

Z d 以后电测时
,

仪器一次下到孔底
。

.2 00 2 井使用情况

我们根据马
:

井后期施工的成功经验
,

在 00 2 井膏

盐层施工中
,

仍然使用 P G S 作为降失水剂
,

并且加强

了泥浆循环系统的防雨措施
。

为了便于见膏盐层的盐

浆转换
,

开孔就使用 P G S 淡水泥浆钻进
,

进入膏盐层

之前
,

从现场取了一些 P G S 淡水泥浆
,

并将其改造成

盐浆
,

最佳配方是
: I / 3 P G s 淡水泥 浆

,

加 2 / 3清水

将其稀释到 17 一 1 8 9 ,

然后再加人 P G s s%一 10 %
、

F C IS 1
.

5%一 2%
、

N
a O H 0

.

4% 一 0
.

6 %
、

N ac 1 34 %一

36 %
、

洗衣膏 0
.

3%
。

性能见表 2
。

利用淡水泥浆改造

成饱和盐水泥浆
,

不但节省了处理剂
,

且性能比室内

作的小样还理想
。

使用 P G S 盐浆 钻进 3 89
.

74 m 厚的

膏盐层
,

性能一直很稳定
,

沉砂效果也明显
。

终孔时

的性能见表 2
。

使用 p G s 盐浆钻进以后
,

孔内没有因

泥浆问题而发生过事故
。

3
。

沉砂效果明显 在钻进盐层中的泥岩时
,

由于

岩粉颗粒较细
,

混入盐浆中不易沉淀
。

但是
,
P G s 盐浆

粘度低
,

在循环系统中流动时
,

较细的岩粉也能沉淀
。

`
.

流变性好 P G s 盐浆静止时
,

形成 网状 结构

快
,

岩粉不易沉淀
。

0 02 井终孔 Z d 以后测井
,

仪器

一次顺利下到孔底
,

无阻卡现象
。

5
.

抗钙抗盐能力强 在膏盐层中钻进
,

大量钙
、

钠
、

镁等离子侵入盐浆后
,

对其性能影响很小
,

尤其

是盐浆的粘度和切力变化很小
。

四
、

PG S 盐浆的使用效果

1
.

剪切稀释作用明显 在 0 02 井 施工 中
,

钻进

3 8 9 : 7 4 m厚的膏盐层
,

盐浆粘度一直保 持在 30 一 35
”

范围内 ; 1 4 5 9
.

0 5 m深的钻 孔
,

起下钻具无阻
、

无卡
、

无抽吸现象
。

2
.

护壁效果好
,

适应地层快 马
: 、

马
: 2 井改换

盐浆以后
,

原孔壁泥饼脱落明显
,

且时间也长
。

而。 02

井改换盐浆以后
,

原孔壁泥饼有少量脱落
,

时间也短
。

p G S 盐浆形成的泥饼薄而韧
,

且有光滑感
,

减少了钻

具的磨损
。

五
、

P G S 盐桨的使用注意事项

1
.

配制时
,

造浆材料必须严格按照顺序加入
,

一

种材料加人搅伴均匀后方可加入另一种
。

特别是加盐

时应将其粉碎后加人
,

否则
,

会因搅拌不充分或盐未

完全溶解而影响盐浆性能
。

2
.

粘度控制在 30 一 50
3

为佳
。

粘度过 高
,

岩粉

混入盐装中不易沉淀
,

会使密度
、

含砂 量
、

切 力增

大
,

既造成调浆困难
,

又会加剧泥浆泵配件的磨损
。

粘度过低
,

影响携带岩粉效果
,

孔内不千净
,

易发生

埋钻事故 , 同时失水量也会增大
,

影响孔壁稳定和盐

岩心的采取率
。

3
.

p H 值应保持在 9一 n 之间
。
p H 值过低

,
F cl s

会降低其护胶和剪切稀释效果
,

盐浆的粘度
、

切力增

大
,

同时
,

P G s 淀粉的分子结构也易被破坏
,

影响降

失水效果
。

1IP 值过高
,

钻具易被腐蚀
。

4
.

在深孔和较高温度下使用时
,

应注 意加 防腐

齐lj
,

其加人量根据实际情况而确定
。

5
.

配制时往往会出现大量气泡
,

原因是加人 F cl S

后产生的
。

消泡方法是往盐浆中直接加柴油即可
,

加

入量一般为 5 0一 5 0 k g / m
3

。

6
.

每天测试性能 1一 2 次
,

随时掌握变化情况
,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

7
.

雨季施工时
,

应注意搭建防雨棚
,

以预防大量

雨水侵入盐浆而破坏其性能
。

(责任编辑 周红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