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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绳索取心钻进在深孔钻进中己经

充分体现 出了它的优越性
。

按钻探生产规

律
,

当钻孔打到一定深度后
,

钻进效率随钻

孔变深而效率下降
。

如迁安铁矿孔深 与

效率的关系示于图
。

台 效

【

时

、

和加钻杆
。

倒宝塔式钻杆由 中

两 种 规 格 绳 索钻 杆 连 接组 成
,

借 助 于

中 钻杆在 中 孔径中导正
,

以减

少钻杆与孔壁环隙
,

加快冲洗液上返速度
,

而 中 钻杆只起在 中 孔径中传

递回转和轴压作用
。

这两种方法均能减小钻

杆与孔径环隙
,

并防止断钻
,

提高转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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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孔深与台效
、

时效 关系曲线

究其原因
,

主要是钻机的提升能力和转

数随孔深而下降
。

因此
,

只有在适当孔深及

时变换钻杆直径
,

才能放慢钻进效率下降的

速率
。

众所周知
,

在技术换径后
,

原孔径与新

钻杆之 间的环 隙增大
,

导致冲洗液流速减

慢
,

孔底岩粉难以排除
,

断钻事故频繁
。

为

此
,

通常在换径前先下一套原级径的技术套

管
,

而 后 再 换 小 一 级 钻 杆 钻 进
。

如 原

中 孔 径
,

先 下 中 套 管 图
,

再换 中 钻杆进行 中 孔径

钻进
。

另一种办法是索性不下技术套管
,

而

用
“

倒宝塔
”

式组合钻杆直接换径
,

在换径的

孔径上部留有 孔段长 图
,

以利于进尺

一中 一套管密封 一中 套管

实践表明
,

尽管两者作用相同
,

但其效

果却不一样
。

年以来
,

我们先后在迁

安铁矿 个矿区使用
,

在设备和地层相同的

条件下
,

都杜绝了断钻事故
,

但台月效率和

小时效率却明显不同 下技术套管法钻进
,

在平均孔深 条件下
,

台月效率达

到
,

小时效率 一 用组合

钻杆法钻进
,

平均孔深只 比下技术套管深
,

即
,

而 台 月 效 率 只 有
,

小时效率 一
,

即台效

前 者 比后 者 高
,

时效 高 一
·



。

触
,

阻碍钻杆柱回转
。

一

图

一中 钻 杆 一中 套 竹 一异 径 接 手

一中 钻杆 一金刚石钻头

技术换径的作法不同
,

钻进效率也相差

悬殊
,

其原因是

组合钻杆所留的 孔段 即加钻杆孔

段 长
,

在使用组合钻杆时
,

必须预留一段

小径钻杆
,

以便随钻孔加深
,

只有小径钻杆

通过变了孔径的孔段
,

才能不受阻碍
。

孔

段的长度
,

一般留 一
。

由图 可知 孔段上部的 中 钻

杆 柱 用 中 孔 径 导 正
,

其环 隙为

下部 中 钻杆 柱
,

则 以

中 孔径导正
,

其环隙为
。

但

孔段中的 中 钻杆柱是在 中

孔径中
,

环隙达到
。

可以认为
,

这段

钻杆柱属于两端铰支的受压细长杆
,

当钻压

达到或超过临界值时
,

钻杆柱的直线形态失

去稳定性
,

势必导致这段钻杆柱发生一次
、

二次或多次弯曲
。

事实上
,

按绳索取心钻杆

的材质和内外径尺寸
,

以及钻杆弯曲的临界

条件
,

施加在钻头 的轴压
,

对这段钻杆柱

来说已经达到或超过弯曲的临界压力
,

特别

是刚换径后
,

钻进孔段不长
,

更为明显
。

钻

杆发生弯曲
,

又必然导致钻杆与孔壁多处接
· ·

图

自下而上
,

孔段是一个环隙由小

变大又 由大变小的筒状空间 图
。

当冲洗

液从 工一 段流经 一 段和 由 一 流经

一 段时
,

其流速发生两次由大变小又 由

小变大的变化过程
。

从流体力学观点来看
,

冲洗液流经这一孔段
,

处于不稳定紊流流

态
,

除了沿程阻力外
,

局部阻力损失则增加

了冲洗液另一种压损因素
。

从图 不难看

出
,

孔段 个不同截面处的环隙变化
,

不

可避免地构成冲洗液分子之间撞碰 个颈

缩处将会产生流体转向和颈缩死角则发生涡

流现象
,

以及液流流速加速等
。

上述因素均

构成总体阻力损失
。

阻力损失必然要通过泵

压升高来弥补
,

势必抵消钻进轴压
。

由于泵

压和轴压不稳
,

从而影响了施加在钻头上的

压力
,

导致小时效率下降
。

影 响 孔段岩粉排除的因素有两

个

颈缩处的涡流使岩粉不是呈直线上

升排出
,

而是有一部分岩粉始终随涡流旋转

循环 图
。

通过计算
,

一 截面环隙面积要

大于 一 工截面环隙面积 倍
,

这就是

说
,

冲洗液从 一 截面流经 一 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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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为直线
,

故可知 为常数
。

由图 可知
,

泡沫流体属于非牛顿流

体
,

具有很小 的 ‘ 值
。

表观粘度是变化

的
,

随
、,

的增大
,

其变化率减小
。

状态方程为

下 ”

、
,

厂、 卜
,

叙 广
一

一
一门 一

勺

阴几卜比厂陀

一

氏
,

图 泡沫流变图

实测 位 一计算 , 。

值

其 中屈 服应力 称 犯
,

稠度系数
· ,

幂律指数
。

实验证明
,

本仪器操作方便
,

所得结果

精度可满足钻探生产需要
。

这种流变仪制作

方便
,

造价低廉
,

坚固耐用
,

不仅可用于测

定泡沫的流变性能
,

也可用于其他钻井液的

测试 既可用于实验室内研究
,

也适用于钻

探现场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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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其流速突然下降 倍
。

按常用钻进

泵量为 计算
,

通过 一 截面的

流速只有
,

满足不了金刚石钻进

排粉返流速度的要求
。

若加大泵量
,

通过改
, 、的范宁方程 , 、 ,

零
也可看到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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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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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流压力损失 尸 与流速 成正 比
,

当截面一

定时
,

流经截面的流速 又与泵量 成正

比
。

由此可知
,

加大泵量
,

也会影响泵压变

化并影响钻进轴压
。

基 几述原因
,

钻进中大量岩粉将堆集

在 孔段 从这段钻杆磨得特别光亮即可判

断
。

这样以来
,

当打捞内管时
,

抽吸作用又

将积聚的岩粉吸回孔底
,

每回次钻进开始
,

都要进行冲粉和扫
、

井
。

扫井发生憋泵现象
,

每次都要持续 一 分钟
。

通过分析比较认为 在深孔使用绳索取

心钻进时
,

应该先下技术套管再换径
。

采用

组合钻杆直接换径钻进
,

尽管可不下套管
,

速换径
,

但整孔效率下降
,

无论从经济效益

或技术效果来看
,

都不可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