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在接头姗纹上加粘结札
③遇到较厚的松橄彼辞地层的铂用

,

有必要

使用水泥固管
。

为便了起拔 可采用低标号水泥

或冻胶水泥浆
,

或加大水灰比
,

以适当降低固管

强度
。

钻孔口 径和钻具级配要合枉

仁前常见
勺

系列钻具配用必 哟钻杆 万

系列钻其配用必 或 必 的钻杆
,

实践表明
,

从本合理
。

但用 曰 或必 的钻杆与娜 钻具

相配 就难以开上理想的高转速
。

又如必 孔段未

下管就换径用必 甚至用必 钻具钻进 断杆

事故往往就接踵而至
。

可见钻具级配的重要
。

不要盲 目开高转速

由
一

钻杆柱是一弹性体
,

除自振外
,

受外部

因素影响 尤其是机械振动 还会发生共振
。

,

目追求高转速则极易形成共振的条件 加重超径

孔的断杆事故
。

在已发生超径的钻孔 把转教从
一 转弓封炸至如 一 心又〕转 分 断杆事故可

以减少
。

这样 钻进效率虽有所降低 但提高了

钻进的安全性 从总的经济效益权衡
,

还是利多

弊少
。

加强护壁措施
,

改 翻妾触 面 的润清条件

山使用泥浆的钻孔 泥浆应具有极好的流变

性能
,

使在接触百 钻具和孔壁表面 形成抗剪

强度高的分子吸附层 即润滑膜
,

从而能较好地

起到减阻
、

减磨
、

减振和护壁的作用
。

高聚物泥

浆 粘附作用强
,

润滑性能好 其视粘度较大
。

但枯度不是一个常数 可变范胭亦大 它有很好

的剪切稀释特性
。

在泥桨池其 肠 型翻斗枯度达

秒以上 在流动的循环抽中 似 一 秒
。

循

环停止后
,

粘度逐渐升高
,

以至形成高枯度的凝

胶体 利于超径孔的护壁和堵漏
。

如果同一钻孔

既有超径又有缩径孔段
,

则 吓采用高聚物一钾从

泥浆
。

茵采用涂抹型润滑膏
。

以松香
、

沥 占
、

石蜡

等配制的涂抹润滑膏
,

经 型润滑仪测定
,

其润滑系数小于
,

比清水
、

泥浆都小
。

使用效

果好
,

特别是润滑
、

减振作用突出
。

涂 钻杆上

的润滑青 在旋转中可部分地转移至盯 壁上
,

并

能在孔壁上形成较厚的
、

抗剪强度高的分尹吸附

层 以维护孔璧的稳定
,

防止或减小超径
‘。

如已

发生超径而后使用润滑青
,

可改善润滑减振条件

到有利于提高钻速和减少断钻事故
。

在我队
,

泥浆费用一般为 一 元 米 而用

润滑膏侧 一 元 米
,

故在几个矿区的钻探中

已厂
’ ‘

泛应用 用它润滑钻进的累计进尺已有两万

多米
,

最人孔深加 米
,

常开转速 为 阳转 分
。

坚持提钻 回 灌

钻进中 岩层压力 包括地层中可能存在的

液体或气体的压力 是要释放的 提钻时 因液

柱降低和抽吸作用
,

会加剧压力的释放 所以容

易发生掉块
、

坍塌而超径
。

提钻回灌则有助 于压

力平衡 维护孔壁稳定
。

由十实践肯定 回灌的

效果
,

所以机台同志是愿意把它纳入规定工序

金侧石钻进试验数据库的建立与应用

方国球

武汉 地质学院

在地质钻探以及石油钻井中
,

为了研究各个钻进

规程参数
,

岩石的机械物理性质以及钻头的性能三者

之间的关系
,

必须获得和记录大量的 龙睑数据
,

这些

数据包括三个方面
钻 头方面 钻头编号

,

钻头直径
,

壁厚
,

钻头

形状
,

金刚石浓度
,

金刚石辛踱
,

钻头胎体硬度
,

钻

头唇面面积等
。

岩石 方面 岩石的硬度
,

动弹模量
,

泊松比
,

纵波速度
,

横波速度
,

研磨性指标
,

塑性系数
,

剪切

模量
,

石英含量等
。



钻进规程及结 果方面 钻压
、

转速
、

冲洗液量
,

单位进 劝的金刚石耗量
,

回次时间
,

平均钻速
,

破岩

扭矩
,

钻头唇面温度等
。

以往 这 些数据都需要人工记录
、

人工整理和保

存
,

极易丢失和出错
。

为了减少出错和提高数据的检索速度
,

我们选用

一 型微机
,

将大量的试验数据存放在计算机

的软盘中
,

建立了试验数据库
。

一 型微机带有两个
“

软盘驱动器
,

每张
“

双面双密度的磁盘有 的存贮量
,

可以存放

万多个数据
。

与图书馆的管理员对图书的借阅管理相似
,

数据

库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统
,

对数据的记录
、

查询

和删除进行系统的管理
。

本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操作采

用人机对话方式
,

对操作者逐步提示引导
,

这样就使

得那些不懂计算机语言的操作者也能使用本数据库
。

本数据库管理系统婆犷有以下功能

能够迅速地查询钻头的性质
,

岩石的性质
,

钻

进岩石的规程结果
,

也能查询任一钻头钻进的所有岩

石的性质及规程结果
,

这些数据既可以通过荧光屏显

示
,

也可以由打印机直接打印数据表格
。

能够通过键盘输入和记录钻头的性质
,

岩石的

性质
,

钻进岩石的规程结果
。

在记录过程中
,

只需根

据系统的提示输入数据
,

管理系统就能自动地将数据

记在合适的位置
。

如果艳入记录的数据有错
,

或不需要某些数据
,

管理系统提供了侧除功能
,

可对已记录的数据进行修

改或月特
。

蟋时将该数据原来所占的空间回收后重

新使用
,

以提高磁盘空间的利用奉
徽扣库的索引结构

在图书馆中
,

找有提通过目录 或索引 来查找

所需要的图书资料
,

数据库也同样必须有一套完整的

索引结构
,

通过索引就能很快地找到所需要的数据

侧除和修改 记录的数据也是通过修改索引文件来实

现的
。

本数据库的目录 或索引 结构为双级
‘

树索

引结梅
树索引是一种效率很高的外查找索引结构

,

而

且极易修改
,

它能实现对钻头性质
、

岩样性质以及规

程结果的随机查找
,

也能实现顺序快速查找
,

即按钻

头号 关键字 从小到大顺序愉出钻头性质
,

按宕样

号 关键字 从小到大的顺序翰出岩样的性质及规程

结果
。

本索引结构见图
,

第一级索引为钻头
‘

树索引
,

索引的主关键字为钻头号
,

在索引的顺序集中
,

每一

钻头对应有两个地址指针
,

一个指针指向该钻头的性

质记录
,

另一指针指向该钻头钻进的岩样
‘

树索引的

根靓 第二级索引为钻头钻进的岩样
’

树索引
,

索引

的主关键字为岩样号
,

在岩样索引的顺序集中
,

对应

每一岩样号也有两个地山上指针
,

一个指向记录该岩石

性质的记录
,

另一指针指向存放钻进该岩石的规程结

果的首记录 第一组规程结果
,

规程结果的每个记录

之间用链指针相连
,

前组规程结果的链指针指向后一

组规程结果的记录
,

从而使钻进每块岩石的 各组规程

结果组成一条
“

数据链
” 。

钻头
‘

树索引和岩样
‘

树索引由一系列的内结

顺序搜索

岩样记录顺序集

钻进结堪

数据库的索引结构‘翻

点和肠挂占点组志
两级

‘

树索引的阶数 均为
,

因此梅
一

内结点

中至多能有 个内索引项
,

而在口仕占点中
,

每
一

结点

最多能存放 个主关键字 钻头号或岩样号
,

至少应

放 个主关键字
。

每个钻头性质记录
、

岩样性质记录
、

规程结果记

录均包括 个数据
。

钻头性质记录中依次记录有 钻头号
、

钻头改径
、



司
钻头壁厚

、

金刚石浓度
、

粒度
、

胎体硬度
、

唇面面

积等
。

岩样性质记录中依次记录有 岩石硬度
、

动弹模

,
、

泊松比
、

纵波速度
、

横波速度
、

研磨性指标
、

塑

性系数
、

剪切棋皿
、

石英含
。

规程结果记录中依次记录有 钻压
、

转速
、

冲洗

掖
、

金刚石耗盆
、

钻进时间
、

平均钻速
、

破岩扭矩
、

钻头唇面温度等
。

下面对这种索引结构的性能进行分梳 考虑至撮
坏的情况

, ‘

树索引的层数
,

也就是读盘次数与

树索引中所记录的关键字 钻头号或岩样号 个数

之间满足下列关系

, ,

人 气 一飞丁一了

这里 二 ,

为
十

树索引的阶数
。

当记有 个钻头
,

并且每个钻头钻进 块岩样
,

共计 块岩样
,

则钻头 树索引级数和岩样
十

树索引级数均为

叹 ,

可见要检索至临一钻头的性质其访盘次数不大于

次
,

检索任一岩样的性质
,

或钻进任一岩样的规程

结果
,

其访盘次数也不大于 次
,

这样就保证了能迅

速地检索到存贮的内容
。

数据库系统的软件实现

本数据库系统是利用 语言实硕拍勺
。

数据库的索引及记录 内容都 存放在 各自的数据文

件中
。

本系统共有 个随机读写的数据文件
,

其中数据

文件
·

为钻头索引文件
,

存放钻头

树索引
,

数据文件
·

为岩样索引文

件
,

存放多个岩样
十

树索引
,

数据文件
·

存放各个钻 头的性质
,

数据文件
·

存放岩样的性质
,

数据文件 的
·

存放钻进岩石的规程结果
,

数据文件

为磁盘空间状况数据文件
,

记录磁盘中系统各

个数据文件的空间利用状况
。

数据库管理系统按照不同的功能编成相对独立的

功能模块
,

共计 个
,

将它们作些适当的连接就可以

完成不同的功能
,

组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这些功能模块的 名字及功能如下

查询妇于一钻头的性质及其所钻进的岩样记录位

置子模块
· 。

查询钻头钻进的某一岩样记录位置及岩样性质

子模块
· 。

查询钻头钻进任一 岩样的规程结果子模块
· 。

记录钻头性质子模块
· 。

记录岩样性质子模块
· 。

记录和月始钻进某岩样的规程及钻进结果子程

序
· 。

管理记录系统文件空间利用状况子模块
。

输入记录数据子模块
· 。

单项查询子模块
· ,

它具

有
· 、 ·

和
·

的功能
,

它调用了这三个模块
。

一 多项查询子模块
· ,

用于

按钻头号的大小
,

依次愉出所记录的钻头性质
,

或按

岩样号的大小
,

依次输出所记录的岩样的性质
,

以及

钻进该岩样的规程结果
删除记录内容子模块

· ,

用于剐除不需要的内春
系统最终由系统主文件

·

调用各个

子模块
,

将它们连接起来
,

组成一个完整的数据管理

系统
〕

结束语

本系统研制完后
,

已将几年来的试验数据存放在

磁盘中
,

运行的结果表明
,

系统的软件设计正确
,

系

统运行可靠
。

由于是由 语言来编制数据库管理

软件的
,

而 语言是当前应用最广的数

据处理语言之一
,

由 语言编写的数据

处理软件与数据库接口十分方便
,

很容易从数据库中

得到所需要的数据
,

进行处理后输出经过处理了的

结果
。

用 语言来完渤勺数据管理系统还

具有很强的移植能力
,

极易移植到使用

语言的其它类型的计算机中
。

管理系统运行时所占的内存较大
,

约 字节
,

系统软件有待进一步优化
,

使之尽量少占内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