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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土泥浆在构造破碎带型复杂地层钻进中的应用
廖远苏，廖长生，卓廉明，胡殷锋，缪赛

(江西有色地质勘查二队，江西赣州341000)

摘要：应用钠土泥浆，解决了锡坑矿区复杂地层钻进中运用其它措施难以解决的塌、漏、掉等问题，保证了后续施

工的钻孔质量，提高了钻进效率和经济效益。通过钠土泥浆与钙土泥浆及其它无固相冲洗液类比分析，得出了钠

土泥浆在该矿区取得好成效的机理。针对赣甫构造破碎带型复杂地层钻进中存在的问题，借鉴锡坑矿区的成功经

验，提出应萤视对钠土泥浆的研究和应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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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odiuln Slurry in Drilling in Structure Fractural Zone of CompleX Formation／LIAO Yuan—su．LIAO

Chang—sheng，ZHUO l_2an一而，lg，HU Qi-feng，MIAO Sai(No．2 Team of Ji明商Nonferrous Geological Exploration，Gan·

zhou jiangxi 341000，China)

Almtraet：By the analogy analysis on the comparison among sodium slurry，calcium slurry and other solid-free washing flu-

ids，it was proved that 80dium slurry had the mechanism for good drilling effect in eomplex formation of tin mining Rrea．

With this flllCCessful experience，suggestion Was made on k舜ng stress Oil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godiu／n sl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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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江西南部地处南岭东段，区内重峦叠嶂，矿产资

源丰富。多年的地质调查评价和科学研究证明其岩

浆活动频繁、地质构造复杂，尤其是钨、锡、钼、铅、锌

等有色金属矿产富集区，地层褶皱、断裂更是强烈。

在该地区深部地质找矿工作中，常遇构造破碎带型

复杂地层。该层岩体碎裂、夹泥、富水性强，钻进中

经常发生掉块、漏失、缩径、扩径、坍塌等现象。一般

采取快速通过，迅速下管隔离措施，但是，在断层产

状陡倾、宽厚、纵横交错等无法下管隔离的情况下，

主要采取水泥注浆、钙土泥浆及多种无固相冲洗液

护孔钻进等方法。这些方法和措施的成效低，或因

材料成本高，或受制于钻具与孔壁间隙小，导致冲洗

液不流畅、泵压高等而未能得到较好的应用。针对

该类型地层，某些地勘单位还把开孔口径扩大至

0170 mm，在孔深300 m内变换了6种口径，下管

700余米，且管材丢失量大。有时在无奈继续延深

钻孔的情况下，只得求助于地质工程师提前终孔，或

避开破碎带就近再开孔。因钻孔质量差或未能达到

地质目的而导致部分矿区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某些

地勘单位也因困于复杂地层一直未能推广金刚石绳

索取心钻进。

近年来，我队在崇义县锡坑矿区复杂地层钻进

中试用了钠土泥浆，改变了施工难、进度慢的局面，

减少了孔内事故，降低了施工成本，取得了显著的效

果。

我国金刚石钻探对钠土泥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始于20世纪80年代。原地矿部在煤、金、铅、锌、铁

等固体矿产勘探中进行了钠土泥浆的推广试验，在

各种复杂地层条件下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应用效果

和经济效益，被视为钻井液技术的一次飞跃。由于

后期地质找矿工作的低迷和多年岩心钻探技术的荒

废，导致钠土泥浆未能全面推广。本文旨在通过我

队应用钠土泥浆的使用效果，引起本地区同行对该

项技术的重视，改变长期以来单纯使用乳化液冲孔

的习惯，企望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钠土泥浆的室内配方与性能测试

为了合理选用和调配泥浆性能指标，便于野外

操作，我们设计了10组泥浆配方，其室内性能测试

结果见表l。

表1中的配方溶剂为城市自来水；钠土产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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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钠土泥浆配方与性能测试情况

泥浆配 泥浆配方 泥浆性能

方编号钠土／％ MV—CMC／％ 密度／(g·mL一’) API失水茸／[mL·(30“n)一1] 粘度／s 泥饼厚度／mm胶体率／％pH值
1 2．50 1．015 47 16 0．8 97 8

2 3．13 1．02 38．5 16。5 0．9 99 8．5

3 4．17 1．025 30．5 17 1．1 100 9

4 6．25 1．04 23 19 1．5 100 9．5

5 12．50 1．07 15 35 3．7 100 10

山东潍坊，细度300目。钠土加量是模拟野外实际

操作情况，即在200 L拌浆斗中，每拌加入袋装钠土

量(25 kg)的若干份之一求取。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和掌握泥浆性能及其变化规

律，使用AutoCAD软件，根据测试数据绘制了泥浆

性能与加土量变化关系曲线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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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钠土泥浆与加土量变化关系曲线图

虚线：钠土基浆；实线：泥浆中添加r 0．3％的MV—CMC

2在锡坑矿区的应用

2．1矿区及地层简况

该矿区面临矿山资源危机，2008年在区外围上

钻，企望扩大钨、锡开采储量。

勘查区域地层较为简单，仅见震旦系浅变质石

英砂岩，可钻性7～9级，研磨性强。但是，盖层受侵

人体的多期破坏，地层产状极为紊乱，区内褶皱、断

裂构造发育。成矿前，断裂缝大部分被高温热液充

填，形成了石英脉犁钨、锡矿床，围岩蚀变硅化程度

高；成矿后，地层断裂规模更大，纵横交错，难以摸清

断层分布规律，导致部分钻孔顺着断层钻进。

2．2施工要求

地质设计钻孔倾角75。，孔深300—800 m。要

求岩心采取率《75％，矿心及顶底板围岩3—5 m范

围内的岩(矿)心采取率《80％，终孔口径《60 mm。

2．3现场仪器设备

XY一4型钻机1台，BW一250型泥浆泵1台，

JS75绳索取心绞车1台，HCX一13钻塔l套，KXP

一2T数字罗盘测斜仪1台，ZCX一200L型泥浆搅拌

机l台，泥浆性能测试仪1套(含ZNS型泥浆失水

量测定仪、筛析法含砂量仪、苏式粘度计、泥浆比重

秤)。

2．4应用钠土泥浆前施工状况

钻孔口径级配为0130、110、91、75、60 mm，主要

钻进方法为YS75和YS60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

绑5 rain口径为钻孔结构主体，选用皂化油乳化液

冲孔。施工前期在遇断层破碎带时，绳索取心钻进

采取率低，而且孔内漏失，钻渣多，金刚石钻头扫孔

还未到底就被“剃光头”，随之而来就是孔壁掉块、

坍塌及埋、卡钻事故。

ZKl043孑L开孑L就顺着破碎带钻进，采用多级套

管隔离、跟管钻进、PAA无固相冲洗液护孔钻进、钙

土泥浆或粘土干投孔内造浆护孔等措施未能取得效

果。在拔管、扩孔、下管等环节过程中，发生了几起

卡、埋钻事故；工期46天，丢失管材22 m，报废进尺

176．63 m。

ZKl042孔设计深度600 m，YS75绳索取心钻进

至230．04 m插入废采坑道，于孔深240．77 m下管

(绑l mm钻杆)隔离，改用YS60绳索取心钻进。后

续钻进地层非常破碎，每隔10多米就有断层，返水

量小，采用PAA无固相冲洗液与皂化油乳化液交替

冲孔钻进。钻至500 m后遇上断层破碎带，用l％

溶解浓度的PAA无固相冲洗液快速钻进。终因孔

内钻渣多、水流不畅、泵压高而被迫终孑L，终孔深度

532．20 m。

上述治理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导致

ZKl043孔报废进尺176．71 m，ZKl042孑L第2组矿

脉未穿透。

2．5应用钠土泥浆后施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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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

以ZKl031孔为例，地质及孔身结构如图2所 成-rSLt与色碎玻璃状(见网4)。

地层插述及
孔身结构／m

套管及
换层位置／m 变径深度

析 11"7,130 由】2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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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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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零，裂隙发育，阔 ／

夹小断层。岩心破碎572．20 ／

图2 ZKl031孔地质及孔身结构示意图

YS75绳索取心钻进至169．89 m时遇断层破碎

带，突然问钻进速度加快，返水量小，进尺1 m后堵

水，打捞无岩心。停钻1天后，孔内坍塌物0．8 m

厚，改用溶解浓度1％的PAA无固相冲洗液冲孔。

当钻头扫触钻渣面时就开始堵水。在孔内水流不畅

的情况下，采取反复清扫、捞渣、强行钻进、小径透

(060 mm口径)、大径扩(075 mIn口径)等措施，耗

用84 h才使钻孑L勉强延深了7．66 m，岩心采取率不

足35％，而且还未穿过该层。

尽管PAA无固相冲洗液抑制岩土水化能力强，

但是携粉能力差是其致命的弱点。在上述破碎地层

应用中，因其无法及时排除钻渣，保持孔底清洁，以

至于严重影响了持续钻进。针对该类地层，以下孔

段应用了钠土泥浆。

2．5．1 177．55～185．78 m孔段

该孔段为孔深169．89 m后延续的断层破碎带，

选用了9号泥浆配方。在孔深177．55 m初次应用

时，孔内钻渣2。6 m厚，不用0．5 h就能排出孑L外。

恢复正常钻进。该泥浆与皂化油乳化液冲孔比较，

钻进泵压提高不明显，钻进电流小，孔内返水鼍明显

增大，未出现孔壁掉块、坍塌现象；岩心采取率>

80％。图3为该孔段采取的岩心图片。

2．5．2 18078—451．81 m孔段

该孔段底部有20 m岩心较为完整，其余多处断

层夹泥，岩心松散、破碎；从岩心管中取出的石英脉

图3 ZKl031孔177．55—185．78 m孔段岩心

圈4 ZKl031孔294．78～302，95 m孔段岩心

由于选用高同相泥浆(配方9)，容易导致钻杆

内壁结垢(见图5)，影响绳索打捞取心，孔深

185．78 m改用低固相泥浆(配方7)后，既恢复了正

常打捞取心，又提高了钻速，而且在泥浆中掺人锯

末，还取得r明硅的堵漏效果。

图5 071 innl钻杆内壁结垢情况

该孔段进尺267．20 m，岩心采取率85％，平均

回次进尺1．65 m，时效1．78 m，平均提钻间隔38．17

mo

2．5．3 451．8l一572．20 m孔段

根据岩层变化，于孔深451．81 m下管(绑1

ram)变径，采用YS60绳索取心钻进。451．81～

504．05 m孔段由于地层完整、返水量大，采用皂化

油乳化液冲孔。孔深504．05 m后，又出现断层夹

泥、岩心破碎、掉块卡钻现象。复用7号配方泥浆后

又恢复了正常钻进，能始终保持孔底清洁，一直沿用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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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终孔。

该孔段进尺120．39 m，岩心采取率89％，平均

回次进尺1．67 m，时效1．62 m，平均提钻间隔30．10

mo

2．6钠土泥浆的使用效果

该矿区应用钠土泥浆在构造破碎带地层中钻进

取得了较好的使用效果，解决了钻孔漏失、掉块、坍

塌等施工难题，减少了孔内事故，保证了钻孔质量；

完成进尺量2595 m，穿越断层破碎带、碎裂岩体

1600余米；耗用钠土8 t，MV—CMC 200 kg，泥浆成

本3．85形m。从表2可以看出，使用钠土泥浆钻
进提高了钻进效率，经济效益显著。

表2 使用钠土泥浆的钻孔与其它孔的经济技术指标对照表

钠七 钻孔 进尺 时效 台月效 孔故 纯钻 每米成

泥浆 个数 ／m ／m率／m率／％本y％ 本／元

应用 5 2595 1．82 545 5．2 41．6 210

未用 6 3125 2．08 500 22．2 33．4 252

3钠土泥浆的现场配制。性能调整与维护

3．1 了解地层构造与孑乙内情况，明确使用目的，选

择泥浆配方

治理复杂地层，应在了解地层构造、掌握孔内情

况的前提下，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合理选择泥浆配

方。如，孔壁坍塌严重，孔内钻渣多，可选用含土量

高、密度大、携渣能力强的5号或9号配方；岩层节

理发育，断层小而密集，易发生孔壁掉块、漏失的一

般复杂性地层，可选用失水量小、粘度高的7号或8

号配方；使用高固相、低滤失泥浆穿过断层破碎带

后，在孔内不塌、不掉、不漏等情况下，可选用3号或

6号配方维护孔壁稳定。总之，应采取辨证论治、灵

活运用的方法，才能节约泥浆成本，取得理想的使用

效果。

3．2掌握钠土和处理剂的使用方法，严格操作程序

钠土泥浆的现场配制，通常是先在搅拌机内注

入2／3清水，然后开启搅拌机，依次加入定量钠土和

处理剂的溶解液，再加入清水注满泥浆刻度线；加量

完后充分搅拌便可应用。尽管钠土泥浆的配制简

单，但是应掌握钠土和处理剂的使用方法，严格操作

程序。如果钠土和处理剂加量不准确，或使用方法

和操作程序不当，不但会造成材料浪费，还会造成泥

浆性能指标不达标，起不到效果，甚至造成钻杆内壁

结垢，或出现孔内泵压高或泥包钻头等现象。以下

是现场配制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事项。

(1)应用钠土泥浆，应先了解使用水质和钻遇

岩层情况。如果水质矿化度高，pH值低，或在灰岩、

白云岩等含钙质高的地层中施工，应加入适量纯碱，

使泥浆pH值调至7—9，并确定现场加量比例。否

则，拌浆水中或岩粉中的高价阳离子，如ca“、

M92+、Fe2+等，易交换钠土晶格层间的Na+，使粘土

胶粒的水化膜变薄，泥浆性能不稳定，使用一段时间

后会出现失水量增大、粘度提高、泵压上升、钻进漏

失明显等现象。

(2)现场应有必要的量具和容器，以确保钠土

和处理剂加量准确。

(3)尽管钠土在水溶液中的分散性强，如果颠

倒加量顺序，先放土后加水，就容易发生粉粒被水及

处理剂包裹现象，造成所配泥浆达不到设计指标。

(4)泥浆处理剂应在专用容器中分别预溶，不

宜直接把粉剂加入泥浆中，否则粉剂成团聚集在莲

蓬头处堵塞吸水管，可能引起烧钻事故。

(5)在孔内用水泥注浆后，应把清扫水泥灰的

循环水全部清出泥浆池，否则，水泥凝固后产生的

Ca(OH)：，使泥浆的pH值、失水量明显增大，泥饼

变厚而松，起不到护壁堵漏效果。

3．3掌握使用情况，及时调整、维护泥浆性能

(1)用好钠土泥浆，应设专人测试和记录返浆

性能，仔细观察和对比使用前后的效果及孔内情况

变化。如孔口返水量、岩粉颗粒大小、泵压高低、电

流大小等。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泥浆性能。尽可能

地以最低的泥浆成本，获取满意的使用效果，提高钻

进效率。

(2)泥浆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金刚石克取

的岩粉颗粒细而不断进入泥浆中，使泥浆的密度、粘

度、含砂量等性能指标增大，导致钻进泵压高、负荷

大，且在钻杆内壁形成泥垢影响钻进效率。一般采

取比较简易的措施是清理泥浆循环槽和沉淀池，再

补充新浆或加水稀释。但是在孔壁失稳比较严重的

钻进孔段，加水稀释会增大泥浆失水量，引发孑L壁坍

塌。在山区人工开挖或砌筑的泥浆池一般较小，宜

采用换浆法。维护泥浆性能是预防孔内事故，提高

钻进效率的重要措施。

4认识与结论

(1)钠土与钙土比较，吸水率高，膨胀倍数大，

阳离子交换容量高；在水中的分散性、触变性、润滑

性、粘度、pH值等物化性能明显优于钙土。配置钠

土泥浆用土量少，可不加碱，如添加少量处理剂就可

达到理想的性能指标。这就是“七五”期间地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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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钠土泥浆技术应用的重要原因。

(2)钠土泥浆与无固相冲洗液比较，具有更多

的优良性能。其一，体现在钠土胶粒在水溶液中的

分散度高，水化膜厚，具有良好的表面吸附能力和离

子交换能力。能与极大多数岩粉、化学处理剂、惰性

材料等交联成网状结构，既能吸附在岩土表面，形成

薄而韧的泥皮，抑制自由水对岩土的水化作用，又能

形成絮凝胶团堵塞裂隙水通道，阻止泥浆漏失或被

地下水侵害。其二，体现在泥浆密度可调范围大。

在泥皮效能作用下，人工调节泥浆密度，使之与地层

压力保持动态平衡，能达到稳定孔壁的目的。第三，

体现在泥浆触变性能好。当泥浆静止时，交联网状

结构好，静切力大，孔内岩粉悬浮在浆中不易沉淀，

在较长时间内可保持孔底清洁和预防孔内事故；当

泥浆流动时，交联网状结构迅即被破坏，动切力小，

流动性能好，携粉能力强，钻进阻力小，有利于提高

金刚石钻进速度。

(3)应用钠土泥浆技术，解决了锡坑矿区复杂

地层钻进中应用传统方法及PAA无固相冲洗液护

孔技术难以解决的塌、漏、掉等技术难题，保证了后

续施工的钻孔质量，提高了钻进效率和经济效益，使

我队在治理构造破碎带型复杂地层的技术难关上取

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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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并且可以与羽状分支水平井组合形成新的井

组，更好发挥U型井与羽状分支水平井各自的优

势，可以经过试验完善，逐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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