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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城 ７井是大庆油田塔东区块的首钻井，为了增加钻井成功率以及缩短钻井周期和钻井成本，在工程设计
中的井身结构、钻具组合、钻头优选和扭力冲击器配合 ＰＤＣ钻头使用上，进行了大量的计算、统计分析和筛选，在实
钻中钻速得到了大幅提高，平均机械钻速为 ４畅６８ ｍ／ｈ，比古城 ６井平均机械钻速 ３畅０１ ｍ／ｈ提高了 ５５畅４８％，钻井周
期大幅缩短，完钻周期为 １５２畅４４ ｄ，按同开次同井深与古城 ６井相比，缩短了 ８６畅８ ｄ。 实践证明，古称 ７井工程设计
符合塔东区块的地质情况，能够大幅地提高钻速，缩短周期和钻井成本，为加快勘探开发步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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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大庆油田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进行新疆塔东区块的

开发，古城 ７井作为大庆油田在塔东区块的首钻井，
大庆油田相关部门为此做了大量的前期调研和讨

论，在井身结构、钻具组合、钻头优选和三开实施扭
力冲击器＋ＰＤＣ钻头提速试验等一系列配套设施，
最终达到提速的目的。

现场试验表明：扭力冲击器配合专用 ＰＤＣ钻头
提速效果明显。 从钻速及周期上相比都有突破，仅
用 １８１ ｄ就钻完 ６７８９ ｍ的井深，钻井周期同比古城
６井（６１６９ ｍ 井深）缩短了 １０６ ｄ，创出了大庆钻探
有史以来最深钻井纪录和塔东区块钻井新纪录，被
誉为新疆塔东区块钻井的“大庆速度”，现场实践效
果良好。

2　古城 ７井基本情况及难点分析
2．1　古城 ７井基本情况

古城 ７井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坳陷古城低凸起
新疆且末县城北偏西约 ８２ ｋｍ，东南距古城 ４ 井约
２２畅４ ｋｍ，西距古隆 １ 井约 ５１畅５ ｋｍ，北距古城 ６ 井
３畅２ ｋｍ。 钻井目的是落实中下奥陶统鹰山组中下部
白云岩储层的含气性以及探索中下奥陶统鹰山组顶

和蓬莱坝组顶表层风化壳岩溶储层含气性，目的层
位是鹰山组、蓬莱坝组。 本井设计井深 ６５８８畅００ ｍ，
实钻井深 ６７８９畅００ ｍ，三开 ３７３５畅００ ～５２５８畅７９、
５４０９畅０１ ～５６１３畅００ ｍ 实施扭力冲击器 ＋ＰＤＣ 钻头
提速试验，层位为却尔却克组。
2．2　难点分析

受勘探程度和资料限制，地质勘探风险较高，缺
少对断层、漏层、超压层以及膏岩、盐岩、火成岩、煤
层、砾岩厚度和深度的准确预测，使钻井施工风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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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主要有以下难点：
（１）地表地层疏松，钻表层时易发生圆井窜漏，

需控制好排量与返屑；
（２）上中部井段裸眼段长，地层成岩差、井壁不

稳定、泥岩易吸水膨胀，要求钻井液抑制性好，防止
井眼缩径卡钻；

（３）奥陶系却尔却克组地层巨厚，可钻性差，研
磨性强、易塌、易斜，机械钻速低，应严格控制钻井液
性能和钻井参数，寻求钻井提速技术手段；

（４）奥陶系却尔却克组地层 ４３００ ～４４００ ｍ 井
段，易井斜且古城 ４、古城 ６两口井均发生断钻具事
故，需加强钻具探伤检测，同时做好防斜打快工作；

（５）目的层为奥陶系鹰山组、蓬莱坝组，地层埋
藏复杂，埋藏深（ ＞５０００ ｍ），地温高，均质性差；

（６）产层为高压裂解气藏（６９畅３６ ＭＰａ／６１１３畅４５
ｍ），且 Ｈ２Ｓ和 ＣＯ２ （４８畅１５％）含量高，井控风险大，
对钻完井设计的井筒完整性要求高，应合理控制钻
井液密度，做好应急预案；

（７）地层硬度高、研磨性强，钻头选型难度大；
（８）高温（１１０ ～１８０ ℃）、高密度、窄间隙条件

下固井难度大，固井质量难以保障。

3　古城 ７井钻井优化设计
利用邻井实钻资料，结合本井施工难点，借鉴庆

深气田和塔里木油田钻井经验，重点对古城 ７ 井邻
井的井身结构设计、钻头选型情况以及出现的事故
复杂情况进行了分析。 根据邻井古城 ４ 井和古城 ６
井的钻完井资料对古城 ７ 井进行优化设计，优化了
井身结构和新工艺新工具钻井井段，确保了现场施
工顺利。
3．1　井身结构优化设计

针对塔东区块地质特点，借鉴庆深气田和塔里
木油田的常规钻井井身结构，并综合古城 ７ 井地质
情况，进一步优化井身结构，以满足钻井提速和勘探
开发需求，其各层套管下深确定依据如下。

（１）饱３３９畅７ ｍｍ套管下至 ８００ ｍ封固上部疏松
地层，加固井口。

（２）饱２４４畅５ ｍｍ套管下至奥陶系却尔却克组顶
部 ３３５０ ｍ，封固上部水层和白垩系以上易坍塌、缩
径地层；封固三叠系、石炭系泥岩层；奥陶系上部泥
岩层。 为三开做井控准备，采用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井眼专
打却尔却克组“黑被子”地层，提高钻井速度。

（３）饱１７７畅８ ｍｍ尾管下至奥陶系气层顶部吐木
休克组中下部（３１５０ ～５６００ ｍ）（兼顾一间房含油气

显示），封固上部大段泥岩，饱１５２畅４ ｍｍ井眼专打目
的层。

（４）饱１５２畅４ ｍｍ钻头钻至设计井深 ６５８８ ｍ，下
入饱１２７ ｍｍ尾管固井。 若油气显示良好，必要时，
饱１７７畅８ ｍｍ套管回接至井口。
3．2　钻具组合优化设计

非易斜井段采用单螺扶或双螺扶钟摆钻具组

合，既能控制井斜，又起到了修整井壁的作用，减少
了岩屑上返的阻力，保持环空畅通，可有效降低起下
钻阻卡显示和环空憋漏复杂情况。
易斜井段借鉴海塔、方正等区块防斜打快经验，

建议应用垂直钻井系统，实现控斜打快。 利用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软件进行各开次钻具组合校核。

二开设计的钻具组合为：饱３１１畅２ ｍｍ 钻头 ×
０畅３ ｍ＋饱２４４畅５ ｍｍ 螺杆×９畅１ ｍ ＋饱２２８畅６ ｍｍ 钻
铤×９畅０ ｍ ＋饱３０８畅０ ｍｍ 稳定器 ×１畅５ ｍ ＋饱２２８畅６
ｍｍ钻铤×９畅０ ｍ ＋饱３０８畅０ ｍｍ 稳定器 ×１畅５ ｍ ＋
饱２２８畅６ ｍｍ钻铤×９畅０ ｍ ＋饱２０３畅０ ｍｍ钻铤×５４畅０
ｍ＋饱１７８畅０ ｍｍ钻铤×８１畅０ ｍ＋饱１６５畅０ ｍｍ随钻震
击器×６畅５２ ｍ ＋饱１５９畅０ ｍｍ 钻铤×２７畅０ ｍ ＋饱１２７
ｍｍ加重钻杆×１２７畅０ ｍ ＋饱１２７ ｍｍ 钻杆。 图 １ 为
钻具校核图。
三开设计的钻具组合为：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钻头 ×

０畅５ ｍ＋饱１７２畅０ ｍｍ 螺杆×７畅２ ｍ ＋饱１５９畅０ ｍｍ 浮
阀×０畅８ ｍ＋饱１５９畅０ ｍｍ钻铤×９畅０ ｍ＋饱２１４畅０ ｍｍ
稳定器 ×１畅５ ｍ ＋饱１５９畅０ ｍｍ 钻铤 ×９畅０ ｍ ＋
饱２１４畅０ ｍｍ 稳定器 ×１畅５ ｍ ＋饱１５９畅０ ｍｍ 钻铤 ×
１５３畅０ ｍ ＋饱１６５畅０ ｍｍ 随钻震击器 ×６畅５２ ｍ ＋
饱１５９畅０ ｍｍ钻铤×２７畅０ ｍ ＋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杆 ×
１３５畅０ ｍ＋饱１２７ ｍｍ钻杆。 图 ２为钻具校核图。

四开设计的钻具组合为：饱１５２畅４ ｍｍ 钻头 ×
０畅３ ｍ ＋饱１２０畅６５ ｍｍ 浮阀 ×０畅５ ｍ ＋饱１２０畅６５ ｍｍ
钻铤×１５３畅０ ｍ＋饱１２０畅６５ ｍｍ随钻震击器×６畅０ ｍ
＋饱１２０畅６５ ｍｍ 钻铤 ×２７畅０ ｍ ＋饱８８畅９ ｍｍ 加重钻
杆×１３５畅０ ｍ ＋饱８８畅９ ｍｍ 斜坡钻杆×３３０６畅０ ｍ ＋
饱１２７ ｍｍ斜坡钻杆。 图 ３为钻具校核图。
3．3　钻头优选

目前塔东区块已钻井数量有限，迄今共钻不到
４０口井，且多为 ２００５ 年以前施工的井，应用钻头型
号繁多，单钻头进尺少，部分井单井用钻头超过 ７０
只，划眼用钻头超过 １０％，钻头失效严重，所以开展
钻头优化设计需求迫切。
在进行古城 ７ 井钻头设计时，借鉴了大庆深层

钻头优化经验，并根据塔东区块特点进行钻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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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二开钻具校核图

图 ２　三开钻具校核图

图 ３　四开钻具校核图

５２　２０１３年第 ４０卷第 １０期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主要思路是：优先使用 ＰＤＣ钻头，在砾岩层和“黑被
子”地层配合使用牙轮钻头；提高上部地层钻进排
量，增大钻井液上返速度和水功率，减少二次破岩，
预防钻头“泥包”，提高机械钻速。 重点强化钻头保
径和使用寿命，探索动力钻具＋孕镶金刚石钻头提
速可行性，建立钻头应用序列，提高钻井速度。

根据古城 ４、古城 ６ 井资料预测古城 ７ 井 ４０００
～４５００ ｍ井段岩石硬度平均值＜１５０００ ｐｓｉ（１０３畅３５
ＭＰａ），并绘制了古城 ７ 井岩石硬度预测曲线图，见
图 ４。

图 ４ 古城 ７ 井岩石硬度预测曲线图

3．4　钻井液优化设计
针对塔东区块古城构造地质特点，开展抗高温、

防塌钻井液体系及维护技术研究，保障钻井施工的
顺利进行。

一开 ０ ～８００ ｍ：设计使用高粘切、低失水、护壁
性强的膨润土－聚合物钻井液体系，主要解决第四
系和新近系上部井段地层松散、流沙层易坍塌的问
题。
二开 ８００ ～３３５２ ｍ：三叠系以上井段采用优质

大分子强包被聚合物钻井液体系。 选用大、中、小分
子聚合物复配，抑制地层造浆，配合适量润滑剂，改
善泥饼质量，减少滤失量，充分利用四级固控设备，
彻底除去无用固相，调整优化钻井液流型，主要解决
泥岩吸水膨胀，起下钻阻卡严重，钻头易泥包的问
题；进入三叠系加入 ３％ＫＣｌ转化为 ＫＣｌ －聚合物体
系，进一步增强钻井液的抑制性；进入石炭系标准灰

岩顶段转换使用聚磺泥浆体系，增加抗温能力。 加
足大分子聚合物，使用沥青粉和润滑剂，控制粘切和
失水，提高悬浮、携岩和抑制能力，主要预防地层垮
塌、降低和减少短起下的难度，保证测井下套管安全
顺利等。
三开 ３３５２ ～５６０３ ｍ：设计使用 ＫＣｌ －聚磺钻井

液体系，重点做好奥陶系地层上部渗漏和坍塌问题。
四开 ５６０３ ～６５８８ ｍ：设计使用 ＫＣｌ －聚磺钻井

液体系，主要解决奥陶系、寒武系泥岩强造浆，膏岩
和高压盐水层、灰岩层污染问题。 奥陶系目的层钻
进钻井液加入 １％ ～２％Ⅰ型屏蔽暂堵剂和 １％ ～
２％Ⅱ型屏蔽暂堵剂Ⅱ型随钻堵漏剂，同时备用高浓
度堵漏钻井液，做好防漏和堵漏工作。 在目的层段
后必须加强 Ｈ２Ｓ检测与防护，邻井有 Ｈ２Ｓ显示的要
提前在钻井液中预加 ０畅０５％ ～２％除硫剂，并提高
ｐＨ值至 ９畅５以上。

4　古城 ７井现场施工情况
4．1　井身结构

由于在井身结构设计时进行了优化，使井身结
构设计较适应实际情况，与钻井现场实际井身结构
符合率相当高。

饱３３９畅７ ｍｍ套管下至７９７ ｍ。 饱２４４畅５ ｍｍ套管
下至奥陶系却尔却克组顶部 ３３５０ ｍ；饱１７７畅８ ｍｍ尾
管下至奥陶系气层顶部吐木休克组中下部（３１４０畅６６
～５６１０ ｍ）（兼顾一间房含油气显示）；饱１５２畅４ ｍｍ
钻头钻至井深 ６７８９ ｍ，下入 饱１２７ ｍｍ 尾管固井
（５４４８畅７ ～６７８６ ｍ）。
4．2　实钻钻头情况

在古城 ７ 井实钻过程中，使用了扭力冲击器配
合 ＰＤＣ 钻头使用和螺杆来提高钻速，缩短钻井周
期，取得了显著提速和缩短周期的效果。 古城 ７ 井
实钻钻头使用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古城 ７ 井钻头使用情况

开次 井段／ｍ 进尺／ｍ 钻头数量／只
平均机械钻速

／（ｍ· ｓ －１ ）
一开 ０ ～７９７  ７９７ 剟１ 只牙轮 ２４ 侣侣畅４０
二开 ７９７ ～３３５２ M２５５５ 剟２ 只牙轮、２ 只 ＰＤＣ ９ 侣侣畅９１

三开 ３３５２ ～５６１３ a２２６１ 剟１ 只牙轮、６ 只 ＰＤＣ、
１ 只取心钻头

３ 侣侣畅９４

四开 ５６１３ ～６７８９ a１１７６ 剟４ 只牙轮、４ 只 ＰＤＣ １ 侣侣畅９８

4．3　三开扭力冲击器配合 ＰＤＣ钻头的使用
古城 ７ 井在三开井段使用了扭力冲击器配合

ＰＤＣ钻头使用，进行提速试验，来达到提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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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扭力冲击器试验井段的基本情况
在三开井段共试验了 ４ 趟扭力冲击器的应用，

分别是：
第一趟：扭力冲击器 ＋ＭＤ１６４６ＧＵ，试验井段

３７３５ ～４６２１畅６ ｍ，累计进尺 ８８６畅６ ｍ，纯钻时间 １５３
ｈ，平均机械钻速 ５畅８０ ｍ／ｈ；单只钻头进尺 ８８６畅６ ｍ，
扭力冲击器累计使用时间 １７３ ｈ。 本趟钻进各项参
数为：钻头压降 ２畅７ ～３畅５ ＭＰａ，水眼 Ｗ１６ ×６，钻压
８０ ～１００ ｋＮ，扭矩 １２ ～１４ ｋＮ· ｍ，排量 ３２畅０ Ｌ／ｍｉｎ，
泵压 １９ ～２１ ＭＰａ，转速 ６０ ～７５ ｒ／ｍｉｎ。
第二趟：扭力冲击器 ＋Ｕ４１６Ｍ，试验井段

４６２１畅６ ～５１３６畅５５ ｍ，累计进尺 ５１４畅９５ ｍ，纯钻时间
１２９ ｈ，平均机械钻速 ３畅９９ ｍ／ｈ；单只钻头进尺
５１４畅９５ ｍ；扭力冲击器累计使用时间 １４０ ｈ。 本趟钻
进各项参数为：钻头压降 ２畅８ ～３畅３ ＭＰａ，水眼 Ｗ１６
×６，钻压 ８０ ～１００ ｋＮ，扭矩 １３ ～１８ ｋＮ· ｍ，排量
３２畅０ Ｌ／ｍｉｎ，泵压 １９畅５ ～２２ ＭＰａ，转速６０ ～７５ ｒ／ｍｉｎ。

第三趟：扭力冲击器 ＋Ｕ５１６Ｍ，试验井段
５１３６畅５５ ～５２５８畅７９ ｍ，累计进尺 １２２畅２４ ｍ，纯钻时
间 ６３ ｈ，平均机械钻速 １畅９４ ｍ／ｈ；单只钻头进尺
１２２畅２４ ｍ；扭力冲击器累计使用时间 ７２ ｈ。 本趟钻

进各项参数为：钻头压降 ２畅０ ～２畅５ ＭＰａ，水眼 Ｗ１６
×７，钻压 ８０ ～１２０ ｋＮ，扭矩 １３ ～１８ ｋＮ· ｍ，排量
３２畅０ Ｌ／ｍｉｎ，泵压 ２１ ～２３ ＭＰａ，转速 ６０ ～７５ ｒ／ｍｉｎ。

第四趟：扭力冲击器 ＋Ｕ５１３Ｍ，试验井段
５４０９畅０１ ～５６１３畅００ ｍ，累计进尺 ２０３畅９９ ｍ，纯钻时
间 ５１ ｈ，平均机械钻速 ４畅００ ｍ／ｈ；单只钻头进尺
２０３畅９９ ｍ；扭力冲击器累计使用时间 ５８ ｈ。 本趟钻
进各项参数为：钻头压降 ２畅０ ～２畅３ ＭＰａ，水眼 Ｗ１８
×５，钻压 ８０ ～１３０ ｋＮ，扭矩 １５ ～１７ ｋＮ· ｍ，排量
３２畅０ Ｌ／ｍｉｎ，泵压 ２１ ～２３ ＭＰａ，转速 ６０ ～６５ ｒ／ｍｉｎ。
4．3．2　扭力冲击器试验井段与邻井同井段对比情况

古城 ６ 井 ３７３５畅００ ～４８１０畅００ ｍ 为 饱３１１畅２ ｍｍ
井眼，而古城 ７ 井则为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井眼，所以该段
机械钻速没有对比性，而 ４８１０ ｍ 以深古城 ６ 井为
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井眼，所以与古城 ６ 井对比所采取的井
段为 ４８１０畅００ ～５１９３畅００、５４８５畅００ ～５６１８畅００ ｍ，该段
机械钻速为 １畅６２ ｍ／ｈ，而古城 ７ 井的试验井段
４８１０畅００ ～５２５８畅７９ 和 ５４０９畅０１ ～５６１３畅００ ｍ 的机械
钻速为 ２畅７４ ｍ／ｈ，所以该井段的平均机械钻比古城
６井速提高了 １畅１２ ｍ／ｈ，即提高了 １畅６９倍。 详细对
比情况见表 ２，２口井的部分钻时对比见图 ５。

表 ２ 古城 ７ 井扭力冲击器试验井段与邻井对比情况表

井号 井眼尺寸／ｍｍ 井段／ｍｍ 进尺／ｍ 平均钻速／（ｍ· ｈ －１ ） 施工周期／ｄ 钻头数量／只

古城 ６ 井 ３１１ ::畅２ ３７６４ II畅００ ～４６１９ 吵畅００ ８５５ 垐垐畅００ １ ��畅３１ ４８ VV畅４０ ７ 技
古城 ６ 井 ３１１ ::畅２ ４６１９ II畅００ ～４８１０ 吵畅００ １９１ 垐垐畅００ １ ��畅０５ １０ VV畅１０ １ 技
古城 ６ 井 ２１５ ::畅９ ４８１０ 篌篌畅００ ～５１９３ ]畅００、５４８５ 灋畅００ ～５６１８  畅００ ５１６ 垐垐畅００ １ ��畅６２ ３０ VV畅７８ ６ 只 ＰＤＣ、３ 只牙轮

古城 ７ 井

２１５ ::畅９ ３７３５ II畅００ ～４６２１ 吵畅６０ ８８６ 垐垐畅６０ ５ ��畅８０ ９ VV畅２９ １ 技
２１５ ::畅９ ４６２１ II畅６０ ～５１３６ 吵畅５５ ５１４ 垐垐畅９５ ３ ��畅９９ ７ VV畅７１ １ 技
２１５ ::畅９ ５１３６ II畅５５ ～５２５８ 吵畅７９ １２２ 垐垐畅２４ １ ��畅９４ ４ VV畅６０ １ 技
２１５ ::畅９ ５４０９ II畅０１ ～５６１３ 吵畅００ ２０３ 垐垐畅９９ ４ ��畅００ ３ VV畅００ １ 技

古城 ７ 井累计 ２１５ ::畅９ ３７３５ 篌篌畅００ ～５２５８ ]畅７９、５４０９ 灋畅０１ ～５６１３  畅００ １７２７ 垐垐畅７８ ４ ��畅３６ ２４ VV畅６０ ４ 技
古城 ７ 井对比井段 ２１５ ::畅９ ４８１０ 篌篌畅００ ～５２５８ ]畅７９、５４０１ 灋畅０１ ～５６１３  畅００ ６５２ 垐垐畅７８ ２ ��畅７４ １２ VV畅１１ ３ 技
　注：各井所处的地层层位为却尔却克组。

图 ５ 古城 ７ 井与古城 ６ 井钻时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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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古城 ７井全井施工周期对比
古城 ７ 井自一开开钻至四开钻进至设计井深

６５８８ ｍ，共施工 １４５畅０７ ｄ，比设计钻井周期 ２６４ ｄ缩
短了 １１８畅９３ ｄ。 同比古城 ４ 井完钻钻进至 ６５５０畅００

ｍ施工 ３７６畅６２ ｄ 缩短了 ２３１畅５５ ｄ。 同比古城 ６ 井
完钻钻进至 ６１６９畅００ ｍ 施工 ２６１畅７９ ｄ 缩短了
１１６畅７２ ｄ。 从一开到四开加深井深（６７８９ ｍ）完钻共
用 １５２畅４４ ｄ。 详情见表 ３ 及图 ６。

表 ３ 古城 ７ 井施工进度与古城 ７ 井设计及古城 ６ 井施工进度对比数据表

开钻次序 井号 对比井段／ｍ 施工周期／ｄ 施工进度对比情况

一
开

古城 ６ 井 ０ ～８１３ ZZ畅００ ２０ @@畅２９
古城 ７ 井 ０ ～７９７ ZZ畅００ ９ @@畅１９
古城 ７ 井设计 ０ ～７９７ ZZ畅００ １６ 　

从一开到二开比古城 ６ 井缩短
１１ ZZ畅１ ｄ
比设计缩短 ６ 噜噜畅８１ ｄ

二
开

古城 ６ 井 ８１３ hh畅００ ～４８１０ 乙畅００
（对比井段为 ８１３ ?畅００ ～３３７０ ┅畅００）

钻进 ２０ 厖厖畅２９

古城 ７ 井 ７９７ hh畅００ ～３３５２ 乙畅００ 钻进 １９   畅１７ ＋完井 １０ 後畅０８ ＝２９ �畅２５
古城 ７ 井设计 ７９７ hh畅００ ～３３５２ 乙畅００ ６３ 　

钻进时间比古城 ６ 井缩短 １ 适适畅１２ ｄ

从二开到三开比设计缩短 ３３ 趑趑畅７５ ｄ
三
开

古城 ６ 井 ３３５２ ||畅００ ～５６１３ 骀畅００ １１３ 　
古城 ７ 井 ３３５２ ||畅００ ～５６１３ 骀畅００ ３８ @@畅４２
古城 ７ 井设计 ３３５２ ||畅００ ～５６１３ 骀畅００ ８５ 　

钻进时间比古城 ６ 井缩短 ７４ 蝌蝌畅５８ ｄ
比设计缩短 ４６   畅５８ ｄ

四
开

古城 ７ 井 ５６１３ ||畅００ ～６５８８ 骀畅００ ４０ @@畅１５
古城 ７ 井设计 ５６１３ ||畅００ ～６５８８ 骀畅００ ８０ 　

钻进时间比设计缩短 ３９ PP畅８５ ｄ
实际累计 古城 ７ 井 ０ ～６７８９ nn畅００ １５２ @@畅４４

图 ６ 古城 ７ 井施工进度与古城 ７ 井设计及
古城 ６ 井施工进度对比图

4．5　经济效益比较
按扭力冲击器试验井段计算古城 ７井节约的成

本，考虑节省钻机日费、节省钻头费用、节省的时间
内钻井液维护费用等，共计为古城 ７ 井使用扭力冲
击器累计节省的钻井成本，成本结余远远超千万元，
经济效益可观。

5　结论
（１）古城 ７ 井提速效果非常明显，原因包括其

井身结构优化设计，钻井液性能以及施工技术，均符
合塔东区块的地质和勘探要求，为日后塔东区块钻
井施工设计提供了参考。

（２）古城７井三开试验了阿特拉的扭力冲击

器，扭力冲击器配合专用 ＰＤＣ 钻头提速效果明显。
从钻速及周期上相比都有突破，总体机械钻速提高
１畅６９倍。 也为以后在新疆塔东区块钻遇却尔却克
组“黑被子”地层找到了较好的技术方法。

（３）使用钟摆钻具组合，配合扭力冲击器钻井，
井身质量良好，具有稳斜降斜效果，古城 ７井井斜角
由 １畅９°降至 １畅１°，井眼规则，起下钻顺利，没有阻卡
现象。

（４）在合适的井段应用扭力冲击器配合专用
ＰＤＣ能够大幅度提高机械钻速并缩短钻井周期，结
余钻井成本，有很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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