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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评价同层侧钻井之裸眼水泥塞侧钻方式与套管开窗侧钻方式的经济性,优选侧钻方式,介绍了２口同层

侧钻井的常规的设计及作业过程,分析弃井过程中打捞筛管工期的长短及裸眼水泥塞侧钻的经济性.通过建立应

用侧钻方案决策图,筛选影响侧钻经济性的关键因素,归纳出的打捞筛管经济工期及经济临界剩余工期的计算方

法,可用于在现场作业过程中出现筛管打捞困难的情况下,是否改变方案的决策,以达到节约成本之目的,具有一

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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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evaluatetheeconomyofopenholecementingsidetrackinginthesamelayerandopenholesideＧ
trackingincasingtooptimizethewayofsidetracking,theconventionaldesignandoperationprocessesof２well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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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海上平台槽口资源有限,受钻机资源紧张以及

作业成本高等因素的制约,老井侧钻成为调整井主

要实施方式之一[１－２],渤海油田近几年调整井中,侧
钻井的比例已高达７０％.设计方案中如何降低侧

钻井的成本已成为专家关注的焦点.
同层侧钻是指新靶点分布在老井眼的同一开采

层位,即老井眼轨迹上侧钻至新靶点的一种深层侧

钻方式分套管开窗侧钻和裸眼水泥塞侧钻,套管开

窗侧钻成功率高,但开窗作业工期长,工具费用高,
侧钻后井眼尺寸小.裸眼水泥塞侧钻工艺操作简

单,钻井费用相对较低[３],但弃井作业需要打捞防砂

管柱,主要有以下难点[４－６]:(１)井斜角大,冲砂难度

较大;(２)水平井由于造斜段的摩阻作用,井口的上

提力无法有效地传递到井下水平段;(３)井口扭矩无

法有效传递到井下水平段,打捞工艺的实施比较困

难;(４)多次切割管柱后,由于管柱质量小,判断是否

捞住“落鱼”比较困难.
渤海油田某平台实施的２口裸眼水泥塞侧钻

井,在弃井防砂管柱打捞过程中,采用同样的工艺技

术,但工期相差很大.打捞防砂管柱的目的是为了

在技术套管鞋下进行裸眼侧钻,可以最大限度的利

用老井眼,节约钻井进尺,进而节约成本,但根据目

前的作业情况,打捞工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设计

阶段无法直接判断最为经济的侧钻方案,因此需要

建立侧钻方案优选方法,根据现场作业过程的顺利

与否,进一步优选经济的侧钻方案.

１　作业回顾

海１H、海２H 井为渤海油田某平台２口生产

井,由于受出砂影响低产低效,油藏研究地质决定原

井位同层水平井侧钻.套管程序:Ø６０９６mm 隔水

导管 ＋Ø３３９７ mm 套 管 ＋Ø２４４５ mm 套 管 ＋
Ø２１５９mm 裸眼×TD,完井采用 Ø１７７８mm 优



质筛管防砂.

２口裸眼水泥塞侧钻井,弃井时需要回收生产

管柱和裸眼段部分防砂管柱.海１H 井回收顶部封

隔器及裸眼段防砂管柱比较顺利,弃井工期约８d,
海２H 井回收顶部封隔器过程比较顺利,但是在回

收裸眼段防砂管柱时,经６次调整切割点位置,才成

功回收第一段防砂管柱,回收防砂管柱共进行了２２
趟起下钻作业,弃井工期约２８d.

２口井为同一平台,同一年份投产的井,老井情

况基本相似,海２H 井回收防砂管柱困难情况是设

计阶段无法预知的,如何将设计阶段无法预知的因

素转化为确定因素,对于选择合理的作业方案至关

重要.

２　侧钻方案优选方法

２．１　方法概述

由海１H 和海２H 井的作业情况可以看出,对
于同层侧钻井,弃井工期的长短决定了侧钻方式的

合理性,若是弃井时打捞筛管管柱过程顺利,进行裸

眼侧钻,成本较小;若是弃井时打捞筛管不顺利,工
期较长,海上作业综合日费高,尽管钻井工期短,成
本小,但是弃井成本较高,整个侧钻方案成本将会增

加很多.虽然套管开窗侧钻方案钻井进尺长,成本

高,但是弃井工期短,费用低.
通常情况下,现场作业以工程设计为依据,对同

层裸眼水泥塞侧钻,由于设计阶段,打捞筛管工期往

往无法进行准确的判断或预测,因此设计方案不一

定是最经济的.根据现场实际的作业情况,当不确

定因素逐渐转换为确定因素时,此时需要准确判断

设计方案是否为最优方案,因此建立如下的决策流

程图(见图１),根据实际情况,实时调整作业方案,
寻求费用最优的侧钻方案.现场临时调整作业方案

图１　侧钻方案决策图

对于作业过程中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情况具有一定的

适用性.

２．２　关键参数的确定

根据图１的操作流程,需要确定经济工期和剩余

工期长短的判断标准,关于经济工期建立如下公式:

RT１＋F１＝RT２＋F２ (１)
式中:R———弃井作业综合日费,万元/d;T１———裸

眼侧钻方案弃井工期,d;F１———裸眼侧钻方案钻完

井费用,万元;T２———套管开窗侧钻方案弃井工期,

d;F２———套管开窗侧钻方案钻完井费用,万元.
式(１)左边为裸眼水泥塞侧钻方案费用,右边为

套管开窗侧钻方案费用,经转换得到如下公式:

T１＝(F２－F１)/R＋T２ (２)
根据R、T２、F１、F２ 的取值,可求得T１ 的取值,

即裸眼水泥塞侧钻方案的弃井经济工期.
当弃井作业进行至T１ 工期时,若仍未满足裸

眼侧钻条件,则需要进一步评价是继续打捞筛管,还
是注水泥塞转为套管开窗侧钻.建立如下公式:

R(T１＋T３)＋F１＝R(T１＋T４)＋F２ (３)
式中:T３———裸眼侧钻方案弃井经济临界剩余工

期,d;T４———注弃井水泥塞、候凝、探顶、试压、刮管

作业工期,d.
式(３)左边为弃井进行至经济工期T１ 后,未到

达裸眼水泥塞侧钻条件,继续进行裸眼水泥塞侧钻

方案的总投资费用,右边为弃井进行至经济工期T１

后,转换为套管开窗侧钻方案的总投资费用.考虑

到弃井进行至T１ 工期时,若转换为开窗侧钻方案,
弃井只需增加注弃井水泥塞、候凝、探顶、试压、刮管

作业工期,故此时弃井费用为R(T１＋T４).式(３)
经转换得到如下公式:

T３＝(F２－F１)/R＋T４ (４)
虽然在施工作业前,裸眼同层侧钻方案的弃井

工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随着弃井作业进行

至T１ 时,根据已进行的打捞筛管情况,基本可以确

定剩余弃井工期的取值,当剩余弃井工期大于T３

时,则转换为套管开窗侧钻方案费用更低,反之,当
剩余弃井工期小于T３ 时,则继续进行裸眼水泥塞

侧钻方案更为经济.
以海１H 和海２H 井为例,２口井均采用修井机

作业,弃井期间综合日费约４５万元/d,裸眼水泥塞

侧钻方案钻完井费用约１２１１万元,套管开窗方案弃

井工期约４５d,钻完井费用约１７４０万元,代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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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得出裸眼水泥塞侧钻方案的弃井经济工期T１

约为１６２６d;对于T４,约需要２d工期,将以上参

数代入式(４)可得到T３ 取值约１３７６d.

２．３　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式(１)~(４)可以看出,优选作业方案需要

确定的经济工期T１、经济剩余临界工期T３ 与R、

F１、F２、T２、T４ 等参数有关.对于弃井作业的综合

日费R,主要影响因素是作业机具,即平台钻修机作

业、钻修机＋支持平台作业还是钻井平台作业;对于

裸眼侧钻方案钻完井费用F１,主要影响因素为作业

机具,涉及到工期与综合日费;对于套管开窗侧钻方

案弃井工期T２,主要影响因素为井内管柱生产管柱

类型与井深;对于注弃井水泥塞、候凝、探顶、试压、
刮管作业工期T３,主要影响因素为井深.可以看

出,在作业机具选定的条件下,以上参考均可以明确

的得出.
而对于套管开窗侧钻方案钻完井费用F２,在钻

完井方案不同的情况下,变化较大.可供选择的钻

完井方案如下[７－８]:
方案一:Ø２１５９ mm 井眼钻至着陆井深,下

Ø１７７８mm 尾管,固井,Ø１５２４mm 井眼钻至完钻

井深,裸眼完井,此方案为目前渤海常用方案,技术

较为成熟,但费用较高.
方案二:Ø２１５９ mm 井眼钻至完钻井深,下

Ø１７７８mm 尾管,固井,套管射孔完井,此方案钻井

可一趟钻完成,成本低,适用于水平段钻遇大段泥岩

及水淹情况严重的井,可避免防砂管柱在泥岩段遇

卡的情况,同时可以避开泥岩及水淹严重井段射孔,
改善生产效果,但套管射孔完井的费用比裸眼完井

高.
方案三:Ø２１５９mm 井眼钻至完钻井深,非储

层段采用裸眼封隔器实现油水及泥岩封隔,储层段

采用优质筛管完井,此方案成本低,但是油水及泥岩

封隔有效性无法评估.
方案四:Ø２１５９mm 井眼钻至完钻井深,防砂

固井一体化,下层充填,上层固井,此方案作业时间

短,上层固井对油水层或泥岩层封隔性好,成本低,
但适用范围相对小,需选择匹配的地层.

方案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到地质条件,并非费用

最低就一定是最优方案.渤海油田有些井在投产仅

两年时间就出现侧钻需求,原因是原水平段钻遇大

段泥岩,防砂管柱未下到位,导致低效生产.另外,

由于注水井的影响,部分生产井含水较高,也有侧钻

的需求.尽管有些方案初次钻完井费用低,但是生

产周期及后期侧钻的成本也当考虑.
以作业机具为例,若２口井采用钻井平台进行

弃井与钻完井作业的方式,则弃井期间综合日费约

８５万/d,裸眼水泥塞侧钻方案钻完井费用约１４２０
万元,套管开窗方案弃井工期约４d,钻完井费用约

２０５０万元,代入式(２)得出裸眼水泥塞侧钻方案的弃

井经济工期T１ 约为１１４０d;对于T４,约需要２d工

期,将以上参数代入式(４)可得到T３ 取值约９４０d.

３　结语

(１)弃井工期的长短是决定同层侧钻井经济侧

钻方式的重要因素,跟踪作业过程可以将设计阶段

无法预知的因素逐渐转化为可以预知的因素,侧钻

方案决策流程,可以指导现场是否改变侧钻方式.
(２)不同的钻完井方案对套管开窗侧钻的经济

工期影响较大,要结合实际的地层情况,首先推荐出

最适合的方案,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工期及经

济临界剩余工期,便于指导现场方案的调整.
(３)由于海上作业日费较高,现场阶段临时调整

作业方案,需要等待工具上平台的时间,会造成一定

的费用增加,若是打捞工艺能够得到优化,形成一套

工期比较明确的方案,便于优选出最优方案,对于降

低作业成本更有利.
(４)防砂固井一体化等技术能够降低套管开窗

侧钻费用,但技术并不成熟,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研

究,以便于将来能在不同的地层中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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