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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合水隆起，地层构造复杂，二

开后同一裸眼井段地层压力系数差异大：随地面海拔不同，地层

压力可变性大。主要表现为，低海拔地区上部地层出水，下部

地层严重出油出气；高海拔地区上部地层异常低压漏失严重，

下部地层出油出气轻微。经过对该区块一年多的现场施工，摸

索出了一套可行的钻井液处理方法，取的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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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钻井液技术难点
1．1该区块出水量不大，但对泥浆破坏严重。坍塌层主要

在直罗层，也是发生出水的主要层段，该地层含有大量的泥页

岩，地层稳定性差，易坍塌。如果钻井周期相对较长，增加了直

罗段的浸泡时间，会使泥页岩严重软化，钻井中造成坍塌和缩

径，将会使起下钻遇阻，因此该井段为全井防塌的重点和难点。

1．2地面海拔在1150米左右时存在着第二个地层异常高压

区，即：1281—1380米，属于长4+5油气层，该层地层压力异常

高，表现为油气侵速度快，伴生气含量高。在油井现行的设备

配套条件下，给钻井液的处理上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施工的技

术难点在于：①该地区出水井段在925—1050米左右时，出水量

虽不大，但下部井段目的层(长3油气层)还存在一个异常高压

区。从井控角度考虑，必须使用加重白土浆。由于设计井深在

1750米左右，剩余井段过长。加重泥浆在上水池建立小循环，

长时间钻进泥浆性能差，无用固相增加，特别是泥浆比重上升

过快，使井下安全风险增大。②长时间使用加重泥浆钻进，给

钻井施工带来了许多困难，如：对井下粘卡的风险、对螺杆和

PDC钻头的损害及对机械转速的影响，是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

探讨摸索的几大问题。

1．3所示海拔较高时上部地层异常低压易发生漏失。钻至

延长产层异常高压，油气侵严重，在加重过程中比重如果控制

不当上部地层易发生漏失，更为严重时会造成“上漏下喷”的复

杂局面。

2加重钻井液技术处理维护技术措施
2．1采用近平衡钻井，即“平衡压力钻井法”，即在泥浆液柱

压力等出水层压力或油气层压力的情况下的钻井，使其最大限

度的提高机械转速，具体做法是确定好合理的泥浆密度，钻进

时的泥浆比重可以比起钻时略低，但起钻前必须将泥浆比重调

整到规定要求。如庄157—54井，出水层钻进时的压井比重是

1．06咖m3，这时泥浆液柱压力等出水层压力；钻至长3油气层
时再将比重升至1．159／cm3，用以平衡油层压力；完井起钻前将

比重升至1．20—1．25加m3。

2．2做好两个“净化”工作，油井现有固控设备下，无法满足

泥浆性能要求，因此我们要在现有设备下创造条件，改善其被

动局面。所以要做好地面循环系统与井筒内的净化工作。

2．3井筒内的净化工作，需要泥浆具有以下三方面的能力，

即较强的防塌能力；较强的润滑性能和防卡能力。

转化时除常规处理剂，还必须加入FT一1不少于500公斤，

润滑剂RsD一3不少于1吨，由于剩余井段过长，对加重细分散

体系要勤检测，如泥饼质量不好，比重过高，失水过大等，要及

时处理，FT—l每天的维护量不少于300公斤。在调整轨迹滑动

钻进前加入润滑剂RSD一3，确保造斜段加压正常，不出现加钻

压，泵压不升高的现象。使其泥饼具有较强的润滑性，及防卡

能力，润滑剂RSD一3的补充量每天不少于200公斤。

在进入油气层前，在确保钻井液能够正常携带井筒内岩屑

的前提下，钻井液采用较低的粘度和切力，尤其是终切力随时

间变化幅度不宜过大，以降低起下钻过程中的抽吸压力或激动

压力(抽吸压力过大容易诱发井喷，激动压力过大容易导致井

漏)。泥浆粘度宜小，使侵入的气体容易逸出，切力也宜小，但

应满足悬浮重晶石的要求，失水量要小，一般要小于5m1。完钻

处理时先提高密度后提高粘度，确保循环畅通，加重材料优选

重晶石，尽量不要使用石灰石粉，防止加重时粘度过分升高破

坏泥浆性能，也有利于快速加重，降低固相含量，再次加入FT一1

不少于500公斤，润滑剂RsD一3不少于1吨，避免井下事故。

3认识和建议
3．1采用近平衡钻井，在不发生出水或油气侵的条件下，确

定合理的密度、粘度。使其泥浆液柱压力等出水层压力或油气

层压力的情况下的钻井，最大限度的提高机械转速，实现快速

钻进。

3．2加重钻井液要有良好的润滑性和较低的摩阻系数，泥

饼质量要做到薄、韧、光滑，确保不发生粘吸卡钻，减少井下事

故的发生。

3．3加重泥浆在长时间、大井段入井循环情况下，做好地面

净化和井筒净化工作，能有效控制无用固相，优化泥浆性能，保

证井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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