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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岭矿区第四系松软地层套管事故处理技术

张　涛， 刘国成
（赣南地质调查大队，江西 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摘 要：第四系松软地层松散掉块，一般情况下必须下入套管，但出现套管事故非常不易处理。 通过对一起套管事
故处理措施和过程进行总结，为类似地层套管事故处理提供可借鉴的技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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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质钻探工程施工过程中，必须注意套管的
安装和钻进过程中的套管状况。 套管主要在第四系
松软地层中下入，第四系地层比较松软，一旦发生事
故，断落的套管容易被掩埋，打捞比较困难，甚至会
造成钻孔报废，直接影响钻探生产的质量和效益，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 因此第四系松软地层的套管事故
预防和处理是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1　工程概况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牛岭钨矿矿区扩储勘查钻

探施工区域，钻孔施工为 ７５°倾斜角，孔径技术要求
为 ７６ ｍｍ终孔。 地质地层情况比较复杂，普遍覆盖
有约 ３０ ｍ厚的第四系松软地层，３０ ～１５０ ｍ为含破
碎带砂岩，１５０ ｍ以深为花岗岩。 由于第四系地层土
质松软，且夹杂有砂、砾石，极易垮塌，钻井液护壁比
较困难，在地质取心钻孔过程中，必需下入套管隔离。

2　事故情况
在钻孔钻至 ２７０ ｍ 左右时，施工人员发现孔口

返回的水越来越少，每次提钻取心后，钻具下入的过
程中，施工人员在孔口以深 １４ ｍ处经常有擦挂的感
觉，直至在一次钻杆起拔后，钻具再也无法通过孔口
以深 １４ ｍ的位置。 经技术人员研究，认为套管在距
孔口 １４ ｍ处脱扣或断裂。

3　事故原因
由于第四系覆盖层中夹杂砾石很多，下套管过

程中多有石块出入孔壁，形成架桥或活石，以致套管
无法穿过第四系地层，尚有 １ ｍ多没有坐实在基岩
上。 而在钻进过程中，由于钻井液的冲刷、钻杆与套
管的碰撞，使得套管底部和下部环状间隙中托着套
管的石块掉落，套管被架空，在与钻杆的不断碰撞过
程中摇摆脱扣。

4　事故分析与打捞措施
此孔套管下入总长 ３０ ｍ，全部为 饱１０８ ｍｍ 套

管。 脱扣处位于孔口以下１４ ｍ处。 套管脱扣后，在
脱扣位置形成“狗腿”，继续钻进已不可能，必须马
上对套管进行起拔和打捞。
4．1　钻探设备的配备

根据地层情况、钻孔深度和技术要求，钻探设备
配备如下：１７ ｍ 钻塔、ＸＹ －４ 型钻机、ＢＷ －２５０ 型
泥浆泵、饱５０ ｍｍ钻杆、饱１０８ ｍｍ和饱８９ ｍｍ套管。
4．2　打捞方法及措施

打捞套管与打捞钻杆有很大不同，钻杆在孔内
有很大的环状间隙，可以使用多种打捞技术，而套管
与孔壁之间几乎没有环状间隙，在机台现有技术下，
只能采用公锥打捞。

４２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１年第 ３８卷第 ３期　



5　打捞过程
机台人员随即使用公锥打捞套管，但由于在下

套管时为了塞紧套管与孔壁的环状间隙，在孔壁周
围塞了很多编织袋。 在起拔完脱扣处上面的套管
时，大部分编织袋落入孔内，以致孔口被堵住，由于
地层松软，下入公锥后锥不到套管，锥子总是滑向一
边，在不断的打捞过程中，在重力作用下，钻杆和公
锥将 １４ ｍ以浅的钻孔磨成椭圆柱状（见图 １），使打
捞事故更加复杂化。 通过孔底照像技术观测，在椭
圆孔内的重力一侧有一孔洞，技术人员开始以为这
便是钻孔，又进行打捞工作，几次无果后，经技术人
员仔细推断，闭路电视看到的那个孔并不是钻孔，而
是打捞过程中公锥锥出来的孔，打捞过程到这陷入
僵局。 经过施工人员研究，决定先下钩子将蒙在套
管孔口处的编织袋勾上来，然后在椭圆孔内下入套
管坐垫，再下入带引径的锥子打捞。

图 １　钻孔示意图

在不断的试锥过程中，先后下入一根饱１０８ ｍｍ
套管和 ３ 个立根的饱５０ ｍｍ 钻杆，将约 １ ｍ 长的做
引径的钻杆弄弯一小角度，用红漆做好钻杆弯向的
标记，以便于转动后将弯向对向套管，对准后在引径
接头的引导下，将锥子引入套管，先通过扳手手动拧
几下，再用钻机缓慢锥稳，当钻机感到吃力时即为锥
稳 ，锥稳后，先把坐垫的３立根钻杆和一根套管起

拔，再起拔所锥套管。 但没想到拉不动，好在套管用
的是反丝丝扣，这样只能一根一根的锥，后面的几节
钻杆由于钻孔相对更深些，钻孔结构保持还比较完
好，再下锥时不用再下套管或钻杆做垫，每次下钻杆
时，为防止锥死，用约 １０ ～２０ ｋＮ的压力，是否锥牢
就观察钻机是否吃力，反掉套管时，约用 １０ ～２０ ｋＮ
的提引力，边缓慢提钻边缓慢上反，通过 ２ 天的努
力，最终将全部套管打捞上来。

6　套管安装的改进措施
对于套管的再次安装，技术人员提出了 ２ 种技

术方案：
（１）因下入套管后不容易坐实，所以下入套管

后用水泥固井，以防止事故的再次发生；
（２）下双套管，在下入饱１０８ ｍｍ 套管后在套管

里再下入饱８９ ｍｍ套管，以饱７６ ｍｍ钻头钻进终孔。
经技术人员讨论，使用第一种措施水泥固定套

管可保万无一失，但套管无法回收，而此时钻孔已达
２００多米，固孔时水泥会在套管底部流入孔内，难以
得到控制，技术难度大，施工成本高；而第二种措施
实施相对比较容易，且套管可以回收，避免了不必要
的经济损失，同时，由于是双套管，所以外套管发生
事故的可能性不大，如若内套管发生脱扣或其他套
管事故，因有外套管，处理起来也会相对容易。
综合考虑，最后套管下入安装采用第二套方案，

既保证了钻探的顺利进行又提高了经济效益。

7　结语
第四系松软地层中进行地质钻探工程施工中，

加强对套管事故的预防非常重要，套管安装过程中
尽量将套管下到位，使之能够完全穿过第四系松散
地层，坐实到坚实地层上。 一般情况下，只要套管能
够坐实，孔口固定，施工过程中就不会出现问题，同
时注意钻进操作规程，密切观察孔口返水量，及时作
出判断，防止事故的发生。

运用液压割管技术成功处理深孔事故
国土资源网消息　湖南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地勘院技术人员

日前运用液压割管技术方法，在耒阳市磨田煤矿勘探区 ＺＫ８２１１ 孔
９７７ ｍ 深处，成功处理一起钻具埋钻事故。

据了解，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推广绳索取心钻进工艺开始，该队即
开展了液压割管处理孔内事故的技术方法等研究，并完成了中国煤
田地质总局下达的Ⅱ类科研项目枟湘南煤田复杂地层绳索取心安全
快速钻进研究枠，其中包括对绳索取心孔内事故处理方法的研究，以
及处理专用工具设计与试验。 在设计的 ７ 种专用工具中，液压割管

器就是其中之一。
据悉，该队此次液压割管处理孔内事故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将直

径 ４２ ｍｍ 的钻杆连同液压割管器一同下入直径 ７１ ｍｍ 的钻具内，利
用水泵输送冲洗液推动刀具伸缩、钻机回转切割，从而切割一段再捞
取一段。

运用液压割管处理孔内事故的这一技术方法，大大简化了孔内
事故处理的工序，实现了孔内事故快速处理，从而缩短了施工周期，
并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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