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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介绍了在河北南孟施工的深 ３３４０ ｍ地热井的地质情况，详细说明了该井的施工工艺，总结了该井的
施工经验以及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地热井；基岩；钻井
中图分类号：ＴＥ２４９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７４２８（２００８）０６ －００２６ －０４

我院近年来主要承揽地热井施工工程，但所钻
遇的地层大都是第四系、第三系地层，而且相对较
浅，孔深都在 ２０００ ｍ内。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受河北省霸
州市万泉地热井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我院在河
北霸州南孟施工地热井一眼，目的是通过钻探手段
探明该区地热田情况及地热利用价值，设计井深
３６００ ｍ，实际施工深度 ３４４０ ｍ即达到了设计要求。

该井是我院首次进行深孔基岩地热井施工。 通
过 ５个月的施工，圆满地完成了施工任务，受到了甲
方的好评。

该井出水量达到 １４０ ｍ３ ／ｈ，出口水温达到 １０４
℃，是华北地热田至今为止出水温度最高的一口地
热井。 该井施工工艺的成功实施，不仅对我院今后
的地热井施工开创了一条新路，同时对整个华北地
区地热井的施工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地质概况
该井在地质构造上位于：牛驼镇凸起南侧牛东

断层与霸县凹陷接触的断阶带西段断块的南孟潜山

东部倾没部位。 该断阶带在区域构造上，新生界构
造层归属于霸县凹陷，前第三系构造层则依附于牛
驼镇凸起。 本井钻遇地层情况如下。

０ ～４００ ｍ为新生界第四系平原组：棕黄色粘土
层与砂砾层不等厚互层，性松软，可钻性好。

４００ ～１３００ ｍ 为新生界上第三系明化镇组：上
段为灰、浅灰色细～中砂岩与灰黄、棕红色泥岩等厚
或略等厚互层，性较松软，半固结状态；下段以棕红
色泥岩为主夹灰色或灰黄细 ～中、粗砂岩，含砾砂
岩；底部为含砾砂岩，与下伏沙河街组呈角度不整合
接触。

１３００ ～１６５０ ｍ为新生界下第三系沙三界：上段
为灰色泥岩夹灰色薄层粉～细砂岩，以粉砂岩为主，
具有正旋回特征；中段为顶部黄、棕红色泥岩发育，
夹薄层粉～细砂岩，中下段灰色泥岩与灰白、灰色粉
～细砂岩互层，其间夹薄煤层；下段主要为灰色泥
岩，夹有薄层白云岩或油页岩，与下伏地层呈整合接
触。

１６５０ ～２０００ ｍ为新生界下第三系沙四界：上段
为灰、褐灰色泥岩与灰色粉砂岩不等厚互层，其间偶
夹黑色玄武岩；中段以灰、紫红色泥岩为主夹薄层粉
～细砂岩；下段为紫红、灰色泥岩与灰、灰白色砂岩
不等厚互层，底部砂岩含砾岩，与下伏奥陶系呈角度
不整合接触。

２０００ ～２１５０ ｍ为下古生界奥陶系灰岩：上部岩
性为褐灰、深灰色白云岩；下部为深灰、灰、褐色灰
岩，常含泥质，顶部为侵蚀面和风化淋滤，缝洞发育，
与下伏地层为整合接触。

２１５０ ～２９００ ｍ为下古生界寒武系：上部以褐色
灰岩为主夹薄层泥灰岩，底部出现棕黄色泥页岩；上
部毛庄组为紫红泥岩夹紫红色、灰鲕色灰岩；中部馒
头组为棕红、紫红、灰黄色泥岩夹褐、深灰、灰色泥质
灰岩、白云岩；下部府君山组为褐色白云岩及灰岩，
与下伏地层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２９００ ～３０００ ｍ为中上元古界青白口系：上部景
儿峪组为紫色泥灰岩；中部长龙山组为灰白、紫色石
英砂岩，浅灰绿色海绿石砂岩及紫红、灰绿、深灰色
泥岩；下部下马岭组为深灰色页岩及紫色泥岩。

３０００ ～３６００ ｍ 为中上元古界蓟县系：铁岭组，
上部灰、深灰色白云岩，下部夹薄层灰、绿色页岩，底
夹薄层灰色石英砂岩；洪水庄组，灰色白云岩，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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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岩，顶、底部有薄层灰色页岩；雾迷山组，灰、褐
灰、灰白色白云岩及硅质白云岩，灰质白云岩；杨庄
组，棕红、紫红色白云岩及泥灰岩。

2　钻井设计
2．1　井身结构（如图 １）

图 １ 井身结构设计示意图

2．2　技术指标及质量要求（见表 １）

表 １　钻井技术指标及质量要求

井深／ｍ 最大井斜角／（°） 井斜变化率／〔（°）· （１００ ｍ） －１〕

０ ～３５５  １ 怂１ 崓
３５５ ～３６００ B８ 怂１ 崓

3　施工设备及钻具组合
施工主要设备有：３０００ ｍ 钻机 １ 台，ＺＪ１７０／４１

－Ｋ 型钻塔 １ 副，３ＮＢ －１３００Ｄ 型钻井泵 １ 台，
ＰＺ１２Ｖ１９０Ｂ型柴油机 ２ 台，ＵＦ３５６１ －６ ｍ３型自动压

风机 ２台，４０ ｍ３钻井液储备罐 ２ 个，钻压指重表 １
台，４５ ＭＰａ钻井泵压表 １个。
钻具组合见表 ２。

4　钻井液技术
4．1　钻井液体系及性能（见表 ３）
4．2　钻井液维护要点
4．2．1　一开（０ ～３５５ ｍ）

地层胶结疏松，井径大，钻屑携带困难，钻井液
体系为高粘度膨润土浆。 配制预水化膨润土浆（密
度１畅１０ｋｇ／Ｌ）。用预水化膨润土泥浆开钻，钻进中

表 ２　钻具组合情况

开钻次序 井段／ｍ 钻具类型 钻　具　组　合

一 ０ ～３５５ 满眼钻具 饱４４４ 櫃櫃畅５ ｍｍ 钻头 ＋饱４４４ 1畅５ ｍｍ 扶正器 ＋饱２０３ ｍｍ短钻铤 １ 根 ＋饱４４４ ]畅５ ｍｍ 扶正器 ＋
饱１７８ ｍｍ钻铤 １ 根 ＋饱４４４ 儍畅５ ｍｍ 扶正器 ＋饱１７８ ｍｍ 钻铤 １０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钻杆

二 ３５５ ～２００５ 满眼钻具 饱３１１ 櫃櫃畅１ ｍｍ 钻头 ＋饱３１１ 1畅１ ｍｍ 扶正器 ＋饱２０３ ｍｍ短钻铤 １ 根 ＋饱３１１ ]畅１ ｍｍ 扶正器 ＋
饱１７８ ｍｍ钻铤 １ 根 ＋饱１７８ ｍｍ 钻铤 １０ 根 ＋饱１２７ ｍｍ钻杆

三 ２００５ ～３００２ 偏轴接头防斜钻具 饱２１５ 櫃櫃畅９ ｍｍ 钻头 ＋偏轴接头 ＋饱１７８ ｍｍ 钻铤 ２ 根 ＋饱２１５ 梃畅９ ｍｍ 螺旋扶正器 ＋饱１７８
ｍｍ 钻铤 ８ 根 ＋饱１５９ ｍｍ钻铤 １０ 根 ＋饱１２７ｍｍ 钻杆

四 ３００２ ～３６００ 偏轴接头防斜钻具 饱１５２ 櫃櫃畅４ ｍｍ 钻头 ＋偏轴接头 ＋饱１２７ ｍｍ 钻铤 ２ 根 ＋饱１５２ 梃畅４ ｍｍ 螺旋扶正器 ＋饱１２７
ｍｍ 钻铤 １０ 根 ＋饱８９ ｍｍ钻杆

表 ３　钻井液体系及性能

井段／ｍ 钻井液体系
密度

／（ｇ· ｃｍ －３）
漏斗粘
度／ｓ

ＡＰＩ失水
量／ｍＬ

ＡＰＩ滤饼
／ｍｍ

静切力
／Ｐａ ｐＨ 值 含砂量

／％
动切力
／Ｐａ

塑性粘度
／（ｍＰａ· ｓ） 动塑比

０ ～３５５ �预水化膨润土泥浆

３５５ ～２００５ 7聚合物钻井液 ＜１ QQ畅１５ １８ ～２７ c＜１５ �＜２ 2１ ～２ 贩８ ～１０  ＜４ 3２ ～４ 弿５ ～６ )＞０ vv畅５
２００５ ～３００２ K聚合物钻井液 ＜１ ee畅２ ２０ ～２６ c＜８ 槝１  １ z８ ～１０  ＜４ 3４ ～６ 弿８ ～１２ =＞０ vv畅５
３００２ ～３６００ K清水钻进

根据井下实际情况，不断补充提粘剂，保持钻井液具
有较强的携带和悬浮能力，满足大井眼钻进需要。
钻至设计深度后，要进行充分的循环和通井，在确认
井眼干净、无沉砂和无井壁坍塌后方能起钻，以确保
下套管和固井的顺利施工。
4．2．2　二开（３５５ ～２００５ ｍ）

将一开钻井液用清水和胶液冲稀至膨润土含量

＜４０ ｇ／Ｌ，根据需要加入各种处理剂，调整至设计性

能。 开钻将钻水泥塞所污染的钻井液放掉或加入纯
碱清除钙离子，其余钻井液地面净化处理后，作正常
使用。 钻进中及时补充配制浓度为 １％的高分子聚
合物胶液，尽量不单独加清水，增强钻井液的抑制
性。 利用 ＮＰＡＮ调整钻井液粘度，调节流变性，利用
ＰＡＭ抑制页岩、岩屑分散，合理控制滤失、加足防塌
剂，确保井眼稳定；钻井中随时储备与井眼内性能相
同的钻井液，以备井下复杂情况应急用。

７２　２００８年第 ６期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4．2．3　三开（２００５ ～３００２ ｍ）
由于本段所钻遇的地层易垮塌，做好防塌工作。

具体做法是：加足滤失剂和防塌剂，确保井壁稳定。
控制好钻井液的 ｐＨ 值在 ８ ～９，可以减弱高碱性对
泥岩的强水化作用。 适当提高钻井液的矿化度，使
之与泥页岩的矿化度相当或稍高，减少渗透压，降低
井壁周围泥页岩的含水量和孔隙压力，使泥页岩强
度增加。 可在钻井液中加入各种堵塞剂，如氧化沥
青、淀粉等，以减少或防止渗透作用和毛细管作用，
降低滤液向井壁岩石的渗透速度。 如泥浆性能保持
完好，仍出现地层垮塌，可提高钻井液密度，以平衡
地层应力。 该段地层注意防漏，具体做法：配合地质
压力检测，无特殊情况严格控制钻井液密度，尽可能
实现压力平衡钻井。 视井下地层情况可加入 ２％ ～
３％颗粒状堵漏剂、３％～５％的粗纤维类堵漏剂或复
合堵漏剂，以满足防漏需要。 若发生漏失，应快速准
确地分析确定漏失类型，及时采取有效的堵漏技术
和方法（桥接堵漏、凝胶堵漏、可酸化凝固型堵漏技
术等），降低或消除漏失，恢复钻进。
堵漏方法及措施：
（１）循环堵漏。 发现井漏停止钻进，采用小排

量、低泵压循环观察，同时往钻井液中加入堵漏材料
（堵漏材料含量 ３％～５％），停止漏失后恢复钻进。

（２）静止堵漏。 循环堵漏无效，发生裂缝性漏
失，钻井液失返时采用此法。 起钻前配堵漏钻井液
（粘度为滴流，堵漏材料含量 ８％～１０％），小排量泵
入漏层后，即起钻静止，静止一段时间后，分段下钻
循环，停止漏失后恢复钻进。

（３）清水强穿。 井口钻井液失返，利用钻屑和
堵漏剂堵漏。

（４）上述堵漏措施无效，堵漏过程中钻井液无
返出，可采用水泥堵漏。 使用振动筛、除砂器等与钻
井泵同步运转，严格控制钻井液中劣质固相含量和
低密度固相，维持钻井液膨润土含量在 ３０ ～４５ ｇ／Ｌ。
4．2．4　四开（３００２ ～３６００ ｍ）

由于该井段为目的层，且该井段地层较稳定，为
保护产层，故采用清水钻井。

5　钻头及钻井参数设计
5．1　钻头设计（见表 ４）
5．2　钻井参数设计

钻压：一开钻压≤７０ ｋＮ，二开钻压≤１５０ ｋＮ，三
开钻压≤１３０ ｋＮ，四开钻压≤１００ ｋＮ。

转速：６０ ～１２０ ｒ／ｍｉｎ，如遇憋钻、跳钻时换低

表 ４　各井段所用钻头型号

序号 尺寸／ｍｍ 型号 井段／ｍ 进尺／ｍ
１ &饱４４４ uu畅５ Ｈ１２６ 镲０ ～３５５ E３５５ 崓
２ &饱３１１ uu畅１ ＨＡＴ１２６ P３５５ ～１３００ 亖９４５ 崓
３ &饱３１１ uu畅１ ＨＡＴ４３７、ＨＡＴ５１７ 崓１３００ ～２００２ 晻７０２ 崓
４ &饱２４４ uu畅５ ＨＪＴ５２７、ＨＪＴ６１７、ＨＪＴ６３７ 厖２００２ ～３００２ 晻１０００ 崓
５ &饱１５２ uu畅４ ＨＪＴ５２７、ＨＪＴ６１７、ＨＪＴ６３７ 厖３００２ ～３６００ 晻６００ 崓

速。
流量：采用最大流量 ４１畅５２ Ｌ／ｓ。
泵压：通过调节三牙轮钻头喷嘴，将泵压控制在

１０ ～１５ ＭＰａ。

6　固井工艺
6．1　表层套管固井

套管串结构：浮鞋＋套管 １ 根＋浮箍（内插座）
＋套管串。
注水泥方案：普通 ４２畅５Ｒ 硅酸盐水泥，水泥浆

密度 １畅８ ｇ／ｃｍ３，水泥返出地面。 采用钻井液开钻，
内插法固井。 内插管坐封要平衡，密封要可靠，密封
插头下井前要涂抹黄油。 施工结束后，如果井口水
泥浆面下沉，必须注水泥浆补充。
6．2　二开固井

套管串结构（由下至上）：浮鞋＋套管 ２ 根＋浮
箍＋套管串＋３ 根套管 ＋５ 根套管（加 ３ 组套管扶
正器以保证套管居中，保障固井效果） ＋变径反丝
接头 ＋钻杆。 采用 Ｇ 级水泥，水泥浆密度 １畅８ ｇ／
ｃｍ３（根据实钻测定及测井得出的地层压力，可调节
水泥浆密度，确保水泥浆返高达到设计要求）。 水
泥浆自由水控制量＜３畅５ ｍＬ，失水量 ＜１５０ ｍＬ，水
泥浆返高为 ５００ ｍ，套管重叠段封固不少于 ３０ ｍ。
稠化时间≥施工总时间＋３ ｈ。
施工程序：循环钻井液→注水泥浆→替水泥浆

→候凝。
6．3　三开固井

套管串结构（由下至上）：浮鞋＋套管 ２ 根＋浮
箍＋套管串＋变径反丝接头＋钻杆。 采用 Ｇ 级水
泥，水泥浆密度 １畅８ ｇ／ｃｍ３ （根据实钻测定及测井得
出的地层压力，可调节水泥浆密度，确保水泥浆返高
达到设计要求）。 水泥浆自由水控制量 ＜３畅５ ｍＬ，
失水量＜１５０ ｍＬ，水泥浆返高为 ５００ ｍ，套管重叠段
封固不少于 ３０ ｍ。 稠化时间≥施工总时间＋３ ｈ。
施工程序：循环钻井液→注水泥浆→替水泥浆

→候凝。
6．4　套管柱设计（见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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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各井段套管柱设计参数

套管程序 井段
套管数据

尺寸／ｍｍ 钢级 壁厚／ｍｍ 扣型

表层套管 ０ ～３５０ 晻３３９ 篌篌畅７ Ｊ５５ 垐９ 櫃櫃畅６５ 短圆

二开尾管 ３２０ ～２０００ 蜒２４４ 篌篌畅５ Ｎ８０ 摀１０ 櫃櫃畅０３ 长圆

三开尾管 １９７０ ～３０００ 邋１７７ 篌篌畅８ Ｎ８０ 摀９ 櫃櫃畅１９ 长圆

7　钻井技术措施
7．1　防卡

（１）加强活动钻具，井内钻具静止时间≯３ ｍｉｎ。
上下活动钻具范围应在 ２根以上。

（２）使用抑制性泥浆，并配合使用好降失水剂，
以改善钻井液及滤饼的润滑性，降低钻井液失水量，
保证形成的滤饼薄而致密。

（３）保持良好的钻井液性能，加强钻井液净化，
降低固相含量，尽量作到平衡地层压力钻进，是防止
压差卡钻的根本途径。

（４）最大限度的减少钻井液液柱压力，减少钻
具与井壁上滤饼的接触面积，尽量缩短钻具在井下
静止的时间，一定要不停的活动钻具。

（５）最大限度的降低钻井液中的无用固相含
量，改善钻井液固相颗粒级配。 维持钻井液具有好
的流变性，提高井壁的承压能力。

（６）所有下井钻具必须按规定认真进行检查，
凡不合格的钻具禁止下井使用。

（７）起钻前处理好钻井液，大排量循环洗井，循
环两周以上方可起钻。 下钻不应一次到底，应分段
开泵循环正常后再下。

（８）钻进中发现泵压升高、悬重下降、钻井液返
出减少、接单根打倒车等现象，应停止钻进或接单
根，上提钻具到正常井段后，采用冲、通、划的办法，
使井眼恢复正常后方可继续作业。

（９）短起下钻井段应超过所钻井段长度，防缩
径卡钻。

（１０）钻进中发现泵压下降，必须停钻找出原
因。 如果在地面上找不出问题，应起钻检查钻具。

（１１）钻进中发现钻时变慢、憋钻、泵压升高、上
提钻具阻卡，应立即停钻，处理钻井液改善性能。 同
时，上下长距离活动钻具，并高速旋转甩动，加大循
环排量，以消除钻头或稳定器的泥包。

（１２）在井口上作业，必须预防工具、螺栓、钳牙
等物品落入井内。 空井时，可用钻头盒盖住井口。
7．2　防斜

（１）对所有设备进行二开前检查验收，认真进
行高压试运转 ０畅５ ｈ 以上，运转平稳、不刺、不漏方

可开钻。
（２）表层钻进中，平衡好水龙带，使其不摆不

跳。
（３）要轻压吊打，井斜＜１°，井斜过大须纠斜。
（４）在检修保养设备或处理钻井液时，应保持

大幅度活动钻具并循环钻井液。 但不可大排量长时
间停在一处转动循环，避免冲大井眼造成井斜。

（５）换用新钻头时，不可一次下钻到底。 在接
近井底时，小排量开泵，一挡启动转盘，慢慢下到井
底，再用 ３０ ～５０ ｋＮ的钻压磨合钻头约 ０畅５ ｈ后，逐
渐加压至正常钻压钻进。

（６）设备安装按规定要求达到平、正、稳、固、
牢。 校正天车中心、转盘中心及井口中心三者处于
同一铅垂线上，最大允许偏差≯１０ ｍｍ。

（７）指重表、记录仪、泵压表必须灵敏、准确、好
用。
7．3　防漏

（１）在钻进过程中，调整好钻井液性能，在井下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钻井液密度尽量小，保持近平衡
压力钻井。

（２）钻遇漏失井段前，要提前准备好堵漏材料，
按设计要求处理好钻井液性能，并准备随时加入堵
漏材料。

（３）下钻前要控制速度，井深＞５００ ｍ后要使用
辅助刹车，每下一柱不能少于 ３０ ｓ，防止下钻速度过
快激动压力过大压漏地层。 下钻过程要分段循环钻
井液，切不可一次下钻到底再开泵循环。 开泵要先
小排量顶通后，再恢复正常排量，严禁开泵过猛压漏
地层。

（４）认真执行坐岗制度，专人观察钻井液液面
的变化情况，无论钻进还是下钻时，发现井漏，如果
漏失量＞５ ｍ３ ，应立即起钻，并连续向井内灌入钻井
液，同时做好堵漏准备。
7．4　防坍塌

（１）加足防塌抑制剂，封堵材料，改变钻井液滤
液性质，减少钻井液侵入量，满足对泥岩的有效抑制
和封堵。

（２）尽量缩短流体对易坍塌地层的浸泡时间，
进一步改善钻井液的高温高压滤失性和滤饼性能，
加处理剂要均匀，保持钻井液性能稳定，尤其是密度
和粘切要相对稳定。

（３）尽量减轻钻具对井壁的碰撞和减轻压力激
动及抽吸；同时，还应尽量减轻流体对井壁的冲刷。

（下转第 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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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丝，打捞器将接近内管上端时，应放慢下降速度，
反复捞取内管无效时，不得猛冲硬墩，应提钻查明原
因。

（２）在提升钢丝绳打捞内管时，应注意孔口钻
杆内是否有冲洗液涌出，以判断内管是否打捞上来。

（３）钻孔为干孔时不得直接投放内管，应用打
捞器将内管送入孔底或开泵以最大排量向钻杆内泵

入冲洗液后立即投放内管。
（４）内管未到底前不准扫孔钻进。
（５）钻杆折断后，不准下入打捞器捞取内管。
（６）内管提上后，如发现管内无岩心，应立即提

钻处理。
（７）打捞器上的钢丝绳应绑结牢固，并应装安

全绳，当脱卡销起过 ２畅５ ｋＮ拉力时应能被剪断，从
而使打捞器安全脱卡。

（８）单动性能良好，各部件之间的同心度要好，
管材无伤裂，丝扣要完好。

（９）不得用管钳拧卸钻头、扩孔器和内外管，而
应用多触点钳或擦式钳，同时还应注意钳牙不得触
及钻头或扩孔器的胎块部位。

（１０）退出岩心时，要用橡胶锤、木锤敲打内管。
不得用铁锤直接敲打双管的内外管。

（１１）双管在移动时不能猛力拖拉或撞击，存放
时要摆平，不得重压，运送时要套装，装卸时要轻放。

4　结语
使用 ＪＳ７５ 型绳索取心金刚石钻进，在直孔和斜

孔钻进施工中，钻孔顶角偏差＜１°／１００ ｍ，方位角偏
差＜１畅５°／１００ ｍ，岩矿心采取率达到 ９５％ ～１００％，
钻进效率达到 ２ ～３ ｍ／ｈ。 不仅能有效防止钻孔弯
曲度超差，而且孔内事故大大减少，满足地质各方面
的要求，从而大大提高钻孔质量。
我队在蔡家营锌金矿为澳方进行钻探施工中，

很好地满足了外方的要求，不仅取得了很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赢得了很好的国际声誉。 高
标准地完成了地质对钻探质量要求，取得了质量好、
效率高、成本低的成效。
另外，澳方人员认真的工作态度以及一丝不苟

的工作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值得我们学习
和借鉴。

（上接第 ２５页）
（３）悬挂密封操作简单、质量可靠，适用于不同

深度的第三系地热井中。 在热水水质复杂、较高温
度（８０ ℃以上）的井中橡胶密封的可靠性有待进一
步实践检验；而金属密封式不受水质水温影响，完全
可以满足第三系成井的要求，特别是 ２０００ ｍ以深的
深井中较其它各密封形式更显优势。 通过近年来施
工实践证明，利用金属悬挂器密封质量可靠、效益显
著，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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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功经验
（１）３次技术套管的合理分配，有效隔绝易坍塌

地层，是本次施工工艺最成功的一点。 在进入 ３０００
ｍ以深出现一次牙轮掌脱落事故，运用磨鞋和磁力
打捞器相结合历经 ７２ ｈ解除事故，就是因为在 ３０００
ｍ以浅有效的技术套管封隔易坍塌地层，才致使此
次事故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处理。

（２）使用了合理的钻具组合。 一开和二开采用
满眼钻具组合，三开和四开采用防斜钻具组合，保证
了钻孔的井斜要求，测井显示井斜达到预期目的。

（３）使用了合理的泥浆工艺，有效地保证了孔

壁的稳定，整个工程施工期间未出现埋钻、塌孔等事
故。

9　存在不足
（１）在进行施工工艺设计中未考虑到地层中可

能出现的防跳、防震钻具的问题，在施工 ２１００ ～
３０００ ｍ孔段中出现了严重的跳钻问题，结果造成送
水器轴承被跳坏，出现了停钻延误工期事故，后来配
置了减振器，解决了这个问题。

（２）四开钻进时出现下钻碰撞三开固井上接
头，其主要原因就是在进行三开固井时，安放套管扶
正器不合理，造成套管未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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