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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勘探井井斜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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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煤层气勘探井钻井中，经常发生井斜超标的现象，给后期钻井施工及煤层气抽排采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严
重的还可能导致井眼报废。 为此，分析造成井斜的主要原因，采取切实可行的预防井斜技术措施，对于提高钻井效
率和工程质量，有效降低钻井成本，加快煤层气勘探开发有重要意义。 结合煤层气钻井施工实践，就发生井斜的主
要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具体应对措施。
关键词：煤层气钻井；井斜；井斜角；井底位移；钻具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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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煤层气勘探开发中，先期采用参数＋实验井，

井型一般为直井。 评价钻井的井身质量指标主要有
井斜、井底水平位移、全角变化率、全井井径扩大率、
煤层段井径扩大率等。 而井斜指标比较难于控制，
常常由于施工过程中技术措施采取不当或者地层等

因素，出现井斜超标的现象较多。 在枟煤层气钻井
工程质量验收评级标准枠（Ｑ／ＣＵＣＢＭ ０３０５—２００４）
中，对井斜指标的要求是：井深≤５００ ｍ 时井斜≤
１畅５°，井深≤１０００ ｍ 时井斜≤２°，井深≤１５００ ｍ 时
井斜≤２畅５°为优良；井深≤５００ ｍ时井斜≤２°，井深
≤１０００ ｍ时井斜≤２畅５°，井深≤１５００ｍ 时井斜≤３°
为合格；井深≤５００ｍ 井斜时≤２畅５°，井深≤１０００ｍ

时井斜≤３°，井深≤１５００ｍ 时井斜≤３畅５°为基本合
格；超出以上范围为不合格。
对于煤层气钻井和后期抽采，井斜的危害主要

表现有：（１）资料失真，影响开发布井方案实施；（２）
易造成钻井工程事故（钻柱套管磨损，破裂折断和
卡钻等）；（３）下套管柱时困难，影响固井质量和后
期作业；（４）影响抽采工作（下封隔器困难，封隔密
封不好，抽油杆偏磨折断等）；（５）延长钻井周期，增
加钻井成本。
为确保钻井质量，钻井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井斜

预防问题。 本文结合在山西晋城地区的煤层气钻井
实践，对发生井斜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预防
措施。



1　井斜超标钻井实例分析（以 ＳＱ－９０６井为例）
1．1　井身质量数据

ＳＱ－９０６ 井是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在山西晋城完钻的第一口煤层气直井，井斜超标严
重，具体井斜数据见表 １。

表 １　ＳＱ －９０６ 井井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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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ｍ）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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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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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0１ 棗棗畅２１ ６７ 屯屯畅３８ ０ <<畅００ ４２５ �６ ee畅１１ １９９ 槝槝畅２６ ０ 噜噜畅１３
５０ 0１ 棗棗畅１７ １４６ 屯屯畅２６ １ <<畅６４ ４５０ �５ ee畅７７ ２００ 槝槝畅７０ ０ 噜噜畅３７
７５ 0１ 棗棗畅７１ １５３ 屯屯畅１３ ０ <<畅５６ ４７５ �５ ee畅４８ ２０３ 槝槝畅２５ ０ 噜噜畅３９
１００ 0１ 棗棗畅６８ １５９ 屯屯畅０１ ０ <<畅１８ ５００ �５ ee畅０５ ２０３ 槝槝畅９７ ０ 噜噜畅４４
１２５ 0１ 棗棗畅９８ １６５ 屯屯畅８４ ０ <<畅３７ ５２５ �４ ee畅９２ ２０６ 槝槝畅５４ ０ 噜噜畅２６
１５０ 0２ 棗棗畅６６ １７５ 屯屯畅０２ ０ <<畅７８ ５５０ �４ ee畅４４ ２１０ 槝槝畅１１ ０ 噜噜畅５７
１７５ 0２ 棗棗畅９３ １７９ 屯屯畅６２ ０ <<畅３５ ５７５ �４ ee畅５９ ２１０ 槝槝畅１７ ０ 噜噜畅１５
２００ 0３ 棗棗畅２０ １９２ 屯屯畅６６ ０ <<畅７５ ６００ �４ ee畅５７ ２０１ 槝槝畅４１ ０ 噜噜畅７０
２２５ 0３ 棗棗畅５３ １９９ 屯屯畅３０ ０ <<畅５１ ６２５ �４ ee畅４８ １９９ 槝槝畅４５ ０ 噜噜畅１８
２５０ 0４ 棗棗畅２４ １９８ 屯屯畅０１ ０ <<畅７２ ６５０ �３ ee畅９５ １９８ 槝槝畅２２ ０ 噜噜畅５４
２７５ 0４ 棗棗畅６５ １９９ 屯屯畅６１ ０ <<畅４３ ６７５ �４ ee畅２１ １９５ 槝槝畅７６ ０ 噜噜畅３１
３００ 0４ 棗棗畅６４ ２０１ 屯屯畅６１ ０ <<畅１６ ７００ �４ ee畅６２ １９２ 槝槝畅３８ ０ 噜噜畅４９
３２５ 0４ 棗棗畅８２ ２０３ 屯屯畅３９ ０ <<畅２３ ７２５ �５ ee畅０８ １９３ 槝槝畅１１ ０ 噜噜畅４６
３５０ 0５ 棗棗畅６３ ２０４ 屯屯畅３６ ０ <<畅８１ ７５０ �６ ee畅１１ １９４ 槝槝畅８７ １ 噜噜畅０６
３７５ 0６ 棗棗畅０５ ２０４ 屯屯畅４７ ０ <<畅４３ ７７５ �７ ee畅９３ １９５ 槝槝畅１６ １ 噜噜畅８１
４００ 0５ 棗棗畅９８ １９９ 屯屯畅０９ ０ <<畅５７ ７９９ �８ ee畅７８ １９８ 槝槝畅７２ １ 噜噜畅５７

该井最大井斜为 ８畅７８°，全角变化率最大为
１畅８１°／２５ ｍ，所在深度为 ７７５ ｍ。 本井最大位移为
５６畅５４ ｍ（验收标准要求不超过 ２５ ｍ为基本合格），
所在深度为 ７９９ ｍ。 在井身质量指标中，井斜、全角
变化率、井底位移都严重超标，该井井身质量验收被
判定为不合格。
1．2　井眼轨迹

从该井井斜数据中可以看出，该井井斜角随着
深度加深呈现增大趋势，在 ０ ～３７５ ｍ 增大到
６畅０５°，在 ３７５ ～４２５ ｍ 先减少后增大到 ６畅１１°，从
４２５ ～７５０ ｍ井斜角先减小到 ３畅９５°后又开始增大，
从 ７５０ ～７９９ ｍ井斜一直增大，最大为 ８畅７８°。 该井
在井斜角不断增大的同时，方位角变化不大，因此，
从井眼轨迹来看，该井几乎就是一个小斜度、小位移
的定向斜井。 ＳＱ－９０６井的井眼轨迹见图 １。
1．3　钻井过程

井队在钻井施工中，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预防
井斜的技术措施，所使用的钻具组合、选用的钻井参
数等达不到防斜的效果；另外，在发现井斜超标后，
采取纠斜技术方法不当。从该井钻井原始资料中

图 １　ＳＱ －９０６ 井井眼轨迹图

可以看到，在钻进过程中，施工钻机没有严格按照设
计要求进行单点测斜。 在井深 １００ ｍ时井斜角就达
到了 １畅６８°，一直钻进到井深 ４２０ ｍ 时进行了第一
次单点测斜，实测井斜为 ６畅０°，发现井斜已经严重
超标。 虽然采取了轻压吊打、调整钻具、控制进尺等
一些技术措施，取得了一定的降斜效果，但从井深
６５０ ｍ至完钻，井斜持续增大，最大为井底 ８畅７８°，纠
斜效果很不理想，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2　井斜原因分析
分析 ＳＱ －９０６ 井井斜的原因，主要有钻进方

法、钻具级配、钻进参数选择等因素，以及地层因素
等。 下面从设备安装、开孔表层钻进、钻具级配、钻
进参数、钻头类型、钻进方法、地层等几个方面逐一
进行分析。
2．1　设备安装

设备安装对于井斜控制具有重要影响，钻机底
盘是否水平、井架是否垂直，天轮中心、转盘中心和
井口是否在一条直线上，直接影响钻井质量。 在该
井设备安装中，没有严格执行安装规范，在钻机底盘
水平校正上误差较大，导致一开孔便出现井斜，在井
深 ２５ ｍ时井斜角为 １畅２１°。
2．2　开孔表层钻进

开孔及表层钻进，对后期成井质量以及各项钻
井质量指标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井斜影响更
大；只有在开钻后表层钻进井斜符合要求，才能为后
续井斜控制奠定良好基础。 该井表层钻进中钻井参
数选择不合理，在表层段就发生了井斜超标，给二开
钻进防斜和纠斜造成了较大困难。
2．3　钻具级配

钻进过程中钻具的倾斜和弯曲是影响井斜的主

要因素，而影响最大的是靠近钻头的“底部钻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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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它的倾斜和弯曲将会产生 ２ 个后果，一是钻头
倾斜，在井底形成不对称切削；二是钻头受侧向力，
进行侧向切削。 钻具的倾斜和弯曲原因是：（１）钻
具直径小于井眼直径，钻具和井眼间有间隙，为弯曲
提供了空间；（２）由于钻压的作用，下部钻具靠向井
壁而倾斜。 此外，井眼的扩大也会使井眼轴线和钻
头轴线不重合，发生井斜。 因此钻铤、稳定器（扶正
器）、钻杆的直径规格、数量的相互组合等一定要合
理，稳定器直径要和钻头直径基本相近，所采用的钻
具级配应具有防斜效果。 ＳＱ －９０６井钻进过程中所
选取的主要钻具组合为：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牙轮钻头＋饱１６５
ｍｍ无磁钻铤 １ 根（８畅００ ｍ） ＋饱１５９ ｍｍ 钻铤 ６ 根＋
饱１２７ ｍｍ钻杆。 从中可以看出，钻具组合不合理，存
在钻铤直径偏小、长度不够，缺少稳定器等缺陷。
2．4　钻进参数选择

钻进参数选择要根据地层变化进行适当调整，
尤其在钻遇地层倾角大，软硬互层变化频繁等情况
下，要对钻压、转速进行优化选择。 从该井钻井原始
资料中可以看出，钻井过程中钻压、转速和所钻遇地
层不完全配套，多次出现钻压选择过大或者过小的
现象，很容易造成井斜角增大。
2．5　钻头类型

所选用的钻头类型不同，对于控制井斜有不同的
效果。 不同齿高、齿宽、齿距等结构参数的铣齿牙轮
钻头，楔形、圆锥形、球形齿等齿形的镶齿牙轮钻头，
不同冠部形状、水力结构、切削齿分布排列方式的金
刚石钻头，它们除了分别适应不同硬度的地层钻进
外，在井斜控制技术方法的要求上也不尽相同。 该井
所选择的钻头为镶齿三牙轮钻头，规格为 ＨＪ５１７ 和
ＨＪ５３７型，适应于软到中硬地层；由于该井地层软硬
变化较大，所选用钻头类型不完全适应地层需要。
2．6　钻进方法

选择不同的钻进方法，比如牙轮钻进、金刚石复
合钻进、空气钻进、液动潜孔锤钻进、涡轮钻进等，对
井斜的影响也不一样。 该井采用的是牙轮钻进这一
最常使用的方法。
2．7　地层因素

主要包括地层倾角、层状结构、地层各向异性、
岩层软硬交替及断层等。 由于地层可钻性的各向异
性，钻头总有向着容易钻进的方向钻进的趋势，在地
层倾斜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井斜；地层可钻性的纵向
变化，在纵向上地层产生软硬交错的变化，在倾斜地

层钻进时，软地层和硬地层钻头发生钻速差异，导致
井眼轴线偏离，发生井斜；地层可钻性的横向变化，
在水平层面上，当钻头的一侧可钻性高，另一侧可钻
性低时，钻头前进方向就会发生偏斜。 地质因素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钻头对井底的不对称切削，使钻头
轴线相对于井眼轴线发生倾斜，从而引起井斜。 ＳＱ
－９０６井由于受到局部构造影响，该井场地面地层倾
角较大，实际测量倾角为 ３５°，属于较大倾角地层。

3　防斜措施
根据以上所分析造成井斜的原因，应分别采取

相应的防斜技术措施。
3．1　严把设备安装关

在钻井设备安装中，要严格按照规程规范进行
安装，机台基座平面必须水平，钻井转盘面要用水平
尺反复校正；必须保证天轮中心、游动滑车大钩中
心、转盘中心在一条直线上。 在完成设备安装后，要
启动设备空负荷运转 ３０ ｍｉｎ以上，通过设备运转来
检验安装质量；设备安装完成后要先经过自检，再经
项目方和监理单位的开钻验收，全部符合要求后方
可开钻。
3．2　开孔表层段打直

表层段打直是直井防斜的关键，尽量不用大直
径钻头一次完成，要采取小直径钻头逐级扩径的方
式，扩径钻头要带有导向，导向长度为 ３５０ ～４００
ｍｍ；表层钻进及扩径时，钻具组合中必须要有与钻
头规格相配套的扶正器；为防止主动钻杆高压水龙
带一侧偏重导致井斜，要对水龙头高压水龙带一侧
采取钢丝绳固定的方式，尽可能消除高压水龙带偏
重的影响。 在二开钻进前，要及时进行测斜，并根据
井斜角大小决定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3．3　选择合理钻具组合

在保证钻井液循环正常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
合理的钻具组合。 根据钻头尺寸选择扶正器、钻铤
的直径和长度、数量等。 扶正器与井眼间的间隙大
小对钻具性能影响非常显著，一般应控制在 ０畅８ ～
１畅６ ｍｍ。 在钻铤的选择上，应优先选择大一级的；
在钻压相同时，大直径钻铤的刚度大，不易弯曲；另
外在保证同样井斜角的前提下，大直径钻铤可允许
增加钻压，提高钻速。 在钻具的配备上，要尽可能选
用 ２ ～３种直径规格的钻铤，还要配备足够数量的加
重钻杆，满足不同钻具组合和钻井防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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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优选钻进参数
钻井参数包括钻压、转速、泵量等，其中钻压尤

为关键。 井眼轨迹的形成是钻头与地层相互作用的
结果，井斜是由钻头侧向力和钻头倾角的联合作用
产生的，而钻头侧向力是引发井斜的主要因素。 不
同大小的钻压会产生不同的地层侧向力，通过合理
优选钻压，就能确保井斜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钻压
的选择要根据地层软硬变化，适时进行调整。
3．5　选择适宜钻头类型

要根据不同地层特点选择适宜的钻头类型。 该
施工区普遍采用的是镶齿三牙轮钻头，齿形以圆锥
形、球形、楔形为主，其中圆锥形、球形齿使用较多；
刮刀钻头在该地区使用也较普遍，虽然其钻进效率
相对较高，但经常出现由于钻压选择不当，容易造成
钻具粘扣现象，给起下钻具带来严重影响，造成钻井
成本的增大。
3．6　选择合理钻进方法

在设备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尽量选择经济性好、
防斜效果明显或者易于控制井斜的钻进方法，如在
上部漏失层段采取空气潜孔锤钻进，中间采用单弯
螺杆复合钻进，钻遇坚硬地层时采用金刚石钻进等
不同的钻进方法。
3．7　充分考虑地层因素

地层倾角对于井斜控制影响非常大，要针对地
层因素采取适宜的钻进方法，特别是在高陡构造以
及造斜能力强的地层中，即使是用很小的钻压和很
低的转速，往往也难以有效地控制井斜。 为此在进
行钻井设计时，要具体分析钻井现场地层情况，包括
地层倾角等，采取多种技术方法相结合，才能有效控
制井斜。 比如可选择满眼钻具、钟摆钻具、偏斜钻
具、塔式钻具等不同钻具组合方式。

4　防斜措施应用及效果
在对山西晋城沁水地区煤层气钻井易发生井斜

的原因具体分析后，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有限公
司山西煤层气项目部所属的 ＧＺ －２０００ 型钻机，在
该区采取了相应的预防和控制井斜措施，煤层气钻
井施工获得了良好效果，所完成的 ３ 口煤层气勘探
井，质量验收等级均为优良。
4．1　施工区地层概况

施工区位于山西沁水盆地南部，行政隶属山西
省晋城市沁水县管辖。 构造位置为沁水向斜东南斜

坡地带，该地区地层从老到新依次为：
石炭系上统太原组（Ｃ３ t）：以砂岩、粉砂岩、灰

岩、泥岩及炭质泥岩组成，含多层煤；
二叠系下统山西组（Ｐ１ s）：是主要含煤地层之

一，由砂岩、粉砂及泥岩组成，含煤 ４ 层，３ 号煤较
厚，厚约 ６ ｍ，为目的煤层；
二叠系下统下石盒子组（Ｐ１x）：灰绿色、灰色泥

岩，夹浅灰色砂岩；
二叠系上统上石盒子组（Ｐ２ s）：由砂岩、粉砂岩

及泥岩组成；
二叠系上统石千峰组（Ｐ２ sh）：上段以棕红、紫

红、暗红色泥岩、砂质泥岩为主，夹灰色泥岩及浅灰
绿色细砂岩、泥灰岩，下段以黄绿、灰绿、紫色、暗紫
色细砂岩为主，底部为灰白色中—粗粒砂岩；
第四系（Ｑ）：为黄色粘土层，夹有姜结石薄层，

底部为砾石层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其中山西
组、上下石盒子组、石千峰组为主要易井斜地层。
4．2　设计井身结构及完钻原则

钻井设计采用二开结构：一开井深 ０ ～３０ ｍ，用
饱３１１畅１５ ｍｍ 三牙轮钻头钻进至超过风化带 １０ ｍ
后，下入饱２４４畅５ ｍｍ套管至２９畅９０ ｍ，固井水泥返至
地面，管内留足 １０ ｍ水泥塞，井口平面保证水平；二
开井深３０ ｍ～完井深度，用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牙轮钻头钻
至设计井深，全井下入饱１３９畅７ ｍｍ套管，套管悬空 ２
ｍ，固井水泥返深为 ３号煤层顶板以上 ２００ ｍ。
完钻原则：钻至 ３号煤层底板以下 ４５ ｍ完钻。

4．3　设计钻井质量
设计井深 １０００ ｍ 以浅，最大井斜≯３畅０°，全角

变化率≯１畅４°／２５ ｍ，井底最大位移＜２５ ｍ，全井井
径扩大率＜２５％，煤层段井径扩大率＜４０％。
4．4　施工中所采取的主要防斜措施

（１）安装过程中反复校正水平，确保“三点一线”。
（２）开钻保证井眼垂直，表层段井斜≯０畅５°。
（３）做到及时测斜，正常情况下每 ５０ ｍ测斜一

次，纠斜段每单根测一次。
（４）增加钻铤数量，加扶正器，钻具级配为：

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牙轮钻头＋饱１７８ ｍｍ 无磁钻铤 １ 根（８
ｍ） ＋饱２１４ ｍｍ扶正器 １ 个＋饱１７８ ｍｍ 钻铤 ４ 根＋
饱２１４ ｍｍ扶正器 １个＋饱１５９ ｍｍ钻铤 １０ 根＋饱１２７
ｍｍ钻杆。

（５）下部使用复合钻进技术，带单弯螺杆钻进，
钻具级配为：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牙轮钻头＋饱１６５ ｍｍ单弯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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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１畅２５°） ＋饱１７８ ｍｍ 无磁钻铤 １ 根（８ ｍ） ＋饱２１４
ｍｍ扶正器 １ 个＋饱１７８ ｍｍ钻铤 ２ 根＋饱２１４ ｍｍ扶
正器 １个＋饱１６５ ｍｍ钻铤６根＋饱１２７ ｍｍ钻杆。

（６）采用塔式钻具组合，钻具级配为：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牙轮钻头＋饱１７８ ｍｍ无磁钻铤１根（６ ｍ） ＋饱２０３ ｍｍ
钻铤 ２根＋饱１７８ ｍｍ钻铤 ４ 根＋饱１６５ ｍｍ钻铤 ８根
＋饱１５９ ｍｍ钻铤 ６根＋饱１２７ ｍｍ钻杆。

（７）采用满眼钻具组合，钻具级配为：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牙轮钻头＋饱２１４ ｍｍ扶正器 １个＋饱１６５ ｍｍ无
磁钻铤 １ 根（６ ｍ）钻铤＋饱１５９ ｍｍ钻铤 １ 根（４畅５０
ｍ） ＋饱２１４ ｍｍ扶正器 １ 个＋饱１５９ ｍｍ 钻铤 １ 根＋
饱２１４ ｍｍ扶正器 １ 个＋饱１５９ ｍｍ钻铤 １２ 根＋饱１２７
ｍｍ钻杆。

（８）在软硬互层井段每钻进 ５０ ～８０ ｍ 采用短
起钻方式划眼，消除井壁台阶，确保井眼轨迹光滑。

（９）优先选择适用于中硬地层的镶齿牙轮钻
头，齿形选择适合中硬地层的 Ｈ５２７ 和 Ｈ５３７ 型钻
头；选用 ＰＤＣ 刮刀钻头时，优先选用防斜效果明显
的六翼钻头。

（１０）根据井场附近岩层倾角状况，分析比较后
在不同井段选用相应的钻具级配和适宜的钻进参数。
4．5　钻井质量

采用以上防斜措施相继完成了 ３ 口勘探井，井
号分别为 ＳＱ －９１２、ＳＱ －９１５、ＳＱ －９１９。 从这 ３ 口
井的井斜数据表中可以看出，井斜控制的均比较成
功，方位角变化范围也不大，井眼轨迹平滑，呈现出
均匀变化趋势。 其中 ＳＱ －９１２ 井井斜角控制的比
较理想，在 ５２５ ｍ 时，井斜角达到 １畅０１°，采取了适
宜的降斜措施，在 ６２５ ｍ时井斜角为 ０畅７５°，在完井
７７６ ｍ井斜角 １畅９７°；ＳＱ－９１５ 井井斜控制的最为理
想，在井深 ７００ ｍ 时井斜角为 ０畅４９°，完井深度 ８２７
ｍ井斜角为 １畅４７°；ＳＱ －９１９ 井在二开钻井深度 ３４
ｍ时井斜角为 ０畅４３°，及时采取了稳斜措施，取得了
良好效果，井斜保持了基本稳定，在井深 ５００ ｍ 时，
井斜角为 １畅１０°，在完钻井深 ７９８ ｍ 时井斜角为
１畅４５°。 ＳＱ－９１２、ＳＱ －９１５、ＳＱ －９１９ 这 ３ 口井的井
身质量数据汇总见表 ２。

以上 ３口井，井身质量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经
综合验收评定质量等级为优良。

5　结语
通过煤层气钻井实践，得出了以下体会。

表 ２　井身质量数据汇总

井号
完钻
井
深／ｍ

最大井斜角

数值／
（°）

所在深
度／ｍ

最大全角变化率

数值／
（°）

所在深
度／ｍ

井底
位
移／ｍ

全井井
径扩大
率／％

煤层井
径扩大
率／％

ＳＱ－９１２ 刎７７６ 弿１   畅９７ ７７６ {０ OO畅４２ １２５ 破８ dd畅５０ １２ bb畅６４ １６ ee畅１７
ＳＱ－９１５ 刎８２７ 弿１   畅４７ ８２７ {０ OO畅４７ ８００ 破５ dd畅１６ １３ bb畅０８ １８ ee畅１１
ＳＱ－９１９ 刎７９８ 弿１   畅４５ ７９８ {０ OO畅６１ ７５０ 破７ dd畅９３ １０ bb畅６６ １７ ee畅８３

（１）影响煤层气直井井斜的因素可分为可控因
素和不可控因素 ２种，利用好可控因素，可以有效控
制井斜。

（２）钻进设备的安装质量，对井斜有一定的影
响，要严格按照规范组织安装。

（３）选择合理的钻具级配，能够有效控制井斜。
（４）选用适宜的钻井方法，优化钻井参数，可以

达到控制井斜的目的。
（５）满眼钻进、钟摆钻具、塔式钻具都能够有效

预防和控制井斜。
（６）要充分考虑地层因素对井斜控制的影响，

尤其是在倾角较大的地层钻进，需要采取相应的预
防井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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