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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城油田重 １８ 井区浅层 ＳＡＧＤ 双水平井钻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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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ＳＡＧＤ钻井技术是开发超稠油油藏的一种前沿技术，在国内外的超稠油油藏开发中已经被大规模采用。 ２００８
年新疆油田公司开辟先导试验区并尝试使用 ＳＡＧＤ技术开采风城油田重 １８ 井区超稠油油藏，取得了一定的效益。
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 ＳＡＧＤ钻井。 本文结合近年来施工的 ＳＡＧＤ双水平井中其中的一对井———
ＦＨＷ１１７Ｐ生产水平井和 ＦＨＷ１１７Ｉ注汽水平井，对 ＳＡＧＤ双水平井钻井技术进行了介绍。 塔式满眼防斜钻具、磁性
定位导向技术、针对性的钻井液技术等，是该对双水平井顺利完钻的关键。 另外，通过保持钻井液良好的润滑性、
使用可循环式加压装置和大质量钻铤对筛管施加下压力的措施，使饱１７７畅８ ｍｍ筛管顺利下入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井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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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ＳＡＧＤ（Ｓｔｅａｍ-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Ｄｒａｉｎｇａｇｅ），即蒸

汽辅助重力泄油技术，其机理是在注汽井中注入高
温蒸汽，蒸汽向上超覆在地层中形成蒸汽腔，蒸汽腔
向上及侧面扩展，与油层中的原油发生热交换，加热
后的原油和蒸汽冷凝水靠重力作用泄到下面生产水

平井中被采出。
２００８年，新疆油田在充分借鉴国内外超稠油开

发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将风城超稠油油藏重 ３２井区
ＳＡＧＤ先导试验作为股份公司重大开发试验项目的
具体内容进入实施阶段。 根据开发方案主要以
ＳＡＧＤ成对水平井为主，当年部署并依托国内辽河
油田、奥瑞恩特公司等作为主要技术支撑完成了
ＳＡＧＤ双水平井 ４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近年来，
新疆油田大力开发风城油田重 １８井区超稠油油藏，

笔者参与了该区块的钻井工作，已成功钻成近 ３０ 口
ＳＡＧＤ双水平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益，ＦＨＷ１１７Ｐ
生产水平井和 ＦＨＷ１１７Ｉ注汽水平井便是其中一对。
目前 ＳＡＧＤ试验区中的单井产量达到 ４５ ｔ 以上，油
汽比 ０畅４８，是直井单井产量的 １０ 倍，常规水平井的
５倍。 超稠油油藏采收率一般超过 ５０％，高的可以
达到 ７０％以上。

1　地质概况
重 １８井区自下而上发育的地层有二叠系、侏罗

系齐古组、白垩系吐谷鲁群。 目的层侏罗系齐古组超
覆沉积于古生界侵蚀面之上，其上又被白垩系吐谷鲁
群超覆。 目的层侏罗系齐古组油藏主要受构造和岩
性控制，四面被断面遮挡，中细砂岩厚度的变化直接
影响油层厚度的变化。Ｊ３ q２ ２ －１ ＋Ｊ３ q２ ２ －２

油藏中部埋



深 ２００ ｍ，原油粘度高，地层条件下原油粘度超过 １００
×１０４ ｍＰａ· ｓ。 因此，重 １８ 井区齐古组 Ｊ３ q２ ２ －１ ＋Ｊ３
q２ ２ －２层油藏是典型的构造、岩性控制带边水的浅层断
块超稠油油藏。

2　井身结构、井眼轨道设计
2．1　井身结构设计（见表 １）

表 １　井身结构设计

开钻
次序

套管直
径／ｍｍ 设　　计　　说　　明

一开 ３３９ ��畅７ 一开采用饱４４４ 垐垐畅５ ｍｍ 钻头钻至井深 ２５ ｍ下入饱３３９ t畅７
ｍｍ 套管，水泥浆返至地面，封隔地表松散易塌地层
及水层，并为井口控制和后续安全钻井创造条件

二开 ２４４ ��畅５ 二开采用 饱３１１ 棗棗畅２ ｍｍ 钻头钻至靶窗 Ａ 点后，根据现
场技术套管情况继续钻进 １０ ～１５ ｍ，下入 饱２４４ p畅５
ｍｍ 技术套管，固井水泥浆返至地面，以利于三开下
部地层安全钻进和完井作业

三开 １７７ ��畅８ 三开采用 饱２１５ 棗棗畅９ ｍｍ 钻头钻至靶窗 Ｂ 点完钻，水平
段悬挂 饱１７７ E畅８ ｍｍ 尾管（筛管完井），悬挂于 饱２４４ p畅５
ｍｍ 技术套管内，尾管与技术套管重叠 ３０ ｍ

井身结构如图 １所示。

图 １ 井身结构示意图

2．2　井眼轨迹设计
井眼轨迹设计见表 ２。

3　ＳＡＧＤ双水平井施工难点
（１）造斜点浅，仅有 ５５ ｍ 左右，直井段钻柱重

力太小，不易控制直井段井斜和方位角的变化，此外
施工造斜段和水平段施加钻压也较困难。

（２）测斜零长大，靶窗小（只有 １ ｍ ×２ ｍ），轨
迹控制困难。在水平段钻进时，由于下入了地质导

表 ２ 井眼轨迹设计表

井号
井深／
ｍ

井斜角／
（°）

方位角／
（°）

垂深／
ｍ

南北位
移／ｍ

东西位
移／ｍ

投影位
移／ｍ

“狗腿”度／〔（°）·
（３０ ｍ）－１〕

增斜率／〔（°）·
（３０ ｍ）－１〕

方位变化率／
〔（°）· （３０ ｍ）－１〕

ＦＨＷ１１７Ｐ

０   畅００ ０ gg畅００ ０ 眄眄畅００ ０ II畅００ ０ 沣沣畅００ ０ }}畅００ ０ 排排畅００ ０ 灋灋畅０００ ０ ..畅０００ ０ 噰噰畅０００
５２   畅００ ０ gg畅００ ３６０ 眄眄畅００ ５２ II畅００ ０ 沣沣畅００ ０ }}畅００ ０ 排排畅００ ０ 灋灋畅０００ ０ ..畅０００ ０ 噰噰畅０００

２０５   畅１２ ５８ gg畅３４ ２４４ 眄眄畅８９ １８０ II畅００ －３０ 沣沣畅３２ －６４ }}畅６９ ７１ 排排畅４５ １１ 灋灋畅４３０ １１ ..畅４３０ ０ 噰噰畅０００
２２６   畅０７ ５８ gg畅３４ ２４４ 眄眄畅８９ １９１ II畅００ －３７ 沣沣畅８８ －８０ }}畅８５ ８９ 排排畅２８ ０ 灋灋畅０００ ０ ..畅０００ ０ 噰噰畅０００
３１１   畅２８ ９０ gg畅００ ２４４ 眄眄畅９７ ２１３ II畅９５ －７２ 沣沣畅１７ －１５４ }}畅１６ １７０ 排排畅２２ １１ 灋灋畅１４８ １１ ..畅１４８ ０ 噰噰畅０２８
７１１   畅２３ ９０ gg畅００ ２４４ 眄眄畅９７ ２１３ II畅９５ －２４１ 沣沣畅３７ －５１６ }}畅５６ ５７０ 排排畅１７ ０ 灋灋畅０００ ０ ..畅０００ ０ 噰噰畅０００

ＦＨＷ１１７Ｉ

０   畅００ ０ gg畅００ ０ 眄眄畅００ ０ II畅００ ０ 沣沣畅００ ０ }}畅００ ０ 排排畅００ ０ 灋灋畅０００ ０ ..畅０００ ０ 噰噰畅０００
５７   畅００ ０ gg畅００ ０ 眄眄畅００ ５７ II畅００ ０ 沣沣畅００ ０ }}畅００ ０ 排排畅００ ０ 灋灋畅０００ ０ ..畅０００ ０ 噰噰畅０００

１５６   畅９２ ３７ gg畅３２ ２４４ 眄眄畅９６ １５０ II畅００ －１３ 沣沣畅２９ －２８ }}畅４５ ３１ 排排畅４０ １１ 灋灋畅２０４ ２４４ ..畅９６０ １１ 噰噰畅２０４
１５６   畅９２ ３７ gg畅３２ ２４４ 眄眄畅９６ １５０ II畅００ －１３ 沣沣畅２９ －２８ }}畅４５ ３１ 排排畅４０ ０ 灋灋畅０００ ０ ..畅０００ ０ 噰噰畅０００
２９４   畅１９ ９０ gg畅００ ２４４ 眄眄畅９７ ２０８ II畅７９ －６３ 沣沣畅５３ －１３６ }}畅０３ １５０ 排排畅１３ １１ 灋灋畅５１４ ０ ..畅０２０ １１ 噰噰畅５１４
６９４   畅１４ ９０ gg畅００ ２４４ 眄眄畅９７ ２０８ II畅７９ －２３２ 沣沣畅７３ －４９８ }}畅４３ ５５０ 排排畅０９ ０ 灋灋畅０００ ０ ..畅０００ ０ 噰噰畅０００

　注：（１）设计剖面数据已含转盘面高度 ４畅５ ｍ；（２）ＦＨＷ１１７Ｉ井为以槽口为中心计算的轨迹数据。

向仪器，使得仪器的井斜方位测斜零长达到 ２０ ｍ左
右，这样使得井底的井斜角和方位角不能及时测量，
只能靠预测进行轨迹调整。 而且水平段的靶窗小，
轨迹调整难度大。

（３）重 １８ 井区油藏储层地层胶结疏松，钻时
快，造斜率低，尤其在水平段中钻进时跟压困难，在
复合钻进过程中容易出现井斜角减小的现象。

（４）水平段长达 ４００ ｍ左右，且两口井纵向、横
向间距均有严格要求，井口距离为 ２０畅２２ ｍ，两井水
平段的垂直距离为 ５畅０ ｍ。 所以两井水平段间的防

碰至关重要。
（５）因为垂深浅，技术套管（饱２４４畅５ ｍｍ）下入

有一定的难度。
（６）水平段井眼尺寸为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而要求下入

的套管尺寸为饱１７７畅８ ｍｍ。 按照规程要求，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井眼下入的最大套管的尺寸应为 饱１６８畅３ ｍｍ。
因此，水平段筛管的下入也是一大挑战。

4　主要工程技术措施
4．1　直井段钻进技术

２４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６年 ３月　



针对造斜点只有５５ ｍ左右，且要求造斜点的井
斜＜１°的情况，为了满足设计要求，为后续施工提供
基础，我们在钻进过程中采用了塔式满眼防斜钻具。
在钻进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直井段（造斜点）
井斜均＜１°。
4．2　井眼轨迹测量、控制技术

按照工程设计的轨迹要求，轨迹控制采用先进
的 ＭＧＳ磁导向、Ｓｐｅｒｒｙ-Ｓｕｎ ６５０ 正脉冲 ＭＷＤ 工具、
轨迹反演分析等工具软件，实施了两水平井的造斜
段、稳斜段、水平段等的施工。

双水平井的水平段轨迹除了要保证在预计储层

段内以一定的角度和方向穿行外，还必须严格控制
上下两个水平段的轨迹在重力垂向和水平方向的相

对位置关系。 减少水平段轨迹的上下位移，应将水
平段轨迹在垂向上的位移控制在１ ～２ ｍ以内，水平
面方向上的位移控制在 ５畅０ ｍ 以内。 因此，对双水
平段轨迹的精确跟踪测量工艺和随钻控制能力都提

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常规水平井轨迹测量手段和控
制工艺很难达到这种精度要求。
4．3　水平段磁性定位导向技术

由于 ＳＡＧＤ双水平井两水平段之间的距离只有
５ ｍ，其施工工艺决定了在钻上部注汽井水平段时，
常规测量仪器的轨迹测量参数必然会受到下部生产

井已经下入完井管柱的磁干扰的影响。 同时，考虑
到目前水平井常规测量仪器的测量精度有限，因此，
为确保 ＳＡＧＤ水平井井眼轨迹能够满足油藏开采要
求，必须采用精确测量的磁性定位导向技术。

该井采用了 ＭＧＴ磁性定位导向工具，作为电磁
源与 ＭＷＤ 系统配合使用来控制双水平井井眼轨
迹，它可以实现精确测量正钻井相对于参考井水平
和垂直方向的距离，测量精度为 ０畅１ ｍ。 ＭＧＴ 磁性
定位导向工具在生产井的水平段内发出磁场，位于
注汽井内的 ＭＷＤ随钻测量工具可以时时根据 ＭＧＴ
磁性定位导向工具发出的磁场进行测量数据，进行
轨迹控制。 ＭＧＴ 磁性定位导向工具的测量有效范
围一般为 ２５ ～３０ ｍ。 在现场钻进过程中，ＭＧＴ磁性
定位导向工具的移动由生产井井口的修井机实现，
当 ＭＧＴ磁性定位导向工具下入一定井深后，注汽井
内的钻头、钻具带动 ＭＷＤ钻进，每次钻进深度为 ３０
ｍ。 然后，ＭＧＴ磁性定位导向工具继续往下移送 ３０
ｍ，位于注汽井内的钻头、钻具及 ＭＷＤ 往下再钻进
３０ ｍ，以此类推，钻至完钻井深。

4．4　钻井液技术
4．4．1　钻井液设计配方（见表 ３）

表 ３ 钻井液配方

开钻
次序

井段／
ｍ 钻井液体系 配　　　方

一开 ０ ～６０ :膨润土浆＋ＣＭＣ ８％膨润土＋０ 湝湝畅４％Ｎａ２ＣＯ３ ＋０ 殮畅４％ＣＭＣ
二开 ６０ ～

３１１
聚磺钻井液体系 ４％膨润土＋０ 湝湝畅２％纯碱＋０ ?畅２％ＮａＯＨ＋

０ �畅４％ＦＡ －３６７ ＋０ E畅５％ ＳＰ －８ ＋０ M畅５％
ＹＬＡＹ＋２％ＳＨＣ －１ ＋２％ＫＴＬ ＋２％ＫＲ
－ｎ＋１％石墨粉＋重晶石粉

三开 ３１１ ～
７１１

聚磺钻井完井液
体系

４％膨润土＋０ 潩潩畅２％纯碱 ＋０ D畅２％ＮａＯＨ ＋
０ 鲻畅４％ＦＡ －３６７ ＋０ E畅５％ ＳＰ －８ ＋０ S畅５％
ＹＬＡＹ＋２％ＳＨＣ－１＋２％ＫＴＬ＋３％ＫＲ－
ｎ＋１％石墨粉＋重晶石粉＋２％ＷＣ－１

4．4．2　一开钻井液
表层为干燥的砂质粘土层，泥质含量少，按照设

计配制 ８％的充分水化的坂土浆，加入 ０畅４％ＣＭＣ－
ＭＶ搅拌均匀开钻，确保高坂含、高粘切，防止井壁
垮塌，钻进过程中钻井液的维护以坂土浆和 ＣＭＣ胶
液为主，以细水长流的方式补充到井浆中；同时开动
３级固控设备，控制泥浆密度为 １畅０５ ～１畅１０ ｇ／ｃｍ３。
4．4．3　二开造斜稳斜段钻井液

钻井液体系：聚磺钻井液体系。
将一开钻井液用清水和胶液冲稀至坂含在 ４０

ｇ／Ｌ左右，按照设计加入 ０畅４％ＦＡ －３６７ ＋０畅５％ＳＰ
－８ ＋０畅５％ＮＰ －２ ＋２％ＳＨＣ －１ 等，性能满足二开
要求后开钻。 上部井段以泥岩及泥质砂岩为主，易
发生固相污染，加足大分子聚合物包被剂，防止钻屑
的分散，开动固控设备，及时有效清除岩屑，防止重
复破碎；同时保持低流变、低粘切，确保大排量，保证
上部井段的快速钻速，要具有很强的抑制性、防塌性
和防漏性，防粘土水化膨胀，以 ＦＡ －３６７ 加强包被
抑制。 以 ＳＰ－８ 配合复配铵盐降失水，以２％ＳＨＣ－
１改善钻井液泥饼质量增强井眼的造壁性和防塌能
力，加入润滑剂保持钻井液润滑性。
4．4．4　三开水平段钻井液

钻井液体系：聚磺钻井完井液体系。
三开前在钻井液中加入油层保护剂，以利于在

钻井中形成高强度的屏蔽环，阻止钻井液完井液对
油气层造成严重的伤害。 钻进中及时补充阳离子乳
化沥青、ＳＨＣ－１（胶液）和润滑剂，以保证井壁稳定
和提高造壁稳壁能力及泥浆的润滑性。 施工过程中
通过大、中、小分子量聚合物的合理复配，并用等浓
度聚合物胶液，以细水长流的方式加入钻井液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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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钻井液性能均匀稳定，以确保钻井液具有优良的
悬浮和携屑能力，防止岩屑床的形成，增强体系的携
带能力和悬浮能力，有效清除岩屑床，防止阻卡。 严
格控制提下钻速度，减少压力“激动”，避免造成漏
失和垮塌。 保证 ４ 级固控设备运转良好，钻进中振
动筛开动率 １００％，除砂器运转率 １００％，尽力清除
有害固相，以“净化”保“优化”。
4．5　完井技术

能将 饱１７７畅８ ｍｍ 筛管安全顺利下入 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井眼，是 ＳＡＧＤ 水平井完井的关键。 其中不仅
涉及到管柱下入动力的问题，还牵涉到大尺寸管柱
在井眼中的丝扣密封变形、强度等问题。 因此，在钻
前对管柱的安全下入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论

证。 首先严格执行了钻井设计，保证井眼轨迹不出
现急扭方位，井斜不急增或急减；其次要在钻井液中
添加润滑剂，提高钻井液的润滑性能；再次，在筛管
下入过程中，地面以上配备可循环加压装置，直井段
尽可能采用质量较大的钻铤，以防止筛管在下入过
程中由于井眼条件及其他因素造成的送入钻具质量

不足的情况。 通过以上措施，饱１７７畅８ ｍｍ 尾管安全
顺利下入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井眼。

5　施工简况
5．1　ＦＨＷ１１７Ｐ井

（１）一开采用 饱４４４畅５ ｍｍ 钻头 ＋饱１７７畅８ ｍｍ
钻铤＋方钻杆的钻具组合钻至井深 ２５畅２０ ｍ一开完
钻，饱３３９畅７ ｍｍ表层套管下深 ２４畅９９ ｍ。

（２）二开采用饱３１１畅１５ ｍｍ牙轮钻头＋饱１９７ ｍｍ
螺杆（２°） ＋饱１２７ ｍｍ无磁钻杆＋饱１６５ ｍｍ ＭＷＤ短
节＋饱１６５ ｍｍ 无磁钻铤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杆（４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杆的钻具组合钻至造斜点
５２畅０ ｍ后，更换造斜钻具，进行造斜钻进，造斜至井
深 ２０５ ｍ，开始复合钻进稳斜段，稳斜至 ２２５ ｍ，继续
造斜钻进至 ３１１畅５ ｍ 着陆（Ａ 点），继续钻进至 ３１９
ｍ中完。 甩掉螺杆钻具后用带有扶正器的通井钻具
下钻通井后，下入饱２４４畅５ ｍｍ技术套管后固井。

（３）三开采用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钻头＋饱１７２ ｍｍ螺杆
＋饱１２７ ｍｍ无磁钻杆（１根） ＋ＭＷＤ短节＋饱１６５ ｍｍ
无磁钻铤（１根） ＋饱１２７ ｍｍ斜坡钻杆（２４根） ＋饱１２７
ｍｍ加重钻杆的钻具组合，以滑动和旋转复合钻进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施工，钻进至 ７１２畅００ ｍ完钻。 完
钻后起钻取出仪器，甩掉螺杆，下入单稳定器钻具组

合通井，下钻到底后单泵大排量充分洗井，下完筛
管，投球憋压，倒扣成功，ＦＨＷ１１７Ｐ井顺利完井。
5．2　ＦＨＷ１１７Ｉ井

（１）一开采用 饱４４４畅５ ｍｍ 钻头 ＋饱１７７畅８ ｍｍ
钻铤＋方钻杆的钻具组合钻至井深 ２５畅２０ ｍ一开完
钻，饱３３９畅７ ｍｍ表层套管下深 ２４畅９９ ｍ。

（２）二开采用 饱３１１畅１５ ｍｍ 牙轮钻头 ＋饱１９７
ｍｍ 螺杆 （２°） ＋饱１２７ ｍｍ 无磁钻杆 ＋饱１６５ ｍｍ
ＭＷＤ短节＋饱１６５ ｍｍ无磁钻铤＋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
杆（４根） ＋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杆的钻具组合钻至井
深 ３０１畅００ ｍ中完，用通井钻具通井后，下入饱２４４畅５
ｍｍ技术套管后，固井候凝。

（３）三开采用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钻头＋饱１７２ ｍｍ螺杆
＋饱１２７ ｍｍ无磁钻杆（１根） ＋ＭＷＤ短节＋饱１６５ ｍｍ
无磁钻铤（１ 根） ＋饱１２７ ｍｍ 斜坡钻杆（２４ 根） ＋
饱１２７ ｍｍ 加重钻杆的钻具组合采用小钻压快速钻
灰塞至 ２７９ ｍ洗井，充分循环钻井液后提钻。 此时
调配修井车在 ＦＨＷ１１７Ｐ井中用电缆传输下入电磁
导向仪器，ＦＨＷ１１７Ｉ井中的 ＭＷＤ仪器从 ＦＨＷ１１７Ｐ
井获取数据引导 ＦＨＷ１１７Ｉ 井水平段钻进。 同时利
用 ＭＷＤ的工具面参数以滑动和旋转复合钻进结合
的方式，控制井眼轨迹位于生产井的正上方 ５畅０ ｍ
左右（见图 ２、图 ３）。 导向钻进至 ６９４ ｍ完钻。

图 ２ ＦＨＷ１１７ 井组实钻轨迹垂直剖面对比图

图 ３ ＦＨＷ１１７ 井组实钻轨迹三维立体图

为保证完井筛管顺畅下入，完钻后起钻取出仪
器，甩掉螺杆，下入单稳定器钻具组合通井，下钻到底

（下转第 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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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被切开后，适当尝试“点放”钻具［９ －１０］ ，增加切割
时的钻压的措施，最终第四次套铣饱３３９畅７ ｍｍ套管
共 ２７ ｍ，切割时间５ ｈ；第五次套铣饱３３９畅７ ｍｍ套管
至 １５８ ｍ，切割时间仅 ４畅２５ ｈ。

图 ７　出井双层套管切割口

5　结语
（１）通过对大尺寸井槽内部套管的弃井处理，

可以实现单筒双井再利用，这为海上槽口的再利用
提供了新的思路。

（２）通过实践对比， “ ＰＤＣ 齿”套铣钻头在
饱３３９畅７ ｍｍ套管套铣中具有机械钻速高的优势。

（３）在对双层套管贴靠关系明确的前提下，利
用 ２１０ ｍｍ水力割刀刀片可实现双层套管（饱３３９畅７
ｍｍ和饱２４４畅５ ｍｍ）的一次性切割，即便是环空间有
水泥封固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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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单泵大排量充分洗井，对筛管悬挂的位置进行刮
壁，确保悬挂固定可靠。 下筛管过程中采取了可循环
加压装置、大质量的钻铤等工具，对筛管施加下压力，
保证筛管顺利下入，投球憋压，倒扣成功，ＦＨＷ１１７Ｉ井
完井。

6　结语
（１）常规水平井实行轨迹测量开环控制，双水

平井实行闭环控制。 双水平井的轨迹测量技术在传
统随钻测量技术的基础上，利用已钻生产井的轨迹
数据，在钻进注气井的水平段时，通过跟踪、预测、反
演推算注气井的井眼轨迹数据，在此基础上，再实施
井眼轨迹的调整，以有效的控制两个水平井段的相
对误差。 双水平井轨迹测量、控制技术，是在传统井
眼轨迹测量、控制技术基础上的延伸与发展。

（２）ＳＡＧＤ双水平井造斜段、稳斜段和水平段施
工时，要保证钻井液粘切和流型，保证排量，有效携
岩，防止形成岩屑床。 钻井液的润滑性能和泥饼质

量方面选择良好的钻井液润滑剂和胶体沥青，保证
套管的顺利下入，防止发生井内事故。

（３）由于 ＳＡＧＤ 采油要求，饱１７７畅８ ｍｍ 筛管下
入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井眼内，除了钻井液要保持良好的润
滑性外，采用可循环式加压装置和大质量的钻铤对
筛管施加下压力，也是筛管顺利下入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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