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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井位于中国 X省 X市城区，钻井性质为探采结合井，

目的层为泉头组，穿过花岗岩 50m终孔完钻。井型：直井，

设计井深 2225m，实际完钻井深 2090m；井身质量优质，

各项技术指标达到了设计要求。

本井钻遇层位：白垩纪自新到老如下：

嫩江组三段：岩性为深灰色泥岩，灰色粉砂质泥岩组

成不等厚互层，顶部为一层灰色泥质粉砂岩。与下伏地层呈

整合接触。

嫩江组二段：岩性以深灰色泥岩为主，夹灰色粉砂质

泥岩，底部为一层灰黑色油页岩。与下伏地层呈整合接触。

嫩江组一段：岩性以灰黑色泥岩为主，夹灰黑色油页岩，

绿灰色泥岩、粉砂质泥岩各一层。与下伏地层呈整合接触。

姚家组二加三段：岩性为棕红色泥岩，顶部为一层绿

灰色粉砂质泥岩，底部为一层灰色粉砂质泥岩。与下伏地层

呈整合接触。

姚家组一段：岩性为大段棕红色泥岩，底部为一层灰

色粉砂质泥岩。与下伏地层呈整合接触。

青山口组二加三段：岩性为棕红、深灰色泥岩，灰色

粉砂质泥岩组成不等厚互层，夹一层灰色泥岩。与下伏地层

呈整合接触。

青山口组一段：岩性为两层灰黑色泥岩，夹一层褐灰

色油页岩。与下伏地层呈整合接触。

泉头组四段：岩性为紫红色泥岩，灰色粉砂质泥岩、

泥质粉砂岩、粉砂岩组成不等厚互层。与下伏地层呈整合

接触。

泉头组三段：上部厚层块状暗紫色泥岩、灰绿色泥岩

与灰绿色粉砂岩、灰白色细砂岩互层。下部砂岩较发育。与

下伏地层呈整合接触。

泉头组二段：厚层暗紫色泥岩、灰绿色泥岩与灰白色、

灰色粉砂岩、细砂岩互层。与下伏地层呈整合接触。

泉头组一段：暗紫色厚层块状泥岩，灰绿色泥岩与灰

白色、灰棕色粉砂岩、细粉砂岩互层。砂岩发育。与下伏地

层呈整合接触。

登楼库组：暗紫色厚块状泥岩，灰绿色泥岩与灰白色，

灰棕色粉砂岩，细砂岩互层。砂岩发育。

基底：肉红色花岗岩，上部有浅变质现象，主要成分

以石英长石为主，含黑云母。花岗岩结构，块状构造。

该区主要目的层段泉头组，主要以河流沉积为主，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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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条带状发育，储层纵向、横向变化快，钻遇地层造浆严重、

易崩塌有掉块现象，储层成岩相对较好。

根据上诉地质资及资料的相应了解，我们在各方面也

做了充分准备工作，坚持稳中求快的原则，探索该地区地层

情况，同时吸取其他井队的经验教训确保本井的顺利施工。

①根据地质分层一开钻进使用∮ 410mmPDC钻头，

用∮ 203mm钻铤 3根 +∮ 178mm钻铤 6根 +，∮ 165mm

钻铤 6根 +∮ 127mm钻杆。钻井参数采用大排量（35L/s

以上）、小钻压（不超过 20kN）、一档（转盘转速：58r/

min）顺利钻完一开井深 450.5m，并下入∮ 273.1mm表层

套管 450.0m。根据一开完钻分析本井表层适合 PDC钻头钻

进，钻井参数合理。

②二开一开始使用∮ 241.3mmPDC钻头，钻具结构

使用防斜打直塔式钻具结构，使用 6根∮ 177.8mm钻铤，

∮ 165mm钻铤 6根，钻井参数采用转速（转盘转速：58r/

min）、大排量（排量：32L/s以上），严格控制钻压在

10~20kN以内，为控制上部地层缩径和环空堵塞，钻井措施

采用打一划二的技术措施，并且每钻进 200m左右短起下拉

井壁，保证井下安全。为了保证井身质量符合设计要求，上

部地层大段泥岩进尺较快井段尽量采用吊打钻压（20kN），

并且坚持定点短起下钻，使井身质量在设计范围之内。钻至

井深 2041m进入花岗岩地层，井深 2090m时地质通知完钻，

完钻井深 2090m。

①钻井液一开我们采用低固相聚合物钻井液，一开较

松软，钻速快、井径大，造浆严重，钻屑携带困难，要保证

岩屑迅速在地面固控设施分离、清除、沉淀。配制要以膨润

土、碳酸钠为主材料，配制成 45s黏度泥浆，根据钻进时孔

内实际情况，不断补充处理剂，保障钻井液性能具有较强的

携带和悬浮岩屑的能力，使用此钻井液钻时较快，并且井下

安全，所以顺利地完成了一开钻进，表层套管顺利下入目的

层位。

②二开钻井液，随着钻孔深度的增加，地层压力、温

度增高，破坏钻井液性能的稳定，钻进时可能遇到崩塌、掉

块、漏失、缩径、水敏膨胀等地层情况，钻井液配制要以抗

高温高压聚合物为主，保持低粘、低切力、平衡地层压力密

度和低固相含量，流动性好，实现紊流携带岩屑，清洁钻头

泥包，克服阻卡提高钻速，用好钻井液处理固相设备，清除

有害固相，使钻井液有较强的护壁性、抑制性、低滤失性，

具有良好的泥饼质量，泥饼薄而坚韧，较好显示出了低固

相聚合物的优点。固相含量控制在 10%，钻井液性能参数

符合设计要求，上部地层密度控制在 1.10~1.15g/cm3，黏度

50~60s。采用 PDC大排量底钻压，二开钻进 200m测斜一次，

不成功及时补测，确保井身质量。用固控设备控制好钻井液

固体含量，使钻井液有较强的抑制性，低滤失性及良好的泥

饼质量，失水降到 5mL，泥饼 0.4mm，以满足地层的需要 [1]。

本井完钻测井后，根据甲方要求下钢刷刷洗井壁和降

低泥浆黏度，目的破碎刷洗井壁提高出水量。测井后下用钢

丝绳和 127钻杆制作的钢刷外径 265mm，长度 9m的钢刷 .下

至井底后降低泥浆黏度至 30s，然后起钻以测井数据为准计

算钢刷在水层位置反复刷洗三至四次 [2]。

井管下入长度按实际井深减去一开套管长度加上两层

井管设计的重叠长度，生产井管与泵室井管重叠上部接反丝

接头，下部加工一个能上返循环液三个均匀水槽扶正器，重

叠以下也分段加入使套管居中的灯笼式扶正器每25m一个，

起到固井时水泥浆在井管与孔壁环空间隙均匀，保证固井质

量。生产滤水管对应测井解释成果含水层下入。滤水管孔隙

率应介于 15%~20%，孔径介于 10~12mm。

固井为了有效隔开冷热层，同时非热储层的冷水必须

相互隔开以免串通污染，固井前对泥浆性能做适当调整，

固井采用 G级油井水泥，油井水泥的物理性能抽检要符合

ADI标准，现场固井采用专业固井车固井，采用正常连续顶

替法注入水泥浆 [3]。

一开泵室套管固井水泥浆返至地面，固井结束时井口

上返水泥浆密度在 1.75~1.85g/cm3之间，固井结束后要侯凝

48h，对套管进行密封式试压，使用 8~10MPa，30min压降

不大于 0.5MPa，否则进行二次补充固井，固井水泥从井底

返至两层套管重叠部分以上，固井结束后 48h对套管进行试

压，使用 10~20MPa，30min压降不大于 0.5MPa，保证固井

位置以上与下部热储层有效隔离 [4]。

采用高压喷射洗井

喷头侧面采用Φ10mm×9喷嘴。用该喷嘴由下至上

按每小时 10m的速度对所有滤水管部位进行横向高压喷

射冲洗，主要含水层段要增加喷射次数。拟定喷射压力

12~15MPa。上述完成后进行换浆、透孔，保证井内无阻碍。

空压机负压洗井

用大风量高压空压机送风洗井，送风分 600m、900m

深度多次进行，使井内产生高负压，形成人工井喷，每段

不少于 5次。负压洗井后，用水泵抽水洗井，先用振荡抽

水，每抽水 2h停止 30min，将井内受到影响的水全部抽

出，之后连续抽水不少于 48h。达到水清砂净。含沙量低于

1/20万 [5]。

（下转第 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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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提供动力支持，还可以发挥润滑油的作用，保障挖掘机

正常运行，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冷却器功能。因此，要对液压

油进行合理选择，确保其质量瞒住液压系统运行需求。此外，

还要结合具体的作业条件对液压油进行针对性选择。同时要

注意结合油泵的型号需求，确保液压油质量最佳化 [2]。

一旦液压系统运行过程中混入空气，容易运气挖掘机

异常情况，如噪声、行动缓慢等，也会一定程度上降低动作

强度，影响工作效率。因此，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严禁把邮

箱直接放置在表面，放置空气混入到液压系统内部。一旦出

现这种情况，需要及时排除。

如果设备使用油质量出现问题，如型号不合适、油质

污染、混入杂质等问题，都会对整体系统运行安全性和可靠

性带来威胁，因此，需要保障液压油油质，防止其在使用期

间受到污染，不要对不同型号的液压油混合使用，在油箱口

安装过滤器，对水分、灰尘等进行过滤排除。要对液压系统

进行定期清洗，避免系统内部结构存在杂质。

在设备运行过程中，一旦液压油温度过高，会降低其

粘度，减少其润滑功效，引起设备构件之间的互相摩擦，非

常不利于设备运行效率的提升，容易对设备整体使用寿命带

来威胁 [5]。因此，要具体使用中，不要长时间持续性运转，

要保障设备适时暂停作业，确保液压油温度下降到合适数

值，才能继续工作。此外，要对设备冷却装置定期检查和清

晰，保障油箱油量充足性。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逐渐提升，各种工程

建设需求日益增加，对挖掘机设备的需求越来越大。在挖掘

机运行过程中，液压系统的合理应用，为其提供动力支持，

保障其运行可靠性，优化内部结构。因此，为了保障液压系

统的稳定性运行，要对其故障问题进行科学全面细致化诊

断，明确故障点，查找故障原因，并采取针对性的维修方法，

确保挖掘机的正常性运行。此外要采取合理的日常维护保养

措施，全面保障挖掘机设备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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