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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天然碱溶采钻井项目管理实践

胡汉月,陈晓林,刘志强,刘海翔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河北 廊坊０６５０００)

摘要:土耳其天然碱溶采钻井项目包括 ETISODA开发合同一~六期和 KAZANSODA开发合同一~三期,共成

功实施溶采井组２００余组.海外钻井工程涉及的影响因素较多,除常规的钻井工程技术问题外,还需要适应当地

的政治、法律、风俗、汇率、海运、关税等问题.项目部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海外钻井工程特点以及现场施工环境,加
强项目人员、设备材料、现场作业、安全及风险等方面的管理,发挥指导、管理、控制作用,降低工程风险,提高收益,
确保项目顺利完工.本文就土耳其天然碱溶采对接井钻井项目人员组织管理、设备器具管理、现场作业程序管理、

HSE管理及风险管理进行了介绍,总结了一些海外钻井项目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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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ofthedrillingprojectfortronasolutionmininginTurkey
HU Hanyue,CHENXiaolin,LIUZhiqiang,LIU Haixiang

(InstituteofExplorationTechniques,CAGS,LangfangHebei０６５０００,China)

Abstract:TheintersectedwelldrillingprojectfortronasolutionmininginTurkeycoversBeypazariPhaseItoVI
drillingworksandKazanPhaseItoIIIdrillingworkswithatotalof２００plussolutionminingwellsetscompleted．
Overseasdrilling worksinvolves with manyaspectsotherthantechnicalissues,amongthem localpolitics,

regulations,customs,exchangerisk,oceanshipment,custom duties．Inlightofthecharacteristicsofoverseas
drillingprojectsandthefield workingconditions,theprojectofficeintensifiedthe managementofpersonnel,

equipmentandmaterial,siteoperations,safetyandrisk,andplayedproperlyitsroleofdirection,administration
andcontrolsoastoreduceprojectrisk,increaseprofitandensuresmoothcompletionoftheproject．Thispaper
introducesthemanagementoftheintersectedwelldrillingprojectfortronasolutionmininginTurkeyintermsof
personnelorganization,equipmentmobilization,onＧsiteoperations,HSEandriskcontrol;andsummarizessome
managementexperiencesonoverseasdrilling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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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述

作为最早“走出去”的定向钻井技术服务队伍之

一,我所于２００３年承接了土耳其ETISODA天然碱

水溶钻采工程项目,将自主开发的水平定向对接井技

术引入“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自主研

发的“慧磁”中靶系统开发成功并推广应用后,土耳其

天然碱溶采钻井项目规模得到了大幅提升.自２００３
年开始,我所先后以总承包EPC形式及分包形式承

接了ETISODA和 KAZANSODA两个天然碱矿的

溶采钻井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管理机

制,积累了丰富的海外钻井项目管理经验.
从２００３年启动至今已持续开发了１７年之久.

开发 ETISODA 天然碱矿的合同从一期延续至六

期,开发 KAZANSODA天然碱矿的合同从一期延

续至三期,成功实施溶采井组２００余组.钻井工程

是一种专业技术密集性的地下系统工程,具有投入

设备多、人员多、风险点多等特点.海外钻井工程涉

及的因素更多,比如当地的政治、风俗、汇率、海运、



关税等.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钻井工程特点、现场

施工环境加强项目人员、设备材料、现场作业、安全

及风险等方面的管理,发挥指导、管理、控制作用,降
低工程风险,提高收益,确保项目顺利完工.

２　人员组织管理

２．１　建立管理团队

为遵守土耳其当地相关法规,在安卡拉市建立

了聚力岩土工程公司土耳其分公司,管理 ETISOＧ
DA和 KAZANSODA 两个天然碱矿钻采项目部,
处理项目雇工、社保及税收等事务.

项目人员是项目的执行者、实施者,是项目能否

成功的关键所在.只有组建完善的项目组织机构,
明确岗位职责并各司其职,才能实现精细化管理,降
低作业风险,保障工程顺利推进.土耳其天然碱溶

采钻井项目统一由一个项目管理团队负责,项目管

理团队从工程的预算、执行至控制全程管理,保障项

目稳定实施.项目部分为国内部和国外部,国内部

主要负责物资保障和人员保障,国外部又分两个工

程部,每个工程部都设置了项目经理、副经理、安全

员、定向组、钻井组、固井组等.

２．２　明确岗位职责

项目负责人:是项目运行的核心,担负有组建管

理团队和作业团队的任务,以及带领和培养管理人

才的使命,确保钻井工程安全、优质、高效运行.
项目经理和副经理:负责钻井的生产组织与管

理工作,全面协调安排各个井组的运行计划.
安全员:负责井场的安全、环保、质量等任务.

定向组负责垂直井纠斜施工与定向水平井施工以及

测井和中靶作业,钻井组负责常规钻井及配合定向

作业等,固井组负责固井作业.
在办理工作签证人数受限的情况下,本着能合

岗就合岗、能兼岗就兼岗的原则来确定现场施工人

员.每个机台设１名机长和１名泥浆工,均编入大

班,每个大班分３个生产小班,生产小班按早班、中
班和夜班实行三班轮班作业,每班８小时工作制.
机长、钻井工程师同时配合项目经理进行施工管理;
定向工程师负责整个井场定向作业及相关技术工

作,中靶工程师负责每次中靶作业及相关技术工作.
每个钻井工程师负责钻井作业的相关技术工作.

２．３　引入本土化管理

为了加强本地信息沟通,聘请了土耳其当地懂

英语的地质工程师参与现场管理,协调外围关系,确
保管理更加顺畅.聘请了既懂中文、又懂英语和土

耳其语的人员负责项目现场经费管理.聘请当地财

务公司协助整理财务账目,避免违反当地相关财务

法律法规,还加强了与业主和当地政府部门的沟通,
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２．４　建立智能管理平台

人员组织管理上充分利用先进的网络平台建立

QQ和微信工作群,各机组在群里汇报每日工作计

划和工作进展情况,管理团队远程即可随时了解每

个机台的工作情况,实行了现代化智能化管理,提高

了施工效率.

３　设备器具管理

３．１　设备的准备

土耳其天然碱溶采钻井项目的钻井设备器具包

括常规钻井设备器具和定向钻井设备器具.常规钻

井设备器具主要包括钻机、泥浆泵、固井车、钻杆、钻
铤以及各种钻头等.定向钻井设备器具主要包括无

线随钻测斜仪、“慧磁”钻井中靶系统、随钻伽马测井

仪、螺杆钻具、无磁钻铤及造斜钻头等.
钻井设备器具全部从国内海运至土耳其,对这

些设备器具及材料配置时遵循满足工程需要、经济

合理的原则,再进行了少量富余储备.
海外施工不同于国内施工项目,缺少设备材料

时可随时调配,一旦短缺,临时采购不但价格高昂而

且周期很长,影响工期.后来,随着对土耳其本地钻

井材料市场的不断了解,对于难于商检和海运的一

些特种钻井材料(如泥浆材料及添加剂、麻绳、导管

等),采取了就地取材的方式,既提高了采购效率,又
可稳定控制钻井材料成本.

从国内选购的均为批量生产且成熟可靠的设备

及器具,且储备足量易损件,便于修理及使用管理.
钻井设备的有效运转直接关系到工程的生产经营与

运行,大力提高设备管理水平,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必要时,对于急用件可采用空运.

３．２　要求操作规范

设备操作人员严格按照钻井设备操作规程使

用,并注重钻井设备的维护,减少设备维修率,延长

使用寿命,有效提高设备正常运转率.对设备操作

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明确职责,定期维护和保养,并
定期从国内发运易损耗的配件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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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定向钻井关键仪器及器具(如 MWD,EMＧ
WD,GAMMA,“慧磁”中靶对接仪,各种进口及国

产电测井仪器等)均指定专业工程师管理,对下井情

况实施全程跟踪记录和定期保养.

３．３　拓宽维修渠道

开发当地钻井设备配件供应渠道,寻找附近的

维修厂家及配件供应商,确保在应急状况下能及时

提供相应配件.例如,与本地供应商协作,加工制作

了水泥固井胶塞等.
由于两个项目相距不到８０km,当一个工地钻

井设备出现紧急状况无法使用时,调用另一个工地

暂时不用的设备,实现钻井设备共享.

４　现场作业程序管理

４．１　确定钻井工序

土耳其天然碱溶采钻井项目的钻井类型为定向

对接井,大部分井组是１口水平井和２口垂直井对

接的井组模式,其关键技术是定向对接中靶技术,主
要施工工序包括钻直井、钻水平井、测井、录井、固
井、定向、中靶、洗井等,最后是资料汇交.

４．２　编写施工计划

根据合同工期编写施工计划,加强程序管理.
在施工过程中提前编写周计划和日计划,并且每天

完工后编写日报.每个井组完成连通后编写井组完

工报告,并通知业主签发完工确认书.每组井先安

排钻垂直井,然后钻水平井与２口垂直井分别对接.
每一个作业程序的具体实施和操作根据钻完井基本

操作规程来进行,到定向中靶作业阶段提前准备钻

具组合,并将所需仪器器具就位实施作业.并建立

了各项生产运行制度以保障施工人员按照程序操作.

４．３　注重现场关系协调

因为项目现场有多个公司参与,有业主方、监理

方、承包方、分包方等单位,我们作为承包方需要进

行多方的统一协调才能更好地完成工程任务,现场

协调成了管理的一项主要内容.首先是和业主方的

关系,需要其提供现场便利条件;其次是和业主监理

的关系,监理代表业主协调、传达、决定现场任务,只
有把关系协调好才能保证钻井任务的顺畅完成,减
少不必要的麻烦;然后是和分包方的关系,对其进行

有效的管理,使其工作主动性加强,更好地配合完成

所有施工任务.

４．４　钻井资料管理

资料管理不是简单的书面工作,而是对实际工

作进行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地记录.编写了各项

基础资料、钻井资料、完井资料、各项规章制度,做好

原始记录的收集整理保存,及时准确地整理上报各

项资料.提交给业主的资料有总体施工设计、单井

施工设计表单、定向井单井施工设计、事故处理预

案、事故处理报告、水平井对接连通报告、完井报告、
溶腔设计等.作业时除了日常的班报表外,还有测

井记录表、测斜数据表及钻井参数表等.

４．５　施工总结

项目部在每期任务完成后对项目的运行情况进

行梳理,总结成功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
在下一期进行改进完善,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

５　HSE管理

土耳其天然碱溶采钻井项目管理中,HSE的管

理实施是很重要的部分,也是合同的一项重要部分,
而且标准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细致化、严格化,是
钻井作业中的重中之重,因此项目部非常重视.

５．１　健全 HSE管理体制

结合国内外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单位的成熟管

理经验,完善了项目 HSE管理控制的风险预报、风
险预警和风险控制.根据水溶采钻井施工中的实际

情况,深入施工现场,不断收集第一手资料,更新管

理数据库,针对不同施工环境和施工中不同阶段存

在的风险类别,分别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方法;健全

HSE管理部门的职能、组织形式及控制实施流程,
从而形成一整套适合水溶采钻井施工的高效的

HSE管理控制机制.

５．２　强化现场实施

在建立 HSE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各岗位

的 HSE 职责,并严格地执行,是管理上的体系支

持.安全上要求管理者及安全员熟知生产操作程

序,正确分析每个环节操作所存在的风险,并能够制

定正确的消减措施;能够在生产中发现、识别违章行

为和不安全因素,并给予纠正指导.要求项目现场

人员参与到安全生产管理中来,积极保障现场的人

身、设备及钻井安全.

５．３　加强 HSE管理措施

组织现场人员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对营地生活

设施设备的检查、对食品和其制作过程的监督检查、
现场急救及对员工的相关培训、疾病防治和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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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方面,提前准备排污沟,准备足够容积

的废浆坑和排水渠.严格控制废液和废水的产生,
提高循环利用,减少污染.钻井产生的废液、废水、
废油及岩屑全部存放于废浆坑中.钻井施工完成

后,对井场都进行清理.
５．４　提高 HSE意识

加强 HSE管理控制机制宣传,对员工进行相

关培训,增强项目部人员 HSE意识,培养现场所有

人员主动执行 HSE机制,逐渐养成良好的 HSE工

作习惯,形成 HSE管理文化.
通过切实有效的安全管理措施,项目运行过程

中,从未发生过伤残事故,避免了人员生命和财产的

损失,完全实现了合同中要求的安全生产管理目标,
有力地保障了钻井项目的顺利完工.

６　风险管理

６．１　申请政府支持

项目在启动初期就按照程序申请大使馆支持

函,按照商务参赞处要求,定期汇报工作情况;并加

入当地商会,扩大在当地的影响,并取得支持,减少

风险.在国内按程序上报商务部管理部门,按程序

汇报项目进展及存在的问题,将风险控制到最低.
６．２　组织风险评估

鉴于土耳其在我国评定为中等风险国家,因此

对项目进行了安全风险评估,并提出了相关建议防

控措施,主要评估政治、社会公共秩序治安、恐怖主

义安全局势、自然环境和卫生条件等风险.通过对

项目所在地区和项目所在地实地考察走访和各种渠

道的信息统计归类分析,通过评估矩阵方式用数据

计算获得综合安全风险等级.采取了对员工进行安

全意识和防护技能培训、流动风险管控、采取安防措

施、建立联络平台、落实安保等管理措施.

７　结语

土耳其天然碱溶采钻井项目利用先进的定向钻

井技术和有效管理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做成了一项典型的海外钻井示范项目.在管理

方面总结以下几点经验.
(１)遵守土耳其本地法律法规,建立起项目执行

机构,有效管理工程人员和施工设备,为工程施工提

供良好的平台.
(２)吸收了多方海外工程先进管理经验,弥补管

理人员不足,尽量做到模式化管理,HSE体系国际

化,实现了精细化管理.
(３)对人员配备要求高,因为海外签证名额有

限,需要一人多岗,对工程技术人员素质要求高,不
仅要求懂技术、还懂管理、最好还懂英语,使现场信

息沟通顺畅.
(４)建立了钻井项目联合体管理团队,本着相互

信任的原则,明确各方的职责,安排合适的人选,参
与施工管理,共同完成项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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