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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南桐柏吴城碱矿采卤生产井堵漏问题一直困扰着该地区采卤井钻井速度，多年来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经过在 ＳＰ０８井现场进行水泥注浆堵漏试验，得出该地层漏失特性为遇水可溶的裂缝性漏失。 根据这个特性，结合
室内试验，从堵漏材料选择、工艺两方面较为系统地总结出该地区堵漏技术，制定出以高失水材料为主，配合桥堵
材料综合技术措施及承压工艺方法。 为今后该矿区快速、高效堵漏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
关键词：遇水可溶裂缝性地层；漏失；饱和盐水水泥浆；高失水；承压堵漏
中图分类号：Ｐ６３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７４２８（２０１１）１１ －００２７ －０５
Feasibility Analysis on Leakage Stoppage Technology for Brine Extraction Well／TANG Meng-long１ ， CUI Gui-ping１ ，
ZOU Qi-geng２ （１．４１７ Ｔｅａｍ，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Ｈｕｎａｎ ４２１００１， Ｃｈｉｎａ； ２．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ｏ．４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Ｈｕｎａｎ ４１０１１８，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ｓｔｏｐｐａｇ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ｂｒｉｎ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 ｏｆ ａｌｋａｌｉ ｍｉｎｅ ｉｎ Ｔｏｎｇ-
ｂａｉ ｏｆ Ｈｅｎａｎ．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ｓｔｏｐｐａｇｅ ｔ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ｃｅ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ｉｎ ｗｅｌｌ ＳＰ０８， 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ｔｕｍ ｉｓ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ｌｏｓ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ｔｅｓｔ， ａ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ｓｔｏｐｐａｇｅ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ｕｍｍｅｄ ｕｐ ｉｎ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ｓｔｏｐｐａｇ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ｓ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ａｇ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Key words：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ｓａｌｔｗａｔｅｒ ｓｌｕｒｒｙ； ｈｉｇｈ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ｓ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0　引言
河南桐柏吴城碱矿是河南省一个中型碱矿，年

产量达 ３０万 ｔ。 近年来，随着定向水平对接连通法
采卤工艺的发展，为确保定向水平井套管固井质量
和钻井作业的顺利进行，堵漏工作显得十分重要。
到目前为止，该地区还没有成熟的堵漏技术工艺，尤
其对遇水可溶裂缝性地层的漏失。 用于该井型的堵
漏时间一般在 ４０ 天以上，由于所处区块不同，一次
性堵漏成功的井较少，大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反复
堵漏，有的井堵漏时间长达 ３个月，耗时长、费用高、
劳动强度大，严重制约采卤生产井的钻井速度。 因
此，尽快寻找有效的堵漏配方和工艺显得十分必要。

1　矿区地质概况
吴城盆地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秦岭—昆仑东西

复杂构造带的档段南亚带，淮阳山字形构造的西翼
与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的复合部位。 盆地位于新华
夏系第二沉降带午阳—桐柏隆起区的南端，为一椭

圆形闭合盆地。 东西长 ２３ ｋｍ、南北宽 １４ ｋｍ，长轴
方向近东西略向东北方向偏转。 盆地内均为新生界
沉积，天然碱矿沉积于盆地中部稍偏北部位。 矿区
采卤井钻遇地层层序划为：

（１）新生界第四系，厚约 ３０ ｍ，主要为褐黄色亚
粘土，上部以粘土层为主，下部为粘土层夹河漫滩砂
砾石层；

（２）上第三系陡坡组，厚约 １２０ ｍ，上部为黄、棕
黄色砂砾岩、砂质泥岩，下部为杂色砾岩、砂砾岩；

（３）下第三系大张庄组，厚约 ２３０ ｍ，黄、灰绿色
厚层粉砂质泥岩，夹厚度≥０畅５ ｍ的劣质油页岩 １ ～
４ 层。

（４）下第三系五里堆组，上段厚约 １７０ ｍ，为灰
色粉砂质泥岩－油页岩，粉细砂岩－粉砂质泥岩组
成基本韵律；下段厚约 ３００ ｍ，主要为泥质白云岩－
油页岩－盐碱矿组成基本韵律，矿层厚 ０畅１ ～３ ｍ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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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区漏失情况
矿区勘探施工中见矿的 ２０多个勘探孔中，近半

数的孔出现程度不一的漏水现象。 其中有几个孔漏
失特别严重，还造成了孔内事故。

采卤井建设中，又有多口井出现漏失。 其中有
口井钻井过程中因漏失引发事故，至使固井质量不
合格而报废。 另有 ３ 口井因井漏引起上部井壁坍塌
而造成事故，为处理孔内事故耗时数月，造成大量人
力、物力和财力浪费。 本矿区漏失层具有一定的规
律性，漏失井深一般都在 ６８０ ～７００ ｍ 之间，部分矿
层中矿石溶蚀现象比较普遍。 勘探和采卤井建设
中，先后进行了多种堵漏方法试验，取得了一定堵漏
经验。 但漏失层的空间分布规律、漏失原因还没有
彻底查清，有待今后工作中进一步研究。

漏失层的存在，客观上给井建施工带来严重影
响，采卤井建井质量无法得到保证。 因此开展漏失
层的研究，开发堵漏工艺技术是提高采卤井质量、延
长采卤井服务年限、提高资源回采率、降低采矿成本
的主要措施之一。

3　ＳＰ０８井施工程序
ＳＰ０８井设计为一探采结合井，要求首先对主采

矿层进行勘探取心，然后用水泥封孔至造斜点 ６００
ｍ左右进行分支，再定向水平钻进至 ＣＺ０３ 井靶点
溶腔，实现与 ＣＺ０３井定向对接连通采卤（如图 １ 所
示）。 ＳＰ０８ 井布置在 ＣＺ０３ 井东面，两井井距 ５２５
ｍ。 ＳＰ０８ 井设计垂深 ８９０ ｍ，设计斜长 １３００ ｍ。 其
施工程序如下：

图 １　ＳＰ０８ 井 －ＣＺ０３ 井采卤对接井结构示意图
一开：井深 ０ ～２００ ｍ，井径 ３１１ ｍｍ，下入

饱２４４畅５ ｍｍ×１０畅０３ ｍｍ表层套管固井；
二开直井段：井深 ２００ ～６００ ｍ，井径 ２００ ｍｍ，

三牙轮钻头全面钻进；
取心过渡段：井深 ６００ ～７８０ ｍ，井径 １６５ ｍｍ，

ＰＤＣ钻头全面钻进；
取心段：井深 ７８０ ～８９０ ｍ，井径 １５２ ｍｍ，双管

取心钻进；
取心完毕，注水泥浆封闭取心段和取心过度段。
二开增斜段：井深 ６００ ～９８０ ｍ，井径 ２００ ｍｍ，

定向钻进，要求钻孔井斜在对接矿层顶板处达到
８５°以上。 然后下入饱１３９畅７ ｍｍ ×７畅７２ ｍｍ 技术套
管固井。
三开水平段：井深 ９８０ ～１３００ ｍ，井径 １１８ ｍｍ，

水平钻进，钻达 ＣＺ０３井靶点溶腔。

4　ＳＰ０８井水泥浆堵漏情况
ＳＰ０８井施工中 ２ 次穿过同一漏失井段。 每当

钻至 ６８２ ～６８５ ｍ时都发生失返性井漏，泥浆有进无
出。 第一次取心过渡井段通过漏层时使用了水泥材
料进行堵漏作业。 取心过渡段钻至井深 ６８２ ｍ开始
出现漏失，继续钻进至 ６８５ ｍ 时，漏失加大，泥浆有
进无出，估计漏水量达 ５０ ｍ３ ／ｈ 以上。 提钻进行水
泥注浆堵漏，每次注浆光钻杆下至漏点 ６８０ ｍ 左右
进行水泥浆灌注、顶替。

（１）第一次注 ４２５水泥 ３ ｔ，清水配浆，水泥浆密
度 １畅６８ ｋｇ／Ｌ。 探孔没有水泥塞。

（２）第二次、第三次分别注 ４２５水泥 ５ ｔ，清水配
浆，水泥浆密度 １畅７６ ｋｇ／Ｌ，二次探孔均没有探得水
泥塞，孔内仍然全泵漏失。

（３）第四次注 ４２５水泥 ８ ｔ，清水配浆，水泥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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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１畅７６ ｋｇ／Ｌ，探得水泥塞 ６ ｍ。 扫水泥塞至漏点，
孔内全泵漏失。

（４）第五次注 Ｇ 级高抗油井水泥 ５ ｔ，清水配
浆，加 ＴＷ２００Ｓ油井水泥降失水剂 ７５ ｋｇ、ＵＳＺ 油井
水泥减阻剂 ５０ ｋｇ，水泥浆密度 １畅７５ ｋｇ／Ｌ，下钻未探
到水泥塞，开泵循环有大约 １／３泥浆返出井口，继续
循环观测漏水量为 ２０ ｍ３ ／ｈ左右。

（５）第六次注 Ｇ 级高抗油井水泥 ８ ｔ，清水配
浆，加 ＴＷ２００Ｓ油井水泥降失水剂 １００ ｋｇ、ＵＳＺ油井
水泥减阻剂 ５０ ｋｇ，水泥浆密度 １畅７８ ｋｇ／Ｌ，下钻探得
水泥塞近 ５ ｍ。 扫水泥塞至漏点，开泵循环观测漏
水量为 ５ ｍ３ ／ｈ左右。 配饱和盐水泥浆加单封、锯木
屑试钻，３０ ｍｉｎ内漏失量逐渐加大至 １０ ｍ／ｈ以上。

（６）第七次注 Ｇ级高抗油井水泥 ７ ｔ，饱和盐水
配浆，水泥浆密度 １畅８５ ｋｇ／Ｌ，探得水泥塞 １２ ｍ。 扫
水泥塞至漏点，没有明显漏失。 钻进至 ７１２ ｍ时，漏
失量逐渐加大至 ５ ｍ３ ／ｈ以上。

（７）第八次注 Ｇ级高抗油井水泥 ５ ｔ，饱和盐水
配浆，加速凝剂 ７５ ｋｇ、加早强剂 ５０ ｋｇ，水泥浆密度
１畅９０ ｋｇ／Ｌ，探得水泥塞１１０ ｍ。 扫水泥塞至漏点，没
有明显漏失。 钻进至 ７８０ ｍ时，漏失量逐渐加大，无
法正常钻进。

（８）第九次注 Ｇ级高抗油井水泥 ４ ｔ，饱和盐水
配浆，加速凝剂 ７５ ｋｇ、加早强剂 ５０ ｋｇ，水泥浆密度
１畅８５ ｋｇ／Ｌ，探得水泥塞４ ｍ。 扫水泥塞至漏点，钻具
放空。 开泵循环观测漏失量为 １０ ｍ３ ／ｈ左右。

5　水泥注浆堵漏失败原因分析
5．1　地层因素

吴城天然碱矿区第四系主要为粘土层、砂层、砾
石层，以粘土层为主；上第三系主要为砂砾岩、砂质
泥岩和杂色砾岩。 第四系、上第三系地层疏松易垮，
特别是孔内漏失时，更是必垮无疑。 因此一开施工
必须保证表层套管足够的入井深度隔绝疏松易垮

段，为下一部可能发生的堵漏工作创造良好的上部
环境。 下第三系为一套浅色层，固体碱矿赋存于五
里堆组。 其围岩为油页岩、粉砂质白云岩，可钻性Ⅳ
～Ⅴ级。 通过矿区中心，存在一条漏水带，带上所有
钻孔钻至矿层附近，即发生失返性漏失，漏失深度一
般在 ６８０ ～７００ ｍ 之间，漏失层位属五里堆组下段。
电测井资料解释为盐碱矿层，有些孔在该漏失层位
有放空现象。 综合分析该漏失层为一盐碱矿层。 由
于溶蚀作用，部分矿石被溶解，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连
通性较强的卤水层。 这有点类似于裂缝性漏失，但

又有其特殊性，其漏失通道周围岩矿石为遇水可以
溶解的盐碱矿层。 这种漏层状况，如果前期饱和盐
水泥浆浓度维护不好，就有可能发展成为溶洞型漏
失，从而给堵漏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 这种性质的
漏失采用水泥注浆堵漏，水泥用量大，且水泥浆极易
漏光。 即使堵漏达到一定效果，但很快又出现复漏。
这给该矿区钻井施工造成很大困难，并严重影响到
采卤生产井的固井质量。
5．2　堵漏工艺

水泥注浆堵漏是利用水泥浆进入地层裂缝后固

结将漏失通道堵住。 其成功的关键是让大部分水泥
浆进入到漏层通道中（但又不能全部漏光），从而在
井壁周围一定范围内形成密实的水泥胶结层，堵住
漏层裂缝通道，阻止井浆进一步进入到漏层通道中，
达到堵漏的目的。

ＳＰ０８ 井第一次到第三次注浆，水泥浆全部漏
光，堵漏失败。 第四次加大水泥量注浆探得有一定
水泥塞，但漏点处水泥凝结很差，堵漏失败。 第五次
到第六次注浆采用 Ｇ 级高抗油井水泥替代 ４２５ 标
号水泥，并加入降失水剂和减阻剂，漏失量有所减
小，说明油井水泥在盐碱介质中的凝结性要优于
４２５水泥。 第七次到第八次注浆仍采用 Ｇ级高抗油
井水泥，但配浆水采用饱和盐水替代清水，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这二次扫水泥塞至漏点都没有出现明显
的漏失。 严格意义来说，堵漏还算是成功的，只是在
随后的钻进过程中又很快先后出现复漏。 分析认为
复漏原因为饱和盐水水泥浆堵漏后，还存在少许微
漏，而钻井过程中由于现场条件所限，很难做到饱和
盐水的绝对饱和，从而造成水泥—盐碱层交结处的
矿石发生溶解而形成新的漏失通道，其主要表现是
钻井过程中漏失量逐步增大，这在第七次注浆堵漏
后进行试钻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最初钻进观察基
本没有明显漏失。 但在补充少量淡水后不久，孔内
开始出现漏失，且漏失量呈逐步变大的趋势。
饱和盐水水泥浆堵漏取得一定效果，说明盐碱

层裂缝通道注浆不能采用清水配浆。 因为水泥浆凝
结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失水，失去的这部分水会使水
泥—盐碱层交结处的矿石发生溶解从而形成新的漏
失通道。 而饱和盐水水泥浆尽管也会发生失水，但
其失水为饱和盐水，不会导致水泥—盐碱层交结处
的矿石发生溶解或者说溶解比较轻微，从而避免了
因矿石溶解而形成新的漏失通道。 这也是 ＳＰ０８ 井
采用饱和盐水水泥浆堵漏取得一定效果的主要原

因，而前 ６次采用清水配制水泥浆进行注浆堵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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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都是失败的。
ＳＰ０８井用水泥浆进行了 ９ 次堵漏，每次都对水

泥浆配方进行了调整。 如调整水灰比 （１畅６８ ～
１畅９）、普通水泥改用油井水泥，在水泥浆中加入速
凝剂、配浆水由清水该为饱和盐水等，配浆总量 ６０
余立方米，消耗水泥粉 ５０ 余吨，耗时近 ２个月，耗费
用（材料、工资）３０多万元，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
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漏失问题。 加之 ＳＰ０８ 井设计为
一定向水平井，第二次造斜井段通过漏层时，其井斜
将达到 ２００ ｍ以上，采用水泥浆堵漏扫水泥塞时，很
容易偏出新孔而造成堵漏失败。

由此可见。 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ＳＰ０８ 井目
前采用的水泥堵漏是失败的，应改用其它堵漏方法。

6　高滤失浆堵漏法
高滤失浆堵漏法是使用高滤失材料经过配制而

成，如 ＲＪＴ－１、ＲＳＰ －２、混合堵漏剂等不同形状（颗
粒、片状、纤维状）和不同尺寸（粗、中、细）的惰性材
料，以不同配方混合配制成堵漏浆，将浆液泵入井内
漏层处，通过憋压进行堵漏的一种方法。
6．1　堵漏机理

利用高失水特性，堵漏浆液在关井憋挤压差的
作用下，浆液中的水迅速滤失，而浆液中的纤维等固
相物质滞留在井壁和裂缝内，快速形成具有一定强
度的滤饼封堵漏层孔隙通道，达到堵漏的目的。
6．2　配方

（１）针对现场使用水泥堵漏失败的经验教训，
根据堵漏机理，利用高失水堵漏材料，通过多次室内
配方试验，配制出高效堵漏配方（表 １），取得了满意
的效果。

３号配方具有高悬浮性、高失水性，１８％浓度
（１８％浓度是指６％ＲＳＰ－２ ＋６％ＲＪＴ －１ ＋３％混合

表 １　高效堵漏配方室内试验结果

序
号

堵漏配方

搅拌速
度／（ ｒ·
ｍｉｎ －１）

搅拌
时间
／ｍｉｎ

取 ３００ ｍＬ 放在
烧杯中静止观察

ＡＰＩ 全
滤失量
／ｍＬ

ＡＰＩ全
滤失时
间／ｓ

测试结果

１ 井浆 ＋２％核桃壳 ＋２％云母
＋４％ ＳＱＤ －９８ （粗 ） ＋１％
ＳＱＤ －９８（细） ＋２％棉子壳
＋１％锯末 ＋１％ＣＸＤ。 密度
１ XX畅３８ ｇ／ｍＬ，总浓度 １３％

８０００ １０ 稳定不析出水 用 ５ 号缝隙板：①打开球阀后，流出堵漏浆 １００
ｍＬ；②压力达 ６ pp畅９ ＭＰａ 后，缝隙板被堵死，稳压
１０ ｍｉｎ 无堵漏浆漏出；③卸压后，卸下缝隙板观
察，只在缝隙板边缘有一层 １ ｃｍ 厚的堵塞物，
很容易去除，堵漏效果不好

２ ６％ ４Ｈ ＋６％混合堵剂（粗）
＋５％混合堵漏剂 ＋０ ff畅１％
ＫＰＡＭ ＋１％单封 ＋ＮａＣｌ 至
饱和

８０００ １０ ①２ ｍｉｎ 析出清水 １７％；
②１０ ｍｉｎ 析出清水 ４５％

１４０ ３５ 用 ５ 号缝隙板：①堵漏浆倒入仪器后，打开阀
门，流出 ２００ ｍＬ浑水后，随即只有清水流出；②
压力达到 ６ 哌哌畅９ ＭＰａ后，缝隙板堵死，稳压 １０ ｍｉｎ
无堵漏浆漏出；③卸压后取出缝隙板观察，整个
通道堵死，堵漏效果较好，但堵浆稳定时间短

３ ６％ＲＳＰ －２ ＋６％ＲＪＴ －１ ＋
３％混合堵剂 （细） ＋２％混
合堵剂 （粗） ＋０ 厖厖畅１％ ＫＰＡＭ
＋１％单封

８０００ １０ ①２０ ｍｉｎ 后 １％清水析
出；②３０ ｍｉｎ 后 ２％清水
析出；③２ ｈ 后 ３％清水析
出；④２４ ｈ 后 ３ 湝湝畅５％清水
析出，浆液呈凝固状

１４０ １８０ 用 ５ 号缝隙板：①打开球阀后，流出堵漏浆 １５０
ｍＬ，随即只有清水流出；②压力达 ６ __畅９ ＭＰａ 缝
隙板被堵死，稳压 １０ ｍｉｎ 后无堵漏浆漏出；③
卸压后取出缝隙板观察，整个通道包括球阀被
堵死，用工具才能把管道疏通清洗，堵漏效果好

　注：（１）本表只是部分试验结果；（２）测试采用 ＱＤ －２ 型堵漏材料实验仪。

堵剂枙细枛 ＋２％混合堵剂枙粗枛 ＋１％单封的总百分
含量）的配方全失水时间１６０ ～１８０ ｓ，静止观察 ２４ ｈ
后的浆液呈凝固状。

（２）根据试验结果，确定 ３ 号配方为本次堵漏
的优选配方。
配制原则：根据地层特点和物性状况，选择堵漏

材料的级配和数量分为粗、中、细搭配以及合适浓度
的确定。 现场浓度的确定主要考虑所配浆液的可泵
性，在可泵入情况下尽可能配制浓一些，但配制太浓
泥浆泵泵入困难。 ３ 号配方施工时可勉强泵入。
6．3　施工工艺

（１）井内通畅，做好各种堵漏准备工作。
（２）根据本井资料，确定漏失层位为 ６８２ ～６８５

ｍ，确定按 ３ 号配方配制堵漏浆，包括封堵段长、替
浆量等。

（３）按配方用井场水配制堵漏浆 １０ ｍ３ ，加盐至
饱和。

（４）下光钻杆至封堵层段底部，开泵打入堵漏
浆并替浆到位，将堵漏浆打完为止，提钻至井口。

（５）检查好循环系统所有管线闸门后关井打压
憋挤堵漏浆。

（６）制定关井憋压措施，确定最高憋挤压力、憋
挤量和静止憋压时间。

（７）关井后，小排量从环空憋挤（ ＜１５ Ｌ／ｓ）替浆。
（８）根据憋挤情况确定憋挤量和憋挤静止时

间，第一次挤入量应在 ２ ～４ ｍ３ 为宜。 停泵静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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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３０ ～６０ ｍｉｎ 后再进行第二次憋挤。 此后连续用
此方法进行憋挤，直至憋挤量达到 ８ ～９ ｍ３

为止。
（９）根据憋挤情况确定憋挤压力，第一次憋挤

压力很低或基本上没有压力，随着憋挤的进行逐步
提高憋压值，最大憋压值控制在 ２ ～２畅５ ＭＰａ。 该矿
区憋挤压力大于３ ＭＰａ就会将漏失层重新压漏。 每
次憋挤时要在前次憋挤压力基本降至为 ０时再重新
进行憋挤，如静止 ３０ ｍｉｎ压力稳定在 １畅５ ～２ ＭＰａ，
则说明堵漏成功。

（１０）堵漏成功后缓慢泄压，筛出堵漏材料，进
行钻井液调整后钻进。

（１１）钻进中确保饱和盐水泥浆浓度，并在饱和
盐水泥浆中加入适量 ＲＪＴ －１ 和单封进行随钻堵
漏，以防止复漏。

7　经济效益分析
（１）本井用水泥堵漏 ９ 次，费时 ６０ 天，费用 ３０

～４０ 万元（包括材料、人员工资），仍未从根本上解
决孔内漏失问题，从而造成人力、物力、时间上的巨
大浪费。

（２）采用以 ＲＪＴ －１ 为主的配方堵漏浆，堵漏二
次（配堵漏浆 ５次，包括定向造斜段），费用 １２ ～１５万
元（包括材料、人员工资等），两次成功地堵住有进无
出的漏层（每次堵漏材料费用 ２ ～３万元、时间 ７天左
右），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为该工区
今后的钻井施工堵漏工作提供了可靠的配方依据，提
高钻井速度和成功率，其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8　结语
（１）吴城碱矿使用水泥进行堵漏，由于其漏层的

可溶特性，采用清水配制水泥浆进行堵漏基本都失败
了，采用饱和盐水配制水泥浆进行堵漏具有明显的堵

漏效果，但很容易发生复漏。 而重复堵漏会造成人
力、物力、时间上的巨大浪费。

（２）ＲＪＴ－１（抗温抗盐增粘抑制剂）是一种高效
堵漏剂，用此材料配制的堵漏浆进入井内裂缝地层
后，能在数分钟内快速形成堵漏墙，抑制地层漏失，是
堵漏主剂。

（３）ＲＪＴ －１ 堵漏浆是用清水（或盐水）配制而
成，剂量少（每次配方只需几百千克），配制简单，省时
省力，费用低。

（４）ＲＪＴ－１ 堵漏剂抗盐达饱和特性适合于本矿
区，因为遇水可溶漏失特性决定了无论采用何种堵漏
材料都必须采用饱和盐水配制才能起到堵漏效果。

（５）ＲＪＴ－１堵漏剂抗温 １００ ℃以上，受高温影响
小，应用广泛，安全可靠，效果好。

（６）ＲＪＴ－１堵漏剂具有膨胀性，配制后静止候凝
发生膨胀、固结。

（７）ＲＪＴ－１具有高悬浮、高效、高强度的特性，堵
层致密厚实；钻进时加入适量 ＲＪＴ－１能起到随钻堵
漏的作用，从而达到防止复漏的目的。

（８）ＲＪＴ－１虽然具有随钻堵漏的作用，但如果加
量过多，容易造成双管取心筒、螺杆钻具的堵塞，施工
时应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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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２６页）
（２）建议研制泵压解读器。 压力表的泵压是反

映孔底情况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研制泵压解读器，可
以读出深水位孔水位的位置和水压力，为施工人员提
供施工依据，有利于科学打钻。

（３）建议研制提高钻杆内腔水位的装置。 根据
压力与流量的关系，结合液动冲击器、节流阀、溢流阀
等原理研制一种提高钻杆内腔水位的装置，能提高钻
杆内腔的水位，又不影响正常施工。 它可以考虑与内
管总成连在一起，能跟随内管上下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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