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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了 。 丫 一 型无固相钻井液的 配方
、

护壁性能和不提钻堵诵与不停钻堵

翻的优点
。

讨论了 一水泥一泥浆速效堵诵浆液的组成与工艺
。

在
‘

吸附胶结

梢明 ” 的墓础上
,

提出 了 “

渗析胶结作用
”

对护壁有着更 要形响的新认识
。

近二十年来
,

在不分散低固相泥浆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无固相洗井液 ’
·

’
·

‘
,

“
、

伙 不仅可以提

高钻速
,

而且能适应复杂层钻进的需要
,

解决泥

浆洗井难以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 ”
’

’。

当前
,

人们正在对其护壁机理
、

多功能性
、

新添加剂的

开发
,

以及性能标准测定等问题进行研究
。

此项

研究引起了石油钻探
、

岩心钻探
、

水文水井钻探

和水电工程钻探界的关注
。

本文着重介绍

型多功能无固相洗井液的新近研究成果
,

并讨

论钻孔快速堵漏工艺
。

凝 聚剂加

。

衰

钻 井 液 功 能

冲孔
、

护壁

冲孔
、

护壁
、

随钻堵肠

性 能 与 组 成

无固相洗井液的多功能性
,

系指钻井液经处

理后
,

具有护壁性能
、

润滑性能
、

流变性能
、

防

漏和堵漏性能等
。

除上述性能外
,

一 型

钻井液还具有不提钻快速堵漏和不停钻随钻堵漏

的特性 经生产使用
,

效果良好
。

一 型钻井液的基本组成如下

水解聚丙烯酞胺 水解度 一
、

水解量 万 一

水玻璃 模数 左右
、 ‘ 一

聚乙稀醇 一

凝聚剂 或 一

润滑剂 皂化油或乳化沥青 一 。

功能调整和机理

凝聚剂的加 对钻并液功能和凝速的影响

钻井液功能可由凝聚剂的加量调整 表
。

凝聚剂 既是水玻璃的凝聚剂
,

它与水

玻璃的生成物又是 的交联剂
。

它对钻井液

的护壁性能和堵漏凝聚时间有着明显的影响
。

例

如
,

目的河砂 份与 目的河砂 份
,

加 份水制成 价 毫米的柱体 烘干
,

放入含

的 溶液中浸泡
,

砂样

有可能开裂 而放入含 凝聚剂 的上述

溶液中
,

砂样不仅不裂
,

而影丈 一 分钟后
,

再移入清水中浸泡
,

样品依旧不裂
。

凝聚剂对凝

聚时间的影响规律如图 所示
。

一 钻井液的护壁机理

水玻璃溶液是一栩昆合物
,

其中包括钠的硅

酸盐
、

无定形的氧化硅聚合物
、

水合物和氢氧化

物等
,

具有溶液和胶体的性质
。

胶体组份 即硅

酸凝胶或和 胶团 主要由三硅酸钠因水解或

值趋于中性时而产生胶束结构的硅酸组成
,

胶

团可用下式表示

〕
· ’ 一 十

这种胶团属阴离子型无机聚合物
。

一删青况下
,

模数低的正硅酸钠溶液中含胶团数量很少
,

很容

易扩散透过 半透膜
。

三硅酸钠中不有娜透过半透膜

的胶团数量也不多
,

因此
,

对孔壁的渗析胶结作

用很弱
。

水玻璃溶液中对孔壁产生渗析胶结作用



坦恻︶侧锌留琳

的 胶体组份的含量
,

直接与溶液的浓度和

水玻璃的模数有关
。

模数高
,

胶态组份就多
。

在

上述胶态溶液中加入凝聚剂后
,

可使胶团组份增

多
,

并使胶团聚结
、

缩合
,

形成共用氧原子的四

面体型缩合离子
,

进而构成三维网状结构
。

这种

结构发展到胶体范围时
,

便形成硅酸溶液 即有

较强渗析胶结作用的无固相钻井液
。

随着凝聚剂

加量增多 钻井液的 值接近于
。

这时
,

溶胶

组份将迅速 向水化较弱的边角部位缩合 形成网

状结构
,

并把液体包围在网格之中
,

成为不能流

动的凝胶体
。

这种变化是在泊 值接近 时的较短

时间内完成的
。

图 的曲线可见到这种突变的拐

点
。

利用这一特性进行钻孔堵漏十分有利
。

当凝

胶体被搅动时 如钻杆转动
,

它又会部分地变为

可流动的液体
,

从而为实现不提钻堵漏和不停钻

随钻堵漏创造了条件
。

笔者认为
,

这种大尺寸的高分子胶团
,

含有

被交联的线性高分子聚合物
、

无机聚合物胶团和

时间 分

图 钻井液的表现粘度与时间关 系

钻 井液 墓液同图 的溶 液
。

凝聚剂

的加 一 一

一

水玻瑞
·一

︹余﹀

,妇

宣蓄暇以

礴 初贬

图 凝 策剂

。

凝聚荆 ‘

对凝聚时间的影响

某些团球状高聚物
。

当井壁漏失时
,

这些大胶团

可在通道狭窄的缝隙里
,

被迅速阻留富集 达到

封闭孔隙
,

胶结孔壁
,

阻止漏失的 目的
。

而一般

的 水溶液
,

只能靠线性链序在岩壁上布网
,

随着时间的延长
,

慢慢地加密链序浓度
,

形成网

状吸附膜
,

达到封闭孔壁的目的
。

由此可见
,

胶

团的渗析胶结作用的产生和发展
,

要比高聚物分

子的吸附作用来得迅速
,

而且对井壁胶结牢靠
。

这种认识
,

己被室内及生产实践所证明
。

例如
其是金刚石钻进

,

更要求有良好的冲洗液循环
。

因此 研究成功率高
、

速度又快的防漏方法
,

对

解决
‘

坍掉漏
”

地层的钻进具有重要意义
。

下面

介绍无固相钻井液不提钻堵漏
、

不停钻随钻堵漏

和 一水泥一泥浆速效堵漏的浆液组成
、

灌

注工艺和生产应用情况
。

无固相钻井液的不提钻堵漏

适用条件 漏水缝隙较小
,

漏失孔段较长的

轻漏和较为严重漏失的浅孔和中宁新
。

堵漏浆液 一般用专门配制的浆液
,

也可以

用无固相冲洗液加凝聚剂处理
。

浆液用量视钻孔
在使用过一般 水溶液洗井的孔段

,

如降低

洗井液的浓度
,

或改换清水洗井
,

则不稳

定的孔壁很快会坍垮 而上述砂样浸泡试验表明
,

凡经过有渗析胶结作用的液体浸泡过的砂块
,

再

投入清水中可长期不散
。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七述

分析的正确性
。

钻孔快速堵漏方法

钻孔漏失是岩心钻探中较为普遍的现象
,

尤



条件不同
,

可在 一 升之间
。

灌注工艺 澎浆用的钻具为钻孔钻进钻具
,

可以是捞起内管的绳索取心钻具
,

也可以是刚降

下的钻进钻具
。

具体要求是 ①准确地测出孔内

的静水位 ②以大泵量送浆液 ③替浆水量应将堵

漏浆液刚好压出钻头为准
。

替浆水量按下式计算

口 、手
, 一 万 。

‘

升
任

式中
,

一考虑替浆水因有损失而乘的系数
,

取

一 静水位高和漏失层接近孔底应取小

值 一孔内钻具总长
,

分米 一钻杆内径
,

分米 一孔内静水位的深度
,

分米
‘

一地表

管路和水泵的容积
,

升
。

④泵完替浆水立即卸开

主动钻杆
,

使钻杆内的水更快地下流
。

⑤将孔内

钻具静止
,

待浆液凝聚后
,

慢慢转动钻杆
,

使孔

内环状间隙的凝胶物逐步液化
,

在回转阻力不大

时用小泵量向孔内泵送洗井液
,

通水后进行钻进
。

不停钻随钻堵漏

使用 一 型钻井液
,

凝聚剂加量在
一 时

,

进入孔壁裂隙的浆液能在几小时

内凝聚
,

达到堵漏 目的
。

它的凝聚过程可分为三

个阶段

①钻井液粘度不变的正钻进 常阶段
。

②在钻进中钻井液粘度升高
,

进入裂隙的液

体逐渐失去流动性
,

孔内液体因钻杆搅动而不聚

结
。

这时
,

应向钻井液中续加不含凝聚剂的无固

相钻井液
,

以保持钻孔 中的钻井液的粘度不升高
。

这一阶段称为调整阶段
。

③凝聚阶段
。

已进入裂隙的浆液
,

随着粘度

的升高
。

失去流动性
,

在裂隙中发生凝聚而堵塞

漏失
。

对于浅孔和返水量少的钻孔
,

应采用凝聚期

短 一 小时 的配方
。

这种堵漏 方法适用于

渗漏和裂隙小的轻漏与中等漏失钻孔
。

一水泥一泥浆速效堵漏

这种堵漏法自 年被使用以来川
,

近几年

开始成功地应用于严重漏失的钻孔
。

浆液的组成与性能

甲液 一水泥浆液
。

可用地勘水泥或

普通水泥
,

水灰比 一
。

水中 的含量

为 一 。
,

分子量 一 万
,

水解度

不大于
。

乙液 是含粘 士卫 一
、

碱 一

的普通泥浆
。

正交试验表明
,

含量在 一 的

时
,

水泥是影响絮凝物强度和絮凝时间的主要因

素
。

地勘水泥的絮凝物强度最高
,

但絮凝时间长
。

这是因为这种水泥浆的粘度高 表
,

在流动过

程中不能与泥浆很好地混合
。

的加量一定

时
,

其分子量高的
,

水泥浆粘度就大
,

如要降粘
,

就需增大水灰比和减少 加量
,

结果会导致

絮凝牡怕勺强度下降
,

因此
,

的分子量不宜

过大
。

衰

水水泥品种种 漏斗粘度度 比重重 可泵期期
分分分子量量 秒 小时

万

地地勘勘

。

流不动

① 加 为
,

水灰比

② 》内是数字是表示大分量 的性能
。

泥浆中粘土含量对絮凝牡怕勺强度和絮凝时间

的影响仅次于水泥
。

粘土含量多
,

泥浆稠度大
,

与水泥浆的混合性就不好
,

絮凝时间也长
。

金刚

石钻孔一般要求堵漏泥浆的粘度不高于 秒
,

即

含粘土量在 左右
,

纯碱量在 一
。

堵漏作用机制

甲
、

乙两液在孔内混合后
,

在一定灌出玉力

下进入孔壁裂隙
,

分子链的吸附基 一毛

与乙液中的粘土颗粒发生絮凝
,

生成有可

塑性
、

不易分散的絮凝物
。

这些絮凝物能够塑变

外形
,

被压入各种形状的漏失通道中
。

随着

分子与粘土粒的絮凝
,

和絮凝物中的水泥颗粒不

断水化凝结
,

絮凝物的强度不断增加
,

直至堵塞

住漏失
。

此后
,

絮凝物的强度还会继续增加
。

灌注方法

①孔 口 注入法 适用于小顶角
、

大口径钻孔

严重漏失的堵漏
,

其操作是把两种泥浆液按
,

的比例
,

从孔 口分批注入钻孔后
,

再向孔里注满



泥浆
,

将主动钻杆与孔 口 上头连接 或加

胶皮压住密封
,

向孔内泵送泥浆
,

把絮凝

物挤入裂缝
。 十 应小于漏失层上部针孔容积

。

②用钻杆泵入甲液
,

乙液从孔口倒入外环间

隙
。

适用于较深钻孔堵漏
。

每次甲
、

乙液量各用

一 升
。

操作程序是 将钻杆下头堵死
,

在

钻杆 长 米 上钻眼形成花管
,

下到漏失

层部位
。

如有多处漏失而又相距不远
,

先将花管

对准严重漏失处
。

之后
,

从孔 口倒入泥浆
,

在泥

浆沉压到漏失部位时
,

开泵送水泥浆 继续倒入

泥浆
,

接着不停泵向孔内送压浆水
。

压浆水量为
压

手 , 「 , 。 一 十 地 升
怪

式中 一钻杆内径
,

分米 一漏失层深度
,

分米 一静水位的深度
,

分米 一钻杆中水

泥浆面高出漏失层部位的高度
,

可取 一 分

米 一水泵和吸水管
、

送水管内的容积
,

升
。

注完浆后
,

使钻杆在井内停 分钟左右
,

再

从孔 口 向孔内注水
,

如水面回升至吼 口
,

可开车

转动钻具 慢速
,

如孔口水位不下降
,

可慢速提

出主动钻杆
。

在提出井内钻杆时
,

应进行回灌

下回次下钻透孔时
,

钻头应在絮凝物上部
,

便开

钻慢慢透过堵漏层位
。

③钻杆一水泵交替泵送双液
。

这种方法适用

于孔内静水位高
、

漏失层位浅的严重漏失钻孔

其操作方法是将花管下入漏失层位以下 先开泵

送入部分泥浆
,

然后将泥浆和水泥浆 各分成若干

份
,

用泵交替注入
。

每次换浆之间要将水龙头插

入盛半桶清水的桶中
,

并将水抽送孔内
。

在泵送

浆液过程中
,

可上下串动钻具
,

促使两液混合
。

压浆水量同前
。

一水泥一泥浆速效堵漏特点

①速度快
,

能实现当班堵漏
、

当班钻进 ②封

堵半径大
,

堵漏成功率高
,

且有护壁作用 ③絮

凝物在水中不易分散
,

有利于封堵涌水层和地下

活动水层 ④浆液用料种类少
,

来源广
,

费用低

⑤能封堵大漏失
。

这种方法与前述的 一 型多功能钻井

液配合使用
,

可形成一套快速堵漏的工艺方法
。

生产应用简况

未加凝聚剂和加有凝聚剂的 一 型

无固相钻井液
,

已在吉林有色地廊 队
、

东蒙地

质局 队
、

湖南煤田 队
、

西北有色地贪 队
、

冶金地质 队等单位用作冲洗液
,

取得了很好的

护壁效果
。

冶金地邢 队用 一 型钻井液成功

地进行了随钻堵漏的试验
。

河北地质 大队
、

内

蒙有色地质 队等单位
,

用 一 型钻井液

成功地进行了钻孔快速堵漏
。

吉林有色地厕 队
、

队
、

东北冶金地质

队
、

华北有色地质 队
、

山西冶金地质 队

等单位
,

用 一水泥一泥浆速效堵漏浆液
,

封堵严重漏失钻孔取得很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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