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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列举了地质钻探钻井液设计应考虑的诸因素和环节，包括地层条件、钻井液类型、钻井液材料和处理剂、钻
井液性能维护、固相控制等方面，并进行了分析、说明。 为地质钻探钻井液设计和现场施工提供参考。
关键词：钻井液；深部地质钻探；处理剂
中图分类号：Ｐ６３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７４２８（２０１１）０４ －００１７ －０５
Design Factors of Drilling Fluid System for Deep Geological Drilling and the Analysis／HU Ji-liang１，２ ， TAO Shi-xian２

（１．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Ｃｈｉｎａ； ２．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ｅｐｓ ｏｆ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ａｒｅ 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ｔｙｐｅｓ，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ｔ，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ｌ-
ｉ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ｖｅｒｙ ｉｔｅｍ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Key words：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ｄｅｅｐ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ｔ

1　深部钻探钻井液设计的难题
钻井液设计对于复杂地质条件的深孔钻探尤为

重要。 与一般钻孔相比，复杂地质条件深孔钻井液
受到的约束条件更多，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大。 归纳
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深部地层地质条件不清，缺少经验可以参
考；

（２）受成本和钻孔结构限制，在同一裸眼孔段，
钻井液可能同时担负起防涌、防漏、防塌的任务，要
确定合理的钻井液密度十分困难；

（３）钻井液流变性、造壁性、抑制性、封堵性、润
滑性等综合性能的协调统一，是一般钻井液至今未
解决好的技术难题，对于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深孔，这
些问题将更加突出、严峻；

（４）深孔起下钻作业时间长，各种与钻井液有
关的孔内事故更容易诱发和恶化，对钻井液性能有
更高的要求。

因此，深孔施工之前，进行周密的钻井液设计，对
可能遇到的问题有充分的准备，对于保证施工的顺利
进行，提高钻进效率，降低钻探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

2　钻井液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2．1　地层地质条件

需要了解的地质条件包括：地质年代、地层应力
情况、岩石岩性及胶结程度、地层完整程度、孔隙度

及温度梯度、地层深度等。
地层特性是选择钻井液类型、确定泥浆性能参

数的重要依据。
（１）压力地层：地层压力大，会出现缩径、坍塌，

需采用加重泥浆；地层孔隙压力小，易造成漏失，采
用充气泥浆、泡沫泥浆或混油泥浆有利于防止漏失。

（２）以蒙脱石含量较高的强水敏性地层，易产
生膨胀缩径、分散造浆。 要求泥浆具有较低滤失量
和良好的抑制性能，需采用抑制性较强的泥浆，如优
质聚合物泥浆、钾基泥浆等。

（３）软页岩、有裂隙的硬页岩，由于孔壁表面剥
落、崩解易产生扩径、掉快及孔壁坍塌。 要求泥浆滤
失量低，且具有较好地封堵功能；掉块较严重时，应
适当提高泥浆密度。

（４）盐膏地层：如盐岩、钾盐、光卤石、芒硝、天
然碱、石膏等，钻孔超径，易产生泥浆污染，扩径及孔
壁坍塌等。 要求泥浆具有抗电解质污染性能及抑制
地层中盐、膏溶解的性能。 依据岩层厚度、组分等，
可选用抗污染泥浆、盐水泥浆及复合盐水泥浆。

（５）高渗透性地层：如砂岩地层，易形成较厚泥
饼，容易造成卡钻。 要求泥浆具有较低滤失量、较低
固相含量，良好的润滑性能，并配备一定数量的解卡
剂。

（６）地层完整程度：完整地层，重点考虑泥浆的
流变性能（能够保证岩屑的携带，又有利于地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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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沉降）及润滑性能。 松散、破碎地层，不能在此类
地层中采用负压钻进，钻井液应具有适当的密度，保
证对孔壁具有足够的支撑力；钻井液的粘度、切力不
能太低，返速不能太高，以免形成紊流冲刷孔壁；钻
井液的胶凝强度不能太大，以免起下钻及开泵时压
力波动太大抽垮或压垮地层。

（７）孔隙、裂隙发育地层：孔隙或裂隙大小，是
确定堵漏方法及施工工艺的重要依据。

（８）地层温度梯度。 高温地层，要求泥浆具有
良好的抗温性能；冻土层或寒冷地区，要求泥浆在低
温下保持流动状态，采用抗低温泥浆，或采取必要的
保温措施。

（９）地质年代、地层埋藏深度。 如泥页岩地层，
年代古老，埋藏较深可能已失去水敏特性；石膏地
层，２００ ｍ以浅的石膏含结晶水的几率很高，２００ ｍ
以深的石膏多不含结晶水。
2．2　施工情况及条件

设备情况、井身结构、钻进方法（取心或全面、
普通钻进或绳索取心钻进等），是泥浆流变性能参
数设计的重要依据。

（１）孔径大小。 孔径越大，泥浆的流动速度越
慢，对泥浆的粘度、动塑比、切力的要求相对较高。

（２）孔深：随着深度的增加，泥浆的减摩降阻作
用越发重要。

（３）全面钻进，岩屑量大，要考虑泥浆的携岩能
力。

（４）绳索取心钻进对泥浆要求更高，较低的粘
度、切力有助于防止绳钻钻杆内壁结垢、环空压力过
大等问题

［１］ 。
2．3　工程要求

钻探工程对钻井液的性能要求体现在 ２ 个方
面：一是确保安全钻进，钻井液的性能应满足孔内复
杂情况的要求；二是提高机械钻速。
提高机械钻速要求钻井液具有较低的固相含

量、良好的流变性能、较强的清孔和携岩能力和良好
的润滑性能。
2．4　不同孔段泥浆转换

既要满足施工要求，又要避免泥浆浪费。
2．5　循环系统设备状况
2．6　地质及环保等其它要求

3　选择钻井液类型
不同地层、不同施工条件，对钻井液要求不同，

综合各种因素，选择适合要求的钻井液体系类型。

3．1　清水及自然造浆
采用清水作冲洗液，用于完整、稳定、无水敏性

地层钻进。
钻进第三、第四系以粘土为主的地层时，破碎后

的岩屑与清水冲洗液混合并分散成浆液称自然造

浆。 特点是成本低，钻进速度快。
3．2　细分散泥浆

钙土粉加纯碱在现场用淡水配浆钠化，或采用
钠膨润土配浆，再加入各种分散剂配成的水基钻井
液体系。 该体系要求造浆粘土高度分散，使体系成
为胶体状态，并保持其稳定性。 典型的分散性泥浆，
如三磺泥浆、ＣＭＣ泥浆等。
体系特点：岩屑携带能力强；泥饼致密、坚韧，护

壁性能好；不利于钻速提高，不利于岩屑清除。
配浆要求：膨润土含量 ５％ ～１５％；使用分散

剂；体系 ｐＨ值≥１０。
应用范围：用于钻进一般的复杂地层，如新生代

的第三、第四系松散地层、卵砾石地层；地层水矿化
度较低地层；不适用于造浆地层。
3．3　不分散低固相聚合物钻井液

以具有选择性絮凝和包被作用的高分子聚合物

（如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 ＰＨＰ）等为主要处理剂，保
留泥浆中优质造浆粘土，只絮凝劣质粘土和钻屑，使
钻屑和劣质土不分散，以便地表清除，保持钻井液的
低固相和优良的剪切稀释性能。
不分散低固相钻井液的性能指标有：固相含量

在 ４％（体积百分比）以下；钻井液密度 ＜１．０８ ｇ／
ｃｍ３ ；固相中钻屑∶膨润土量≤２∶１；泥浆动切力
（Ｐａ）与塑性粘度（ｍＰａ．ｓ）之比小于 ０．５ ｋｓ －１；保持
较低的 ｐＨ值（一般为 ８ ～９）。
低固相聚合物钻井液已开发的体系有：阴离子

聚合物、阳离子聚合物和两性离子聚合物泥浆。 阴
离子体系使用较多，如 ＰＨＰ－ＨＰＡＮ双聚泥浆、聚磺
泥浆等。
不分散低固相聚合物钻井液在提高机械钻速、

稳定井壁、携带岩屑等方面明显好于上述其它类型
的钻井液。
适用范围：适用于水敏性地层。

3．4　粗分散钻井液
泥浆中加入钙、钠、钾等无机盐类絮凝剂，使泥

浆中分散的颗粒变粗，同时加入有机处理剂护胶和
包被钻屑，形成适度絮凝的粗分散钻井液。
粗分散钻井液主要是利用其矿化度高和过量的

Ｃａ２ ＋、Ｎａ ＋、Ｋ ＋
等离子，一是有效地抑制泥页岩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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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与分散，防止缩径和坍塌；二是利用钻井液中含
有的过量离子抑制地层中含有相同离子物质的溶

解。 根据地层复杂程度，可以选用多种钻井液体系，
用于大段泥页岩层、厚岩盐层、石膏层及其它可溶性
盐类地层钻进。 例如：

（１）钾石灰钻井液体系，处理剂有氢氧化钾、石
灰、聚合物和沥青类等材料。

（２）石膏钻井液体系，处理剂有石膏、磺化褐
煤、磺化酚醛树脂、磺化烤胶和铁铬盐等。

（３）ＫＣｌ钻井液体系，处理剂有氯化钾、降粘剂、
降失水剂和沥青防塌剂。

（４）正电胶钻井液体系，处理剂有混合金属层
状氢氧化物（正电胶）、降失水剂和降粘剂等。

（５）盐水钻井液体系，处理剂有 ＮａＣｌ、抗盐降粘
剂、降失水剂和抑制剂等。

（６）饱和盐水钻井液体系，处理剂基本与盐水
钻井液体系相同。

（７）海水钻井液体系，主要是在海洋和近海钻
井时采用海水配浆。
3．5　无固相钻井液

或称无粘土钻井液，是指在清水中不加粘土仅
加处理剂并具有一定性能的钻井液。 主要分 ５类：

（１）合成高聚物溶液，如聚丙烯酰胺或水解聚
丙烯酰胺溶液，还可加入 ＨＰＡＮ 等。 该体系具有良
好的剪切稀释性，絮凝效果好，有利于岩屑沉降。

（２）天然植物胶溶液，如魔芋、田菁胶等天然聚
合物，能增粘、提切，携岩效果好，对孔壁冲刷小，适
用于相对松散地层，属环保型冲洗液。

（３）生物聚合物（ＸＣ）溶液，具有极好的流变特
性，抗盐可达饱和。

（４）水玻璃—ＰＨＰ溶液，水玻璃即硅酸钠，有强
抑制性，粘度随其模数和浓度而升高，常用模数为
２．６ ～２．８，浓度有 ３５、４０、４５、５６ °Ｂｅ′，加量 ５％ ～
６％；ＰＨＰ加量 ０．０２％ ～０．０４％。 适用于胶结型较
差地层。

（５）润滑冲洗液。 在清水或泥浆中加入表面活
性剂或润滑剂，降低表面张力，并在孔壁与钻具之间
形成一层油膜，降低其摩擦阻力，实现快速钻进。 适
用于岩石比较坚硬的稳定地层。
3．6　气体钻进（含气循环介质）

（１）循环泡沫或弹性泡沫钻井液：主要成分包
括膨润土、稳泡剂、发泡剂、降失水剂等，用于地层孔
隙压力较低地层，可防止钻井液漏失。

（２）充气泥浆：为了降低钻井液密度，将气体

（一般为空气）均匀的分散在钻井液中便形成充气
泥浆。 混入的气体越多，钻井液密度越低。

4　确定钻井液性能参数
钻井液能否有效发挥效能与钻井液的性能参数

有密切关系，参数设计不合理，会引起复杂的孔内事
故。 因此必须对钻井液性能进行严格的设计。
4．1　合理确定钻井液密度

合理确定钻井液密度，是实现压力平衡钻进的
关键。 确定钻井液密度应考虑的因素很多，如地层
压力、地层破裂压力、波动压力等。 通常以最小孔底
压力等于地层压力的原则确定钻井液密度。
钻井液密度计算公式

［１］ ：
ρｍ ＝ρｐ ＋Sｗ ＋Sｘ

式中： ρｍ———钻井液密度； ρｐ———地层当量密度；
Sｗ———抽吸压力当量密度；Sｘ———安全附加值（国内
外石油钻井中，一般取 Sｘ ＝０．０５ ～０．０６ ｇ／ｃｍ３ ）。
地层压力信息不清的情况下，可依据邻孔情况

或经验来确定。
4．2　钻井液流变性能设计［２］

4．2．1　设计原则
（１）保证携岩能力和井眼净化。 （２）环空流态

接近稳定状态，防止冲刷孔壁。 （３）尽可能降低粘
度，有利于碎岩、清除岩屑，提高机械钻速；也有利于
降低环空压力、防止钻杆内壁结垢。 （４）具有低摩
阻，即塑性粘度较低。
4．2．2　流变模式选择

常用流变模式：宾汉模式、卡森模式、幂律模式。
地质岩心钻探钻井液工艺计算中常用的是卡森

模式
［３］ （图 １）。

图 １　卡森 η
１
２ －γ

１
２ 流变曲线

卡森本构方程表达式为：
τ１／２ ＝τｃ

１／２ ＋ηｃ
１／２γ１／２

卡森粘度（ηｃ）是胶体体系内摩擦性质的量度。
它受固相种类、含量，比表面和形状以及液相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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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固相含量越高，颗粒分散的越细，颗粒的亲水
活性越大，液相粘度越高，ηｃ也随之增大。 此外，高
温可使ηｃ降低。 在固相分散不良的体系中，加入分
散剂，可使ηｃ升高，在分散良好的体系中，加入电解
质可以降低ηｃ。
卡森屈服值（τｃ）是体系内部动结构强度。 因

此，凡能影响体系的电化学性质的物质（如分散剂、
电解质，絮凝剂，固相含量和分散度等）和外界条件
（如温度）都可以影响τｃ值。 根据ηｃ和τｃ可以了解
应该加入哪一种处理剂。 例如，ηｃ过高，应加入水或
加强除砂；τｃ过高，应加入分散剂。 这对指导现场泥
浆维护很有用处。
4．2．3　常用流变性能参数

表观粘度、动切力、静切力、漏斗粘度等，流变参
数大小与泥浆密度、钻进方法、地层岩性等有密切的
关系。
4．3　滤失量确定

依地层特点而定。 水敏性地层、渗透性强的地
层，应严格控制泥浆的滤失量。
4．4　泥饼质量

依地层情况而定。 松散地层、渗透性较强的地
层，易形成较厚泥皮，易憋泵、环空压力大，造成粘附
卡钻、孔壁坍塌等事故，应严格控制泥饼质量。
4．5　ｐＨ值

一般 ｐＨ值为 ８ ～１２，取决于钻井液的类型。
4．6　固相含量

主要包括膨润土含量、加重材料及岩屑。 配浆
时加入的膨润土含量一般不超过 ５％；岩屑含量大
小用岩屑与膨润土含量的比值衡量，一般认为该比
值≤２比较合理，大于 ３ 发出警告，大于 ５ 应排弃重
新配制。
4．7　相对膨胀率（或相对膨胀降低率）

相对膨胀率（或相对膨胀降低率）是钻井液抑
制性的重要指标。
4．8　岩屑回收率

岩屑回收率是评价钻井液抑制岩屑分散性能的

重要指标。

5　优选泥浆材料及泥浆处理剂
钻井液由钻井液基础材料及化学处理剂 ２部分

组成。 钻井液基础材料是指在配浆中用量较大的基
本组分，如膨润土、水、油和重晶石等。 处理剂是指
用于改善和稳定钻井液性能，或为满足钻井液某些
性能要求需要加入的化学添加剂。 钻井液设计需要

依据地层情况、钻井液类型及材料特性进行选择。
（１）膨润土，主要有钠膨润土、钙膨润土、低粘

增效粉等。 低粘增效粉（ＬＢＭ －１），是一种集造浆
土与泥浆处理剂性能于一体的多功能“方便面”式
产品，在复杂地层中的护壁效果十分显著。 特别适
用于金刚石绳索取心钻探，可有效防止绳索取心钻
杆内壁结垢问题

［４，５］ 。
（２）无机处理剂。 ①氢氧化钙、石膏、氯化钙－

无机絮凝剂及页岩抑制剂；②氯化钠－无机絮凝剂
及页岩抑制剂，主要用于配制盐水钻井液；③氢氧化
钾、氯化钾－页岩抑制剂，用于配制钾基钻井液，一
般氯化钾加量≥４％；④硅酸钠－页岩抑制剂，用于
配制硅酸盐泥浆，一般加量 ３％～５％。

（３）降滤失剂。 主要产品有，腐植酸钠、磺化褐
煤（磺甲基化褐煤）、钠羧甲基纤维素（Ｎａ －ＣＭＣ）、
水解聚丙烯腈钠盐、羧甲基淀粉及共聚物、磺甲基酚
醛树脂、磺化褐煤树脂（ＳＰＮＨ）等。

（４）降粘剂。 降粘剂又称为解絮凝剂和稀释
剂。 根据其作用机理的不同，可分为分散型稀释剂
和聚合物型稀释剂。 主要产品有：单宁酸钠、磺甲基
单宁（ＳＭＴ）、磺甲基栲胶（ＳＭＫ）、铁铬木素磺酸盐
（铁铬盐 ＦＣＬＳ）、聚合物稀释剂、腐植酸等。

（５）增粘剂。 主要产品有：生物聚合物、高粘羧
甲基纤维素 （ ＨＶ －ＣＭＣ ）、 聚合物类增粘剂
（８０Ａ５１）。

（６）抑制剂（又称防塌剂）。 主要产品有：磺化
沥青、改性沥青、腐植酸钾、聚丙烯酸钾、水解聚丙烯
腈钾盐（Ｋ－ＨＰＡＮ）等。

（７）絮凝剂。 水解聚丙烯酰胺作选择性絮凝
剂，分子量 ３００ ～６００万，水解度 ３０％左右。
高分子量聚丙烯酰胺（分子量大于 １０００ 万）的

特点是：絮凝、增粘效果更明显，用量小。 可采用高
分子量的聚丙烯酰胺配制无固相钻井液。
非水解聚丙烯酰胺（水解度小于 ５％）为全絮凝

剂。
（８）润滑剂。 主要产品有：癸植酸钠（一种表面

活性剂）、皂化油、改性沥青、极压润滑剂等。 典型
产品：无荧光润滑剂（ＧＬＵＢ），能牢固地吸附在金属
和粘土表面，形成致密的油膜，使钻具与岩石之间的
摩擦阻力大大降低。 在淡水泥浆、海水泥浆及饱和
盐水泥浆中均具有良好的润滑效果。

（９）堵漏剂。 ①惰性堵漏材料。 颗粒状材料：核
桃壳、珍珠岩、石灰石、沥青等，起“架桥”作用，又称
“架桥剂”；纤维状材料：如锯末、纸纤维、花生壳、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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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壳等，起悬浮拉筋作用，又称“悬浮拉筋剂”；片状
材料：如云母、稻壳等，起填塞作用，又称“填塞剂”。

堵漏过程中，将上述 ３ 类材料以合理的比例和
级配复合使用，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复合堵漏剂常用产品有：复合堵漏剂 ＣＢＭ、暂
堵 ９１５、暂堵 ９１７等。

②随钻堵漏剂。 随钻堵漏剂又称单向压力封闭
剂、屏蔽剂。 用于封堵砂岩、砾石层、破碎煤层、石灰
岩等类地层的孔喉和微裂缝。

③高失水堵漏剂。 主要由架桥材料、软质纤维
及助滤剂等复合而成。

（１０）泡沫剂与消泡剂。 常用泡沫剂：十二烷基
苯磺酸钠、ＤＦ －１ 型泡沫剂发泡能力强；消泡剂：典
型产品有 ＤＦ－４。

（１１）植物胶。 常用产品：瓜尔胶、田菁胶、魔芋
胶及其改性产品等。

6　体系配方试验
针对不同孔段的泥浆类型及性能参数要求，采

用对比实验、正交试验等方法，并进行成本核算，选
出性能符合设计要求、成本经济的泥浆配方。

7　估算泥浆材料及泥浆处理剂用量
7．1　泥浆材料清单

（１）体系配方中所涉及的材料；
（２）考虑特殊情况处理需要配备的其它材料，

如水泥、堵漏材料、防腐剂等。
7．2　泥浆材料及泥浆处理剂用量估算

（１）依据地层特性、孔径大小、孔深及以往施工
经验，估算钻井液日消耗量；

（２）预估施工工期；
（３）如有漏失地层适当考虑漏失量。

8　选择固控设备，制定使用要求
常用的固相控制方法包括机械清除、化学絮凝

和沉淀除砂。 机械清除有振动筛、旋流除砂（泥）器
和离心机。 根据地质钻探的特点，现场主要使用的
固控设备离心除泥器与旋转除泥器，可根据钻探现
场情况，分别使用或组合使用（参见图 ２）。 离心机
主要清除钻井液中大小为 ５ ～４０ μｍ 的固相颗粒。
旋流器体内径越小，能分离出的固相颗粒越细。 可
根据需要选配。

图 ２　固相尺寸与机械分离设备的使用范围

9　制定泥浆配制方法及泥浆日常维护措施
根据已有配浆设备情况、泥浆处理剂特性，考虑

泥浆配制方法及维护措施，并提出建议或要求。
（１）确定现场测试仪器配套及检测要求。 施工

现场应配备必要的钻井液性能测试仪器，一般常用
的有：泥浆密度计、漏斗粘度计、ＡＰＩ失水仪、六速旋
转粘度计及含砂量测定仪等。

（２）制定钻井液地面管理要求。
（３）制定钻井液资料录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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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水文二队在严重贫水山区成功钻出富水井
本刊讯　４ 月 １４ 日，河南水文二队在荥阳严重贫水山区王宗店

村成功打出一口优质抗旱饮水井，该井钻探深度 ２９５ ｍ，出水量高达
９８４ ｍ３ ／ｄ，创下该地区单井出水量之最。

目前有着 １４００ 人口的王宗店村祖祖辈辈都是靠着雨水维生，常

年吃的都是水窑里贮备的水，遇上大旱之时，水窑干了就只得到远处

去背或是买水来吃。 长期以来，干渴一直是最最困扰村民们的问题。

面对山区的复杂地层，经过反复踏勘，科学认真地确定了井位，

并采用了适合山区特点的空气潜孔锤钻进技术，通过克服破碎、漏

失、掉块等多重困难，仅仅经过 ４ 天的有效钻进，成功掘出一口高水
量的优质水井，彻底帮助解决了该村的饮水难问题。

出水那天，全村百姓像过节一样热闹，人人高兴得合不拢嘴，一
遍遍地说：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感谢省地矿局和水文二队，给我
们带来了一口救命的幸福井。

据该村的孙书记介绍，因为这眼水井临着省道，下一步村委将会
考虑发展山村旅游业和水产养殖业，并以此来带动村里的各项产业，
早日带领全村百姓走上富裕和谐的道路。

（河南省地矿局水文二队　严珊珊　供稿）

１２　２０１１年第 ３８卷第 ４期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Administrator
线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