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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南海西部某模块钻机项目 5*8 井槽结构，S5 是布局在

右上角的一个单筒双井井槽，桩管鞋 120.7m，B39H 井布

局在 S5-1，通过占位钻具的方式完成表层∅ 406.4mm 寸

井段作业，下完表层套管后陀螺复测数据显示：桩管入泥

42.4m 朝向 256°方位（刚好是 S5-2 井槽方位）偏斜 0.59° - 

0.76°，偏距 0.59m，B45 井组合∅ 406.4mm 普通马达组合

下钻至 118m 时钻头憋跳无法通过，各种措施尝试无果，

决定先钻其他井后续再处理这个井槽。

1 井槽恢复利用难点
1.1 被挤占程度未知

桩管内径∅863.6mm，B39H 井表层套管外径∅339.73mm， 

118m 处刚好是 B39H 井的表层套管接箍，∅406.4mm 牙轮钻 

头 +1.35°弯角马达无法通过，分析 S5-2 井槽空间小于

406.4mm，但是能通过多大外径的钻头未知，影响到后续

井身结构和完井方案决策。

1.2 防碰形势严峻

本项目 5*8 井槽结构，外挂 7 个单筒双井井槽，防碰形 

势异常严峻。分析 S5-2 井槽的偏斜大致有两种情况：如果

与 B39H 偏斜程度基本一致，则需要降方位优先分离 B39H

井，然后尽快增方位分离 S4 井槽的 B12 井 S3 井槽的 B34

井，需要精准的滑动工具面和狗腿度控制；如果与 B39H 

井套管交叉，则需要朝 50°方位造斜分离 B39H，然后降

方位分离 S10 井槽的 B32。

2 井槽恢复利用技术措施
2.1 提前确定通过性

结合该区块浅层造斜特点，200m 前造斜至少需要 1.35° 

以上的马达弯角，完井期间，组织∅ 311.2mm 和∅ 355.6mm 

井段的牙轮钻头 +1.35°弯角马达均能通过 118m 遇阻点顺

利下钻至管鞋，综合考虑机械钻速决定采用∅ 355.6mm 井

眼完成 B45 井作业。

2.2 细化绕障措施

井间转换期间不占井口复测 B39H 井表层套管陀螺数

据，显示 123-184m 造斜较快狗腿度 2.5-5.5° /30m，针对

S5-2 井槽相对 B39H 井表层套管的空间位置对后续防碰绕

障有重大影响，作业团队决定用两趟钻完成表层井段作业：

第一趟钻尽可能缩短陀螺测点的零长，获取到接近桩管鞋

处的偏斜数据，利用陀螺工具面完成防碰绕障作业，确保

井斜大于 6°，同时防碰中心距大于 3m，按照 3° /30m 狗

腿分析大于需要钻进三柱；第二趟钻完成后续表层作业。

3 现场应用效果
第一趟钻组合如下：∅ 355.6mm 牙轮钻头 +∅ 244.5mm 

螺杆（1.35°，配∅ 352.4mm 扶正套）+∅ 209.6mm 浮阀接头

+∅ 203.2mm 定向接头 +∅ 196.9mm 震击器 +∅ 196.9mm 配 

合接头 +∅ 149.2mm 加重钻杆 X14 根 +∅ 149.2mm 钻杆，

陀螺测点零长 13m。钻至 123m 测陀螺，数据显示 106m 处

井斜 0.92°，方位 240.43°，整体偏斜情况与 B39H 井基本

一致，在其左侧。第一柱工具面 0° M，2800L/min 排量（粘

度 50s）上水，速度 150m/h，整柱滑动不提拉，第二柱

3000L/min 排量（粘度 50s）上水，朝向 30° M 速度 150m/h，

测第二趟陀螺：测深 163m，井斜 1.7°，方位 28°，方位

基本扭过来，但是狗腿度低于预期仅 2.2° /30m，第 3-4

柱稠般土浆（粘度 120s）上水，排量 2600-3000L/min，朝 

向 40 ° M 速 度 200m/h， 滑 动 完 测 第 三 趟 陀 螺： 测 深

221m，井斜 9°，方位 40°，扫描井底 236m 处中心距

3m，基本达到绕障目的。

第二趟钻组合如下：∅ 355.6mm 牙轮钻头 +∅ 244.5mm 

螺杆（1.35°，配∅ 352.4mm 扶正套）+∅ 348.3mm 扶正器 + 

∅ 209.6mm 浮阀接头 +∅ 203.2mm 短非磁钻铤 +∅ 209.6mm 

MWD+ ∅ 203.2mm 短非磁钻铤 + ∅ 209.6mm 滤网接头 + ∅
196.9mm 震 击 器 + ∅ 196.9mm 配 合 接 头 + ∅ 149.2mm 加

重钻杆 X14 根 + ∅ 149.2mm 钻杆，MWD 测点零长 21m。

4000L/min 整柱滑动狗腿度 4-6° /30m，造斜和稳斜效果

良好。

4 结论
单筒双井表层套管的陀螺数据要收集齐全，尤其是偏

斜严重的井槽，陀螺数据可以加密至 10m 一个测点。

防碰中心距 3m 以内的防碰段下无接箍套管或者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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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倒角的套管有利于钻具的顺利通过和表层套管下入。

钻具在桩管内若出现无法通过的情况，需要先试验确

定钻具尺寸的通过性， 便于后续确定井身结构和完井方

案。

浅层滑动适当大的马达弯角和低排量是前提条件，造

斜压力大的井泥浆粘度也需要提高。

马达组合不带 MWD 不好实时判断造斜效果，作业前

先下一趟简单组合（钻头 + 双母浮阀 + 定向接头 + 变扣 +

钻杆）最短化陀螺测点 4m 左右，彻底弄清底部的相对位

置，有利于直接下常规马达组合高效定向绕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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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8 页）高，运用喷雾负压二次降尘技术，结合

技术应用机理，灵活运用喷雾降尘装置，可以有效改善总

做面粉尘浓度，如表 1。
表 1   工作面粉尘浓度

工序 测尘点
内外喷雾浓度

(mg/m3)
高压喷雾负压二
次降尘 (mg/m3)

采矿
回风侧

10m~15m
83

( 全尘 )
44

( 呼尘 )
38

( 全尘 )
16.2

( 呼尘 )

操作
设备

司机作业区域
87

( 全尘 )
46

( 呼尘 )
26.8( 全

尘 )
17.6

( 呼尘 )

回柱 岗位工作区域
7

( 全尘 )
2.3

( 呼尘 )
3.7

( 全尘 )
1.2

( 呼尘 )

多工
序

回风巷距离工
作面 10m~15m

37
( 全尘 )

16
( 呼尘 )

21
( 全尘 )

7.4
( 呼尘 )

从中可以看出，在采矿司机区域的粉尘浓度高压处

明显少于低压处，降低 47.1%，采矿作业高压比低压减少

46.9%。综采工作面各个生产工序中，当属采矿和液压支

架移架处的粉尘浓度最高，采矿单位应从源头上降尘处理；

控制各点除尘滤 30%~70% 左右，确保作业现场生产安全

得到可靠保障。从中可以了解到，综采工作面喷雾负压二

次除尘装置除尘效果可观，改善井下作业环境，可以为采

矿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4 结论
总而言之，综采工作面环境较为复杂，在采矿作业期

间涉及到诸多环节，各环节联系密切，由于井下环境特性

会产生不同量的粉尘，直接威胁到机械设备运转和人员身

体健康。因此，应结合采矿环境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喷雾

负压二次除尘技术到实处，提升除尘效果，创设安全稳定

的井下作业环境，对于促进生产效率和效益提升有着深远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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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7 页）菲化工工艺生产过程中，仍然采用一些

老旧的设备，没有及时进行设备的更新，从而造成了钾肥

化工工艺生产过程缺少动力，创新性不足，效率较低，因

此， 结合这一问题，必须要不断改善减肥化工工艺生产

设备，优化加肥化工工业生产的设备体系。从而不断的提

升钾肥化工工艺生产效率。另外，在进行钾肥化工工艺生

产时，还缺少生产过程的便捷性以及生产时的整体工艺效

果，一些钾肥化工工厂在进行生产时不注意环境的保护，

从而导致钾肥生产过程的废水排入到和水中造成环境污染

或者河水富营养化，从而严重的破坏生态环境，因此结合

这些问题，必须要不断地改进加肥化工生产的富营养化问

题，优化钾肥化工工艺生产的流程，保证环境不被破坏。

所以在进行钾肥化工工艺生产过程中，改进生产方式，保

证化工工艺生产过程的合理性，是当前钾肥化工工艺生产

时需要关注的问题。

5 结束语
当前我国的钾肥化工工艺生产有着很广阔的前景，整

体上来看，随着农场规模化经营，对于钾肥的需求量也在

不断增多，目前钾肥化工工艺生产采用了多种方法，这些

方法以及每种钾肥化工工艺生产的特点以及流程都具有独

特性，文章对此进行分析，总结钾肥化工工艺生产的特点，

以及加菲化工工艺生产的方法，并有探究当前钾肥化工工

艺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这些问题，提出针对性策

略，从而更好地保证钾肥工艺生产过程科学化和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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