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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钻探工程技术跨进石油钻井领域
李文忠

(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陕北石油钻井指挥部，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简要回顾了加年来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紧紧依托钻探技术进步，适时抓住陕北石油钻井市场的发展机

遇，不断完善设备和技术配套，为跨进石油钻井领域促进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而采取的具体措施，走出了一条地勘队

伍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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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1987年的初春，在绝大多数地勘单位指令性计

划逐年减少，特别是钻探工程量突然骤减的情况下，

大多数地勘单位的钻探队伍没活干，职工安置和队

伍稳定成了头等大事，面对严峻的现实，我局不等不

靠，而是积极地跑市场、抓信息、找出路，主动与当时

的延长油矿管理局联系，争取承揽石油钻井的任务，

开始甲方对我们能否打好油井抱着怀疑的态度，其

实我们自己也设有十分的把握。经过认真考察和反

复论证后，局里决定：只要有30％的把握就干，并与

甲方签订了首批170000 m为期4年的石油钻井合

同。全局上下总动员，选调精兵强将组建陕北石油

钻井指挥部，抽调3个整建制的钻探分队挺进陕北

石油钻井市场。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走过了20年的艰

苦创业历程。此间，我们抓住了石油钻井市场的发

展机遇，始终坚持技术进步，不断完善设备配套并及

时更新换代，适度扩大队伍规模，不断提高钻井技术

水平，开动钻机最多时达30多台，初期安排600多

名职工上岗，极大地缓解了全局职工就业的压力，保

持了全局职工队伍的稳定。

20年来，累计完成工程量2920346 m，竣工油井

3732口，实现收入近8亿元，安排了近500名农民

工就业，向地方政府直接交纳各种税费8000余万

元，在促进地勘单位产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取得了

显著的社会效益。仅我们打的油井，按每口油井平

均每年产油200t计算，累计生产原油640万t，按每

吨原油平均价格2000元计算，累计创造财富128亿

元，为陕北石油工业的发展及当地经济社会的繁荣

做出了巨大贡献，曾经多次受到陕西省委、省政府和

延安市政府的表彰。

然而对我们来讲更大的收获是：经过20年锤炼

和打拼，在陕北石油钻井市场，我局的石油钻井产业

发展成为地勘单位当中规模最大、管理正规、技术过

硬、信誉一流的专业石油钻井队伍，并且能够承担国

内外4000 m深度的油井和气井施工。

1 20年简要回顾

1．1艰难起步阶段(1987—1991年)

地勘单位涉足石油钻井行业，一切都要从零开

始。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设备如何选择，当时

地勘单位都十分困难，不可能投人大量的资金购买

正规的石油钻井设备，只有利用原有的岩心钻探设

备进行改造，我局重点改造了xB—looOA型钻机，

配备600／30或850／50型泥浆泵，AJ一24A型钻塔，

使用D50mm或踟0．3 mm钻杆。

其次是对石油钻井的技术要求和工艺不熟悉，

为此我们派出技术人员和技术骨干到正规油田学

习，同时又聘请专家举办培训班，采取走出去请进

来、外出学习与内部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尽快熟悉和

掌握石油钻井工艺。

1987年抽调了382名职工奔赴延安，组建3个

石油钻井分队并拥有10个井队，开始走上了石油钻

井领域的艰苫创业之路。当年就完成工程量37500

m，竣工油井65口，实现收入350万元。取得了首

战告捷的优异成绩，更加坚定了我们开拓石油钻井

市场的信心。

在这一阶段主要施工半裸眼井，井深大约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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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00 m．即采用031l mm钻头钻人表土层lo～20

m，下0245 nlln表层套管，再用0190 mm三牙轮钻

头钻进至油层顶部，下人口140 mm技术套管并用水

泥固井．然后采用D118 mm三牙轮钻头裸眼钻进至

完井。在D118 mm井段要下人封隔器．为后期压裂

采油做准备。在彩118 mm井段技术要求十分严格，

井壁要圆滑平整且井径不能超过130 mm，否则封隔

器就不容易坐牢并影响后期压裂和采油。当时由于

设备配套不完善，钻具结构与钻孔结构级配不合理，

钻杆强度低等原因经常发生钻杆折断事故，艰难地

走过了这一阶段。

这阶段的5年问，完成工程量24833l^17 m，竣

工油井429口，实现收人2357万元。平均台年进尺

4869．25 m，平均台年竣工油井8．41口，平均台年收

入46．22万元。

1．2快速发展阶段(1992～1996年)

队伍规模不断扩大，由1992年的14个井队发

展到28个井队，大量添置了水源1000 m钻机，配备

850／50型泥浆泵，全部更换为仍3 mm或蕊9 mm

钻杆，设备配套和钻具级配趋于合理，钻井工艺和操

作水平日趋成熟。这期问施工的油井均为全套管

井，井深大都在800～1000 m。

这阶段的5年间，完成工程量620267．67 m，竣

工油井833口，实现收入19864万元。平均台年进

尺5588 m，平均台年竣工油井7．50口，平均台年收

人178．96万元。设备优势得到较好发挥并取得良

好经济效益，形成了年收入近5000万元的新兴产业

和多种经营新的经济增长点。

1．3巩固调整阶段(1997—2000年)

钻机规模稳定在28台，全部淘汰xB一1000A

型老千米钻机，实现了水源钻机系列化(以1000 m

钻机为主，轻2000 m钻机为辅)，此间钻井任务接

近饱和，除了给延长油矿管理局和延安各县钻采公

司打井外，还承担了给众多石油开发公司及外来投

资方的打井任务，不但施工半包井，而且还有相当一

部分是全包井。对于施工队伍来讲，这一阶段是陕

北石油钻井市场最好的时期，任务饱和，不愁没活

干。

这阶段的4年问，完成工程量872618．5 m．竣

工油井1059口，实现收入25385．24万元。平均台

年进尺达到7722．29 m，平均台年竣工油井9．37

口，平均台年收人224．70万元。特别是2000年达

到了最高峰，开动28台钻机，完成工程量281494

m，平均台年进尺突破万米，竣工油井349口，实现

收入8000多万元。还组建了2个由职工参股的石

油开发公司，开发油井30口，在2—3年的经营时间

内实现收入近5000万元，单位和职工均获得了较好

的回报。

1．4充实提高阶段(200l一2006年)

随着国家对陕北石油开发市场的治理整顿和山

川秀美工程的实施，2001年开始清理个体和外来投

资方的石油开发。当时浅井和直井任务大量减少，

逐步被丛式井取代，中深井任务还有一定市场。面

对石油钻井市场的变化，为了适应丛式井和中深井

市场的需要，我们适时加大了设备更新力度，实现了

钻井设备能力的提高。200l～2006年，先后购置了

1台3000 m、3台3200 m、l台4000 m、3台2600 m

和9台水源重型2000 m钻机并配套了水泵及动力，

改造了5台水源1000 m钻机，全面提升了施工中深

井和从式井的能力，同时添置了6台套施工丛式井

的设备仪器，熟练地掌握了丛式井钻井工艺。钻具

级配和钻井工艺标准全部与石油钻井标准接轨，使

用谚16s mm钻铤和巧127 mm钻秆，实现了喷射钻

井，钻井效率明显提高。

这阶段的6年间，完成工程量1177728 m，竣工

油井1414口(其中丛式井占65％以上)，实现收入

29774．87万元。平均台年进尺10241．1l m，平均台

年竣工油井12．30口，平均台年收入258．92万元，

向建设正规化石油钻井队伍方面迈出了更加坚实的

一步。

2促进产业发展的几项措施
’

2．1 建立精干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

1987年初，当我们与延长油矿管理局签订首批

17万米为期4年的石油钻井合同之后，就立即成立

以副局长任指挥、2名处级干部任副指挥及一名处

级干部任总工程师的石油钻井指挥部，并成立以3

名副太队长兼分队长的3个石油钻井分队，建立了

坚强有力的组织管理体系。同时提出：。干四年、想

八年、看十二年”的奋斗目标。

1997年在延安成功地召开了“西北有色陕北打

油十周年座谈会”，陕西省副省长曾慎达和延安地

委、行署的领导，延长油矿管理局及各县钻采公司的

领导，还有各石油开发公司的代表计140余人参加

了会议。特别是省、地两级领导对我们的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同时又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要求，延安地

委和行署赠送锦旗：“开发陕北石油成绩卓著，支援

老区建设一心一意”，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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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又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与

陕北的石油工业同步发展，为建设一支高素质、正规

化的石油钻井队伍而努力奋斗。

如今第二个lO年也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的预期

目标也已经达到。20年来，尽管指挥部的领导完成

了几次新老交替，职工换了一批又一批，但“用延安

精神创业，靠铁人精神打钻”的优良传统却代代相

传并不断发扬光大，在市场经济的考验中依然保持

着良好的队伍素质、过硬的技术本领、一流的管理和

服劳水平，受到众多甲方的好评。

2．2与甲方建立真诚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随时掌

握市场变化，适时进行设备更新换代

要想长期占领市场，首先要认真调查了解和分

析市场，并不断地研究市场的变化，然后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确定下一步发展目标。要想了解到准确的

市场信息，就必须与众多甲方保持密切联系、经常交

流与沟通，建立真诚合作伙伴般的互补关系，特别是

当甲方遇到困难的时候，要积极主动地为其排优解

难，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比如在开发新区打探井方面：因为新区困难多，

路况差，搬迁距离长，打探井取心井段长，钻井效率

低而且成本高，当甲方让许多井队施工都不愿意干

的情况下，一旦甲方找到我们，我们便不讲条件地积

极承担，真心实意地为甲方着想，在这个时候甲方会

真诚地感激你，而且会把下一步发展的真实信息告

诉你。

再比如1995—1999年，在陕北这块热土上，石

油开发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短短的5年时间，成

立了150多家石油开发公司，这些公司来自国内外，

政府、机关、银行、部队、学校、国有企业、个体户(现

称民营企业)、外商等等，可谓全民皆油，当时的投

资方多，要打的油井也多，许多投资方为了早打井早

采油，只能靠提高钻井价格吸引井队，所以这个时候

多数单位将钻机全部撤离了延长油矿管理局及各县

钻采公司，去帮那些石油开发公司打井。面对这种

局面，我们没有只顾眼前利益，只是抽调50％左右

的钻机给那些公司打井，将另一半钻机稳定在延长

油矿管理局及各县钻采公司，占领这块稳定的市场，

让甲方明白我们没有见利忘义，而是关系更加密切。

2000年国家开始对陕北石油开发进行整顿，停止对

所有开发公司新井位的审批，此时很多井队没活干，

再想回到延长油矿管理局及各县钻采公司却遭遇了

。红灯”，对当初擅自撤离的井队不准回来，很多井

队只好放假回家，而我们的井队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确保了石油钻井产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20年来我们的每一步发展，每一次设备更新换

代都是根据市场的变化(即甲方的要求)而作出的

正确选择，前提是必须满足市场要求，说白了就是在

有把握签定合同的情况下，再组织添置新的大型设

备，充分提高设备利用率并发挥优势，促进整个产业

形成良性循环。

2．3加强队伍技术培训，提高操作技术水平

多年来，我们一直把技术培训工作作为产业发

展的基础工作来抓，并制订各岗位详细的培训计划，

在培训内容方面缺什么朴什么，在培训方式上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针，每年都组织技术人员和技术

骨干到大油田参观、考察、委托代培，不但培训井队

长和司钻，也把泥浆工程师和钳工、柴修工等送出去

培训。还从大油田内退职工中聘请30多位经验丰

富的井队长、司钻和大班等技术骨干，采取一对一的

传帮带，这些人有的在我们这里工作lO多年了，极

大地促进了我们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

认真抓好不定期的机班长培训和每年冬季放假期间

的冬训工作，聘请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教授、专家给我

们的老总、高工讲课，既讲理论又讲实际经验，把理

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业余培训与脱产学习有

机地结合起来，把分层次的技术培训工作经常化、制

度化。

2．4引进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开展小改小革创新

活动

我们先后与西安石油大学、江汉钻头厂、煤炭科

学研究总院钻探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合作，共同研究

和开发适合陕北地区钻进的钻头及冲洗液，并进行

试验与推广，促进了钻头选型及冲洗液配制与现场

管理水平的提高。针对处理卡钻、埋钻事故时钻杆

反不开的问题，自行研制的“反管器”安全好用，再

紧的钻杆都能反开，解决了处理事故过程中的一大

难题，深受现场操作者的好评。为解决钻杆接头焊

接过程中的加温问题，自行研制“感应加温器”，确

保了钻杆接头的焊接质量，既满足了生产需要叉降

低了成本，实现了各种规格钻杆接头的全部自行焊

接。为了提高钻机整体的稳定性，自行设计加工了

数十套各种类型的钻机底座。还利用废旧管材自行

设计加工了上百栋活动板房，使职工全部住进了活

动板房，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

2．5制定各项技术规程，不断推广优化钻井技术

坚持不断总结技术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借鉴

并参照石油行业标准，先后制定了《钻井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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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钻井安全技术规程》、《钻头使用标准》、《冲

洗液使用标准》、《钻具结构级配标准》、《大庆130

钻机管理规定》、《石油钻井工》等7个标准和规程，

并以文件下发，要求所属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并作为

颏上岗人员必备的培训内容。通过检查评比，对于

未达标的井队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停产整

顿直至合格后才能恢复正常生产。

20年来我们就是依据这些技术标准和规程，指

导和规范井队的软硬件设施建设，使其更加合理，更

适合陕北石油钻井市场的发展要求。

2．6开拓进取，敢为人先

不断开拓进取，敢为人先，这就是我们进人石油

钻井领域所坚持的基本方针，20年来我们不屈不

挠，积极开拓进取，创造了地勘单位陕北打油六项第

一：钻机数量第一；第一家组建石油1500 m钻机；第

一家组建石油3200 m钻机；第一家组建石油4000

m钻机；第一家施工全包井；第一家施工丛式井。所

有这些源于我们对石油钻井市场发展的准确把握和

超前的技术储备，使我们赢得了市场发展的机遇，营

造了产业良性发展的局面。

目前，我们除从事石油钻井施工外，也从事天然

气井和煤层气井的施工，为国家能源工业的发展进

行不懈的努力。

3结语 ，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简称《决

定》)于2006年元月颁布实施，《决定》明确指出地

勘行业存在的问题：当前地质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要求不相适应，存在体制不顺、活力不足、投入不

够、功能不强和人才缺乏等问题，特别是矿产资源勘

查滞后，重要资源可采储量下降，难以满足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同时更加明确了下一步改革发展的任

务：能源矿产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必须放在地质勘查

的首要位置。按照深化东(中)部、发展西部、加快

海域、开辟新区、拓展海外的方针，尽快探明一批新

的矿产地。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统筹地质工作部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统筹

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地质勘查，统筹矿产地质

勘查与环境地质勘查，统筹国内地质事业发展与地

质领域对外开放。深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地质勘

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转变，加快构建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地质工作体系。

《决定》为地勘单位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

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地勘单位必须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并全面贯彻《决定》精神，及早确定改革发展

思路，明确发展方向和目标，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参

与市场竞争，走出一条地勘单位改革发展的成功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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