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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厂化水平井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致密油气及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的新兴技术手段，主要是通过平台井

优化布局、流水作业的方式提高钻完井及后期作业的施工效率，实现施工周期的缩短和成本的降低。通过目标区

块的工厂化组织、流水化施工和提速手段的集成化应用，实现了目标区块的钻井周期大幅缩短，完成了工厂化钻井

的作业计划目标要求。本文分析了工厂化钻井的施工难点，阐述了工厂化钻井作业的模块化施工关键技术，为同

类型井施工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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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ed and Fast Drilling Technology for Industrialized Horizontal Wells in Daqing Tight Oil Blocks／GU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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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dustrialized horizontal wells is an emerging technical means for newly developed tight oil and gas development

and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source development，by optimizing the platform wells layout and line production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of well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as well as post operation，SO as to shorten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reduce the cost．Based on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the industrialized organization in target block，line production

and drilling efficiency improving，the drilling cycle of the target block is greatly shoflened and the production schedule are

completed．By the analysis on the difficulties of industrialized drilling construction，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key technolo—

gies for modular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ized drilling operations，which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same type of well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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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块概况

大庆探区外围具有丰富的致密油气资源，以扶

余和高台子油层为主，由于储层薄，地层物性差，开

发难度大，生产成本高。如何降低致密油气的开发

成本，是致密油开发的关键。实行工厂化作业，提高

钻井效率，提高机械钻速，降低钻井成本是降低致密

油气开发成本的主要手段。

目标区块位于盆地中央坳陷区，整体构造为西

高东低的单斜。形成了由南西向北东方向倾斜的单

斜。由于受北部沉积体系控制，主要发育三角洲前

缘亚相，沉积微相类型主要为席状砂微相。席状砂

是水下分流河道砂体在河口末梢处受湖浪改造形成

的薄层带状砂体，与浅湖、半深湖相泥岩伴生。岩性

剖面为大套灰黑色、深灰色泥岩夹薄层灰色粉砂岩、

泥质粉砂岩等，砂岩厚度较薄，一般为2—3 m。

2钻井技术难点

2．1 井场布局需同时兼顾钻井和压裂作业

平台固定区域和活动区域布局以满足批量钻井

要求，固定区域放置循环罐及发电机组；活动区域实

现钻机快速精准平移。平台布局既要满足施工流程

要求，又要满足后期压裂、生产改造要求，同时尽可

能减少土地占用面积。

2．2地层发育复杂，存在注水层

造斜段上部存在易漏易塌地层，同时已开发区

块存在注水层，施工中存在较大的风险。保证封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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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复杂地层同时，兼顾提速要求，减少大井眼施工

井段。分别设计注水区和非注水区的井身结构。

2．3轨道控制困难

地质情况复杂，砂泥互层较多，滑动钻进困难。

井壁稳定性差，存在井塌风险。着陆着目的层垂深

变化较大，给精确中靶带来较大困难。126一平G

井完钻通井出现井塌，无法进入原井眼。三维井施

工中扭方位困难。扭方位作业有时需要在仍311

mm井眼内施工，钻速慢、定向摩阻大、造斜率低。

2．4机械钻速慢

该区块地层发育不均匀，夹层较多。滑动钻进

摩阻大，下白垩系以灰绿色、灰黑色泥岩为主，地层

可钻性差，钻速较慢，作业效率较低。

3技术关键与解决方案
3．1 平台布局及作业流程

为实现工厂化作业，平台布局要考虑到平台平

移方式、管网铺设、基建最优化等因素，以钻井液体

系转换界面为节点进行平移，达到快速钻井以及钻

井液的重复利用目的，实现提速提效及降低钻井成

本目标。同时坚持平台井组的整体设计原则，兼顾

防碰绕障、减摩降阻、井眼平滑、套管安全下入、工序

优化等环节。井场布局见图1。

通过不断摸索和借鉴，形成了接替式和循环式

两套适合大庆的工厂化作业模式。目前大庆工厂化

水平井主要应用循环式作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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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工J化钻井作业布局图

循环式：采用一部钻机先施工第一口井一开、二

开，然后移到下一[j外一开、二开，最后一口井一开、

二开、三开完钻后再实施前一口井的三开，重复利用

泥浆。循环作、Ip模式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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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循环式作业模式示意图

3．2钻机设备完善配套

配套了轨道式、步进式、地锚式等3种快移装置

(见图3)，实现了平台井之间的快速移动，同时根据

施工需要，所有ZJ40D以上钻机分别配备了2500、

3500、5000 kN三种顶驱设备，满足了工厂化作业要

求，提高了作业效率。

(b)地锚式快移装胃

图3钻机快速移动装置

3．3井身结构设计技术

针对区块施工难点，对水平井井身结构进行优

化。根据施工井所在区域情况，未注水区使用2层

套管，上部下0244．5 mm表层套管封固嫩二段以上

地层，0215．9 mm井眼施工到完钻，下人D139．7

mm油层套管至井底，水泥返至地面。注水区主要

采用三层套管结构，上部下人0339．7 mm表层套

管，封固上部易漏易塌地层、安装井控装置、悬挂技

术套管，水泥返至地面；中部下入0244．5 mm技术

套管，封固姚一段葡萄花油层防止井漏、为水平段顺

雎裂罐区

篱水池／废液池

车辆逶遒
一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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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施工提供保障、悬挂油层套管，水泥返至地面；下

部下0139．7 mm油层套管至井底，水泥返至地面。

3．4井眼轨迹控制技术

3．4．1 井眼轨道再优化技术

在现场施工过程中，由于上直井段未能实现完

全打直，与原始设计或多或少存在偏差，因此在实际

施工过程中需以实钻井眼轨迹为基础，重新进行待

钻井眼轨道设计。

二维井施工：根据钻探层位以及水平段长度，优

化井眼曲率和靶前距；考虑目的层不确定性因素，探

油顶长度30～50 m，探油顶井眼曲率30／30 m，确保

精确中靶和提高油层钻遇率。

三维井施工：针对较大偏移距(I>300 m)的三维

水平井需要大幅度调整方位，存在滑动摩阻大、定向

钻速慢等难题，从原来的“直井段一增斜一增斜变方

位一增斜一水平段”变为“直井段一增斜一稳斜变方

位一增斜一水平段”，优化后将调整方位井段放在井

斜较小的井段，施工过程中调够偏移距后只需增斜不

用兼顾方位；调整后井施工中实现以下优点。

(1)造斜点由1800 m上移至1650 m，造斜率由

60／30 m降为4．7。／30 m，增加了复合钻进比例。

(2)摩阻降低20 kN。由原设计井斜54。一70。

时，将方位从960扭到1530，优化为在井斜35。时，开

始将方位从69。扭到1530，提前扭方位降低定向摩

阻。

(3)缩短钻进周期。对比同平台井，定向周期

缩短12．25 d。

该方法在)(2区块平台井中的X2—9井(见图

4)取得良好应用效果，与同平台、同井型的)【2—8

井相比：造斜段平均机械钻速提高了56％，造斜段

钻井周期缩短了6．9 d。

3．4．2薄差储层高效钻遇技术

(t)水平段施工钻具摩阻较大，因此需要使用

0．75。或lo单弯螺杆钻具以转盘钻进与动力定向交

替进行的方式达到稳平效果。

(2)当井眼轨迹接近油层顶界或底界时电阻率

和伽马会有明显的变化，通过这些变化规律可以判

断油层顶界及底界的位置。深、浅电阻率曲线出现

第一次交汇的地方可作为进人储层的标志。

(3)钻薄油层阶梯形或波浪形水平井的水平

段，要在多个油层中穿行，必须研究钻头上下倾钻进

方向，目的是了解实钻轨迹与产层间的相互关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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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X2—9井轨迹优化情况

及时地防止或预告钻头钻出目标层顶底界面，通过

增斜或降斜实时调整井眼轨迹，使钻头始终沿着目

标层中物性较好的部位钻进。

(4)适时使用近钻头随钻测井、旋转导向等工

具提高储层钻遇率。

3．4．3远程监控决策系统

同时在现场施工中，为避免突发情况造成施工

异常，开发应用远程专家指挥系统(如图5所示)，

将有利资源最优化应用，使用卫星信息传输技术，实

现了井场数据、视频、音频实时传输，为远程监控、专

家实时决策和提供技术支持，及时发现现场轨迹控

制存在的隐患，判断随钻仪器的数据是否异常，为现

场施工人员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

3．5优快钻井保障措施

3．5．1 优选个性化钻头，提高与地层的适应性

针对大庆中浅层水平井目的层油藏埋藏较浅

(1200—1800 m)，岩性以泥岩、泥质砂岩、泥质粉砂

岩和砂岩、油岩为主，成岩性较差造成易泥包、造斜

率不稳等特点，优化钻头选型，选出适合大庆不同区

块的PDC钻头。

3．5．2使用水力振荡器，减小钻具摩阻

针对定向段施工摩阻大、施工效率低的问题，使

用水力振荡器减小钻具的摩阻，提高机械钻速，有效

地传递真实钻压，并提高钻头使用寿命。

近期在该区块使用了6口井，平均机械钻速

7．71 m／h，其中定向钻速6．35 m／h，复合钻速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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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平均机械钻速对比邻井提高19．6％，钻进摩阻 平均降低18 kN。

集中监控 ‘决策指挥 协同工作

图5 远程专家决策系统示意图

表l不同区块钻头序列优选表

表2水力震荡器应用效果统计

3．5．3适时使用旋转导向，提高井眼延伸能力

水平段钻井中，综合考虑钻速与仪器成本关系，

水平段前期钻进使用LWD+马达施工，以降低施工

成本。在水平段施工后期，因马达滑动钻进摩阻较

大影响机械钻速，当使用LWD+马达施工的单米进

尺成本大于使用旋转导向施工单米进尺成本时，换

为旋转导向施工。

以40D钻机为例，钻机日费12万元，LWD日费

6．5万元，螺杆成本日均2万元，旋转导向日费20

万元计算，[(12+6．5+2)朋．]<[(20+12)朋2]，

得A，／A：<65％，即无特殊工况时，在使用螺杆施工

行程钻速低于旋转导向同区块施工行程钻速65％

时，经济效益已非最佳，更换为旋转导向工具施工。

3．6钻井液技术

致密油水平井主要应用油基和高性能水基钻井

液施工，其中油基钻井液回收利用率可达92．84％；

同时为进一步缓解环境及成本压力，大力开展了高

性能水基钻井液技术攻关，目前已推广完成了30余

口井应用，性能指标与油基钻井液体系相当。

3．6．1 油基钻井液回收利用

现已累计施工14口井(含2口井侧钻)，共使

用钻井液5173．5 m3，其中老浆2348．5 m3，占

45．39％，创历史新高；完钻剩余3387．5 m3，回收

3145 m3，回收率92．84％。目前大庆钻探所有使用

油基钻井液施工的井队都实施了钻井液不落地处理

措施。

根据钻井队实际施工情况，需要考虑3种钻井

工况下的钻井废弃物处理工艺，具体如下。

正常钻进：含油钻屑自固控设备排出后，经由导

流槽排入岩屑收集罐中存放。利用挖掘机将含油钻

屑装至车载岩屑罐，然后送至集中处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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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井：固井替出的混浆、隔离液和水泥通过振动

筛前的钻井液分配器，然后经管线直接联通至固井

替液分配器，排人固井替液回收罐，运输车辆送至集

中处理基地。固井车洗车废水排放至固井洗车罐，

最后利用污水罐车集中拉运。

清罐：完井后，先回收油基钻井液，再利用真空

泵把钻井液罐中的残余钻井液和部分沉砂吸至岩屑

收集罐内，然后转运至集中处理基地。剩余钻井液

罐中的固体岩屑通过地面铺设的钻井液槽至装载机

收集区，拉运至集中处理基地。

图6钻井液回收示意图

3．6．2环保高性能水基钻井液

先前施工井采用油基钻井液，现改为更为环保

的高性能水基钻井液，L26一平H和1．26一平J等30

余口井应用表现出了低摩阻、高润滑的特点，极压摩

阻系数在0．08—0．14之间，润滑性接近油基钻井

液，其中L26一平H井水平段长度达1916 m，摩阻

系数与油基钻井液体系相当，明显高于普通水基钻

井液体系，具有良好的润滑效果；触变性与油基钻井

液相当，低于水基钻井液，可有效防止生成岩屑床，

有利于井筒稳定与井筒清洁。

4应用效果

2012--2015年共统计19个平台49口水平井，

水平段长均超过1000 m，单井最长水平段达到2660

m，初期平均日产油达到直井的4～6倍。以L26一

x平台井为例，该平台3 VI井累计进尺11849 m，施

工周期123 d，相比于该区块单独3口井缩短施工周

期52 d，平均单井建井周期缩短14．99 d，钻前缩短

周期1．69 d，钻井周期缩短了13．49 d，完井周期缩

短了2．64 d，工厂化作业见到了效果。

5 结论

(1)工厂化作业模式在致密油开发中施工周期

比单井施工缩短明显，同时在节约成本、提高钻速、

快速施工等方面成效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2)针对近几年里的已施工井情况，综合分析

区块施工特点，集成应用单项技术，模式化施工，固

化井身结构、钻进参数、钻头选型等，在现场施工中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形成了一套适合致密油气资源开发的流水

线作业模式，对非常规油气资源的高效开发具有一

定的借鉴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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