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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铵基聚磺钻井液体系

在大牛地气田水平井钻井中的应用

王旭宏
（中石化华北分公司开发处，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６）

摘　要：大牛地气田水平井钻井中，由于 Ａ点前井眼尺寸较大，二叠系石千峰至下石盒子组泥岩普遍存在易水化膨
胀、剥落、掉块、垮塌现象，处理复杂情况导致钻井周期长。 经过 ２口水平井的钻井实践，摸索出了适合 Ａ点前的钾
铵基聚磺钻井液体系，减少了井下复杂情况，提高了钻井效率，缩短了 Ａ点前的钻井周期，从而提高了该工区钻进
水平井的综合效益。
关键词：水平井；“双保”天然高分子钻井液；钾铵基聚磺钻井液；大牛地气田
中图分类号：ＴＥ２５４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７４２８（２００９）０８ －００３１ －０３
Application of Potassium-ammonium Polysulfonate Drilling Fluid System in Horizontal Well of Danudi Gas Field／
WANG Xu-hong（ＳＩＮＯＰＥＣ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Ｈｅｎａｎ ４５０００６，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Ｉ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ａｎｉｕｄｉ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 ｈｙｄｒａｔ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ｓｐａｌｌ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ｆａ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ｐｓ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ｄｓｔｏｎｅ ｏｆ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Ｓｈｉｑｉａｎｆｅ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Ｓｈｉｈｅｚ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ｄ ｔｏ ｌｏｎｇ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ｐｏｌｙ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ｏｕ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Key words：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ｏｉｌ／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ｐｏｌｙ-
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Ｄａｎｉｕｄｉ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

1　概述
大牛地气田水平井钻井液采用“双保”天然高

分子“少伤害、少污染”的钻井液体系。 由于该体系
随钻井周期的延长易老化、降解，失水难于控制，加
之二叠系石千峰至下石盒子组泥岩普遍存在易水化

膨胀、剥落、掉块，造成井下垮塌。 ＤＰ３ 井处理井下
复杂情况用时达 ３０天之多，逼迫转换钾胺基聚磺钻
井液。 以 ＳＭＰ作高温高压降滤失剂、以 ＨＦＴ －３０１

为防塌剂，配合 ＦＴ －１ 抑制泥岩分散，ＬＶ －ＣＭＣ 控
制滤失量，确保失水降到 ５ ｍＬ以下，最终达到 ３ ｍＬ
以下，密度调至 １畅２０ ｋｇ／Ｌ 以上以平衡地层坍塌压
力。 换泥浆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井内情况恢复正
常，为水平井钻井施工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2　“双保”天然高分子钻井液体系的使用情况
2．1　ＤＰ３井易坍塌井段地层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ＤＰ３ 井易坍塌井段地层情况
地层 代号 海拔／ｍ 垂深／ｍ 垂厚／ｍ 井深／ｍ 视厚 ／ｍ 岩　性　简　述

石千峰组 Ｐ２ ｓｈ －１１２２ ２４１７ ２７０ ２４１７ ２７０ 上部棕褐、绿灰色泥岩与浅棕灰、浅灰色细砂岩等厚互层；
中、下部棕褐、棕、绿灰色泥岩与浅灰色细砂岩略等厚互层

上石盒子组 Ｐ２ ｓ －１３５６ ２６５１ ２３４ ２７３９ ３２２ 上部浅灰色细砂岩、灰白色中砂岩与棕褐、绿灰色泥岩等
厚互层；下部棕褐、灰色泥岩、粉砂质泥岩与浅灰色细砂
岩、灰白色中砂岩不等厚互层

下石盒子组 Ｐ１ ｘ３ `－１３７８ 乙２６７３△ ２２ （未穿） ４２４２△ １５０３（未穿） 灰白、浅灰色中砂岩与棕褐、灰色泥岩不等厚互层

2．2　ＤＰ３井“双保”天然高分子钻井液体系使用情
况

二开饱３１１畅１ ｍｍ 钻头钻进。 在一开钻井液基
础上进行复配（一开钻井液配方：清水 ＋０畅２％ ～

０畅３％ Ｎａ２ ＣＯ３ ＋６％ ～８％钠土 ＋０畅２％ ～０畅３％
ＩＮＤ３０ ＋０畅５％ ～１％ ＮＡＴ２０）。
二开钻井液的基本配方为：清水 ＋０畅２％ ～

０畅３％ Ｎａ２ＣＯ３ ＋０畅１％ ～０畅２％ ＮａＯＨ ＋３％ ～４％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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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０畅３％ ～０畅５％ ＩＮＤ３０（天然高分子包被剂） ＋
０畅５％～１％ ＮＡＴ２０（天然高分子降滤失剂） ＋０畅５％
～１％ ＮＦＡ２５（无荧光白沥青防塌剂） ＋０畅５％ ～１％
ＰＧＣＳ１（聚合醇） ＋２％润滑剂。 钻井液性能见表 ２。
在井深 ２３００ ｍ以前，适当提高动塑比，保证携带岩
屑，满足钻井施工要求。 在进入造斜段后，因为进尺
较慢，钻井周期较长，钻井液性能难于控制，钻井液
失水量达到 ８ ～１０ ｍＬ，为防止井下垮塌将密度调整
至 １畅１０ ｇ／ｃｍ３ ，以提高钻井液液柱压力达到防止井
壁坍塌的目的，但仍无效果。

表 ２ ＤＰ３ 井泥浆性能一览表
井深
／ｍ

密度
／（ ｇ·
ｃｍ －３ ）

粘
度
／ｓ

ＡＰＩ
失水
量／ｍＬ

泥饼
厚
／ｍｍ

切
力
／Ｐａ

含砂
量
／％

塑性粘
度／（ｍＰａ
· ｓ）

动切
力
／Ｐａ

粘滞
系数

２５１１ B１ 览览畅１１ ４１ 珑８ 倐倐畅０ ０ 儍儍畅３ ４／５ ǐ０ ''畅３ １２ n９ d０ 貂貂畅０６１２
２７５０ B１ 览览畅１１ ５６ 珑７ 倐倐畅６ ０ 儍儍畅３ ６／１０ 靠０ ''畅３ １７ n１０ x０ 貂貂畅０５２４

定向钻进至井深 ２７７４畅３７ ｍ，在 ２６７０ ～２６８５ ｍ
井段，出现大段泥岩掉块。 钻井液中含有大量泡沫，
钻井液密度为 １畅０６ ｇ／ｃｍ３ ，失水量达到 １７ ｍＬ，短起
下钻严重遇阻，出现憋泵、憋车现象，之后经过变换
钻具组合反复循环划眼，井下仍然无法正常。
之后循环处理钻井液，钻井液性能做出大幅调

整，调整为高粘、高切、高密度的三高钻井液（其性
能为：密度 １畅１５ ～１畅２５ ｇ／ｃｍ３，粘度 ６０ ～２００ ｓ，失水
量＜５畅０ ｍＬ／３０ ｍｉｎ，含砂量 ０畅３％，ｐＨ值 ８ ～１０，动
切力 １２ ～３５ Ｐａ），用以平衡地层压力，压持地层，防
止地层再次坍塌，并不断使用具有高动切力、高静切
力的稠塞钻井液小排量循环，达到携带掉块岩屑出
井的效果。 但是仅仅循环 ２周后钻井液失水量再次
达到 １２ ｍＬ。 现场采用褐煤 ３０１ 进行小型实验来消
除气泡、降低钻井液失水量，同样没有起到真正的效
果。
由于井下情况过于复杂，遇阻井段不断增加，最

后在 ２６０６畅７９ ～２７０２畅８４ ｍ井段注水泥塞侧钻，当再
次钻达易塌井段时，井下又出现了遇阻现象，经现场
测定高温高压失水量偏高（达到 ３５ ｍＬ）。 再加上
“双保”天然高分子钻井液体系在井下温度较高、钻
井周期较长的情况下容易产生生物降解，造成钻井
液中产生大量气泡，钻井液滤失量加大。

经过多次现场分析及小型试验后，最终采用磺
化钻井液。 主要钻井液材料有：钠土、纯碱、烧碱、固
体润滑剂、ＩＮＤ３０、ＮＡＴ２０、ＮＦＡ２５、ＮＰＬ －３、消泡剂、
塑料球、ＳＭＰ、ＳＰＮＨ、ＦＴ －１、ＨＦＴ －３０１、ＣＭＣ、ＰＧＣＳ
－１、ＰＡＣ１４１ 等。 调整性能（密度 ＞１畅２０ ｇ／ｃｍ３，漏

斗粘度 ６０ ～１００ ｓ，失水量＜５畅０ ｍＬ／３０ ｍｉｎ，动切力
１０ ～１３ Ｐａ，塑性粘度 ２０ ～２５ ｍＰａ· ｓ，泥饼厚度 ０畅５
ｍｍ，固相含量 ８％ ～１１％，ｐＨ 值 ８ ～１０，粘滞系数
０畅０３５）后，井内恢复正常，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 日完成
ＤＰ３井 Ａ点前的钻井工作。
2．3　“双保”天然高分子钻井液体系的优缺点
2．3．1　优点

减少储层损害、减少环境污染；天然高分子基钻
井液因其中高聚物的存在其自身润滑性能较好，携
岩能力较强。 同时考虑到水平井的特殊情况，在造
斜段提高 ＮＦＡ２５ 和 ＰＧＣＳ１ 的用量以减小粘附系
数。
2．3．2　缺点

在井斜角较大，且浸泡时间较长，在井下温度较
高的情况下，天然高分子会降解造成钻井液性能稳
定性变差，特别是高温高压滤失量的增加。
2．3．3　室内试验配方及试验数据

（１）４％钠土 ＋０畅３％ Ｎａ２ＣＯ３ ＋０畅２％ ＩＮＤ３０ ＋
０畅７％ ＮＡＴ２０ ＋２％ ＮＦＡ －２５ ＋１％ ＰＧＣＳ１；

（２）４％钠土 ＋０畅３％ Ｎａ２ＣＯ３ ＋０畅２％ ＩＮＤ３０ ＋
１％ ＮＡＴ２０ ＋２％ ＮＦＡ －２５ ＋１％ ＰＧＣＳ１；

（３）４％钠土 ＋０畅３％ Ｎａ２ＣＯ３ ＋０畅２％ ＩＮＤ３０ ＋
２畅０％ ＮＡＴ２０ ＋２％ ＮＦＡ －２５ ＋１％ ＰＧＣＳ１；

（４）４％钠土 ＋０畅３％ Ｎａ２ＣＯ３ ＋０畅３％ ＩＮＤ３０ ＋
２畅０％ ＮＡＴ２０ ＋２％ ＮＦＡ －２５ ＋１％ ＰＧＣＳ１。

各配方试验数据见表 ３。

表 ３ “双保”天然高分子钻井液体各配方室内试验数据

钻井液
配方

T
／℃

密度

／（ｇ· ｃｍ －３ ）
PV
／Ｐａ

YP
／Ｐａ

API
／ｍＬ

HTHP
／ｍＬ K ｆ

１ d１２０ ǐ１ 父父畅０４ １４ y４ 33畅５ ５ ))畅２ １６ 33畅０ ０   畅０６９
２ d１２０ ǐ１ 父父畅０４ １４ y３ 33畅０ ４ ))畅８ １６ 33畅０ ０   畅０６９
３ d１４０ ǐ１ 父父畅０４ ２２ y７ 33畅５ ４ ))畅２ １８ 33畅０ ０   畅０６６
４ d１４０ ǐ１ 父父畅０４ １４ y３ 33畅０ ４ ))畅０ ２０ 33畅０ ０   畅０６６

从表 ３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升高，高温高压失
水量加大。 其中 ｐＨ值均为 ９。

3　钾铵基聚磺钻井液体系的使用情况
钾铵基聚磺钻井液体系在 ＤＰ３ 井应用后，又在

与 ＤＰ３井同样井身结构的 ＤＰ８、ＤＰ９ 两口水平井中
对该钻井液体系进行调整、实践。 ＤＰ８ 井的使用情
况如下。
3．1　ＤＰ８井概况

ＤＰ８井是大牛地气田布置的一口开发水平井，
目的层是二叠系山西组，设计井深 ４７９０畅２２ ｍ，Ａ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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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井深 ３０８９畅８５ ｍ。 于 ２００８年 ９月 ６日开钻，１０ 月
１８日提交 Ａ点。 提交 Ａ点周期 ４３ 天，比设计缩短

１５天，比 ＤＰ３ 井缩短 ４６ 天。 ＤＰ８ 井井身结构情况
见表 ４。

表 ４ ＤＰ８ 井井身结构
开　　数 井眼尺寸 ×井深 套管尺寸 ×下深 水泥返高

一开 饱４４４ //畅５ ｍｍ ×５０１ 刎畅００ ｍ 饱３３９ XX畅７ ｍｍ ×５００ ｍ 地面

二开
导眼（复合井眼）

饱３１１   畅２ ｍｍ ×２８８０ 祆畅００ ｍ
饱２１５   畅９ ｍｍ ×３０５８ 祆畅３０ ｍ 水泥回填至井深 ２８８０ 腚腚畅００ ｍ（有效水泥塞面）

饱３１１   畅２ ｍｍ ×３０８９ 祆畅８５ ｍ 饱２４４   畅５ ｍｍ ×３０８７ 儋畅８５ ｍ 地面

三开 饱２１５   畅９ ｍｍ ×４７９０ 祆畅２２ ｍ 先期裸眼完井

3．2　钻井液使用情况
3．2．1　一开井段（０ ～５０１ ｍ）

钻井液配方：清水 ＋０畅２％ ～０畅３％ Ｎａ２ ＣＯ３ ＋
６％～７％钠土＋０畅２％～０畅３％ Ｋ －ＰＡＭ。
3．2．2　二开 饱３１１畅２ ｍｍ 导眼直井段（５０１畅００ ～
２５００畅００ ｍ）

钻井液配方：二开钻井液 ＋０畅１％ ～０畅３％
ＮａＯＨ ＋０畅１％～０畅２％ Ｋ －ＰＡＭ ＋０畅２％ ～０畅３％ Ｋ
－ＰＡＮ。
维护与处理：二开上部井段选用低固相钾基聚

合物钻井液，二开前，将沉砂罐清理干净，并对一开
钻井液进行二开前的预处理；全部采用罐式循环，严
禁采用清水钻进，防止清水长期浸泡地层引起井壁
垮塌、埋钻等恶性事故发生。 钻进中坚持补充 Ｋ －
ＰＡＭ和 Ｋ－ＰＡＮ胶液，防止由于处理剂加量不足造
成井径扩大与失稳。 钻遇砂岩段可适当加大 Ｋ －
ＰＡＭ加量以增加护壁能力，性能范围：控制钻井液
性能（密度在 １畅０８ ～１畅１０ ｇ／ｃｍ３，粘度 ４０ ～５０ ｓ，失
水量＜１０ ｍＬ），保证此段快速穿过，减少井壁浸泡、
冲刷时间，从而有效地保护井壁。

下部地层岩性变化大，砂泥岩层互层多，防止泥
岩水化膨胀引起的缩径卡钻，钻井过程中适当加入
１％～２％防卡润滑剂，并使用好 Ｋ －ＰＡＭ 和 Ｋ －
ＰＡＮ，提高钻井液的抑制性，防止泥页岩掉块和煤线
坍塌，适当加大 Ｋ －ＰＡＭ的用量，保护井壁稳定。
3．2．3　二开 ３１１畅１ ｍｍ造斜段（２５００畅００ ～２８８０畅００
ｍｍ）、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导眼斜井段（２８８０畅００ ～３０５８畅３０
ｍ）和饱３１１畅１ ｍｍ侧钻段（２８８０畅００ ～３０８９畅８５ ｍ）

２５００畅００ ｍ开始定向造斜，定向造斜前将钻井
液中劣质固相彻底清除，配合磺化酚醛树脂、水解聚
丙烯腈铵盐、超细碳酸钙以保证能够形成薄而韧的
泥饼。
钻井液配方：原钻井液 ＋０畅３％ ～０畅５％ Ｋ －

ＰＡＭ ＋０畅５％～１％ ＮＨ４ －ＰＡＮ ＋１畅５％ ～２％无荧光
防塌剂＋１％ ～２％ ＳＭＰ ＋１％ ～２％ ＳＰＮＨ ＋２％ ～

３％超细碳酸钙。
聚丙烯酸钾、聚丙烯腈铵盐配成胶液维护，控制

流型。 控制失水量＜４ ｍＬ，提高钻井液密度至 １畅２０
ｇ／ｃｍ３

以上，平衡地层压力，保持井壁稳定。 在钻井
液中加入润滑剂，减少摩阻和扭矩，控制粘滞系数在
设计范围。 调整好流变参数，提高钻井液的粘度、切
力、动塑比，保持动塑比在 ０畅４８ Ｐａ／ｍＰａ· ｓ左右，减
轻钻井液对井壁的冲刷，提高悬浮和携带岩屑颗粒
的能力，保证将钻屑高效地携带至地面，避免大斜度
井段岩屑下滑和下井壁形成岩屑床。 保证四级固控
设备的正常运转，有效清洁钻井液。
井斜进入 ５０°前调整好钻井液性能，保证各种

处理剂在钻井液中的含量，以防止钻井液长期浸泡
引起的掉块和井壁垮塌，控制粘度在 ５０ ～６０ ｓ。 钻
井过程中，如果钻井液流变性变差，可配合磺化丹宁
碱液调整流型，保证钻井液有良好的流变性和携岩
能力。

ＤＰ８井导眼段钻井液主要性能指标：密度 １畅１０
～１畅１５ ｇ／ｃｍ３，漏斗粘度 ４５ ～５５ ｓ，塑性粘度 １０ ～１６
ｍＰａ· ｓ，动切力 ５ ～７ Ｐａ，静切力（Q１ ／Q１０ ）（２ ～４）／
（７ ～１３） Ｐａ，ＡＰＩ 滤失量 ５ ～４ ｍＬ，泥饼厚度 ０畅５
ｍｍ，固相含量 ７％～１０％，粘滞系数 ０畅０４５，ｐＨ值 ９；
主井眼段主要性能指标：密度 １畅２０ ～１畅２５ｇ／ｃｍ３ ，漏
斗粘度 ５０ ～５５ ｓ，塑性粘度 １０ ～１８ ｍＰａ· ｓ，动切力
５ ～９ Ｐａ，静切力（Q１ ／Q１０ ）（４ ～６）／（８ ～１３） Ｐａ，ＡＰＩ
滤失量 ４ ～３ ｍＬ，泥饼厚度 ０畅３ ｍｍ，固相含量 ７％～
１０％，粘滞系数 ０畅０３５，ｐＨ值 ９。
3．3　钾铵基聚磺钻井液体系的优点

钾铵基聚磺钻井液体系能够有效地降低高温高

压滤失量，在１８０ ℃高温下性能仍然保持稳定，特别
是加入磺化酚醛树脂后，不仅可以抗高温和盐膏层
的污染，同时随着井深和压差的增加，其滤失量增加
很小，趋于平稳，能有效地保护储层。 这样就能大大
改善泥饼质量，减少井下的坍塌、卡钻等复杂情况，
从而提高钻井成功率。 （下转第 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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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根据本井及临井相关情况分析：在处理完
漏层的同时，特别是需要打入堵漏浆静止堵漏的井
段，必须作好地层的承压试验，选择合适的钻井液密
度。

（８）对于五段制定向井钻井液密度对摩阻和扭
矩的影响极大，在本井后期施工中摩阻和扭矩急剧
变化，其原因还需从理论和实践中继续进一步研究。

（９）改善泥饼质量、保持体系中润滑剂的有效
含量、确保固控设备的使用效率是作好下步井段润
滑防卡工作的基础。

5　本井的经验和教训在其它井的应用效果
柳北 １ －５井三开施工中，揭开目的层和注水层

时坚持走设计密度上限，严格控制钻井液的常温失
水和高温高压失水量，务必要在设计以内，严格要求
做小型实验，提高钻井液的润滑性和抑制性，选好加
量和处理剂。 在井深 ２８００ ｍ揭开油层 ０畅５ ｍ，钻井
液密度 １畅２２ ｇ／ｃｍ２ ，气测全烃值 ９６％，循环观察两
周后全烃值下降到 １０％，根据气测要求不能钻进，
所以提高密度到 １畅２８ ｇ／ｃｍ２ ，循环一周后全烃值下
降到 ６％ ～８％，进而再次提高密度到 １畅３０ ｇ／ｃｍ２ ，
循环后全烃值下降到 １％ ～２％，正常钻进，短起测

后效，经观察全烃到 ９０％以上，再经循环一周下降
到 ０畅９８％ ～１％稳定后，下钻钻进。 其中经过了 ３
次以 ０畅０１ ～０畅０２ 的比例逐步提高钻井液密度的过
程，保证了钻井液性能的稳定、压力的平衡、井内的
安全。

6　认识和建议
（１）揭开目的层尽量走设计密度的上限，并且

每钻进 ０畅５ ～１ ｍ必须进行循环，观察井下情况是否
正常；

（２）出现喷漏同层的两个压力系统，一定是保
证不出现溢流的密度下，先进行堵漏，成功后进而做
地层承压试验，确定合适的钻井液密度；

（３）对于两个压力系统的大段裸眼井段，防止
高密度下突然出现的井漏，造成压差卡钻的可能性
发生，是保证下部井下安全的基础；

（４）对于冀东工区老区的开发，注重观察注水
井的停注泄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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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几点认识
（１）“双保”天然高分子钻井液抑制性强，流变

性好，既能满足携砂要求，又能保护井壁稳定，但是
随着钻井周期的延长，井底温度超出 １４０ ℃，其容易
产生生物降解，钻井液产生气泡，导致钻井液性能变
差。

（２）使用“双保”天然高分子钻井液，要加强高
温高压滤失量检测，ＡＰＩ 滤失量检测能够体现普遍
性，而不能体现钻井液的特殊性。

（３）钾铵基聚磺钻井液体系能够有效地降低高
温高压滤失量，在 １８０ ℃高温下性能仍然保持稳定，
特别是加入磺化酚醛树脂后，不仅可以抗高温和盐
膏层的污染，同时随着井深和压差的增加，其滤失量
增加很小，趋于平稳，能有效地保护储层。

（４）Ａ点前钻井液性能主要以保证携岩和井壁
稳定为前提，对不同的井段及时采取必要的调整，既
要做到安全钻井，又要达到高效钻井，以达到最大的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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