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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牛地气田 ＤＰ３ 水平井大井眼定向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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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大牛地气田 ＤＰ３水平井的定向设计与施工情况，分析了该井轨迹控制的特点、钻具组合特征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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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大牛地气田位于内蒙古乌审旗呼吉尔特乡、乌

兰什巴台乡、伊旗台格苏木和陕西毗邻地区，储层分
石盒子组和山西组 ２ 个层位。 ２００１ 年以来该气田
布置了一大批探井、开发准备井和生产井，取得较为
详实的实钻资料。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年，先后布了 ３ 口水
平井，主要开发层位为山西组。 ２００７ 年布置的 ＤＰ３
井开发层位为石盒子组，是为了评价水平井开发石
盒子组气藏的可行性及水平井提高气层产能的效

果。 该井于２００７年５月８日开钻，６月３０日钻至井
深 ２３０８畅４５ ｍ 开始定向施工，９ 月 ３０ 日钻至井深
４０８６ ｍ完钻。 该井实钻水平段长 １２２０畅７９ ｍ，总水
平位移 １５７０畅１４ ｍ，钻穿气层的井段长为 １０７９畅００
ｍ，气层穿透率达 ８８畅４％，平均增斜率 ４畅８７°／（３０
ｍ），最大井斜角 ９２畅６°。

2　ＤＰ３井设计概况
2．1　地质设计

ＤＰ３ 井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东北部，目
的层为二叠系石盒子组。 设计靶点 Ａ 垂深为
２６６１畅１５ ｍ，Ｂ 垂深为 ２６７３畅２４ ｍ，方位角 ２４６畅９４°，
井斜角 ８９畅５０°，水平位移 １６９５畅４４ ｍ，水平段长
１３４５畅４４ ｍ。 靶区要求：靶半高不得超过 ２畅０ ｍ，半
宽不得超过 １０ ｍ。
2．2　井身剖面设计

本井设计在饱３３１畅１５ ｍｍ井眼内增斜钻进至 Ａ
靶，下入饱２４４畅５ ｍｍ 套管后再用 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钻头
钻至 Ｂ靶。 考虑到大井眼增斜困难、井壁稳定等问
题，为简化钻具组合，安全、高效施工，井身剖面设计

为直—增—平三段制长半径剖面，剖面数据见表 １。

表 １　ＤＰ３ 井设计井身剖面数据
井段／ｍ 钻达垂深

／ｍ
造斜率

／〔（°）· （３０ｍ） －１ 〕
井斜角
／（°）

位移
／ｍ

０ ～２３０８ 篌篌畅４５ ２３０８ yy畅４５ ０ {{畅００ ０ 悙悙畅００ ０ ??畅００
～２８８５ 哌哌畅０８ ２６６１ yy畅５１ ４ {{畅８７ ８９ 悙悙畅５０ ３５０ ??畅００
～４２０１ 哌哌畅１６ ２６７３ yy畅２４ ０ {{畅００ ８９ 悙悙畅５０ １６９５ ??畅４４

3　井眼轨迹控制技术
有效控制好井眼轨迹，使其按设计要求在目的

层中延伸，是水平井成败的关键。 增斜段是水平井
轨迹控制的重点，只有把增斜段的轨迹控制好，才能
保证水平井的顺利完成。 在本井施工过程中，根据
井眼轨迹的变化，及时调整钻井参数，采用滑动钻进
和导向钻进相结合的控制方式，使井眼轨迹得到了
有效的控制。
3．1　直井段

为减小定向造斜施工难度，有利于下部井眼的
轨迹控制，在直井段施工中，采用塔式钻具组合（见
表 ２序号 ２），每钻进 ２００ ～３００ ｍ单点测斜，每两趟
钻测一次电子多点，采用多点数据监控、间隔轻压吊
打等防斜打直技术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直井段井斜。
造斜点井斜角 １畅１°，位移 １８畅１９ ｍ。 直井段钻具组
合见表２。 钻井参数为：饱４４４畅５ ｍｍ井眼，钻压２０ ～
１００ ｋＮ，转速 ９０ ｒ／ｍｉｎ，排量 ６０ Ｌ／ｓ，泵压 ６畅５ ＭＰａ；
饱３１１畅１５ ｍｍ井眼，钻压 １００ ～２４０ ｋＮ，转速 ８０ ～９０
ｒ／ｍｉｎ，排量 ４０ ～４５ Ｌ／ｓ，泵压 １４ ～１５ ＭＰａ。
3畅2　增斜段

定向造斜段选用 １畅５°螺杆钻具组合（见表 ２ 序
号 ３），增斜初期选用 Ｈ５１７牙轮钻头，配 ＭＷＤ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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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钻测量系统进行增斜施工。 由于直井段井底位移
１８畅１９ ｍ，闭合方位 ３３９畅３５°，井斜 １畅１０°，方位为
３５９畅３６°。 方位和闭合方位与设计方位 ２４６畅９４°相差
均较大，特别是闭合方位。 施工重点是在保证增斜
率的同时，调整方位，使实钻轨迹逐渐靠近设计轨
迹，待实钻轨迹即将接近设计轨迹时，再将方位调整
到设计方位。

为了保证井眼轨迹平滑，使方位变化不至于过
快，采取了边增斜边调整方位的技术措施，定向初始
磁性工具面角控制在 ２７５畅００°，滑动钻进至 ２３４１畅４１
ｍ时，方位降至 ２６３畅０９°，井斜 ６畅４８°。 井斜超过 ６°，
工具面转换为重力工具面。 于是将工具面控制放在
３４０°，滑动（根据增斜情况间断采用导向钻进）钻进
至 ２４０８畅６０ ｍ 时，井斜增至 １６畅１５°，方位 ２４２畅９９°，
实钻轨迹已逐渐与设计轨迹靠近。 对下部待钻井眼
轨迹进行三维设计，要求继续降低方位，才能使实钻
轨迹尽快靠近设计轨迹，于是将工具面控制在
３３０°，滑动（导向）钻进至井深 ２４７５畅８４ ｍ，井斜增至
２８畅４９°，方位降至 ２３１畅９８°，根据待钻井眼设计，需要
稳方位 ３０ ｍ后，再将方位调整至设计方位，实钻轨

迹才能与设计轨迹符合。 将工具面控制在 ０°左右，
滑动（导向）钻进至 ２５１４畅２１ ｍ，井斜 ３１畅９９°，方位
２３２畅２６°，实钻轨迹已经即将接近设计轨迹，此时需
要将方位逐渐调整至设计方位。 井斜达到 ３０°以
后，选用 ＰＤＣ钻头，采用倒装钻具组合，将重力工具
面控制在 ４０°，滑动（导向）钻进至井深 ２６１２畅５５ ｍ，
井斜 ４９畅６６°，方位 ２４５畅１６°，实钻轨迹与设计轨迹基
本吻合，方位也基本达到设计方位。
下部施工重点是作好待钻井眼设计，控制好增

斜率，作好着陆控制工作。 现场采用滑动钻进和导
向钻进相结合的措施（滑动钻进时工具面控制在 ０°
左右），控制好增斜率。 增斜钻进至井深 ２７７４畅３７ ｍ
时，井斜 ７１畅４６°，方位 ２４７畅７６°，起钻时在井深 ２７００
ｍ左右遇卡严重，后经长时间处理，判断该井段井壁
坍塌，决定注水泥至井深 ２６００ ｍ，从 ２６３２ ｍ砂岩段
开始侧钻，同时对原设计靶点进行调整：Ａ 靶垂深
２６６３畅９０ ｍ，位移 ２５０畅０ ｍ；Ｂ 靶垂深 ２６７０畅４８ ｍ，位
移 １６９５畅００ ｍ；方位均为 ２５３畅００°。 根据靶点调整情
况设计出侧钻井身三维剖面（剖面数据见表 ３）。

表 ２　ＤＰ３ 井钻具组合及性能效果
序号 井段／ｍ 性能 造斜率／〔（°）· （１００ｍ） －１ 〕 钻　具　组　合

１ ０ ～５０６ 垂直
－

饱４４４ ��畅５ ｍｍ 牙轮钻头 ＋饱２４４ 7畅５ ｍｍ钻铤 ５ 根 ＋饱２０３ ｍｍ 无磁钻铤 １ 根 ＋饱２０３ ｍｍ钻
铤 １０ 根 ＋饱１６５ ｍｍ 钻铤 １２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杆 １５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杆

２ ５０６ ～
２３０８   畅４５

垂直
－

饱３１１ ��畅１５ ｍｍ 钻头 ＋饱２０３ ｍｍ无磁钻铤 １ 根 ＋饱２０３ ｍｍ 钻铤 １０ 根 ＋饱１６５ ｍｍ 钻铤
１２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杆 ２４ 根 ＋饱１２７ 斜坡钻杆

３ ２３０８   畅３５ ～
２７７４  畅３７

调整方
位增斜

４ ��畅９５ 饱３１１ ��畅１５ ｍｍ 钻头 ＋饱２０３ ｍｍ 中空螺杆（１ �畅５０°） ＋饱２０３ ｍｍ 无磁配合接头 ＋饱１６５ ｍｍ
无磁 ＭＷＤ 短节 ＋饱１２７ ｍｍ 无磁承压钻杆 １ 根（内置测斜托盘） ＋饱１２７ ｍｍ 无磁承压
钻杆 １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杆 ３０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杆 ４８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杆

４ ２６３２ ～
２６７１   畅５５

增方位
侧钻

５ ��畅３２ 饱３１１ ��畅１５ ｍｍ 钻头 ＋饱１９７ ｍｍ 中空螺杆（１ �畅７５°） ＋饱２０３ ｍｍ 无磁配合接头 ＋饱１６５ ｍｍ
无磁 ＭＷＤ 短节 ＋饱１２７ ｍｍ 无磁承压钻杆 １ 根（内置测斜托盘） ＋饱１２７ ｍｍ 无磁承杆
１ 根 ＋饱１２７ ｍｍ斜坡钻杆 ３０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杆 ４８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杆

５ ２６７１   畅５５ ～
２８８５

调整方
位增斜

５ ��畅２３
饱３１１ ��畅１５ ｍｍ 钻头 ＋饱２０３ ｍｍ 中空螺杆（１ �畅５０°） ＋饱２０３ ｍｍ 无磁配合接头 ＋饱１６５ ｍｍ
无磁ＭＷＤ短节 ＋饱１２７ｍｍ无磁承压钻杆 １根 （内置测斜托盘 ） ＋饱１２７ ｍｍ无磁
承压钻杆 １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杆 ４５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杆 ４８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
钻杆

６ ２８８５ ～
２９５５   畅０２

水平段 ３ ��畅４５ 饱２１５ ��畅９ ｍｍ ＰＤＣ 钻头 ＋饱１７２ ｍｍ单弯螺杆（１ 妸畅２５°） ＋饱１６５ ｍｍ 配合接头 ＋回压凡尔
＋饱１６５ ｍｍ 无磁短节 ＋饱１７８ ｍｍ ＬＷＤ ＋饱１６５ ｍｍ 无磁短节 ２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无磁承
压钻杆 ＋饱１６５ ｍｍ ＭＷＤ 短节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杆 ６０ 根 ＋投入式止回阀 ＋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杆 ４８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杆

７ ２９５５   畅０２ ～
３２２９  畅９８

水平段 １ ��畅０４ 饱２１５ ��畅９ ｍｍ ＰＤＣ 钻头 ＋饱１７２ ｍｍ单弯螺杆（１°） ＋饱２０８ ｍｍ 扶正器 ＋饱１６５ ｍｍ 无磁
短节 ＋饱１７８ ｍｍ ＬＷＤ ＋饱１６５ ｍｍ 无磁短节 ２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无磁承压钻杆 ＋饱１６５ ｍｍ
ＭＷＤ 短节 ＋回压凡尔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杆 ６０ 根 ＋投入式止回阀 ＋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
杆 ４８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杆

８ ３２２９   畅９８ ～
３３２９  畅１２

水平段 １ ��畅６７ 饱２１５ ��畅９ ｍｍ ＰＤＣ 钻头 ＋饱１７２ ｍｍ单弯螺杆（１°） ＋饱２０８ ｍｍ 稳定器 ＋饱１６５ ｍｍ ＭＷＤ
短节 ＋饱１２７ ｍｍ 无磁承压钻杆 ＋回压凡尔 ＋饱１２７ ｍｍ １８°斜坡钻杆 ×１２０ 根 ＋投入
式止回阀 ＋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杆 ×４８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杆

９ ３２２９   畅９８ ～
４０８６

水平段 １ ��畅４５ 饱２１５ ��畅９ ｍｍ ＰＤＣ 钻头 ＋饱１７２ ｍｍ单弯螺杆（１°） ＋饱２０８ ｍｍ 扶正器 ＋饱１６５ ｍｍ 无磁
短节 ＋饱１７８ ｍｍ ＬＷＤ ＋饱１６５ ｍｍ 无磁短节 ２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无磁承压钻杆 ＋饱１６５ ｍｍ
ＭＷＤ 短节 ＋回压凡尔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杆 １８０ 根 ＋投入式止回阀 ＋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
钻杆 ４８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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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ＤＰ３ 井侧钻设计井身剖面数据
井深／ｍ 井斜／（°） 方位／（°） 垂深／ｍ 闭合距／ｍ 南北／ｍ 东西／ｍ “狗腿度” ／〔（°）· （３０ｍ） －１ 〕 靶点

２６３２ 枛枛畅００ ５４ ZZ畅４５ ２４４ ZZ畅１７ ２５８９ ZZ畅６１ １３４ 22畅６２ －５１ 33畅３６ －１２４ 33畅４４ ０   畅００
２６６２ 枛枛畅００ ５５ ZZ畅０６ ２５２ ZZ畅７１ ２６０６ ZZ畅９２ １５９ 22畅１０ －６０ 33畅３６ －１４７ 33畅２１ ７   畅００
２６８５ 枛枛畅００ ５５ ZZ畅５３ ２５９ ZZ畅２１ ２６２０ ZZ畅０２ １７７ 22畅８２ －６４ 33畅９４ －１６５ 33畅５４ ７   畅００
２７８８ 枛枛畅００ ７９ ZZ畅９０ ２５９ ZZ畅２１ ２６５８ ZZ畅７８ ２７１ 22畅３５ －８２ 33畅６５ －２５８ 33畅４６ ７   畅１０
２８１８ 枛枛畅００ ８５ ZZ畅０５ ２５６ ZZ畅０９ ２６６２ ZZ畅７１ ３００ 22畅９６ －８９ 33畅００ －２８７ 33畅５０ ６   畅００
２８４７ 枛枛畅００ ８７ ZZ畅３０ ２５３ ZZ畅００ ２６６３ ZZ畅９１ ３２９ 22畅９１ ９６ 33畅７２ ３１５ 33畅４１ ６   畅２２
２８６７ 枛枛畅００ ８７ ZZ畅３０ ２５３ ZZ畅００ ２６６３ ZZ畅９０ ３５０ 22畅００ －１０２ 33畅３３ －３３４ 33畅７１ ０   畅００ Ａ
４２１２ 枛枛畅６７ ８７ ZZ畅３０ ２５３ ZZ畅００ ２６７０ ZZ畅４８ １６９５ 22畅００ ４９５ 33畅５７ １６２０ 33畅９４ ０   畅００ Ｂ

侧钻选用 １畅７５°螺杆钻具组合（见表 ２序号 ４），
使用 Ｈ５１７ 金属密封牙轮钻头，配 ＭＷＤ无线随钻测
量系统进行侧钻。 由于在 ２６３２ ｍ 井斜已达
５４畅４５°，同时又是饱３１１畅１５ ｍｍ井眼，全力增方位进
行侧钻也比较困难。 为了避免井斜下降，给下步施
工带来困难，将工具面稳定在 ７５°～８５°之间，采用
控时钻进的侧钻技术措施（２ ～３ ｈ／ｍ）。 由于所注
水泥下沉，侧钻过程均无水泥返出，基本属于悬空侧
钻，侧钻难度比较大。 侧钻至井深 ２６７１畅５５ ｍ时，井
斜 ５９畅２０°，方位 ２５２畅０２°，与老井眼轨迹进行对比，
判断侧钻成功，起钻换 １畅５°螺杆钻具组合（见表 ２
序号 ５），选用 ＰＤＣ 钻头，恢复正常增斜增方位钻
进。 由于水泥下沉，侧钻困难，侧钻井段长（２６３２ ～
２６７１畅５５ ｍ），侧钻轨迹要完全符合设计轨迹，施工
起来非常困难，而且需要的造斜率过高。 为了保证
井眼平滑、有利于下步施工，甲方同意在保证顺利中
靶的前提下，对井眼轨迹符合情况不做太多的要求。
将工具面控制在 ５５°～６５°，滑动（导向）钻进至

井深 ２７１８畅８３ ｍ， 井斜增至 ６６畅６９°， 方位增至
２５８畅８８°，根据待钻井眼设计，决定稳方位增斜钻进。
随后将工具面稳定在 ０°左右，滑动（导向）钻进至井
深 ２８２４畅１６ ｍ，井斜 ８３畅８５°，方位 ２５８畅６４°，此时即将
钻至Ａ靶，实钻轨迹在水平投影图上即将靠近设计轨
迹，需要将方位调整至设计方位 ３５３°。 由于当时井下
情况复杂，阻卡比较严重，滑动钻进危险性比较大，而
导向钻进的增斜率基本上能满足顺利着陆中靶的需

要。 考虑井下安全，决定在三开水平段再实施纠方位
作业。 导向钻进至井深２８６５畅３０ ｍ，井斜增至９０畅１３°，
方位 ２５８畅６６°，顺利钻入 Ａ靶窗，靶心距 ０畅１４ ｍ。
增斜段钻井参数为：牙轮钻头钻压 １３０ ～１４０

ｋＮ，ＰＤＣ钻头钻压 ８０ ～１００ ｋＮ；导向钻进转盘转速
５０ ～５５ ｒ／ｍｉｎ，排量 ４５ ～５０ Ｌ／ｓ，泵压 １６ ～１８ ＭＰａ。
3．3　水平段

水平段主要采取顶驱驱动配小角度 （１°或
１畅２５°）单弯动力钻具加欠尺寸扶正器的组合为主要

钻进方式，整个水平段实施负压钻进。 由于实钻地
层与地质设计在垂深上偏差比较大，整个水平段轨
迹控制都是按照现场地质组的要求进行。 根据轨迹
的变化和地质组的要求，通过间断控制工具面滑动
钻进、调整钻井参数、调整欠尺寸扶正器的外径等技
术措施实现微增、微降、调整方位，有效地使井眼轨
迹按照地质上的要求在储层中穿行。 通过大排量循
环，提高钻井液润滑性、携砂性，以转盘钻、短程起下
钻、划眼等方式清除岩屑床。 整个水平段均使用
ＰＤＣ钻头，采用倒装钻具组合（见表 ２ 序号 ６ ～９）。
钻进至 ４０８６ ｍ 时，井斜 ９１°，方位 ２５１畅３６°，垂深
２６８３畅６４ ｍ，水平段长 １２２０畅７９ ｍ。 由于摩阻大，滑
动钻进困难，顶驱扭矩已超过钻具紧扣扭矩，同时钻
遇长段泥岩，决定就此完钻。
水平段钻井参数：钻压 ３０ ～５０ ｋＮ，导向钻进转盘

转速４０ ～５０ ｒ／ｍｉｎ，排量３０ ～３２ Ｌ／ｓ，泵压１８ ～２０ ＭＰａ。
图 １、图 ２分别是 ＤＰ３ 井实钻轨迹的垂直剖面

和水平投影图。

4　定向控制段钻进中出现的问题及处理
（１）在增斜井段初期（井斜小于２０°），下入一次

ＰＤＣ钻头（型号 Ｍ５３５５），但由于摩阻小，工具面很
不稳定，增斜效果差，后更换为牙轮钻头，工具面稳
定，增斜效果明显改善。

图 １　ＤＰ３ 水平井实钻垂直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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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ＤＰ３ 水平井实钻水平投影图
（２）增斜施工中，出现一次掉牙轮事故，３ 个牙

轮全部落井。 ３次下入强磁打捞器，打捞出大部分落
物；又下入高效磨鞋，对井底残留物进行磨铣后，恢复
正常增斜施工。 在井斜大于 ３０°后，基本选用 ＰＤＣ钻
头，既防止了掉牙轮事故，又减少了起下钻次数。

（３）增斜钻进至井深 ２７７４畅３７ ｍ 起钻时，在
２７００ ｍ左右遇阻严重，后经长时间处理，根据扶正
器带出的掉块判断，该井段井壁坍塌，原因是该井段
地层破碎，钻井液滤失量高。 后经调整好钻井液性
能，填井侧钻，顺利钻过该井段至 Ａ靶窗。

（４）在水平段施工中，由于地层研磨性强，欠尺
寸稳定器磨损严重，影响了钻具组合的稳斜效果，增
加了滑动钻进井段。 后经每趟钻更换新的欠尺寸扶
正器，稳斜效果明显改善，提高了钻井速度。

5　本井所用钻具组合及其使用效果
本井所用钻具组合及其使用效果见表 ２。

6　认识与结论
（１）直井段一定要钻直，直井段位移尽量控制

在 １０ ｍ以内，以减小增斜段井眼轨迹控制的难度。
（２）增斜段上部造斜率尽量高些，为下部井段

减轻压力；入窗时尽量实现软着陆，即导向入窗，为
下部井段的轨迹控制和后期作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３）本井从增斜开始全部采用柔性、倒装钻具
组合，并根据斜井段的长度及时调整倒装钻具长度，
使钻具与井壁的接触面积减少，减少了大斜度井极
易出现的粘附卡钻及键槽卡钻等井下事故。

（４）及时进行短程起下钻、通井划眼，能有效清
除岩屑床，减小井下摩阻，使井眼更加圆滑，是水平
井安全钻进的有效措施。

（５）本井采用原钻具进行通井，科学合理的通
井钻具组合和通井措施是钻井成功的关键，为完井
作业的成功实施奠定了基础。

（６）利用转盘钻对井壁划眼，可改变已钻井眼
的造斜率。 刚钻完的单根，对其上部进行划眼可提
高造斜率，对其下部进行划眼可降低造斜率。

（７）滑动钻进时，岩性未变而机械钻速迅速降
低要及时活动钻具，活动范围应不少于一单根长度。

（８）水平段采用低密度无固相钻井液体系，实
施负压钻井。 良好的泥浆体系对减小水平段磨阻、
顺利滑动钻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华北平原东部浅层地下水开发利用示范项目进展顺利
　　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消息　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
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承担的“华北平原东部浅层地下水开发利
用示范项目”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了 ２００７ 年年度示
范建井工作。 在天津市北大港农场和静海县小河村成功完
成了 ３眼直径 １畅５ ｍ大口井的钻进工作，并对示范井进行了
抽水试验，得到基层群众的拥护和好评。 示范井的成功建
成，降低了用水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用水问题，对解
决当地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及缓解深层地下水的超采问题具

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浅层地下水的开采，可以改变地下水
的补径排条件，增加地下水的调蓄能力，缓解地下水资源供
需紧张问题。

“华北平原东部浅层地下水开发利用示范项目”是“全
国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问题调查评价”所属计划项目，工作
起止年限为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年，总体目标任务是在系统总结华
北平原东部浅层水分布规律与赋存状况，选择典型地区建立
一批开发利用示范工程，为有效开发利用华北平原东部地区
浅层水提供技术支持和示范经验。

该项目意义在于华北平原东部的浅层地下水水质较差，
但在浅部的细粒土中仍赋存有上百亿立方米的微咸水和淡

水资源，由于分布分散，开采难度较大，开采程度尚低，因此，
充分挖掘平原区微咸水、半咸水及浅层淡水资源的开采潜
力，不仅可以改善浅层水环境、改善生态环境，而且可以大大
缓解我国东部地区供水紧张和深层地下水的持续超采的局

面。
目前，该项目在天津市大港、北辰、静海和沧州地区开展

了详细的野外调查工作全部完成，完成了 ２２００ ｋｍ２ 的 １∶５
万水文地质补充调查工作、３００ ｍ的水文地质钻探、１５０ ｍ的
洛阳铲，同时采集了 ２００ 组的水土样品，２６ 组的地下水和地
表水同位素样品。

在建井过程中，项目组多次与天津市水文水资源局、天
津市地质调查院、天津市静海县水资办、天津市北大港农场
和天津静海县小河村村委会联系协调，确定了示范井建井井
位，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成功完成了 ３ 眼直径 １畅５ ｍ
大口井的钻进工作。 为了保证示范效果，多家咨询特制了特
殊口径渗水管，并克服了许多搬运过程中和下井技术上的困
难。 示范井的建设过程中，还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为下一步
工作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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