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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地区井喷显示特征及地质因素分析 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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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斌等 ．川东地区井喷显示特征及地质因素分析 ．天然气工业 ，２００７ ，２７（１１） ：１９‐２３ ．

　 　摘 　要 　川东地区是目前四川盆地天然气勘探开发的主战场 ，钻井工作量大 ，钻井中气侵 、井涌 、溢流显示频

繁 ，特别是个别井喷事故的发生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 。为此 ，通过对川东天然气井喷

特征及其地质因素的分析 ，以期预防或减少井喷事故的发生 。研究表明 ：①川东碳酸盐岩地层发生井喷的频率较

高 ，但在 １９９０年后井喷次数已明显减少 ；②所发生的主要是钻进中井内为高负压条件下的井喷 ，喷出的天然气中

硫化氢含量高 ，危害性大 ；③绝大多数的井喷在发生前都有明显征兆 。地质因素分析结果认为 ：①低缓 、潜伏构造

及部分高陡构造上异常高压裂缝系统 ，特别是小型网状或单裂缝系统井喷频率高 ；②在纵向压力剖面上 ，嘉二２ 亚

段以下异常高压带井喷的频率高 ，地层层位上以嘉二１ 亚段 —嘉一段 、飞仙关组 、茅二段井喷为主 ；③多个地层压力

带或复杂压力系统共存于同一裸眼井段的条件下 ，易喷 、漏共存 。

　 　主题词 　四川盆地 　东 　天然气 　井喷 　显示 　特征 　地质解释 　分析 　预防

　 　川东地区从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在石油沟构造钻探

的巴 １井在嘉陵江组上部 、井深 １４０２ ．２０ m 完钻 ，获

得工业气流以来 ，在纵向上主要钻遇沙溪庙组 —石

炭系 ，在 １１个组段发现 ２０个产层 ，成为四川盆地天

然气勘探开发的主战场 。由于川东构造 、地层孔洞

缝发育程度及流体分布 、地层压力系统等客观地质

情况复杂 ，钻井中气侵 、水浸 、溢流 、井涌的显示时有

发生 ，特别是个别井喷事故的发生 ，严重危及人身 、

设备 、环境及地下天然气资源的安全 ，给企业带来了

经济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 。因此 ，分析川东井喷

显示特征及地质因素 ，有利于预防井喷 ，减少损失 ，

提高效益 。

一 、井喷显示特征

　 　 １ ．井喷显示频繁

　 　井喷是指地层中的流体（油 、气 、水）无控制地涌

入井筒 ，与井筒中的流体喷出钻台转盘面 １ m 以上
的现象（或叫地面井喷） 。当流体从喷出地层进入其

他低压地层时为地下井喷 。一般情况 ，在井喷发生

前 ，要发生与井喷有关的油 、气 、水显示 ，如油（气）

侵 、水浸 、溢流 、井涌等显示征兆 。 川东地区主要是

气侵 、气涌 、喷气显示频繁 。据对 ６６３ 口井 、１１２９ 层

段气显示资料的统计 ，共有 １３５口井发生过规模 、程

度不同的 １８１次井喷事件 ，占统计井数的 ２０％ ，占统

计有气显示层段的 １６％ 。 在这些显示中 ，气侵 、井

涌 、井喷显示的比例为 ３１ ∶ １１ ∶ ８ ，虽然井涌 、井喷发

生的频率比气侵发生的频率低得多 ，但发生井喷的

比例仍较高 ，说明井喷也是钻井生产中重要的显示 。

　 　 ２ ．不同钻井年代 ，发生井喷的频率差别大

　 　 对发生井喷的时间进行分析可看出（表 １） ：①

１９７０ ～ １９８９ 年井喷次数较多 ，占井喷总数的 ８３％ ；

②从井喷次数与钻井工作量的比例看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９

年这段时间最高 ，达 ９４％ ，说明钻井中井喷最频繁 ，

基本上平均每口井发生 １ 次井喷 ，其次是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９年期间 ，达 ６９％ ；③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９年 ，井喷绝对

表 １ 　川东地区不同年代井喷显示情况表

项 　目
１９５９

年前
１９６９ Ζ１９７９ 浇１９８９ 栽１９９９ 腚２００４年

９月

井喷次数 ６ J１６ x６３ 弿８７ Ζ６ Ζ３  
占井喷总数

（％ ）
３ J９ a３５ 弿４８ Ζ３ Ζ２  

井喷次数
／钻井数
（％ ）

２３ a６９ x９４ 弿２９ Ζ４ Ζ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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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增多 ，占井喷总数的比例最大 ，但与同期钻井工

作量比较而言 ，井喷发生的几率减少 ；④ １９９０年以后

井喷事件少见 。

　 　 ３ ．钻进中发生井喷的频率高

　 　根据不同作业状态发生的井喷事件分析 ，有

８７％ 为钻进中发生井喷 ；有 １３％ 为其他作业状态下

发生 ，如接单根及起 、下钻完钻进发生后效井喷的占

４％ ，起下钻中发生井喷占 ６％ ，另外电测井 、井漏堵漏

中观察或循环 、空井作业时发生井喷占 ３％ 。接单根 、

起下钻后一般为钻进或循环作业 ，可视为钻进状态 。

因此 ，井喷主要发生在钻进中 ，所占比例高达 ９１％ 。

　 　 ４ ．井喷层段的地层压力具（异常）高压特征 ，井

内液柱压力具高负压特征

　 　 （１）井喷层段主要为高压裂缝系统 。根据 ３９层

有地层压力数据的井喷层段统计分析 ，压力系数最

低仅 １ ．０９ ，最高达 ２ ．３５ ，大于 １ ．２０ 的有 ３６ 层 ，即

９２％ 的井喷层段为（异常）高压层段 。

　 　 （２）井喷层段主要为高负压钻井作业 。根据 ２２

个井喷层段在井喷前 、后的井内液柱压力分析 ，井喷

前的井内液柱压力平均比井喷处理正常后的井内液

柱压力低 ８ ．８８ MPa（相差最大的双 １１ 井茅二段低

２６ ．１５８ MPa） 。根据试油取得的 ２２个井喷层段的地

层压力数据分析 ，井喷前的井内液柱压力平均比地

层压力低 ６ ．５４ MPa（相差最大的草 ４井梁山组比地

层压力低 ２１ ．６２１ MPa） 。
　 　 ５ ．井喷失控的比例高

　 　发现井涌 、井喷后 ，不能及时处理正常 ，被迫放

喷或失控的比例较大 ，占井喷事件的 ２５％ ；７５％ 在发

生井喷后 ，通过采取关井 、控压循环 、加重钻井液密

度或重泥浆压井等井控措施 ，取得了效果 ，控制了

井喷 。

　 　 ６ ．井喷处理中井漏明显

　 　溢流 、井喷后关井 、压井 、加重钻井液密度过程

中井漏 。一是由于压井液密度高 ，导致井喷层段漏

失压井液（喷漏同层） ，如卧 ７７ 井茅二段密度 １ ．８４

g／cm３ 钻井液钻进井喷 ，用密度 ２ ．０５ g／cm３ 钻井液

压井发生井漏 ；二是由于同一裸眼井段中 ，高压 、低

压层间互共存 ，压井液漏入低压地层中 ，这种情况在

井喷压井中所占比例较大 ；第三 ，关井中井内钻井液

及高压地层中的流体进入低压层 （即地下井喷） ，如

渡 １井用密度 １ ．６９ g／cm３ 钻井液钻至茅二段井深

５０３７ m时发生溢流 ，关井中立压由 ７ ．５ ↓ ６ ．８ MPa ，
环压从 ４ ．２ ↓ １ ．０ MPa ，上部飞仙关组气层发生漏
失 ，使井内压力进一步失衡 ，发生井喷 。

　 　 ７ ．绝大多数的井喷在发生前征兆明显 ，有显示

的占 ８１％

　 　 （１）川东地区以碳酸盐岩地层发生井喷为主 ，占

９７％ 。钻井中大多数层段岩屑中次生矿物发育 ，一

般 ３％ ～ ５％ ，有的高达 ３０％ ，除憋跳钻 、钻时降低的

显示特征外 ，９％ 的井段放空特征明显（如卧 ７７井在

茅二段放空 １ ．３５ m后发生井喷） 。在放空的显示井

中 ，基本上是放空后即发生井涌 、井喷 ，也就是说 ，放

空的井段井喷来得快 。

　 　 （２）气侵显示 。钻井液密度 、黏度发生变化及气

泡增多 、气测值增加 ，在含硫化氢层段可能有硫化氢

味或检测值增加等 。 在井喷前有气侵显示的占

１２％ 。

　 　 （３）井涌 、溢流 。具有井涌显示的占 ２５％ ，有溢

流显示占 ２６％ ，溢流量大于 １ ．０ m３ 的 ２４层 ，平均溢

流 ５ ．９ m３
，最大的溢流量达到 ２２ ．０ m３

。

　 　 （４）井漏显示 。如巴 ９井嘉四１ 亚段 —嘉三段用

密度 １ ．５０ ～ １ ．５６ g／cm３ 钻井液钻进发生井漏 ，清水

强钻至井深 １０９９ ．３５ m放空 ０ ．１ m后起下钻 ，井喷着

火 ；池 ３５‐１井用密度 １ ．７５ g／cm３ 钻至井深４１７０ ．２２ m
井漏失返 ，堵漏中发生气侵 、溢流 ，循环排气中关井 ，

套压由 ２ ．０↗ ２３ ．０ MPa时放喷 ；天东 ５井在飞仙关

组循环观察井漏后 ，起钻完灌满钻井液发现外溢 ，抢

下钻具中井喷 。

　 　 （５）没有征兆或征兆不明显（有的可能没发现） 。

井喷突然发生的占 １９％ （３５层次） 。据统计 ，其中有

２４层次为清水钻进时发生井喷 ，这些井又以 １９８０年

以前钻井为主 ，分析当时勘探的指导思想主要是让

油气充分地显示 ，多发现油气层 ，对于井喷 、井控的

认识与现在相差甚远 。清水钻进时井喷层段的地层

压力与井筒液柱压力相差较大 ，所以在揭开含流体

地层时 ，没有井涌 、溢流等征兆即发生井喷 。如峡 １２

井嘉二２ 亚段清水钻至井深 ９６３ ．９０ m 时突然发生井
喷 ，该层地层压力系数为 １ ．７１ ，井内液柱压力低于

６ ．７１２ MPa ；草 ４井用密度 １ ．５１ g ／cm３ 钻井液钻至

梁山组井深 ２７０９ ．１１ m 时突然发生井喷 ，地层压力

为 ６２ ．５２７ MPa ，液柱压力仅为 ４０ ．９０６ MPa ，相差
２１ ．６２１ MPa ，所以钻井中会突然发生井喷 。

　 　 ８ ．硫化氢含量高 ，危害性大

　 　川东地区纵向上嘉陵江 —飞仙关组均具有高含

硫化氢特征 。渡 １井井喷时硫化氢致多人受伤 ，罗家

１６H井高含硫化氢天然气导致人员伤亡 。在梁 ５ 、七

里 ２０ 、云安 ８等井也曾发生人员中毒伤亡事故 。而硫

化氢使井下工具 、地面设备受到损害的事件则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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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生井喷的主要构造及层位

　 　 （１）对新钻构造纵向上的储层发育 、流体分布 、

地层压力大小等情况不清楚 ，新钻构造（带）上的“一

号井”或前几口探井 、评价井发生井喷的机率高 。如

相 １ 、卧 １ 、张 １ 、罐 １ 、渡 １ 、峰 １ 、龙会 ２ 、成 ２ 、草 ２等

井 ，有的井是二层段以上发生井喷 ，如潭 １井分别在

嘉二３ 亚段 、飞仙关组 、茅口组发生井喷 。 近年在开

发井的钻井中也频有井喷发生 ，如天东 ６０井 、６２井 ，

罗家 １６H井等 。

　 　 （２）发生井喷的主要为低缓 、潜伏背斜构造 。在

川东主要存在三类构造 ：高陡背斜构造 、低缓背斜构

造 、潜伏背斜构造 。由于高陡背斜构造在地腹断裂

发育 ，解体后形成多个构造单元 。这些构造单元中

由于储层发育程度 、含流体性质 、地层压力的差异 ，

发生井喷的频率差异较大 。井喷显示与构造类型综

合分析表明 ：高陡背斜构造或其上盘主体构造单元

的井发生井喷的仅占 １８％ ；低缓 、潜伏背斜构造发生

井喷的比例占 ８２％ ，即大量的井喷发生在低缓 、潜伏

构造的钻井中 。统计 ３０个构造 ，其中卧龙河构造发

生过 ３１次井喷 ，最少的仅发生过 １次井喷（见表 ２） 。

表 ２ 　代表构造井喷情况统计表

井喷（次） ＜ ５ u５ ～ １０ t１０ ～ ２０  ２０ ～ ３０ \≥ ３０ s
构造（个） １６ ]１０ .２ ＃１ 梃１ .
代表构造

渡口河 、新
市 、高峰
场 、双龙

黄草峡 、沙
罐坪 、张家
场 、福成寨

石油沟
石龙峡

相国寺 卧龙河

　 　 （３）发生井喷的主要层位为嘉二１ 亚段 —嘉一

段 、飞仙关组 、茅二段 。在 １８１ 次井喷事件中 ，沙溪

庙 —雷口坡组 、嘉五段 —嘉三段 、嘉二２ 亚段 —嘉一

段 、飞仙关组 、上二叠统 、下二叠统等各层发生井喷

的频率差异较大（见表 ３） 。据单层井喷次数对比 ，嘉

二２ 亚段及以下层位发生的次数及频率急剧升高 ，占

总数的 ７９％ ，嘉二２ 亚段以上层段仅为 ２１％ 。分析

看出 ，井喷的主要层位在嘉二２亚段及以下层段 ，其

表 ３ 　不同层位井喷显示统计表

层位
沙溪庙 —

雷口坡组
嘉五 —

嘉三段
嘉二 —

嘉一段
飞仙
关组

上二
叠统

下二
叠统

井喷次
数（次）

８  ２１ 构４７ �２５ -２８ D５２ [
频率
（％ ）

４  １２ 构２６ �１４ -１５ D２９

中又以嘉二１ 亚段 —嘉一段 、飞仙关组 、茅二段为多 ，

占总数的 ４２％ 。

　 　 （４）井深 １０００ ～ ４０００ m 井喷较频繁 ，占总数的

７９％ ，１０００ m以浅 、４０００ m以深则井喷明显减少（表

４） 。如果把井喷的深度与年代对应分析发现 ，在

１９７８年以前主要是 ２０００ m 以浅发生井喷 ，占 ８７％ ，

１９７８年以后主要是 ２０００ m 以深发生井喷 ，占 ８４％ ，

主要是 １９７８年川东发现石炭系产层后 ，主探目的层石

炭系埋藏深度大 ，深井增多 ，钻遇高压储产层段增多 。

表 ４ 　不同井段井喷情况统计表

井深
（m） ＜ １０００ ゥ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哪
２０００ ～

３０００ 5
３０００ ～

４０００ Ζ
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  ＞ ５０００ 潩
井喷
（次）

１２ S４５ 洓５３  ４４ }２６ 铑１ 6
频率
（％ ）

７ ?２５ 洓２９  ２４ }１４ 铑１ 6

主
要
层
位

① 雷一段
嘉五 —

嘉三段

嘉二 —

嘉一段 、

飞仙关组

飞仙关组
—

上二叠统
茅口组 茅口组

②
嘉三 —

嘉二段
飞仙关组
长兴组

茅口组 茅口组

　 　 把井喷井段结合对应的地质层位分析表明 ，不

同的构造类型因其层位埋深不一样 ，反映出 ２ 种情

况（表 ４） ：①以卧龙河构造为代表的低缓 、潜伏背斜

构造 ，在雷口坡组发生井喷 ；②以石龙峡 、铁厂沟 、黄

草峡 、相国寺构造为代表的高（陡）背斜构造 ，在嘉三

段以下发生井喷 。

三 、井喷层段孔洞缝发育特征

　 　川东地区主要在碳酸盐岩裂缝性储层段发生井

喷 ，孔隙性储层段井喷相对较少 。

　 　 １ ．主要为碳酸盐岩储层井喷

　 　资料表明 ，共有 ６ 层段在沙溪庙组 、自流井组 、

须家河组砂岩中发生井喷（占 ３％ ） ，其余均为碳酸盐

岩层段发生井喷（占 ９７％ ） ，即使草 ４ 井在梁山组井

喷 ，岩性仍为薄层灰岩 。

　 　 ２ ．主要为裂缝性储层发生井喷

　 　据钻井取心及岩屑 、钻时录井资料 ，井喷层段中

不仅有大型裂缝系统 ，也有小型的网状或单裂缝系

统 ，有的显示段次生方解石 、白云石 、石膏晶粒等发

育 ，如梁 １ 井栖霞组井段 ３６１９ ．００ ～ ３６３２ ．００ m 井
喷 ，岩屑中方解石 、石英含量最高达 ３０％ ；双 １２井嘉

二２ 亚段井段 ２８８４ ．９８ ～ ２８９２ ．５０ m 井喷 ，方解石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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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３０％ ，钻时明显降低 ，表明地层中存在裂缝 。

　 　 ３ ．小型网状或单裂缝系统井喷几率大

　 　统计 １０２层已试油气的井喷层段 ，有 ４４层不产

气（也不产水） 、微气或产气量小于 １ ．０ × １０
４m３

／d ，
有的在放喷或生产中压降快 ，一些层段测井资料反

映储层特征不明显 ，储集空间有限 ，为裂缝系统不发

育层段 。

　 　 ４ ．少部分井喷层段为较大型裂缝系统 ，钻进中

放空明显

　 　少部分井喷层段为较大型裂缝系统（表 ５） ，如卧

龙河构造茅二段大型裂缝系统 ，卧 ７７井茅二段放空

１ ．３５ m后井涌 、溢流 ５ ．７ m３
，井喷 ；渝浅 ２井长兴组

放空 １ ．１ m后溢流 ２ ．４ m３
，井喷 。

表 ５ 　部分井喷层段放空统计表

井号 巴 ３  铁 ３ $卧 ７７ R相 ７ $渝浅 ２ i铜 ６ R相 ２１ �
层位

嘉三
段

嘉四３

亚段
茅二
段

茅二
段

长兴组
长兴
组

飞仙
关组

放空长度
（m） ０ ゥ．４ ０ ゥ．２４ １ 技．３５ ０ ゥ．３８ １ 佑．１ ０ 觋．２ ０  ．６

溢流量
（m３

）
／ ／ ５ 佑．７ ／ ２ 佑．４ １ 觋．４ ／

　 　 ５ ．少数几口井为溶蚀孔隙发育层段井喷

　 　 根据不同构造的井喷层段储层发育特征 ，卧龙

河构造嘉五１ 亚段 、嘉四３ 亚段 ，新市构造飞三段 ，池

３５井嘉二２ 亚段 ，罗家 １６H 井飞三 —飞一段等 ，为孔

隙储层段井喷 。

四 、井喷显示与地层压力特征

　 　资料表明 ，川东地区由于构造部位 、断裂的发育

程度 、储层性质及发育情况等的差异 ，致使压力系统

相对独立 ，纵向上存在多产层 、多压力系统 ，而且地

层压力高低间互 ，气水关系 、压力系统复杂 ，在不同

的地层压力剖面钻井过程中发生井喷的差异较大 。

　 　 １ ．纵向上不同压力带中的井喷

　 　 研究成果表明 ，川东地区纵向上地层压力剖面

可分为 ４个压力带 ，其井喷特征各不相同 。

　 　 （１）地表漏失带或近地表正常静水柱压力带 ：压

力系数小于 １ ．０５ ，一般为 １ ．００左右 ；层位一般为嘉

五段以上地层 ，有的可达嘉三段 。在该带 ，绝大多数

构造特别是高陡构造由于受构造应力作用较强 ，隆

起幅度大 ，地面海拔位置高 ，浅层裂缝发育 ，地层破

碎 ，漏失带井深多在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m ，体现为低压特

征 ，一般承压能力较差 ，钻井中以井漏为主 ；仅在少

数潜伏背斜构造存在气藏 ，钻井中存在气侵 、井涌或

少量井喷显示 。当该带与高压层段暴露于同一裸眼

井段时 ，常是高压流体的井下喷入地层或是井涌 、溢

流 、井喷时关井 、压井中井内流体进入的主要层段 。

　 　 （２）压力异常过渡带 ：层位从嘉五段 —嘉二３ 亚

段 ，有的可达飞仙关组 ，压力系数一般为 １ ．００ ～

１ ．３０ 。该带存在多套碳酸盐岩储产层 、石膏盖隔层 ，

由于埋深增加 ，石膏地层没有受到破坏 ，油气保存条

件变好 ，由开放的压力系统过渡为封闭的压力系统 ；

地层压力在纵向上变化较大 ，具有多个独立的压力

系统存在 ，压力系统 、气水关系较复杂 。 该带钻井

中 ，以井漏 、气侵为主 ，井喷频率相对较低（占总数的

１７％ ） ，主要在卧龙河 、福成寨 、沙罐坪等低潜背斜构

造及铁厂沟 、石龙峡等高背斜构造的少数高压层段

易发生井喷 ，如卧 ２２ 井嘉五２ 亚段清水钻进发生井

喷 ，压力系数为 １ ．８９ 。

　 　 （３）异常高压带 ：层位主要为嘉二２ 亚段 —下二

叠统 ，压力系数一般为 １ ．３０ 以上 ，其中二叠系一般

为 １ ．６０ ～ １ ．９０ ，有的可达 ２ ．００以上 。该带为高压裂

缝系统发育层段 ，发生井喷的频率高 ，占 ７９％ ，尤以

嘉二１ 亚段 —嘉一段 、飞仙关组 、茅二段所占比例大 。

主要在低缓 、潜伏背斜构造及部分高陡背斜构造发

生井喷 。 如峡 １２ 井嘉二２ 亚段井段 ９６２ ．００ ～

９６３ ．９０ m 清水钻进井喷 ，压力系数 １ ．７１ ；草 ４ 井密

度 １ ．５１ g／cm３ 钻井液钻至梁山组井深 ２７０９ ．１１ m
突然发生井喷 ，压力系数达 ２ ．３５ 。

　 　 （４）正常压力带 ：石炭系 ，压力系数一般 １ ．２０左

右 ，统计井中主要为气侵 、井漏 ，未见井喷显示 。

　 　 ２ ．多个压力带或复杂压力系统共存于同一裸眼

井段条件下的井喷

　 　由于纵向上具多储产层 、多压力系统特征 ，实际

钻井中在同一裸眼井段内可能存在不同的压力带 ，

如地表漏失带与过渡带或过渡带与异常高压带共

存 ，具有多个不同的原始地层压力层段 ，压力系统复

杂 ，如龙会 ２ 、渡 １ 、温泉 ４井在井喷层段的上部存在

低压漏失带或过渡带 ，井内高压流体进入低压层 ；有

的可能井喷 、井漏共存 ，不易处理平衡 ，出现压力敏

感的复杂情况 ，如天东 ５ 井飞仙关组井喷后压井处

理中 ，井内涌 、喷 、漏共存 。

　 　 ３ ．横向上地层压力变化与井喷

　 　由于储层性质 、储层发育程度 、构造部位等的差

异 ，致使压力系统相对独立性强 ，地层压力横向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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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性差 ，施工中预测的地层压力与实际相差较大 ，施

工中易发生井喷 。

　 　 （１）同构造邻井（即使同井场）同一层段地层压力

相差悬殊 。如池 ３５‐１井茅一段用密度 １ ．７５ g／cm３ 钻

井液钻至井深 ４１７０ ．２２ m 井漏无返 ，堵漏后起钻中

溢流 、井喷 ，用密度 １ ．８５ g／cm３ 钻井液压井 ，密度

１ ．７３ g ／cm３ 正常 ，固井封住茅四段 （井深 ３９７７ ．２４

m）以上井段后密度 １ ．７３ g／cm３ 钻井液钻至井深

４１７１ ．４６ m放空 ３ ．５４ m ，井漏无返 ，密度 １ ．２２ g／cm３

正常 ；而同一井眼的池 ３５井该层段密度 １ ．６８ g／cm３

钻井液钻进无显示 。

　 　 （２）同一构造的不同部位同一层的地层压力相

差较大 。如五百梯构造中段轴部偏东翼之天东 ６０

井用密度 １ ．４０ g／cm３ 钻井液钻至长兴组溢流 、井

喷 ，密度 １ ．５５ g／cm３ 正常 ，而邻近之天东 ５９井用清

水钻过无显示 。

　 　 （３）同一层位 、不同类型的储产层可能具有不同

的地层压力 。裂缝性储产层一般具有异常高压 ，而

孔隙或洞穴型储产层一般为正常压力 ，钻遇高压裂

缝性储产层易发生井喷 ，如黄龙 １ 井长兴组为生物

礁溶孔云岩储层 ，压力系数 １ ．１２ ；黄龙 ２井长兴组为

裂缝性储层 ，压力系数 １ ．４５ ，发生溢流 、井喷 。

五 、认识与建议

　 　 （１）川东地区碳酸盐岩储产层发育 ，非均质性

强 ，纵向上地层压力系统复杂 、横向上变化较大 ，因

而钻井施工中的预计油气显示层段及预测的地层压

力 ，有时与地层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或较大的差异 。

因此 ，钻井设计中的井身结构设计应具有一定的灵

活性 ，要有备用方案 ；钻井施工中 ，应根据实际情况 ，

在确保安全钻井 、完成钻探目的的前提下 ，调整井身

结构 ，尽量避免在同一裸眼井段内暴露多个压力系

统 ；当钻遇高压油气层发生溢流 、井涌或井喷时 ，处

理中井下不窜不漏 ，有时间和条件控制井喷 。

　 　 （２）开展应用地震资料预测地层压力的研究 ，在

钻井前预测储层的地层压力 ，为拟钻井提供较准确

的压力剖面 ，为钻井地质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加强对

正钻井所在构造部位 、断裂发育情况及显示资料的

跟踪分析 ，加强邻区 、邻构造 、邻井的储产层段的发

育情况及压力资料的对比分析 ，对可能出现的异常

高压层段进行分析预告 ，以加强井控 ，预防井喷事故

的发生 。

　 　 （３）川东地区绝大多数井喷在发生前征兆明显 ，

要及时发现征兆 ，预防井喷 ，在加强井控技术管理 ，

依靠技术人员的技术素质 、工作责任心 、责任感 ，认

真履行岗位职责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要依靠先进的

技术提供支撑 ，对钻井显示参数实时监测 ，对重点部

位进行实时摄像监控 ，多方位 、多手段开展井控工

作［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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