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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同盆地北部油气预查施工区地层主要为泥岩、砂质泥岩、炭质泥岩和砂砾岩不等厚互层。 上部砂砾层胶结
松散、破碎，易掉块坍塌；泥岩水敏性强，易分散造浆，护壁困难，钻进中易产生卡钻及粘附卡钻。 设计井深一般为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ｍ，钻进中合理采用了不同类型、结构的钻头，钻具和取心工具，调整了钻进技术参数，并选用了双聚－
成膜无固相钻井液体系及其它相应的工艺技术措施，孔壁稳定，保证了正常施工。 其中也顺利完成了侧钻井施工
任务，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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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大同盆地北部油气预查勘探是山西省地勘基金

项目，也是省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开发重点项目之一。
位于大同市西部，毗邻山阴、怀仁和左云三县，区域
面积约 ９２００ ｋｍ２ ，由我队承担组织施工。 按照设
计，钻井顺序由南至北，先进行小口径预查后再进行
大口径勘探试井。 主要目的是获取石炭、二叠系各
地层及岩心组合特征，查明二叠系保德组底部与右
所堡组不整合接触面地层的特征和含油气特征，初
步评价区内油气成分、含量、分布规律和影响因素，
评价其潜在资源量，为油气层普查提供地质依据。

２０１４年４月开始投入施工，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共完
成探井 ２眼，参数井 ３ 眼，完成钻探工作量共 ８０１２
ｍ，产值 ３０００万元。 主要集中在该区南部山阴北周
庄—怀仁鹅毛口一带，面积约 ２１００ ｋｍ２ 。 先期施工
的 ＤＹ－１井在井深 １８０６ ～１８６４ ｍ处气测显示全烃
含量 ０畅７％ ～９畅３１％，天然气储层厚度 ６４畅０２ ｍ，储

层压力 １８畅４５ ＭＰａ，经反复研究论证，区内资源前景
可观，勘探工作渐进式向北延伸，预计中—北部钻井
深度可达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ｍ，据有关规划设计预计近年
内完成全部预查勘探工作任务。

2　构造、地层特征及钻井施工难度
2．1　构造及地层特征

大同盆地北部在大地构造上位于中朝地台中北

部，跨山西断裂隆起区和燕山台褶带两个二级构造
单元，经历了地槽、地台及大陆边缘地台演化三个演
化阶段。 该区南部山阴北周庄—怀仁鹅毛口一带地
层自上而下一般为：上部为第四系覆盖层 ０ ～８０ ｍ；
下部棕红色、黑色、红色泥岩，砂质泥岩，炭质泥岩，
砂质页岩，砂岩和砂砾岩不等厚互层，深 ８０ ～１８８０
ｍ，该段上部砂砾岩胶结极为松散、破碎，最大厚度
３５０ ｍ，平均 ２００ ～２６０ ｍ；底部为角闪片麻岩，相对
完整。



2．2　施工难度
由于砂砾岩大多呈半胶结状，松散、破碎，局部

较厚；泥岩水敏性强，膨胀性大。 钻进中极易产生坍
塌、掉块、缩径、分散造浆，护壁困难且难于采心，并
易导致井内事故。 给钻探施工带来较大困难，阻碍
了钻井施工的正常进行。

3　钻井工艺技术
3．1　主要设备及附属设备选择
3．1．1　探井设备选择

探井设计深度＜２０００ ｍ，为小口径钻探，主要设
备选择为：ＹＤＸ－１８００Ａ型全液压履带式和 ＸＹ－８Ｂ
型立轴深孔岩心钻机，配 ＢＷ３００／１６Ｂ 型交流变频
泥浆泵，２００ ｋＷ 柴油发电机组（康明斯 ＮＴＡ８５５ －
ＧＡ，拖车式）。
3．1．2　参数井设备选择

参数井设计深度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ｍ，为大口径钻
探，主要设备选择为：ＺＪ４５ 型钻机；ＺＪ４５ 型井架，高
度 ４７畅６ ｍ；３ＮＢ －１３００ 型泥浆泵 ２ 台；ＰＺ１２Ｖ －１９０
型柴油机 ３台，总功率 ２６４６ ｋＷ；４４０ ｋＷ Ｐ５５０ＥＬ型
发电机 ２台；三级搅拌固控净化系统（ＺＪ２０２ 型）；闸
板防喷器（ＦＺ３５ －３５，３５ ＭＰａ）；液压防喷控制器。
钻机、三级搅拌固控净化系统和闸板防喷器见

图 １。
3．2　钻进工艺
3．2．1　钻进方法及井身结构

探井穿过第四系覆盖层后采用金刚石（复合
片）小口径绳索取心钻进工艺；一开 饱１５３ ｍｍ 下
饱１４６ ｍｍ套管，深 ８０ ｍ；二开饱１２２ ｍｍ下饱１１４ ｍｍ
套管，深 ６００ ｍ；三开饱９８ ｍｍ，四开饱７５ ｍｍ。 钻进
中据实际情况在条件许可原则下坚持预留最小口径

（饱７５ ｍｍ）。
参数直井采用 ＰＤＣ钢齿（镶齿）五齿刮刀钻头

钻进工艺，侧钻井采用 １畅５°单斜螺杆马达（动力钻
具）定向钻进工艺。 一开 饱３４６畅１０ ｍｍ 下 饱２７３畅１０
ｍｍ套管后水泥固井，深 ２２０ ｍ，二开饱２１５畅９０ ｍｍ，
视油气特征，若需下套管则下饱１３９畅７０ ｍｍ 套管至
井底后水泥固井，后通过射孔压裂试井。 目的层段
采心采用同径金刚石绳索取心钻头钻进，一径完钻。
3．2．2　钻具（组合）特征、钻头类型选择及钻井参
数

图 １　钻机、三级固控净化系统和闸板液压防喷器

探井采用金刚石小口径绳索取心钻具，钻头类
型选择为金刚石（或复合片）绳索取心钻头，外径比
常规大 ３ ｍｍ，泥岩钻进中一般选用复合片绳索取心
钻头，利于克取岩石，排除岩粉，提高时效。 钻进参
数一般选择为：压力 ７ ～１２ ｋＮ，转速 １５０ ～６５０ ｒ／
ｍｉｎ，泵量 ７５ ～１３５ Ｌ／ｍｉｎ；松散、破碎砾岩钻进中因
压力过大易造成孔斜，钻杆、钻具折断，转速过高，钻
杆撞击孔壁使孔壁不稳，应以中压、低速、小泵量为
主。
参数直井钻具组合如下。
一开：饱３４６畅１０ ｍｍ 钻头 ＋饱１７７畅８ ｍｍ 钻铤 ９

根＋饱１２７ ｍｍ钻杆。
二开常规钻具：饱２１５畅９０ ｍｍ 钻头 ＋止回阀 ＋

饱１７７畅８０ ｍｍ钻铤 １２根＋饱１２７ ｍｍ钻杆。
二开钟摆钻具：饱２１５畅９０ ｍｍ 钻头 ＋止回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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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１７７畅８０ ｍｍ 钻铤 ２ 根 ＋饱２１２ ｍｍ 螺旋扶正器 ＋
饱１７７畅８０ ｍｍ钻铤 １０根＋饱１２７ ｍｍ钻杆。
目的层采心组合钻具：原组合钻具 ＋饱２１５畅９０

ｍｍ金刚石取心钻头 ＋饱１７７畅８０ ｍｍ 绳索式半合管
取心工具＋饱１２７ ｍｍ钻杆。

钻进参数：压力 １００ ～１４０ ｋＮ，转速 ９０ ～１２０ ｒ／
ｍｉｎ，泵量 ２８ ～３５ Ｌ／ｓ，泵压 ８ ～１５ ＭＰａ。 一开钻进
采用轻压、慢转、小泵量，钻头一般选择为 ＰＤＣ钢齿
（镶齿）五齿刮刀钻头（ＨＡＴ１２７／ＨＪ５１７Ｇ），上部使用
钢齿钻头，由于泥岩较多，地层相对较软，易于克取
岩石；下部地层相对较硬，使用镶齿钻头，易于提高
时效。
3．2．3　取心技术

探井采用金刚石小口径绳索取心钻具采取岩

心，松散、破碎层采用屏蔽式莲蓬卡簧，控制钻井参
数及回次进尺，适当降低钻压、转速，控制泵压；参数
井目的层取心段一般在 １８００ ～１８８５ ｍ 之间，长约
８５ ｍ，采用金刚石大口径绳索取心底喷钻头，屏蔽式
莲蓬卡簧，绳索半合管（饱２１５ ｍｍ 金刚石绳索取心
钻头、莲蓬卡簧见图 ２）同径取心，一钻完钻的工艺
技术措施，有效地保证了岩心采取率满足地质设计
要求。
3．3　钻井液的应用
3．3．1　钻井液类型选择

正确、合理地选择钻井液类型及性能特点是钻井

图 ２　取心钻头及卡簧

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 据油气勘探钻井液特点及地
层情况选用了双聚－成膜无固相钻井液体系，该体
系具有较强的抑制性，防塌效果好，低滤失量，流变
性好，携砂能力强，润滑性好，减少振动使用方面。
3．3．2　钻井液配方及性能

钻井液配方及性能见表 １。

表 １　钻井液配方及性能

井类 体 系 配　　　　　方 性 能 参 数

探
井

双聚防塌无
固相钻井液

０ VV畅１５％ ～０ 帋畅４％包被剂（ＢＢＪ） ＋１ n畅０％ ～１ �畅５％降失水剂（ＧＰＮＡ） ＋１  畅０％ ～１ $畅５％增粘剂
（ＫＰ２４１） ＋１ 鬃畅５％ ～２％随钻堵漏剂（ＧＰＣ）

漏斗粘度 ２０ ～２８ ｓ；密度 １ ��畅０３ ～１ g畅０５
ｇ／ｃｍ３ ；ＡＰＩ滤失量≤８ ｍＬ／３０ ｍｉｎ

成膜防塌无
固相钻井液

０ VV畅１５％ ～０ 帋畅４％包被剂（ＢＢＪ） ＋１ 媼畅０％ ～１ è畅５％降水剂（ＧＰＮＡ） ＋１ �畅０％ ～１  畅５％增粘剂
（ＫＰ２４１） ＋１ 鬃畅５％ ～２％随钻堵漏剂（ＧＰＣ） ＋０ I畅５％ ～１ c畅０％环保型固体润滑剂 ＋２  畅０％
～４ Ζ畅０％成膜 Ａ 型

漏斗粘度 ２０ ～２８ ｓ；密度 １ ��畅０４ ～１ g畅０８
ｇ／ｃｍ３ ；ＡＰＩ滤失量≤６ ｍＬ／３０ ｍｉｎ

参
数
井

双聚防塌无
固相钻井液

２％ ～４％包被剂（ＢＢＪ） ＋２％ ～３％降失水剂（ＧＰＮＡ） ＋２ 破破畅５％ ～４％增粘剂（ＫＰ２４１） ＋
０ V畅５％ ～１％改性铵盐＋２％ ～３％磺化酚醛树脂＋１ 谮畅５％ ～２％防塌降粘降滤失剂

漏斗粘度 ３５ ～３７ ｓ；密度 １ ��畅１０ ～１ g畅１２
ｇ／ｃｍ３ ；ＡＰＩ滤失量≤６ ｍＬ／３００ ｍｉｎ

成膜防塌无
固相钻井液

２ VV畅５％ ～５％包被剂（ＢＢＪ） ＋２％ ～３％降失水剂（ＧＰＮＡ） ＋２  畅５％ ～４％增粘剂（ＫＰ２４１）
＋０ Ζ畅５％ ～１％改性铵盐 ＋２％ ～３％磺化酚醛树脂 ＋１ X畅５％ ～２％防塌降粘降滤失剂 ＋
３％ ～５％成膜 Ａ型

漏斗粘度 ３７ ～４１ ｓ；密度 １ ��畅１１ ～１ g畅１３
ｇ／ｃｍ３ ；ＡＰＩ滤失量≤５ ｍＬ／３０ ｍｉｎ

3．3．3　钻井液的配制
开孔为黄土覆盖层一般采用：０畅５‰ ～３‰聚丙

烯酰铵干粉（ＰＡＭ） ＋２％ ～５％增粘剂（ＫＰ２４１） ＋
０畅２％～１畅０％抗盐共聚物（ＧＴＱ）。 性能：漏斗粘度
２０ ～３０ ｓ，密度 １畅０３ ～１畅１０ ｇ／ｃｍ３。 钻进中据地层
情况按照配方添加其它处理先将其逐步转化为双聚

防塌钻井液体系，而后再根据地层变化情况按配方

及时添加成膜 Ａ 剂再将其转化成成膜防塌无固相
钻井液体系，严重破碎、坍塌、掉块地层可再添加
２％～５％成膜 Ｂ剂。
3．3．4　钻井液的现场维护管理

（１）探井施工须配置旋流除砂器，布置泥浆坑 １
个（ ＞１５ ｍ３ ），沉淀坑 ３ 个（ ＞１０ ｍ３ ），循环系统长
度≥２０ ｍ，每 ５ ｍ加挡板１ 个，据场地情况尽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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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长度，及时清理循环槽及沉淀坑内沉渣。 每天
定时补充新浆 １ ～３ ｍ３。

（２）参数井采用容量 ３０ ｍ３
三级搅拌净化固控

系统，布置沉渣池（６５０ ～８００ ｍ３ ），上部浆液可回收
利用。

（３）探井配置泥浆机台配套仪，专人专职负责
钻井液技术工作，参数井设有钻井液性能测试室，定
时测定钻井液的性能指数，并据地层要求及时调整
钻井液性能指标，满足地层要求。

（４）松散、破碎层及时转化钻井液体系，将双聚
防塌钻井液及时转化为成膜防塌无固相钻井液体

系，据地层情况及时调整各种处理剂加量，保证孔壁
稳定。 视情况可将成膜防塌钻井液中再加入 ２％ ～
４％成膜 Ｂ 剂，松散、破碎层区段钻井液的防塌效果
更加明显，ＤＹ －２ 井钻进至 ５１０ ｍ 时，井内出现掉
块、坍塌现象，地层为黑色砂质泥岩（见图 ３），分散
性较强，在原浆液体系中添加了成膜 Ｂ 剂，孔壁逐
渐稳定，顺利钻进至终孔。

图 ３　ＤＹ －２ 井岩心（５０８ ～５１４ ｍ）

3．3．5　双聚－成膜防塌无固相钻井液的作用效果
（１）具有较强的水化抑制能力，防塌效果好。

主要是利用处理剂中 Ｋ ＋（ＮＨ４
＋）的镶嵌作用及聚

合物的包被作用，阻止了地层中水敏性地层（粘土）
在原有水化状态下进一步水化的能力，使得水敏性
地层不易产生分散和水化膨胀，从而抑制坍塌掉块，
保护孔壁稳定。

（２）在探井小口径绳索取心钻进中，低密度、低
切力有利于提高转速，在液流惯性离心力以及化学
处理剂粘结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能使绳索钻杆内减
少泥皮，并在孔壁上形成薄而韧的泥皮，减少失水保
护孔壁。

（３）降滤失、抑制作用。 由于钻井液中增粘剂
（ＫＰ２４１）、降失水剂（ＧＰＮＡ），改性铵盐、磺化酚醛
树脂均具有较好的提粘、降滤失及抑制作用，共同作

用在孔壁上能形成一种特殊的水化膜，保持较低的
滤失量，有利于孔壁稳定。

（４）钻井液流动性好，携带岩粉能力强，孔底干
净，利于提高时效。
3．4　侧钻井钻进技术
3．4．1　设计目的及要求

ＤＹ－３井完井后无油气异常，ＤＹ－１ 井为小口
径探井发现的储层段含气特征不能进行试井验证，
两井距离较近，为节约上部工作量及搬迁等勘探费
用，经研究在 ＤＹ－３ 井原井眼二开井段设计了一眼
侧钻井 ＤＹ －３ －Ｘ１（参数井）。 该井设计方位角
１１７°，稳斜角 ３０°，造斜率 １５°／１００ ｍ，全角变化率
１畅５°／３０ ｍ，侧钻点 １１００ ｍ，造斜钻进分两段进行，
造斜段 １１００ ～１４５０ ｍ，稳斜段 １４５０ ～２０００ ｍ，井深
２０００ ｍ，在 ＤＹ－３ 井深 １１００ ｍ处开始侧钻造斜，穿
过 ＤＹ－１井深 １８２０ ｍ后见片麻岩完井。 水平间距
约 ３６５ ｍ。 ＤＹ－３ －Ｘ１井轨迹见图 ４。

图 ４　ＤＹ －３ －Ｘ１ 井轨迹图
3．4．2　侧钻技术
3．4．2．1　准备工作

侧钻前在 ＤＹ －３ 井 １０６０ ｍ 以深用水泥封固，
候凝 ２４ ｈ下钻扫水泥塞至侧钻点。 下钻前在地面
认真检测弯套度数和动力钻具记号是否和弯点一

线，测试动力钻具，检查 ＭＷＤ 仪器的组装，工程人
员和测量人员一起测量仪器内角差和动力钻具外角

差。 无误后下钻扫水泥塞实际至 １０８６ ｍ开始侧钻。
3．4．2．2　偏斜工艺

采用 １畅５°单弯螺杆马达定向动力钻具，内配脉
冲式定向仪（ＭＷＤ），钻进中井眼轨迹走向利用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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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过钻井液介质传到地面进行采集数据，室内
直观掌握偏斜情况，通过调整钻压及转盘方位控制
轨迹走向。 操作中严格控制钻压及转盘方位，准确
把握造斜率和全角变化率，防止出现大“狗腿”，否
则及时纠正调整，保持轨迹沿着预定走向偏斜钻进。

造斜段采用的钻具组合：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牙轮钻头
＋饱１７２ ｍｍ １畅５°单弯动力钻具 ＋４３１ ×４１０ 回压凡
尔＋定向接头 ＋饱１７７畅８ ｍｍ 无磁钻铤（ＭＷＤ） ＋
饱１２７ ｍｍ钻杆。
钻进中严格控制钻井参数，一般为钻压 ４０ ～６０

ｋＮ，转盘转速 ６０ ｒ／ｍｉｎ＋螺杆，泵量 ２８ ～３０ Ｌ／ｓ，泵
压 １０ ～１２ ＭＰａ。 稳斜段采用组合钻具：原钻具钻头
改换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 ＰＤＣ五齿刮刀钻头＋原钻具，钻井
参数控制为钻压 ２０ ～４０ ｋＮ，转盘转速 ６０ ｒ／ｍｉｎ，泵
量 ２８ ～３２ Ｌ／ｓ，泵压 ８ ～１０ ＭＰａ。
实际钻进中“狗腿”最大 １５°／１００ ｍ，闭合方位

１１６°，稳斜角 ２９畅５°，闭合位移 ３６４ ｍ，垂直深度 １８１３
ｍ，造斜段实际钻进 １０８６ ～１４８４ ｍ，进尺 ３９８ ｍ，稳
斜段实际钻进 １４８４ ～１９０３ ｍ，进尺 ４１９ ｍ，顺利穿越

目的层，完井深度 １９０３ ｍ，达到了设计的目的。
3．4．2．3　注意事项

（１）起下钻时，动力钻具入井，严禁划眼和悬空
处理浆液，遇阻时，可换方位活动钻具下放，若无效，
起钻通井，以防划出新眼。

（２）稳斜段较长，稳斜角较大，滑动钻进加压困
难，在方位不变的情况下，用钻压控制井斜，少滑动
钻进，多旋转钻进，做到平滑、减小钻铤的摩阻和扭
矩，增大机械钻速。

（３）后期施工摩阻较大，定向脱压严重，需要定
向时，及时加入润滑剂，效果良好，施工中认真观察
记录摩阻变化情况，有增大趋势的情况，及时有效地
采取调整措施。

（４）偏斜钻进对钻井液携岩、润滑性能要求高，
要保持钻井液性能稳定，井底干净，井内液流畅通。

4　钻井施工效果
4．1　完成情况

完成工作量情况及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２。

表 ２　完成工作量情况及经济技术指标

井类 井 号 倾角／（°） 时间 井深／ｍ 岩心采取率／％ 时效／ｍ 台月效率／ｍ 钻井液体系

探
井

ＤＹ －１ h９０ �２０１４ －０４ －１２—２０１５ －０６ －０５ �１８６５ 靠９４ o１３４  ＰＡＭ ＋ＣＭＣ ＋防塌降滤失剂
ＤＹ －２ h９０ �２０１４ －１０ －０５—２０１４ －１２ －１０ �１０３０ 靠９９ o４７６  双聚 －成膜无固相钻井液

参
数
井

ＤＹ －３ h９０ �２０１６ －１０ －０７—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６ �１９９８ 靠９６ o１１ F３１５０  
ＤＹ －３ －Ｘ１  ６０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２—２０１７ －０１ －０３ �１９０３ 靠９８ o８ FF畅５ ２０４２  
ＤＹ －５ h９０ �２０１７ －０３ －０８—２０１７ －０３ －２４ �２３０２ 靠９８ o１２ FF畅５ ４５００  

双聚 －成膜无固相钻井液

合计 工作量 ８０１２ ｍ，共 ５ 眼（ＤＹ －３ －Ｘ１ 实际进尺 ８１７ ｍ）

4．2　效果分析对比
采用以上钻探工艺措施共完成了钻井 ５ 眼，工

作量 ８０１２ ｍ，施工中一般深约 ２０００ ｍ 参数井有效
台时 １５ ～２０ 天／眼，井内事故少，孔壁稳定，岩心采
取率平均 ９８％以上，钻探时效达 １２ ｍ，平均台月效
率达 ３０００ ｍ以上，取得了较好效果及效益，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点。

（１）钻井液护壁性能好，孔壁稳定。 特别是参
数井钻进中提下钻虽时间相对转长，井深时起下钻
每趟最少 ２２ ｈ，但无遇阻现象出现。

（２）钻井液流动性、润滑性好，易于探井小口径
金刚石开动高转速，携带岩粉能力强，下钻直接到
底，井底干净无沉淀，利于提高钻探时效及台效。

（３）地层泥岩较多，水敏性、分散性强，缩径、造
浆严重，因钻井液具有强抑制性，保证了钻井液性能

指标不受地层侵蚀破坏，达到了正常钻进的目的。
（４）在松散、破碎层钻进中只要适当调节处理

剂加量，特别是适当增加包被剂和成膜剂加量，护壁
效果明显。

（５）探井小口径绳索取心钻进中钻头外径比常
规稍大，有利于降低环空阻力，防止孔壁坍塌。 参数
井上部岩石较软，采用钢齿钻头，下部岩石软硬采用
镶齿钻头，易于克取岩石，携带岩粉，提高时效。

（６）针对项目特点及地层特征所选配的设备、
钻头、钻具满足地层及钻探工艺要求，并顺利完成了
侧钻井施工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

（７）ＤＹ－１井由于上马仓促，由外协队伍施工，
经验不足，钻进到 ７３０和 １１０５ ｍ时发生 ２次钻杆折
断事故，打捞处理钻杆的过程中因打捞器下不到位，
扫孔时上部砾石层（见图 ５）掉块、坍塌，最后采用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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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的办法处理事故共耗时３８４ ｄ，故台月效率大大降
低，成本增大。

图 ５　ＤＹ －１ 井砾石层岩心

（８）ＤＹ－３井施工中，按设计要求在 １７８６ ｍ开
始进行取心，２个回次进尺 ９畅３ ｍ，岩心长度 ４畅６ ｍ，
岩心采取率只有 ４９％，不能满足地质要求。 由于地
层泥岩较软，砂岩较破碎，岩心被浆液冲蚀，通过分
析研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将金刚石钻头水路改为
底喷式，普通卡簧改为长爪莲蓬式（见图 ２），岩心采
取率达 ９８％以上。 期间耽误台时 １５６ ｈ。

5　存在的问题
（１）探井钻进中采用循环系统配合除砂器进行

净化浆液，循环槽及沉淀坑需及时清理，平均每天需
排放 ２ ～３ ｍ３ 废浆，再补充新浆，劳动强度大成本
高，下一步要考虑配置固控净化系统。

（２）参数井目的层采心段虽只有 ５０ ～８５ ｍ。 但
大口径采心困难，井深时提下钻耗时长，平均每个回
次用时 ２０ ～２６ ｈ，回次进尺只有 ４ ～６ ｍ，成本高，下
一步要解决大口径绳索取心问题，进一步提高钻探
效益。

6　结语
实践证明，针对该区地层特征及油气探查钻进

特点，所采取的一系列钻探工艺措施是合理的，行之
有效的，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所取
得的效果和经验技术为我队下一步深井—超深井以
及类似油气勘探工程项目施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的经验和认识还不够，探索才刚开始，工作中还
存在很多问题和难点，有待今后不断进一步完善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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