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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工程实例，分析深井套管挤扁事故产生的原因和过程，介绍了其处理方法及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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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营口地区施工的一口生活用水供水井，
设计井深 １２５０ ｍ，取水层段是管陶组细砂层，施工
区位于辽河冲积平原，临近渤海湾，第四、第三系地
层较厚，是海水倒灌区，咸、淡水互层严重。 为保证
止水成功及取得优良的水质，选用了变径止水技术
进行止水，但是在下钻具洗井过程中，钻具下到井深
１１６０ ｍ时，无法继续下入，后开泵冲孔，仍无法下
入，洗井作业无法进行，井内出现了严重的事故。

1　事故概况
1．1　井身结构与套管结构

钻井上部直径为 ３１１ ｍｍ，深度 ８００ ｍ，下部直
径为 ２４１ ｍｍ，终孔深度为 １２５３ ｍ，经测井后确定取
水深度为 １１６２ ～１２１２ ｍ，取水层厚 ５０ ｍ，属管陶组，
为第三系细纱层，半胶结状态，比较松散。

套管选用鞍钢产的优质无缝钢管，用焊接技术
进行下管作业，套管上部为饱２７３ ｍｍ，下深 １６０ ｍ，
下部为饱１５９ ｍｍ 管及过滤管，下深为 １２３０ ｍ，过滤
管在 １１６２ ～１２１２ ｍ，长度为 ５０ ｍ，在孔深 ８００ ｍ 的
位置，利用泥岩的良好缩径止水性能，采用变径的方
法进行止水。
1．2　事故发生时的现象

钻井施工结束后，经过调整泥浆、冲孔，井内一
切正常，泥浆密度及粘度完全符合设计要求，然后进
行下套管作业。 当套管下到 １０００ ｍ 时，遇到阻力，
采取上下窜动的方法进行作业，在窜动的过程中，从
套管内返出泥浆，且返出的泥浆量较大，此时止水法
兰已下到井内５７０ ｍ，套管返出泥浆后，井内阻力消

失，套管顺利下完。 在洗井过程中，钻具下到 １１６０
ｍ时，无法继续下入，井内发生事故。
1．3　事故产生的原因分析

由于采用了变径止水，而且过滤管绕丝较密，间
隙仅为 ０畅３５ ｍｍ，在下套管过程中，井壁泥皮及泥浆
中的固相颗粒挂在过滤管上，阻塞过滤管的缝隙，泥
浆无法通过过滤管的缝隙进入套管内，在套管自身
重力的作用下，泥浆体积收缩，压力增大，套管内外
压差超过过滤管的强度，在过滤管的薄弱处将压力
释放，最终将过滤管挤扁，绕丝破坏。
为了验证分析是否正确，运用了先进的井下视

频技术，证明了我们对事故分析的正确性，并且提供
了过滤管损坏的位置和损坏程度的准确数据，为处
理事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2　处理方法
2．1　恢复过滤管内径

经过以上分析、研究和论证，采用了两种方法进
行处理。
2．1．1　冲击法

利用图 １ 所示的冲击器，连接钻杆，用钻具的重

图 １　冲击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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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进行冲击，将挤扁的过滤管撑大到一定的孔径。
每次冲击的力量必须适当、均匀，防止将套管冲断而
增加事故处理的复杂程度。 冲击时应开泵冲孔，排
除套管内的泥砂，增强处理效果。
2．1．2　回转法

利用图 ２所示的旋转撑管器，施加适当的压力，
在钻具回转的作用下，将挤损套管逐渐扩大到原来
的直径，达到修复的目的。 在撑管过程中，仍需开泵
冲孔，排除过滤管内外积砂，增强处理效果。

图 ２　旋转撑管器示意图

2．2　过滤管修复
通过以上两种方法处理完成后，损坏的过滤管

内径已基本达到了原来的直径，上下钻具畅通无阻。
在洗井的过程中，返上大量的细砂，证明缠丝遭到破
坏，已失去滤水作用，无法交井。 通过井下视频技术
也证明了过滤管已经遭到破坏。 必须对过滤管进行
处理，增强过滤管的过滤作用，防止细砂进入井内。

如图 ３ 所示，采用套管内壁挂管技术，选用
饱１２７ ｍｍ过滤管，缠丝间距仍为０畅３５ ｍｍ，在其两端
缠好止水膨胀胶带，每端各 ２道，通过钻具下到过滤

管受损部位，静止 ４８ ｈ，通过止水胶带的膨胀作用，
将饱１２７ ｍｍ过滤管固定在受损过滤管的位置，起到
过滤、阻砂的作用。 经过 ４８ ｈ后，通过提拉实验，证
明已悬挂牢固，进行摘挂处理，提出井内钻具，重新
洗井，出水正常，直到事故处理完毕。

图 ３　内壁挂管法示意图

3　事故处理的效果
事故处理结束后，经过抽水实验，水中含砂量达

到设计要求，水质完全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水量
满足设计要求，处理达到了预期效果，处理工作圆满
结束。

4　结语
通过本次事故，我们认为在深井下套管作业中，

必须向套管内注水，调整好套管内外压力差，使套管
内外的压力基本达到平衡，否则极易造成套管损坏，
影响成井质量。

（上接第 ４８页）
经验证整个井段井管无阻力后，下入 饱４２６ ｍｍ 井
管。
下管方法：采用提吊浮力塞法下管。 经计算，

饱４２６ ｍｍ ×１２ ｍｍ ×４２５ ｍ 井管总质量为 ５１畅７４ ｔ，
浮力塞控制浮力≯２２０ ｋＮ，即管内液面深度≯２００
ｍ。
固井止水：采用水泥浆全孔段固井止水，注浆压

力 ３ ～５ ＭＰａ，水泥标号 ４２畅５Ｒ，水灰比 ０畅６。

7　井管密封检查及井管内泥浆处理
固井结束 ４８ ｈ 后按设计要求进行试压保压试

验，试压压力达设计压力后保压 ２０ ｍｉｎ 以上，证明

井管密封良好。
采用提桶法，清空管内稀泥浆，管内的残液高度

＜０畅５ ｍ。

8　结语
该排水井施工比较成功，按设计要求在业主要

求的工期之内顺利完成了施工任务。 但基于该井井
径较大，使用正循环钻进工艺排粉难度较大，钻进效
率相对较低，施工过程中维护泥浆性能难度较大，泥
浆质量要求较高。 笔者认为施工该类井或比该井深
度更大、井径更大的类似工程时，如果结合气举反循
环钻井工艺，会取得更加良好的技术效果和经济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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