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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舞凹陷 ＺＫＸ 井深部盐层钻井液技术研究
彭朝洪， 肖长波， 徐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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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叶舞凹陷 ＺＫＸ井位于叶县盐田范围内，该钻探的目的是河南叶舞凹陷盐矿的普查，该井设计井深 ２６３０ ｍ，在
２０００ ～２４００ ｍ连续取心，主要钻遇以泥页岩、砂岩、含盐膏层及盐岩为主的沉积岩地层，钻进过程中存在防塌、护
心、井壁稳定等方面的问题和难点。 针对 ＺＫＸ井的钻井难点，在钻井液体系优化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层分别采用
了防塌钻井液体系、欠饱和盐水钻井液体系和饱和盐水钻井液体系，解决了水敏性泥页岩钻进的防塌及盐岩地层
连续取心的钻井液技术难点，探索出了一套适用于盐膏层取心钻进的低成本钻井液技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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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舞凹陷盐田位于河南省中部叶县和舞阳县境

内，是我国东部 ３１个盐盆中发现的大型优质盐矿床
之一，ＺＫＸ井位于叶县盐田范围内，该钻探的目的
是河南叶舞凹陷盐矿的普查，在 ２０００ ～２４００ ｍ连续
取心，为石盐矿床查证提供支持。

该孔设计井深 ２６３０ ｍ，为三开井身结构，其中
一开（０ ～４９１畅２ ｍ）、二开（４９１畅２ ～２０００ ｍ）井段采
用全面钻进，三开（２０００ ～２６３０ ｍ）连续取心；该井
实际完井深度 ２４００ ｍ， ０ ～４９１畅２ ｍ 井段采用
饱３１１畅１ ｍｍ钻头扩眼后下入饱２４４畅５ ｍｍ套管固井，
４９１畅２ ～２０００ ｍ井段采用饱２１５畅９ ｍｍ钻头钻进后下
入饱１７７畅８ ｍｍ 套管并固井，２０００ ～２６３０ ｍ 井段
饱１２０畅６ ｍｍ裸眼钻进。

盐层是指以盐或石膏为主要成分的地层
［１］ ，盐

层蠕变特性除了和岩石理化性质有关还与氯离子含

量、钻井液性能紧密相关［２］ ，所以本文主要研究盐
水钻井液的配制及防护。

1　岩石性质及对钻井液的要求
对盐岩层我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很多，比如 Ｘ光

衍射分析、电镜扫描分析等［３］ 。 同时测定可溶性盐
的类型（Ｃａ２ ＋、Ｍｇ２ ＋、Ｎａ ＋、Ｋ ＋、Ｃｌ －等）及含量［４］ 。
一开（０ ～４９２ ｍ）地层，深度浅，地层简单，钻井

液体系采用常用材料配制普通钻井液。
二开以浅（４９１畅２ ～１６５０ ｍ）地层的普遍情况是

泥页岩的复合体，其中页岩具有比较高的膨胀性，其
阳离子交换容量 ＣＥＣ 为 ５ ｍｍｏｌ／１００ ｇ 土。 所以在
钻井液设计时应当注意考虑钻井液对页岩的抑制作

用，同时要考虑二开以深（１６５０ ～２０００ ｍ）含盐膏层
的抗盐能力。
三开地层中含有大量的石盐矿物，含有极少的

蒙脱石，说明该地层的膨胀量不高，含有大量的伊利
石、石英和方解石等，属于中等分散；但是因为三开
中含有大量的盐岩，所以回收率将会降低；阳离子交
换容量比二开地层的数值更低， ＜３ ｍｍｏｌ／１００ ｇ土。



本研究区域的可溶盐类型分析结果是石盐矿石主要

组分为 ＮａＣｌ，其含量一般为 ７５％ ～９０％，最高为
９５畅１７％，最低为 ６８％，平均为 ８０％以上。 其次为
ＣａＳＯ４ ，含量一般为 ３畅５％ ～６％。 所以在钻井液设
计时应当注意考虑钻井液的抗盐能力、抑制盐岩溶
解及提高取心率。

2　钻井液体系优化
2．1　二开以浅防塌钻井液体系

二开（４９１畅２ ～１６５０ ｍ）钻遇水敏性泥页岩地
层，应重点考虑水化膨胀使钻孔发生井眼蠕变缩径、
井壁掉块、井壁坍塌、上下钻杆遇阻等问题。 选用泥
页岩强抑制剂腐植酸钾、ＸＹ－２７和 ＨＶ－ＣＭＣ 进行
复配。 其配方及性能见表 １。

表 １　防塌钻井液主要性能统计

配
方
号

性 能 参 数

AV／
（ｍＰａ· ｓ）

FL／〔ｍＬ·
（３０ ｍｉｎ） －１ 〕

配 方

淡水／
ｍＬ

膨润土／
％

ＬＶ －ＣＭＣ／
％

ＨＶ －ＣＭＣ／
％

水解聚丙烯腈
钠盐／％

腐植酸钾／
％

聚丙烯酰胺
钾盐／％

ＸＹ －２７／
％

１ 蝌１８ &&畅０ １５ ;;畅０ ４００ N３ 棗０   畅３０ ０   畅０４ ０ 44畅２０
２ 蝌１８ &&畅５ １４ ;;畅５ ４００ N４ 棗０   畅１０ ０   畅２０ ０ 44畅３０ ０   畅０１
３ 蝌１８ &&畅５ １４ ;;畅０ ４００ N４ 棗０   畅２０ ０   畅１０ ０ 44畅３０ ０ 耨耨畅０５
４ 蝌１６ &&畅５ １５ ;;畅５ ４００ N４ 棗０   畅１５ ０   畅０５ ０ 44畅１５ ０ 耨耨畅０５
５ 蝌１８ &&畅５ １３ ;;畅５ ４００ N５ 棗０   畅２０ ０   畅０５ ０ 44畅２５ ０ 耨耨畅０８
６ 蝌１６ &&畅５ １３ ;;畅５ ４００ N５ 棗０   畅２５ ０   畅０５ ０ 44畅２５ ０ 耨耨畅０５

优选的钻井液配方为 ６号配方，其性能参数为：
密度 １畅０ ｇ／ｃｍ３ ，漏斗粘度 ３４ ｓ，表观粘度 １６畅５ ｍＰａ
· ｓ，塑性粘度 １３ ｍＰａ· ｓ，动切力 ３畅５ Ｐａ，滤失量
１３畅５ ｍＬ／３０ ｍｉｎ，静切力 ３畅５／１０ Ｐａ／Ｐａ。
2．2　二开以深欠饱和盐水钻井液体系

二开（１６５０ ～２０００ ｍ）钻遇含盐膏岩地层，根据
ＺＫＸ井现场的条件计算出欠饱和盐水钻井液中的
Ｃｌ －含量为０畅１００９ ｇ／ｍＬ左右，同时考虑到抑制盐岩
层过度溶解及钻井液对盐的容纳能力，所以选择欠

饱和盐水钻井液中的 Ｃｌ －含量为 ０畅１ ｇ／ｍＬ。
基浆为 ５％预水化膨润土 ＋１０％ＮａＣｌ。 采用

ＬＶ－ＣＭＣ、腐植酸钾、水解聚丙烯腈钠盐、ＨＶ －
ＣＭＣ降失水，ＨＶ －ＣＭＣ、水解聚丙烯腈钠盐、ＬＶ －
ＣＭＣ抗温性能好；同时 ＨＶ －ＣＭＣ、ＬＶ －ＣＭＣ 和水
解聚丙烯腈钠盐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抗盐性能。 实验
结果优化使用正交实验，采用四因素三水平正交实
验法，实验结果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欠饱和盐水钻井液主要性能

配
方
号

配 方

ＨＶ －ＣＭＣ／
％

ＬＶ －ＣＭＣ／
％

腐植酸钾／
％

水解聚丙烯腈
钠盐／％

性　　能　　参　　数

AV／
（ｍＰａ· ｓ）

FL／〔ｍＬ·
（３０ ｍｉｎ） －１ 〕

泥皮厚度／
ｍｍ

ｐＨ
值

１  ０ yy畅２０ ０ 怂怂畅６ ０ 貂貂畅３０ ０ 櫃櫃畅８ １８ QQ畅０ ９ 屯屯畅５ １ ]]畅０ ９ V
２  ０ yy畅２０ ０ 怂怂畅８ ０ 貂貂畅２５ ０ 櫃櫃畅９ ２２ QQ畅５ ９ 屯屯畅０ １ ]]畅５ ９ V
３  ０ yy畅２０ １ 怂怂畅０ ０ 貂貂畅２０ １ 櫃櫃畅０ ２５ QQ畅０ ８ 屯屯畅８ １ ]]畅５ ９ V
４  ０ yy畅１５ ０ 怂怂畅６ ０ 貂貂畅２５ １ 櫃櫃畅０ １６ QQ畅０ ９ 屯屯畅８ １ ]]畅５ ９ V
５  ０ yy畅１５ ０ 怂怂畅８ ０ 貂貂畅２０ ０ 櫃櫃畅８ １８ QQ畅０ ９ 屯屯畅０ １ ]]畅５ ９ V
６  ０ yy畅１５ １ 怂怂畅０ ０ 貂貂畅３０ ０ 櫃櫃畅９ ２２ QQ畅５ ８ 屯屯畅９ １ ]]畅５ ９ V
７  ０ yy畅１０ ０ 怂怂畅６ ０ 貂貂畅２０ ０ 櫃櫃畅９ １４ QQ畅５ １１ 屯屯畅０ ２ ]]畅０ ９ V
８  ０ yy畅１０ ０ 怂怂畅８ ０ 貂貂畅３０ １ 櫃櫃畅０ １８ QQ畅５ ９ 屯屯畅２ ２ ]]畅０ ９ V
９  ０ yy畅１０ １ 怂怂畅０ ０ 貂貂畅２５ ０ 櫃櫃畅８ １９ QQ畅０ ９ 屯屯畅０ １ ]]畅５ ９ V

优选的钻井液配方为 ５号配方：淡水＋５％膨润
土＋１０％ＮａＣｌ＋０畅１５％ＨＶ－ＣＭＣ ＋０畅２％腐植酸钾
＋０畅８％水解聚丙烯腈 ＋０畅８％ＬＶ －ＣＭＣ。 其性能
为：密度 １畅２０ ｇ／ｃｍ３ ，漏斗粘度 ３０ ｓ，表观粘度 １８
ｍＰａ· ｓ，塑性粘度 １７ ｍＰａ· ｓ，动切力 １ Ｐａ，滤失量 ９
ｍＬ／３０ ｍｉｎ，静切力 ３畅５／６ Ｐａ／Ｐａ。

2．3　三开饱和盐水钻井液体系
三开是 ２０００ ｍ以深的盐岩地层，该段采用取心

钻进，钻孔深，取心工艺要求高，故设计使用饱和盐
水钻井液体系，实验方法和欠饱和盐水钻井液类似。
基浆为 ３％钠膨润土 ＋２％凹凸棒抗盐粘土 ＋

３１畅５％ＮａＣｌ＋０畅０１％聚丙烯酰胺钾盐。 饱和盐水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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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液选用抗盐抗高温处理剂为凹凸棒抗盐粘土和

ＦＫＪ－２材料；增粘剂主要采用钠基膨润土和聚丙烯
酸钾处理剂；降失水采用腐植酸钾、水解聚丙烯腈钠

盐、ＬＶ－ＣＭＣ、ＦＫＪ－２材料；润滑剂采用聚丙烯酸钾
处理剂。 实验配方及性能参数如表 ３所示。

表 ３　饱和盐水钻井液主要性能

配
方
号

配 方

腐植酸钾／
％

ＬＶ －ＣＭＣ／
％

ＦＫＪ－２／
％

水解聚丙烯腈
钠盐／％

性　　能　　参　　数

AV／
（ｍＰａ· ｓ）

FL／〔ｍＬ·
（３０ ｍｉｎ） －１ 〕

泥皮厚度／
ｍｍ

ｐＨ
值

１  ０ 崓崓畅３ ０ 贩贩畅８０ ０ 貂貂畅８０ ０ 櫃櫃畅５ ２０ QQ畅０ ７ 屯屯畅６ ２ 厖９ V
２  ０ 崓崓畅３ ０ 贩贩畅８５ ０ 貂貂畅８５ ０ 櫃櫃畅６ ２１ QQ畅５ ７ 屯屯畅０ ２ 厖９ V
３  ０ 崓崓畅３ ０ 贩贩畅９０ ０ 貂貂畅９０ ０ 櫃櫃畅７ ２３ QQ畅５ ６ 屯屯畅５ ２ 厖９ V
４  ０ 崓崓畅４ ０ 贩贩畅８０ ０ 貂貂畅８５ ０ 櫃櫃畅７ ２５ QQ畅０ ６ 屯屯畅０ ２ 厖９ V
５  ０ 崓崓畅４ ０ 贩贩畅８５ ０ 貂貂畅９０ ０ 櫃櫃畅５ ２２ QQ畅０ ７ 屯屯畅０ ２ 厖９ V
６  ０ 崓崓畅４ ０ 贩贩畅９０ ０ 貂貂畅８０ ０ 櫃櫃畅６ ２２ QQ畅５ ６ 屯屯畅７ ２ 厖９ V
７  ０ 崓崓畅５ ０ 贩贩畅８０ ０ 貂貂畅９０ ０ 櫃櫃畅６ ２３ QQ畅０ ６ 屯屯畅５ ２ 厖９ V
８  ０ 崓崓畅５ ０ 贩贩畅８５ ０ 貂貂畅８０ ０ 櫃櫃畅７ ２６ QQ畅５ ５ 屯屯畅８ ２ 厖９ V
９  ０ 崓崓畅５ ０ 贩贩畅９０ ０ 貂貂畅８５ ０ 櫃櫃畅５ ２３ QQ畅５ ６ 屯屯畅７ ２ 厖９ V

优选的钻井液配方为配方 ３：淡水＋３％钠膨润
土＋２％凹凸棒抗盐粘土＋３１畅５％ＮａＣｌ ＋０畅０１％聚
丙烯酰胺钾盐＋０畅３％腐植酸钾＋０畅７％水解聚丙烯
腈钠盐＋０畅９０％ＬＶ－ＣＭＣ ＋０畅９０％ＦＫＪ －２ ＋１畅５％
ＮａＯＨ（以土的质量计）。 其性能为：密度 １畅２５ ｇ／
ｃｍ３ ，漏斗粘度 ３８ ｓ，表观粘度 ２３畅５ ｍＰａ· ｓ，塑性粘
度 ２１ ｍＰａ· ｓ，动切力 ２畅５ Ｐａ，滤失量 ６畅５ ｍＬ／３０
ｍｉｎ，静切力 ４／８畅５ Ｐａ／Ｐａ。

3　钻井液性能与抑制效果评价
3．1　钻井液性能评价
3．1．1　泥饼质量评价

泥饼质量主要通过泥饼照片、显微镜照片、泥饼
厚度和泥饼摩阻系数的测定进行评价。 泥饼照片如
图 １所示，能够清楚地辨别出非盐水钻井液、欠饱和
盐水钻井液和饱和盐水钻井液，石盐在各种钻井液
形成的泥饼上表现差异性较大。

图 １　三套钻井液体系泥饼对照图

将图 １的 ３个泥饼用显微镜放大 ５０倍观察，如

图 ２所示，淡水防塌钻井液、欠饱和盐水钻井液、饱
和盐水钻井液在常温失水量分别为：１３畅５、９、６畅５
ｍＬ／３０ ｍｉｎ，失水量逐步减小。 从颗粒级配的优越
性、泥饼致密性、泥饼折线率的角度观察发现，泥饼
质量最优的是饱和盐水钻井液，所以其滤失性能最
优。

图 ２　三种钻井液泥饼微观图

通过摩阻测卡实验，测得淡水防塌钻井液、欠饱
和盐水钻井液、饱和盐水钻井液泥饼的摩阻值分别
为 ０畅０３１、０畅０２７、０畅０１８，３ 种钻井液摩阻系数依次减
小，摩阻系数与泥饼的粘附力呈正比，所以发生卡钻
的可能性最小的是饱和盐水钻井液。
3．1．2　钻井液抗温性评价

盐水钻井液受温度的影响，随着温度的升高，表
观粘度下降。 ２０００ ｍ 孔深的井口循环温度为 ３３
℃，井底循环温度为 ４５ ℃，２４００ ｍ孔深的井口循环
温度为 ４５ ℃，井底循环温度为 ５９ ℃。 盐水钻井液
粘度随温度的变化如图 ３ 所示。 到达井底时，欠饱
和盐水钻井液粘度达到 １６ ｍＰａ· ｓ；饱和盐水钻井
液达到 １８畅５ ｍＰａ· ｓ，粘度均在可用和控制范围内，
温度升高除了影响膨润土水化分散作用和影响处理

剂材料使粘度降低外，还使盐的溶解度增加，所以在
现场经过钻孔循环和地层的相互作用，温度对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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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性能的影响将减小。

图 ３　盐水钻井液表观粘度与温度关系曲线

3．1．3　钻井液润滑性评价
钻井液润滑性评价实验主要分析钻井液的润滑

性，尽量减少其对钻具的磨损和破坏，在深孔特别是
深部取心过程中起到润滑减阻的作用。 使用 ＥＰ型
润滑仪测试结果如表 ４所示。

表 ４　钻井液润滑性

钻井液体系 钻井液润滑系数 备　注

清水 ０ 噜噜畅３２ —
淡水防塌钻井液 ０ 噜噜畅３２ 润滑性不强

欠饱和盐水钻井液 ０ 噜噜畅２２ ＣＭＣ 有润滑作用
饱和盐水钻井液 ０ 噜噜畅２０ Ｋ －ＰＡＭ 润滑效果好

测试结果显示，饱和盐水钻井液体系的润滑效
果最好，能润滑钻具降低摩阻，利于深部钻探和取心
钻进。
3．2　抑制性效果评价
3．2．1　膨胀性测试

现场采集 ３ 种岩样，其中一号岩样与淡水防塌
钻井液接触，二号岩样与欠饱和盐水钻井液接触，三
号岩样与饱和盐水钻井液接触。 称取过 １００目筛的
岩样（在１０５ ℃烘干４ ｈ）６畅５ ｇ在４ ＭＰａ压制５ ｍｉｎ，
测试膨胀量。

由图 ４可知，从岩样的膨胀性角度而言，３ 种岩
样中膨胀性最强的是二号样，由于该岩样主要是取
自于泥页岩、砂岩及盐膏层；其次是一号岩样，主要
是泥页岩；膨胀性最弱的是三号岩样，取自于盐膏层
复合地层。 从钻井液的抑制性效果而言，３ 种钻井
液均具有较强的抑制岩样吸水膨胀的能力。
3．2．2　岩样滚动回收测试

称取 ５０ ｇ １０ ～２０ 目的岩样，与 ３５０ ｍＬ钻井液
混合加入到老化罐中，在 ８０ ℃滚动 １６ ｈ，用 ４０目筛
回收，回收岩样在 １０５ ℃下烘干，冷却 ２４ ｈ，称重并
计算回收率。

图 ４　三种岩样的膨胀性曲线

由图 ５ 发现，２ 套盐水钻井液体系均有较强的
抑制水敏性岩样的水化分散能力，ＺＫＸ井实际钻遇
盐岩地层时，井底循环温度较实验温度低，取心率更
高。

图 ５　回收率实验结果

4　现场应用
钻井液技术人员在现场负责监控钻井液性能，

负责设计钻井液配方，每 ２ ｈ测 １次 ｐＨ值、密度、粘
度，每班（按８ ｈ计）测一次钻井液全套性能（ｐＨ值、
密度、粘度、滤失量、含砂量），使用饱和盐水钻井液
时应加密测量频次；根据地质资料及邻井钻探施工
资料，控制好钻井液的密度，以平衡地层压力；严格
控制钻井液滤失量，二开后钻井液滤失水量应控制
在 １５ ｍＬ／３０ ｍｉｎ 以内，深度超过 ２０００ ｍ 应控制在
１０ ｍＬ／３０ ｍｉｎ以内。

用好“振动筛＋除砂器”的固控组合，有条件时
配备离心机，严格控制无用固相的含量，含砂量应低
于 ０畅５％；进入盐岩层前 ５０ ｍ 时，将普通钻井液转
化为饱和盐水钻井液。 防塌钻井液、欠饱和盐水钻
井液及饱和盐水钻井液体系有效地提高了钻进工作

的安全性。 ＺＫＸ 井各典型地层监测参数如表 ５ 所
示。

ＺＫＸ井钻井液体系现场运用中，主要针对地层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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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典型地层钻井液性能参数

深度 h／
ｍ

密度 ρ／
（ ｇ· ｃｍ －３ ）

FV／
ｓ

AV／
（ｍＰａ· ｓ）

PV／
（ｍＰａ· ｓ）

FL／
ｍＬ

含砂
量／％

７３８ HH畅００ １ 崓崓畅１３ ２３   畅０ １２ ZZ畅５ １１  １６ <<畅０ ３ Y
８６０ HH畅０６ １ 崓崓畅１４ ３１   畅０ １５ ZZ畅０ ８  １４ <<畅０ ２ Y
９６０ HH畅６１ １ 崓崓畅１４ ２５   畅０ １２ ZZ畅５ ９  １５ <<畅０ ２ Y

１１００ HH畅００ １ 崓崓畅１５ ２９   畅０ １４ ZZ畅０ １０  １５ <<畅０ ３ Y
１２５０ HH畅００ １ 崓崓畅１４ ２９   畅０ １５ ZZ畅０ １０  １４ <<畅５ ３ Y
１３４０ HH畅８１ １ 崓崓畅１５ ３３   畅０ １７ ZZ畅０ １２  １４ <<畅０ ３ Y
１５５０ HH畅００ １ 崓崓畅１２ ４６   畅０ ２２ ZZ畅５ １５  １２ <<畅５ ４ Y
１６５０ HH畅４３ １ 崓崓畅１５ ３３   畅０ １７ ZZ畅０ １２  １４ <<畅０ ３ Y
１７５０ HH畅４９ １ 崓崓畅１７ ４０   畅０ １９ ZZ畅０ １４  １０ <<畅０ ３ Y
１８２３ HH畅５２ １ 崓崓畅１６ ３５   畅０ １６ ZZ畅５ １４  １２ <<畅５ ３ Y
２１３１ HH畅７１ １ 崓崓畅３０ ３５   畅０ ２５ ZZ畅５ ２１  ６ <<畅５ １ Y
２１３２ HH畅４１ １ 崓崓畅３０ ３５   畅０ ２５ ZZ畅０ １８  ７ <<畅０ １ Y
２１４９ HH畅６５ １ 崓崓畅２９ ３７   畅０ ２７ ZZ畅５ ２６  ８ <<畅０ １ Y
２１５６ HH畅０１ １ 崓崓畅３０ ３７   畅０ ２６ ZZ畅５ ２４  ８ <<畅２ １ Y
２１５９ HH畅３７ １ 崓崓畅３０ ４０   畅０ ２９ ZZ畅０ ２６  ７ <<畅０ １ Y
２１６２ HH畅８７ １ 崓崓畅３０ ４０   畅０ ２７ ZZ畅５ ２４  ７ <<畅２ １ Y

（１）含有少量石盐矿物的泥页岩复合体地层；
（２）盐岩地层。
在（１）类地层中，由于复合地层的膨胀、收缩、

钙盐浸和高温等特性，岩土胀缩导致钻孔孔径发生
变化易缩径卡钻；盐浸导致普通钻井液体系发生破
坏，丧失钻井液功能；高温导致普通钻井液颗粒物质
发生性能突变失效等问题。 在（２）类地层中，除高
温问题以外，存在由于大量的石盐矿物进入钻井液，
导致钻井液中盐岩矿物过量，钻井液性能发生改变
问题。
使用普通钻井液进行泥页岩地层钻进初遇石盐

矿物时，现场钻井液由于钙盐浸性能失效，发生卡钻
事故，通过换用欠饱和钻井液体系使钻井液在含有
ＮａＣｌ和 Ｃａ２ ＋污染的情况下，钻井液粘度、失水量、切
力等各种性能均达到合格要求，成功分离钻杆与地
层挤压接触，解决卡钻事故并保证改地层钻进顺利
完成。
盐岩地层钻进易出现漏失、卡钻、钙盐侵、埋钻

等事故，应结合钻井井身结构、钻具工艺和钻井液等
技术，相互配合，共同发挥功效，保证钻进安全顺利。

ＺＫＸ井钻进过程使用钻井液技术很好地处理

了钻井中出现的漏失、卡钻、钙盐侵、埋钻事故。

5　结论与认识
（１）本文研究的防塌钻井液、欠饱和盐水钻井

液及饱和盐水钻井液体系分别满足了 ＺＫＸ 井不同
井段的井壁稳定、保护岩心和润滑减阻等要求，对将
在同区域的盐膏层钻进钻井液体系设计和实施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２）在能有效地解决盐岩层产生蠕变前提下，

尽可能取钻井液中的 Ｃｌ －含量的最小值，所以欠饱
和盐水钻井液在钻遇 ＺＫＸ 井二开以深的地层效果
较优；

（３）饱和盐水钻井液体系能有效的抑制盐岩层
吸水膨胀和水化分散，保证了井壁稳定及较高的取
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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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刘政，黄平，刘静，等．川渝地区盐膏层钻井液技术对策［ Ｊ］．
天然气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４，（３）：７５ －７７，１０．

［８］　赵岩，仲玉芳，王卫民，等．Ｓ／Ｄ －２ 井欠饱和盐水钻井液技术
［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１，３８（３）：４１ －４３．

［９］　钱殿存，孙明波，杜素珍，等．深层盐膏层钻井液技术研究与应
用［ Ｊ］．钻采工艺，２００１，０６：７４ －７８，８．

［１０］　靳红兵．深部岩盐取心钻探技术［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
程），２０１１，３８（１０）：１０ －１２．

［１１］　张蔚，刘亚峰，周天辉，等．Ｓ１１５ 井承压堵漏及盐膏层钻井液
技术［ Ｊ］．钻井液与完井液，２００５，（３）：４４ －４６，８４．

２３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５年 ２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