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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液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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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世界能源问题日渐突出,天然气水合物作为一种新型能源备受关注.由于天然气水合物的特殊性质,在
冻土层或海洋环境下都对勘探和开采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钻井液对保障天然气水合物安全钻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因此对水合物钻井液的研究一直是天然气水合物勘探技术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重点介绍了水合物抑

制剂和钻井液体系研究进展情况,并分析了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液研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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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theworld’senergyproblemsbecomemoreprominent,naturalgashydrateshavereceivedmuchattenＧ
tionasanewtypeofenergy．Duetothespecialnatureofnaturalgashydrates,extremelystringentrequirementsare
imposedonexplorationandmininginthefrozensoilormarineenvironment．Drillingfluidplaysanimportantrol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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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能源问题日渐突出,
开发和应用新型替代能源是解决能源问题、保持能

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天然气水合物作为

可以接替石油和天然气的新型能源,其勘探和开发

的研究一直作为前沿课题备受关注.
天然气水合物是由水分子和天然气分子在一定

温度和压力下形成的具有笼状结构的结晶化合物.
天然气水合物性质和其赋存地层的特殊性决定了在

此类地层钻井时将会面临更加复杂的井内问题,例
如:由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引发的井壁不稳、井喷和海

底坍塌问题;由天然气水合物再生成导致的管线堵

塞问题.上述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在钻入天然气

水合物层时,改变了井底压力和温度,破坏了天然气

水合物赋存的相态平衡,诱发天然气水合物分解.
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减

少地层压力和温度的变化,即通过降低井内钻井液

循环温度、合理控制井底压力,减少天然气水合物大

量分解;二是通过增强钻井液抑制天然气水合物能

力,减少或避免其在钻井液循环系统中再次生成.
因此,钻井液技术是保障天然气水合物顺利钻探和

安全钻探的核心.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就已经开始了

对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液的研究工作.我国在这方面

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尤其最近十年,
对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液的研究成果显著.特别是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９日在我国南海神狐海域成功完成了

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作,创造了该领域的

多个世界纪录.这说明我国的天然气水合物钻探技

术研究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同时,也必将促进天

然气水合物钻井液研究工作更加深入的进行,取得

更好的成绩.

１　天然气水合物抑制剂研究现状

低温高压环境利于天然气水合物的生成,因此

在钻井循环管路内容易发生天然气水合物再生成,



随着生成量的不断提高,会堵塞压井管汇,造成管路

不通,严重时会导致安全事故.目前钻井作业过程

中主要通过添加水合物抑制剂来减少或避免水合物

的形成.
天然气水合物抑制剂主要分为３类:热力学抑

制剂、动力学抑制剂和防聚剂.其中热力学抑制剂

最早应用于钻井液中,但由于其用量大(质量分数可

达到１０％~６０％)、部分醇类有毒性以及盐类溶液

会产生具有腐蚀性污水等问题限制了该类抑制剂的

应用范围.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对于抑制剂的

研究转向了用量低的动力学抑制剂和防聚剂.

１．１　热力学抑制剂

热力学抑制剂的作用原理是通过降低水的活度

系数,改变水分子和气体分子之间的热力学平衡条

件,从而改变水溶液或水合物化学式,使水合物的分

解曲线移向较低温度或较高压力的方向,从而避免

水合物形成.或是直接与水合物接触,使水合物不

稳定,从而使水合物分解而达到清除和抑制水合物

形成的目的.
热力学抑制剂主要包括醇类和盐类,例如:甲

醇、乙二醇、氯化钠及氯化钙等.其中,甲醇、乙二醇

是应用最为广泛且时间最长的热力学抑制剂.
虽然乙二醇已经被广泛应用,但学者还未停止

对它的抑制作用效果进行研究,最新发现,单独使用

乙二醇时,使用量达到３０％(质量百分比浓度,下
同)可以有效的抑制天然气水合物晶体增长[１].同

时,还发现乙二醇具备稳定天然气水合物的作用.
在压力８５MPa条件下,对比不同浓度时聚乙烯吡

咯烷酮 (PVP)、聚乙二醇 (PEG)、羟乙基纤维素

(HEC)、十二烷基硫酸钠(SDS)和乙二醇(EG)抑制

剂溶液中天然气水合物的稳定情况,结果表明:

PVP、PEG 和 HEC溶液不具备稳定天然气水合物

的能力,SDS具有稳定和促进天然气水合物的能

力,EG则明显具备稳定天然气水合物的作用[２].

１．２　动力学抑制剂

动力学抑制剂的作用原理是在水合物结晶成核

和生长的初期,吸附于水合物颗粒表面,抑制剂的环

状结构通过氢键与水合物的晶体结合,延迟水合物

晶体成核时间或者阻止晶体的进一步成长,最终达

到抑制天然气水合物生产的作用.
国外学者前期研究发现,动力学抑制剂主要成

分为聚合物和表面活性剂两类,含有大量水溶性基

和长脂肪碳链,如 PVP、甲基丙烯酸乙酯、N 酰基

聚烯烃亚胺、N 乙烯基己内酰胺、N,N 烷基丙烯

酰胺、聚异丙基甲基丙烯酰胺、２ 丙基 ２ 咪唑啉

等.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探索研究新型的动力

学抑制剂、通过分子结构设计直接组合制备出新型

的动力学抑制剂以及研究与热力学抑制剂的协同作

用是目前学者们的重要研究方向.

１．２．１　新型动力学抑制剂研究

近些年,学者们采用溶液聚合法合成了多种新

型动力学 抑 制 剂,例 如 动 力 学 抑 制 剂 SDH[３]、P
(VCL A)[４]、DVP[５]等.

动力学抑制剂SDH[３]是通过分子结构优化研

制出的新型动力学抑制剂,加量为１０％时,抑制天

然气水合物效果最佳.其作用机理是通过吸附在水

合物表面,利用空间位阻作用达到有效抑制水合物

生长的目的.
动力学抑制剂P(VCL A)[４]是一种聚 N 乙

烯己内酰胺共聚物,代号中 VCL为 N 乙烯基己内

酰胺,A为含酯基单体.对 P(VCL A)分别与甲

醇、乙二醇复配后的水合物抑制效果进行的评价,实
验结果表明当３％P(VCL A)分别与５％甲醇和乙

二醇复配时,诱导时间分别超过７５h和６０h,并且

上述复合型抑制剂当过冷度超过１０℃时还有具有

明显的抑制效果.
动力学抑制剂DVP [５]是用 N 乙烯己内酰胺、

丙烯醇、甲基丙烯酸羟乙酯为原材料(质量比为５∶
１∶１),在引发剂加量为０５％、反应温度６０℃、反
应时间８h条件下制备得到的.采用四氢呋喃法

(THF)对其抑制性能进行了评价,发现 DVP加量

为０５％时抑制效果最好.
气体动力学抑制剂 HLA [６]是采用甲基丙烯酸

乙酯和 N 乙烯基吡咯烷酮制备而成.对 HLA 进

行的抑制性能评价结果表明:HLA能有效降低水合

物的形成速率,延长使形成水合物晶核的诱导时间,
改变晶体的聚集过程,但并不能改变气体水合物形

成的相平衡.
周诗岽等[７]以 N 乙烯基吡咯烷酮为单体,双

氧水为引发剂,在氮气保护下,合成了一种动力学抑

制剂.在５℃、６MPa条件下,该种抑制剂添加量为

１５００mg/L时,诱导时间为２１３min;抑制剂溶液在

过冷度为９１℃时的诱导时间可达５９min.

１．２．２　组合型动力学抑制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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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同类型的动力学抑制剂直接进行组合获得

一种新的抑制剂,将不同动力学抑制剂效果更好的

发挥出来是学者们一直研究的方向.
唐翠萍等[８]研究了一种组合型天然气水合物动

力学抑制剂 GHI１,该抑制剂是由Inhibex１５７(聚乙

烯吡咯烷酮)与二乙二醇丁醚BCS按质量１∶１组

合而成,在温度４℃、压力８５~９０MPa条件下,
加量 ０５％ 的 GHI１ 抑 制 性 能 明 显 优 于 InhiＧ
bex１５７,这是由于Inhibex１５７能阻止 CH４ 分子进

入水合物笼中,而BCS则阻止水分子进一步形成水

合物笼,同时具备上述两种特性的 GHI１可以大大

延长水合物的生成时间.另外,他们还将 PVPK９０
(聚乙烯吡咯烷酮)与乙二醇苯醚按照１∶１质量比

组合成抑制剂 GHI,研究结果表明:GHI的抑制的

抑 制 性 能 明 显 优 于 Inhibex５０１、Inhibex１００、

PVPK９０三种抑制剂.通过成本核算发现,与InhiＧ
bex５０１和Inhibex１００相比,使用 GHI的成本分别

相对下降了２２５％和３４７％,经济优势明显[９].
戴兴学[１０]用聚乙烯吡咯烷酮(PVP)、聚醚胺、

乙二醇丁醚(质量比１∶１∶１)组合成抑制剂 GHＧ
CI２,将其与动力学抑制剂PVP进行了比较.实验

结果表明,当 GHCI２和 PVP的加量为０５０％时,

GHCI２的 抑 制 效 果 明 显 优 于 PVP.在 加 量 为

０２０％~２００％时,GHCI２的抑制效果随含量的

增加呈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加量为０７５％时抑制

效果最好.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改变

抑制剂 GHCI２中各组分质量比对其抑制性能影响

的研究[１１],发现当聚乙烯吡咯烷酮(PVP)、聚醚胺、
乙二醇丁醚质量比２∶１∶１时抑制效果最好,并且

抑制性能优于PVP和inhibex５０１.

HuJun等[１２]开发出一种复合天然气水合物动

力学抑制剂 HY １,该抑制剂以PVP为主要成分,
以醚醇为协同剂.室内评价结果 发 现,与InheＧ
bix５０１相比,在相同条件下 HY １具有更好的抑

制性能.随后还将该种抑制剂进行中试放大试验,
并成功应用到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司天然气生产

中.现场实验证明,２％动力学抑制剂 HY １可起

到良好的天然气水合物抑制效果.通过经济性分

析,动力学抑制剂 HY １的应用成本与甲醇相近,
减少了甲醇运输、储存成本,且没有污水回收和处理

的过程.与国外天然气水合物动力学抑制剂相比,
成本降低了２２５％.

１．２．３　与热力学抑制剂协同作用研究

对动力学抑制剂的研究还有很重要的方面就是

与热力学抑制剂的协同抑制效果研究.目前研究发

现,动力学抑制剂在热力学抑制剂的协同作用下,可
以提高抑制效果.

NaguD 等[１３]对抑制剂 Luvicap分别与 PEO
和 NaCl协同作用研究发现,PEO 和 NaCl的加入

能加强 Luvicap的抑制能力,但进一步研究发现使

用Luvicap会加快成核之后的水合物生长速度,而

PEO不会影响水合物的增长,NaCl具有能减缓增

长速度的能力.
将动力学抑制剂SDH[３]与热力学抑制剂 NaCl

复配使用,表现出很好的协同作用.在模拟３km
水深条件下(２℃、３０MPa),将１０％SDH 与１０％
NaCl复配使用,可保证钻井液中１２h无水合物生

成.

ZhaoXin等[１４]研究了 NaCl、乙二醇和甘油三

种热力学抑制剂对聚乙烯基吡咯烷酮(PVP)抑制性

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NaCl对PVP的抑制性能有很

强的协同作用,而乙二醇和甘油则相对较差.具有

表现为 NaCl的存在增强了 PVP的水合物成核抑

制和生长抑制能力,延长了诱导时间.对于含有

０５％PVP的深水钻井液,在２ ℃、１０MPa条件下

或相同的过冷度(１４２℃)下,添加１０％NaCl后诱

导时间是原来的１６７倍.在过冷度高达１６４℃时

这一效应仍然很明显.另外,他们还开发了一种新

的高性能动力学抑制剂[１５],试验结果表明其性能比

典型的动力学抑制剂效果更好.在此基础上完成了

针对不同水深环境的最佳水合物抑制剂配方.
周诗岽等[７]制备了一种新型动力学抑制剂,研

究发现其与乙二醇复配后抑制剂性能明显得到提

升,具体表现为,将１００００mg/L 动力学抑制剂与

１５％乙二醇进行复配时,复合型抑制剂的诱导时间

比纯动力学抑制剂的诱导时间延长了２３４０％.

１．３　防聚剂

虽然防聚剂也是一些聚合物和表面活性剂,但
是其抑制机理明显与动力学抑制剂不同,它主要是

起乳化剂的作用,当水和油同时存在时才可使用.
向体系中加入防聚剂可使油水相乳化,将油相中的

水分散成小水滴,尽管油相中被乳化的小水滴也能

和气体生成水合物,但生成的水合物难以聚结成块,
从而起到了抑制天然气水合物生成的效果.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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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抑制剂相比,防聚剂在过冷度较大的情况下仍具

有较好的抑制效果.我国对于防聚剂的研究起步较

晚,但近几年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有的产品还进

行了现场试验.
穆亮等[１６]对一种复配型防聚剂进行了评价,考

察了不同含水率下在具有柴油、水、防聚剂的体系中

水合物的生成形态.结果表明,在过冷度为１３℃时

该防聚剂的抑制效果良好,水合物生成后是以浆液

形式均匀分在油相中.
闫柯乐等[１７]以天然气(CH４＋C２H６＋C３H８)水

合物为对象,考察了将动力学抑制剂Inhibex５０１和

防聚剂Span２０复合使用时在油水体系中的防聚效

果,结果表明,复合使用时的防聚效果明显优于单纯

使用Span２０作为防聚剂的效果,且能承受４~５K
过冷度.

陈绍凯等[１８]针对防聚剂 HYA １在目标气田

应用的配伍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HYA １抑

制性能稳定,对目标气田的防腐和结垢影响小,虽然

对原油脱水和水处理工艺有一定的影响,但可以找

到合适的化学药剂与之配伍从而解决问题,可在目

标气田试用.
庞维新等[１９]对开发的水合物防聚剂进行实验

室评价以及工业应用试验.室内评价结果表明,在
含水率达３０％时,２０％防聚剂可有效防止水合物

聚结.工业应用试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防聚剂可

有效抑制水合物的聚结,但还存在作用效果不稳定

的问题,仍需继续改进.
余宏毅等[２０]对添加 TBAB、TWEEN 两种防聚

剂前后是CO２ 水合物浆防聚效果进行了比较,发现

添加 TBAB和 TWEEN 后能有效阻止水合物聚集

成团,同时可以提高泥浆的稳定性和均匀性.另外

还发现,如果提高 TBAB质量分数,则泥浆流动效

果改善明显;当 TWEEN 质量分数为０６％时泥浆

的流动特性最佳.
史博会等[２１]研究了蜡加入前后具有防聚剂的

泥浆对天然气水合物抑制性能及流动特性的,结果

表明:含蜡泥浆体系中水合物生成量较低,但是粘度

会增加,流动性明显下降.

２　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液研究现状

以分解抑制法为基础,天然气水合物勘探使用

的主要钻井液体系有用高盐/木质素磺酸盐水基钻

井液体系、高盐/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聚合物加聚合

醇水基钻井液体系、油基钻井液体系以及合成基钻

井液体系,其中最常用的钻井液体系是高盐/部分水

解聚丙烯酰胺聚合物加聚合醇钻井液体系和合成基

钻井液体系.从抑制水合物效果、环保角度和成本

控制综合考虑来看,水基钻井液体系仍是天然气水

合物勘探的首选.所以,我国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液

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水基钻井液体系,主要研发

的水基钻井液包括卤盐体系、聚合物体系、甲酸盐体

系、聚合醇体系、稀硅酸盐体系[２２],另外还有部分学

者对合成基钻井液体系进行了研究.
在墨西哥海湾的深水钻井中主要使用的是含

２０％NaCl和PHPA(部分水解聚丙烯酰胺)钻井液

体系[２３].但在该地区的小井眼侧钻超深井中,则采

用了合成基钻井液体系.在该深水区钻井时,最初

选用的是盐水/淀粉/聚合醇水基钻井液体系,但因

井下条件恶化并且发生了压差卡钻,最后改用了合

成基钻井液体系,才顺利完成了钻井作业[２４].
冯哲等[２５]研制了一种乙二醇复合聚合物抗低

温钻井液体系,其配方为聚乙烯醇(１２５mL)＋ 部

分水解聚丙烯酰胺(５０mL)＋ 乙二醇(８０mL)＋
NaCl(３５g),研究表明该体系在低温条件下具有良

好的流变性.同时研究发现在聚合物钻井液体系中

加入乙二醇后,钻井液将一直保持牛顿流体特性,且
与其加量无关.

王胜等[２６]在研制了一种以１５％NaCl溶液作为

基 础 液 的 无 固 相 低 温 钻 井 液 体 系,其 配 方 为

１０００mL水＋８‰SW＋０５‰NaOH ＋ １５％NaCl
＋５‰FA,其中FA 是为了解决高原冻土天然气水

合物钻探而研发的特种高聚物增粘剂.
蒋国盛等[２７]研制了一种以改性淀粉为基本体

系的甲酸盐钻井液,配方为海水＋３０％NaCOOH
＋３０％SK ２＋０２％KPAM＋０１％LV PAC＋
０３％改性淀粉.该体系在温度为－５~２０℃条件

下各项性能较为稳定,但如果不添加天然气水合物

抑制剂,在水深超过１４００m 后,容易形成天然气水

合物.当加入０５％动力学抑制剂PVP(K３０)后能

有效提高该钻井液的抑制性能.
涂运中等[２８]通过大量实验研究得到一种稀硅

酸盐钻井液,其中同时含有无机盐热力学抑制剂和

动力学抑制剂,其配方为人造海水＋２％膨润土＋
１％LV PAC＋３％SMP ２＋３％硅酸钠＋(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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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NaCl＋(０５％~１％)PV.该钻井液不仅

具备携带岩屑和清洁井眼的能力,还能有效抑制井

壁岩层水化,抑制天然气水合物分解,以及控制天然

气水合物的再生成.
刘天乐等[２９]研究了一种聚合醇钻井液,配方为

人造海水＋３％膨润土＋１％LV PAC＋４％SMP
２＋１０％聚乙二醇＋ ２０％NaCl＋l％PVP (K９０)

＋０５％NaOH.对该钻井液体系的泥浆性能研究

发现其具有很好的页岩抑制性和流变性,且密度适

中,对其天然气水合物抑制性能研究发现,在热力学

抑制 剂 NaCl加 量 为 １０％、动 力 学 抑 制 剂 PVP
(K９０)加量为０５％~１％时就可以确保在压力１８
MPa的低温环境下、２０h不会生成天然气水合物.
随后,他们[３０]还结合现有的纳米材料,优选出一种

纳米SiO２ 钻井液,配方为海水＋２％纳米 SiO２＋
３％膨润土＋１％Na CMC＋３％SMP ２＋１％PVP
(K９０)＋２％KCl.对其低温泥浆常规性能和水合物

抑制性能评价表明,该钻井液密度适中,同时具有良

好的低温流变性和泥页岩水化抑制性,并能够长时

间有效抑制钻井液循环系统中水合物的再生成.
徐加放等[３１]研制分别适合于深水浅层和深部

地层钻进的２套钻井液配方:深水浅层钻井液配方

为海水＋膨润土＋０３％ZNJ ３增粘剂＋３％SDN
１非渗透降滤失剂＋２５％NaCl(用 NaOH 调pH

至９);深部地层钻井液配方为膨润土浆＋０３％ZNJ
２增粘剂＋０５％JLS ７降滤失剂＋３％JNJ ２降

粘剂＋３％JLS ２降滤失剂＋１％JNJ ４降粘剂＋
２５％NaCl(NaOH 调pH 至９).室内实验结果表

明,这２套钻井液配方均粘度适中、流变性好、携带

岩屑能力强,属于环保型钻井液,在１５MPa、４℃条

件下能抑制水合物生成,可用于１５００m 深水区进

行钻井作业.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徐加放等[３２]进一

步研究了使用动力学和热力学抑制剂复配的深水钻

井液,配方为:海水(除钙镁)＋０３％ZNJ ３增粘剂

＋３％SDN １非渗透降滤失剂＋１５％PVP＋１５％
NaCl,该配方可延缓水合物分解２７h.

邱正松等 [３３]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无

粘土相海水基钻井液体系,配方为:海水＋０２５％纯

碱＋０３％烧碱 ＋０３％ 亚硫酸钠 ＋０１５％XC＋
０２％LX(两性离子聚合物分散剂)＋０３％PAC
HV＋０３％PAC１４１＋３％DYFT(降滤失剂)＋２％
SDJA(聚胺).实验结果表明,该钻井液体系经１３０

℃老化后,仍能保持较好的低温流变性,同时具有较

强的储层保护能力,在１５０MPa、４０℃条件下(深
水环境１５００m)１６h内无天然气水合物生成.

胡友林等[３４]配制了一种深水气制油合成基钻

井液,其配方为８０％气制油＋２０％CaCl２ 盐水＋３％
RHJ(钙盐和二聚酸复配的乳化剂)＋３％有机土＋
３％HiFLO(降滤失剂)＋２％CaO,该钻井液具有较

好的低温流变性,当温度由２０℃降到０℃时,动切

力几乎不受温度影响.采用差示扫描量热法对抑制

性能进行评价的结果是在２０MPa甲烷气体、０℃温

度条件下能有效抑制天然气水合物的生成.
胡文军等[３５]研究了一套FLAT PRO 深水恒

流变合成基钻井液体系,其配方为Saraline１８５V气

制油＋(０８％~１０％)FSEMUL乳化剂＋(１０％
~１２％)FSCOAT乳化剂＋１２％FSWET＋２％有

机土FSGEL＋２５％CaCl２＋２５％PF MOALK＋
２％PF HFR降滤失剂＋０１％FSVIS流行调节剂

＋重晶石,其油水比为(７０∶３０)~(８５∶１５).该钻

井液在４~６５℃下流变性能稳定,具有恒流变特性,
能有效保护储层,其渗透率恢复值大于９０％,能抗

１０％海水和１５％钻屑污染,易降解,满足环保要求.
并成功应用于南海LS A 超深水井.

３　总结

(１)天然气水合物抑制剂的研究和发展趋势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设计和改变动力学抑制

剂的分子结构,提高其抑制性能;②为解决使用单一

组分抑制剂存在的局限性,对复合型抑制剂的开发

与研究成为了抑制剂研究的重要方向;③寻找和开

发用量少、价格低、对环境友好的抑制剂成为发展趋

势.
(２)我国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液研究的特点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主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在室内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②钻井液体

系的研究多是围绕水基钻井液体系展开,但多数仅

限于室内研究阶段,还未投入到实际应用中.
(３)在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液技术研究中还存在

一些问题,同时也是需要研究的方向:①动力学抑制

剂抑制活性差,在高过冷度条件下容易失效;许多效

果好的抑制剂成本较高,难以投入实际应用中;②我

国的低剂量抑制剂还处于研发阶段,在抑制剂分子

结构设计方面突破和创新较少;③欠缺对复合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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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协同抑制机理研究;④对新型抑制剂的研发仅

重视抑制性能,对其与钻井液材料的配伍性研究,以
及对钻井液流变性、悬浮性及稳定井壁等常规性能

的影响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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