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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竹山煤矿区zK6201孔事故的处理
石飞轮

(湖南省基础建设工程总公司，湖南娄底417000)

摘要：在湖南金竹⋯煤矿区钻探施工中，由于煤系地层属水敏性地层，孔擘易坍塌，发生了钻具扭断、埋钻事故

对事故处理过程进行了描述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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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区地层情况及钻探难点

湖南冷水江金竹山煤矿区勘查施工于2005年

9月3日开钻，其地层分布主要如下：o～3 m表土

层；3～450 m泥质灰岩、石膏层；450一660m测水组

煤系地层，以右英砂岩泥质砂岩、煤、泥岩为主；660

m以深为右登子组石灰岩。

钻探难点：煤系地层中煤和泥岩属水敏性软弱

地层，岩层破碎，iL壁易坍塌，使孔径局部超径成不

规则状，造成孔内沉渣多，易产生埋钻和卡钻事故；

石英砂岩和砂岩裂隙较发育，多呈网状，局部易掉

快，泥浆漏失严重，护壁困难。

2钻孔结构

0130 mm开孔，钻穿表土层进入灰岩3 m下人

长6，5 m0127 mm表层套管；改mlO mm钻进至

190．74 m．下人0108 mm技术套管；09l mm钻进至

563．49 m后改田6 mm继续钻进。

3事故发生经过

第一阶段：当钻进至648．83 m时，因孔内阻力

较大，岩心管别扭断o．5 m在孔内。采取消灭的方

式下人另外一根岩心管处理时，又先后扭断o．85、

1．2 m长岩心管在孔内。孔内残留物有3截岩心

管、一个050 mm公锥、一个075 mm磨孔钻头。采

用卵5 mm公锥以及∞2 mm公锥套锥等方法均无

效，估计孔内残留物已倾倒靠向孔壁且互相挤死，此

时钻具可下至644．83 m。

第二阶段：由于事故孔段残留物较多，互相约

束，处理难度很大，成功打捞可能性微乎其微，且花

费时间较多，因此决定采取人为偏斜造孔，避开事故

孔段。处理过程为：测井，重点确定635．91～640．o

m段的顶角的方位角；偏心楔加工制作和导斜钻具

的准备；偏斜位置的选择：偏斜点起点为636．5～

636．7 m处(此处下段为4～5 m较完整的泥岩，有

3．4～3．6 m的造斜段，可实施造斜)；偏斜楔下放到

位固定，偏斜方向为}L斜方向的反方向；水泥固定一

定时间后，扫孔偏斜，处理效果较理想，如愿避开'r

事故孔段。正常钻进至672 m，由于孔内沉渣多，采

用无泵捞渣方式捞渣时，发生了埋钻事故，钻机无法

提动。用油压千斤顶进行顶拉，将钻杆顶断(256 m

处)，之后用反丝钻杆进行打捞，在孔内还剩35 m

钻具时，由于孔壁垮坍，孔径过大，钻杆接头偏离原

有孔径范围，打捞器无法接触到钻杆接头，无法打

捞。

4事故原因分析

(1)测水组煤系地层岩石破碎裂隙发育，胶结

性差，极易水化膨胀后相互挤压，造成孔壁坍塌。泥

浆渗漏严重，钻进过程中没有处理好泥浆护壁问题，

造成孔壁失稳，掉块卡钻，井内泥浆漏失。

(2)井内事故处理位置在煤系地层内，随着处

理时对井壁的不断扰动破坏，井壁失稳坍塌，泥浆漏

失，泥浆性能被破坏。在泥浆中常伴有大量煤块，泥

浆含砂量过高，胶体率较低，停泵后孔内沉渣多。

(3)工人操作失误，对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估

计不足，没有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造成事故加

事故，人为加大了事故处理难度。

(4)钻井方案制定实施中，没有全方面的考虑

防塌和防漏问题，在塌漏并存的复杂局面下，没有可

靠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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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故处理方案

由于煤层失稳坍塌是造成孔内事故的主要原因

以及处理难点，如何处理好该问题成了事故处理成

功的关键。处理煤层失稳坍塌有2种方案：一种是

利用优质泥浆的较强护壁能力防止孔壁坍塌；另一

种是下人套管予以封隔。前一种方案在事故处理过

程中由于泥浆的破坏以及对井壁的扰动，井壁已经

失稳坍塌，不断有大量煤渣随泥浆携带ffj井外，期间

也通过不同配比的泥浆进行调控，但均达不到理想

效果，因此决定选用第二种方案进行处理，处理过程

如下：

第一步：用091 mm扩孔钻进至602．07⋯；

第二步：在599．37～602，07 m下入D89 mm的

偏斜器，水泥固定后待强；

第三步：待水泥强度达到要求后，扫孔，偏斜造

孔。造孔直径9l mm，造斜段深度2～2．5“；

第四步：用∞l mm钻头继续钻进至煤层底板

以下l m，约64l m(641 m以深地层相对完整)；

第五步：下人D89 mm飞管，飞管底部在64l m

处，顶部在偏斜器顶点以上1 m(飞管长度约为43

m)，将已失稳坍塌地层隔离；

第六步：改076 rm钻进，直至终孔。

6事故处理操作工艺及要点

6．1泥浆工艺

水敏性地层遇水膨胀、剥落、易缩径掉块、坍塌，

应采用优质泥浆作冲洗液，并严格控制泥浆失水量

或在泥浆中加抑制颗粒分散的试剂。

6．1．1泥浆配比

根据几种低固相泥浆配比方案的对比，选用低

固相泥浆配比如下：钠质膨润土：淡水：纯碱：水

解聚丙烯酰胺(水解度30％，浓度l％)：中粘度羟

甲基纤维素：低荧光特效防塌护壁剂：80l堵漏剂

=2～3：100：O．3—0．4：0．2～O．4(体积)：0．3：

0．1—0．2：O．2～0．4．

低荧光特效防塌护壁剂与801堵漏剂根据地层

情况以及钻探需要进行添加。

6．1．2泥浆配制

(1)配制基浆：首先水化膨润土，按水：膨润土

=l：O．06—0．08的质量比用水浸泡，然后掺人

0．3％一O．4％的纯碱，搅拌浸泡一定时间(8 h以

上)。

(2)PAM溶解：按l％的浓度用清水浸泡一天

以上可使用。溶解时最好用开水边加边搅拌，加快

其溶解。PAM应注意其水解度，水解度不同作用不

同。水解度20％一30％(市场上较常见)为选择性

絮凝，维持泥浆低固相，水解度60％～70％的用来

配制基浆，降低失水量，提高泥浆粘度和防止泥浆漏

失。

(3)配制鲜浆：使用前往基浆里加人一定比例

的PAM溶液和其它泥浆处理剂，反复喷射使各种处

理剂充分分散。

6．1．3泥浆指标

密度1．02一】．05 kg／I．；粘度20～25 8；失水率6

—8 mI／30 mi“；含砂率<o．5％；胶体率>98％；pH

值8～10。

6．2金刚石钻进操作要点

(1)根据岩石的可钻性、研磨性和完整程度来

选择钻头、扩孔器的类型、金刚石粒度和浓度及胎体

硬度，如研磨性强的岩石中钻进应选用硬胎体的钻

头、扩孔器。

(2)按钻头和扩孔器外径的大小排好顺序轮换

使用，先使用外径大的内径小的，后使用外径小的内

径大的。

(3)坚持“五不扫”，即不用金刚石钻头扫孔、扫

脱落岩心、扫掉块、扫残留岩心和扫探头石。

(4)坚持“三必提”，即遇下钻受阻轻转无效、岩

心堵塞、钻速骤降时必须提钻检查处理。

(5)使用直的机上钻杆、轻型高压胶管和转动

惯量小的水龙头，不得使用弯曲度超过规定的钻具。

(6)减压钻进倒杆时，必须先用升降机将孔内

钻具拉紧(不得提离孔底)，倒杆后用油缸减压并在

小于正常钻压的情况下平稳开车。

(7)钻压、转速要与岩层相适应，不要自目加压

或提高转速。

(8)保持孔内清洁，如孔内有胎块、金刚石、金

属块、脱落岩心及孔壁掉块时，应采用冲、捞、抓、粘、

套、磨、吸等方法清除。

(9)地层由硬变软时减压并控制钻进速度。

(10)钻进过程中有专人定时观察冲洗液消耗

情况。

6．3事故处理注意事项

(1)严格控制泥浆性能指标，用好泥浆，保持孔

内清洁。孔内沉渣超过1 m时，须采取无泵捞渣方

式进行捞渣处理。

(2)下b管前的钻进，控制钻杆不敲击偏斜器；

下人飞管后的钻进，控制钻杆不敲击飞管。

(下转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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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不同钻压下所获得的钻速 常钻进泵量为30 I／min。

钻压／kN 钻速／(m-h叫) 钻压／kN 钻速／(m·h一)

2 0 80 8 2 10

4 l 10 10 2 20

6 1 60 12 2 30

高田钨铜矿区Ii}75 mm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

在钻压为8 kN、泵量为30 L／min条件下，转速与钻

速的关系见表2。

表2不同转速下所获得的钻速

现场操作显示：钻压从8 kN加到12 kN时钻速

并无明显提高，故极限钻压确定为8 kN；转速从800

r／min提高到1000 r／血n时钻速也没有显著提高，

故极限转速确定为800 r／min；试用30 L／“n的泵

量钻进，钻头磨损和出州正常，孔底干净，故确定正

4效果分析

高田钨铜矿区钻探自改进工艺措施后断钻杆事

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改进前每个钻孔少则断钻

杆数次、多则f‘多次，减少到没有或偶尔发牛一两

次。

笔者认为，断钻杆事故的减少，得益于以下几个

方面：

(】)优化了钻孔结构，减小钻杆与孔壁问的环

状间隙，限制了钻杆弯曲的空间；

(2)采用合理的钻进参数，既保持较高的钻速，

又能在一定程度』：减弱钻杆的弯曲；

(3)乳化泥浆既有护壁的作用(泥皮保护和减

少了自由水、抑制了水化作用造成的影响)又有润

滑减震的作用。

因此，合理的钻孔结构和钻进参数、泥浆的护壁

作用对解决此类地层钻进断钻杆事故起到决定性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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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具组合，在基岩造斜地层中施工大口径地热井，能

有效预防井斜。

(2)在钻井参数一定的条件下，合理选择钻头

型号，能大大提高效率，降低钻井成本。

7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钻铤配重少，没有达到钻头所需压力，钻进

效率低。

(2)钻铤加耐磨接头以减轻研磨性地层对钻具

的磨损。

(3)石英岩、石英砂岩地层对钻头的磨损主要

是牙齿和直径的磨损，轴承磨损相对较轻。可选用

性能可靠的旧钻头，以降低钻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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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偏斜造孔时准确掌握偏斜器位置，在该位

置起下钻要缓慢、匀速。

(4)下飞管前用6 m长D89 mm岩心管下人孔

内探孔，遇阻力地段扫孔，直至上下顺畅为止。

(5)用钻机一挡转速钻进(58 f／nlin)，尽量减少

钻具对孔壁的扰动。

(6)减压钻进，钻速按0．4～O．5 rn／h进行控

制，用二挡泵量。

(7)操作人员时刻注意iL内异常情况，发现问

题及时起钻，检查分析原因，商讨处理措施。

7结语

煤层钻井是一个世界性的技术难题，其岩层破

碎、胶结性差以及强度随钻井液浸泡时间的增长檄

易水化膨胀而分解，因此煤层钻井应以预防为主，加

强钻进过程中泥浆的控制以及操作细则的实施，在

极易坍塌段须用套管隔离，杜绝事故隐患。金竹山

煤矿区zK62毗孔事故发生初期由于对事故产生的

原因分析不够，处理措施不到位，造成事故加事故，

增加了处理难度，虽然事故最后处理成功，避免了钻

井报废，但处理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影响了工程进度。因此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应认真

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处理好煤层的防塌防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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