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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连续管钻井管内循环压耗大、钻压传递困难及黏卡几率高等难题，以卤水为基液进行室内实验，通过核

心处理剂的优选，研发了无固相卤水钻井液体系，评价其性能并进行现场应用。通过对流型调节剂、抗盐降滤失剂、

高效润滑剂、钻头清洁剂的优选，形成了无固相卤水钻井液体系的基本配方：卤水+（0.1%～0.2%） NaOH+（0.2%～

0.4%）HT-XC+（2.0%～3.0%）YLJ-1+（0.5%～2.0%）SDNR+（1.0%～2.5%）FT-1A+（1.0%～5.0%）SD-505+复合

盐密度调节剂。室内性能评价表明，该钻井液抗温 150 ℃，抗钻屑污染性能较好，岩屑滚动回收率 92.7%，润滑性

能与全油基钻井液相近，只需在环空返速不低于 0.8 m/s 的前提下保证动塑比在 0.5 以上，就能达到井眼净化要求。

将无固相卤水钻井液应用于辽河油田 3 口连续管侧钻井施工，其性能稳定易调整，井眼净化能力强，井径规则，机械

钻速高且无任何事故。无固相卤水钻井液满足连续管钻井工艺的技术需求。图 6 表 8 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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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lids-free brine drilling fluid system for coiled tubing 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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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coiled tubing drilling operations, such as great circulation pressure loss inside pipe, 

difficulties in weight on bit (WOB) transferring, and high probability of differential sticking. Aiming at these problems, solids-free brine 

drilling fluid system wa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formulation optimization with brine base fluid experiment, which was evaluated and 

applied to field drilling. Based on the optimization of flow pattern regulator, salt-resisting filtrate reducer, high performance lubricant and 

bit cleaner, the basic formula of the solids-free brine drilling fluid system was formed: brine + (0.1%0.2%) NaOH + (0.2%0.4%) 

HT-XC + (2.0%3.0%) YLJ-1 + (0.5%2.0%) SDNR + (1.0%2.5%) FT-1A + (1.0%5.0%) SD-505 + compound salt density 

regulator. Lab evaluation showed that the fluid had satisfactory temperature resistance (up to 150 ℃), excellent cuttings tolerance (up to 

25%), and strong inhibition (92.7% cuttings recovery); Moreover, its lubrication performance was similar to that of all oil-based drilling 

fluid. The wellbore could be fairly cleaned at annular up-flow velocity of more than 0.8 m/s if the ratio of yield point to plastic viscosity 

was kept above 0.5. This fluid system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drilling of three coiled tubing sidetracking wells in the Liaohe Oilfield, 

during which the system was stable and easy to adjust, resulting in excellent cuttings transportation, high ROP, regular hole size, and no 

down hole accidents. In summary, the solids-free brine drilling fluid system can meet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coiled tubing drilling. 

Key words: coiled tubing drilling; brine drilling fluid; properties of drilling fluid; borehole stability; Liaohe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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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连续管钻井技术具有地面设备占地少、起下钻速

度快、操作人员少且压力控制能力强等优点，是老井

侧钻、小井眼钻井和欠平衡钻井的重要手段[1-3]。然而，

连续管施工过程中，多余长度的油管缠绕在滚筒上，

管内循环压力损失高达 50%以上，不利于水力能量的

有效利用；连续管刚性差，易发生弯曲，导致钻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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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困难；其钻井方式自始至终为滑动钻进，容易生成

岩屑床，引发黏卡和钻头泥包[4-7]。通常连续管钻井施

工中选择钻井液体系类型时只着重考虑地质因素，不

仅经常发生常规钻井中存在的井眼净化难、托压和卡

钻等问题，也会出现泵压过高、上提过程溜管以及钻

头泥包等特殊现象。因此，鉴于连续管钻井工艺的特

殊性，本文研究与连续管钻井工艺相匹配的钻井液体

系，以减少复杂事故并提高连续管钻井效益。 

1 配方优选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体系本身没有任何固相颗粒，

流变性和触变性好，属于典型的弱凝胶体系，可较大

程度地降低管内压耗[8]。同时，该体系还具有性价比高、

密度可调范围大、抗污染能力强、生物毒性小、环境

相容性好等特点。因此，针对连续管钻井施工技术难

点，以卤水为基液，通过加入流型调节剂、高效润滑

剂、钻头清洁剂及其他处理剂形成无固相卤水钻井液

体系，以满足连续管特殊钻井工艺的施工要求。 

1.1 关键处理剂的优选 

1.1.1 流型调节剂的优选 

本体系采用的卤水为海水制盐后的母液，主要成分

有MgCl2、CaSO4、CaCl2及 NaCl等多种盐类，密度为 1.27 

g/cm3。室内以 400 mL卤水+0.2% NaOH为基浆，分别在

基浆中加入 0.8 g流型调节剂 HT-XC、HPMC和 HEC，在

20 ℃下测试钻井液热滚（120 ℃，16 h）前后的流变性。 

由表 1可知，添加 HPMC后体系动塑比偏低，塑

性黏度高，小尺寸钻具中管内循环压耗大，不利于设

备维护和保养；添加 HEC的钻井液体系触变性较差，

开泵时激动压力高，易导致井漏事故；基浆中加入

HT-XC后，体系的黏切适中，能较快形成弱凝胶结构，

并且 API滤失量在热滚前后均较低。因此，选择 HT-XC

作为无固相卤水钻井液体系的流型调节剂。 

表 1  不同流型调节剂性能对比实验结果 

静切力/Pa
体系配方 实验条件 

塑性黏度/ 

(mPa·s) 
动切力/ 

Pa 
动塑比 

初切 终切

API滤

失量/mL

基浆 热滚前后  4  1  0 0  

热滚前 22 12 0.55 2.5 4.0  6.6基浆+0.2% 
HT-XC 热滚后 20  9 0.45 2.0 3.0  6.8

热滚前 29 10 0.34 2.5 3.5 10.8基浆+0.2% 
HPMC 热滚后 24  9 0.38 2.0 3.0 14.2

热滚前 24 12 0.50 3.0 10.0 13.2基浆+0.2% 
HEC 热滚后 22  9 0.41 2.5 8.5 16.4

 

1.1.2 抗盐降滤失剂的优选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体系矿化度较高且不添加任何

固相，因此滤失控制难度较大。室内以 400 mL卤水+ 

0.2% NaOH+0.2% HT-XC为基浆，分别称量 8 g无荧光

丙烯酸类降滤失剂（KH-931）、褐煤树脂类降滤失剂

（SPNH）和改性淀粉类抗盐降滤失剂（YLJ-1）与基

浆搅拌均匀，在 20 ℃下测试热滚（120 ℃，16 h）前

后的滤失量，结果见表 2。 

表 2  不同降滤失剂性能对比实验结果 

体系配方 实验条件 滤失量/mL 滤饼厚度/mm

热滚前 15.2 1.0 
基浆 

热滚后 18.8 1.5 

热滚前  5.4 0.5 
基浆+2% KH-931 

热滚后 11.4 1.0 

热滚前  8.6 0.5 
基浆+2% SPNH 

热滚后  9.2 0.5 

热滚前  3.2 0.3 
基浆+2% YLJ-1 

热滚后  3.8 0.3 

 

由表 2 可见，目前行业内公认效果较好的 3 种降

滤失剂中，KH-931和 SPNH在高矿化度的无固相钻井

液中控制滤失效果都不理想，而 YLJ-1 降滤失效果明

显，能够满足现场使用要求。因此，优选 YLJ-1 作为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体系的降滤失剂。 

1.1.3 高效润滑剂的优选 

连续管钻具刚性差，在连续造斜井段会大面积黏

附在井壁上，因此连续管钻井对钻井液的润滑性能要

求更高。连续管钻机由传动系统将驱动力从一根轴传

递到链条上的夹持块，并通过夹持块与连续管之间的

静摩擦力提升或下放连续管。钻井液中若添加固体润

滑剂，会降低夹持块处的静摩擦力，影响连续管的提

升和下放，给钻井施工带来隐患。因此，只能优选液

体润滑剂来降低钻具与套管之间及钻具与裸眼井壁之

间的摩阻。以 400 mL卤水+0.2% NaOH+0.2% HT-XC+ 

2% YLJ-1为基浆，分别向基浆中加入 12 g极压润滑剂

SD-505、HY-168和 FG-2，在 20 ℃下测定热滚（120 ℃，

16 h）前后的流变性、润滑性及生物毒性。 

从表 3可以看出，3种性价比较高的润滑剂均能不

同程度地降低摩阻，但是基浆添加润滑剂 FG-2后出现

高温增稠现象，对流变性影响较大；HY-168生物毒性 

表 3  不同润滑剂性能对比实验结果 

体系

配方

实验

条件

塑性黏度/

(mPa·s)

动切 

力/Pa 

极压润滑

系数 

泥饼 

黏滞系数

生物毒性容许

值/(mg·L1)

热滚前 25 13 0.23 0.17 109 000 
基浆

热滚后 23 11 0.28 0.19 108 000 

热滚前 26 14 0.06 0.08 105 000 基浆+3%
SD-505 热滚后 24 12 0.07 0.09 106 000 

热滚前 24 12 0.12 0.11 29 000 基浆+3% 
HY-168 热滚后 22 11 0.22 0.13 29 500 

热滚前 35 18 0.09 0.09 42 000 基浆+3%
FG-2 热滚后 32 17 0.11 0.11 5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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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不符合环保标准；润滑剂 SD-505生物毒性小，

对钻井液流变性影响小，符合安全环保理念，故选为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体系的润滑剂。 

1.1.4 钻头清洁剂的优选 

连续管钻井方式自始至终为滑动钻进，在软泥岩

地层钻进时极易发生钻头泥包现象。以 400 mL卤水+ 

0.2% NaOH+0.2% HT-XC+2% YLJ-1+3% SD-505为基

浆，分别向基浆中加入 4 g钻头清洁剂 SDNR、GW-COL

和 DET，取辽河油田冷 42区块馆陶组黏性大的软泥岩

岩屑，将直径和长度固定的钢棒与泥岩岩屑浓度高达

20%的钻井液装入老化罐中，120 ℃条件下滚动 16 h

后取出，观察钢棒上岩屑吸附状态，然后分别将吸附

在不同钢棒上的岩屑烘干称重（见表 4）。 

不同配方钻井液中的钢棒对软泥岩吸附量不一 

表 4  不同钻头清洁剂性能对比实验结果 

配方 
实验 

条件 

塑性黏度/ 

(mPa·s) 
动切力/ 

Pa 

极压润滑 

系数 

黏附泥饼

质量/g 

热滚前 25 13 0.07  
基浆 

热滚后 24 11 0.08 57 

热滚前 26 13 0.06  基浆+1% 
SDNR 热滚后 24 12 0.07 16 

热滚前 28 15 0.07  基浆+1% 
GW-COL 热滚后 26 13 0.08 39 

热滚前 30 18 0.08  基浆+1% 
DET 热滚后 28 17 0.09 48 

样，添加 SDNR 后显现出更有效的防泥岩黏附和聚结

特性，这是因为 SDNR 在金属表面快速吸附形成的润

滑油膜不但能提高金属表面润滑性，还可减少钻屑在

钻头表面的吸附量，防止钻头泥包事故。 

1.2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配方 

以满足连续管钻井施工工艺为前提，室内经过关

键处理剂的优选，以及最优加量的确定，最终形成了

密度在 1.03～1.50 g/cm3的无固相卤水钻井液，其基本

配方为：卤水+（0.1%～0.2%）NaOH+（0.2%～0.4%） 

HT-XC+（2.0%～3.0%）YLJ-1+（0.5%～2.0%）SDNR+

（1.0%～2.5%）防塌封堵剂（FT-1A）+（1.0%～5.0%）

SD-505+复合盐密度调节剂。 

2 性能评价 

2.1 基本性能 

在 20 ℃下测试无固相卤水钻井液热滚（120 ℃，

16 h）前后的基本性能，结果如表 5所示。 

由表 5 可以看出，无固相卤水钻井液老化前后黏

度和切力适中，触变性强，滤失量低，而且流变性不

随密度变化发生较大波动，这是因为无固相卤水钻井

液所用的加重剂是可溶解的复合盐，其加量对钻井液

流变性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 5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基本性能 

静切力/Pa 
密度/ (g·cm3) 实验条件 

塑性黏度/ 

(mPa·s) 
动切力/Pa 

初切 终切
动塑比 

流动特性

指数 

稠度系数/ 

(mPa·sn) 
API滤失量/ 

mL 

高温高压 

滤失量/mL 

老化前 18 10.0 2.0 3.0 0.56 0.58 479 2.4 6.8 
1.03 

老化后 17  9.0 2.0 3.0 0.53 0.58 452 2.2 6.2 

老化前 23 12.5 2.5 4.0 0.54 0.58 612 2.6 6.6 
1.25 

老化后 21 11.0 2.0 3.0 0.52 0.60 507 2.6 6.4 

老化前 25 14.0 3.0 5.0 0.56 0.58 720 2.8 6.8 
1.35 

老化后 24 13.5 2.5 4.0 0.56 0.58 693 2.6 6.4 

老化前 28 15.5 3.5 6.0 0.55 0.57 856 2.8 6.8 
1.50 

老化后 26 14.0 3.0 5.5 0.54 0.57 804 3.0 6.8 

注：n—流动特性指数 

 

2.2 抗温性能 

将密度为 1.50 g/cm3 的无固相卤水钻井液分别在

不同温度下热滚 16 h，测定老化后钻井液的流变性和

高温高压滤失量（见图 1）。 

在 25～150 ℃内，密度为 1.50 g/cm3的无固相卤

水钻井液始终保持适中的黏切和较低的滤失量，说明该

钻井液有良好的高温稳定性。国内单滚筒能缠绕的最长

连续油管为 3 500 m，以地温梯度为 4 ℃/100 m计算，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抗温性能完全满足连续管钻井要求。 

2.3 携岩性能 

研究与实验表明，当井斜角为 45°～60°时易出现岩 

 

图 1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抗温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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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床[9]，导致井眼净化难度大。因此，利用多功能井筒

流动模拟实验设备，在井斜角为 45°～60°的情况下，

室内进行了无固相卤水钻井液携岩效率的评价实验。

实验参数为：套管内径 124.26 mm，钻杆外径 73.05 mm，

转速 0，环空返速 0.6～1.4 m/s，钻井液密度 1.05 g/cm3，

漏斗黏度 45～60 s，动塑比 0.4～0.8。 

由图 2可知，携岩效率随着环空返速和动塑比的增

加而增加。当环空返速达 0.8 m/s以上时，携岩效率随环

空返速的增加明显变小，当动塑比达到 0.5以上时，携

岩效率随动塑比的增加明显变小。因此，当环空返速

不低于 0.8 m/s、钻井液漏斗黏度为 45～60 s、动塑比

达到 0.5以上时，无固相卤水钻井液完全满足连续管钻

井井眼净化要求（即携岩效率达 70%以上）。 

 

图 2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井眼净化性能评价 

2.4 抑制性能 

辽河油田浅井普遍采用抑制造浆效果好、性价比

高的有机硅钻井液，而在易坍塌、掉块的油页岩地层，

采用全油基钻井液以取得良好的井壁稳定效果。将取

自辽河油田大民屯凹陷沙四段下亚段的油页岩岩屑过

2.00 mm（10目）筛，分别加入有机硅钻井液、全油基

钻井液和无固相卤水钻井液中，然后用毛细吸水时间

测定仪器测试钻井液滤液的毛细吸水时间（CST），并

测试 150 ℃下滚动 16 h 后岩屑的回收率（见表 6）。

CST 值越小、回收率越高，表明钻井液抑制岩屑水化

分散的能力越强[10]。 

表 6  3 种钻井液对岩屑的抑制性比较 

钻井液体系 密度/（g·cm3） 毛细吸水时间/s 回收率/%

全油基钻井液 1.35  89.4 99.5 

有机硅钻井液 1.33 115.7 80.4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 1.35  91.9 92.7 

 

由表 6 可以看出，无固相卤水钻井液的 CST 值明

显低于有机硅钻井液，滚动回收率略低于全油基钻井

液，表明无固相卤水钻井液抑制岩屑水化分散的能力

仅次于全油基钻井液。 

采用页岩膨胀仪测试页岩在上述 3 种钻井液中的

线性膨胀率，结果如图 3 所示。页岩在无固相卤水钻

井液中的膨胀率与其在全油基钻井液中的膨胀率相差

不大，说明二者抑制页岩水化膨胀的能力相近。 

 

图 3  页岩在不同钻井液中的膨胀率曲线 

通过上述实验可以看出，无固相卤水钻井液具有

较好的控制泥页岩水化膨胀和分散的能力。这是因为

卤水中的无机阳离子会压缩黏土颗粒表面的扩散双电

层，使水化膜变薄，Zeta 电位下降，从而引起黏土晶

片边-面乃至面-面聚结，有效抑制地层黏土水化膨胀，

保持井壁稳定[11]。 

2.5 抗钻屑污染性能 

在密度为 1.50 g/cm3 的无固相卤水钻井液中加入

不同质量分数的油页岩钻屑（取自坨 62井沙四段杜家

台油层），在 150 ℃条件下热滚 16 h 后测定其塑性黏

度、动切力和高温高压滤失量，结果如图 4所示。 

 

图 4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抗岩屑性能 

由图 4 可见，随加入钻屑质量分数的增大，无固

相卤水钻井液的塑性黏度和动切力有所升高，加入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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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质量分数达 25%时，其塑性黏度、动切力和高温高

压滤失量仍能满足要求，说明该钻井液具有较好的抗

钻屑污染性能。由于该钻井液体系本无任何固相，对

外来固相容量较大，同时体系具有极强的抑制性，混

入钻井液中的钻屑水化程度小，不会对钻井液性能产

生明显影响。 

2.6 润滑性能 

采用 TC-EP-2A极压润滑仪和 NZ-3泥饼黏滞系数

测定仪，对比密度为 1.50 g/cm3的无固相卤水钻井液与

全油基钻井液在 150 ℃下热滚 16 h前后的润滑性能，

润滑剂加量为 5%。测定结果如表 7所示，可以看出无

固相卤水钻井液具有优良的润滑性能，能够满足连续

管钻井工艺需求。 

表 7  2 种钻井液润滑性能对比 

钻井液体系 测定条件 润滑系数 黏滞系数 

热滚前 0.063 0.076 9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 

热滚后 0.069 0.097 3 

热滚前 0.061 0.069 8 
全油基钻井液 

热滚后 0.069 0.084 5 

 

3 现场应用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成功应用在辽河油田 3 口连续

管侧钻井中：锦 2-丙 5-215C井是辽河油田第 1口成功

实施的连续管侧钻井，纯机械钻速 6.07 m/h，比邻井提

高了21.7%以上；锦2-7-307C井裸眼进尺只用了两趟钻，

纯机械钻速 5.54 m/h，井径扩大率 2.1%；前 22-17C井

在国内连续管侧钻井中完钻井深最深（1 759 m）且裸

眼井段最长（707 m）。以前 22-17C井为例，详细介绍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在连续管钻井施工中的应用情况。 

前 22-17C井为 118 mm小井眼侧钻井。开窗点位

置 1 052 m，完钻井深 1 763 m（常规钻具通井到底加

深 4 m口袋），井身剖面设计采用增—稳—降—直 4段

制，井眼轨迹呈“S”型，泥岩钻遇率 86%以上，施工

难度较大。采用无固相卤水钻井液钻进，其配方为：

卤水+ 0.1% NaOH + 0.4% HT-XC + 2.5% YLJ-1 + 1.5% 

SDNR+2.5% FT-1A（防塌封堵剂）+（1.0%～5.0%）

SD-505+（0.5%～2.0%）YDW-1（无渗透处理剂）+复

合盐密度调节剂（密度 1.23～1.32 g/cm3）。 

在实钻过程中，无固相卤水钻井液性能优良，取

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3.1 钻井液性能 

由表 8 可以看出，无固相卤水钻井液在整个实钻

过程中流变性能稳定，滤失量低，摩阻较小，完全满

足现场施工需求。这是由于该体系具有很强的抑制性，

返出岩屑棱角规则，有害固相侵入少、污染小，故钻

井液性能十分稳定。 

表 8  前 22-17C 井无固相卤水钻井液性能 

静切力/Pa 
井深/m 密度/(g·cm3) 塑性黏度/(mPa·s) 动切力/Pa

初切 终切 

流动特性

指数 

稠度系数/ 

(mPa·sn) 
API滤失量/mL 摩阻系数

1 052 1.23 20 12 2 4 0.54 772 3.6 0.07 
1 148 1.25 20 11 3 5 0.56 645 3.2 0.07 
1 267 1.27 19 10 3 5 0.57 561 3.0 0.06 
1 394 1.29 19 11 3 4 0.55 681 2.8 0.06 
1 512 1.30 21 12 3 5 0.55 733 2.6 0.05 
1 638 1.31 22 12 3 4 0.56 698 2.4 0.05 
1 763 1.32 24 13 3 5 0.57 751 2.2 0.05 

 

3.2 井眼净化能力 

前 22-17C井钻进采用的钻井液泵型号是 F800，排

量和泵压额定值相对较低，而 3 000 m的连续管内压耗

远高于常规钻具。该井套管内径 124.2 mm、连续管外

径 73.05 mm，在泵压承受范围内，钻井液在套管内的

环空返速在 0.8 m/s以下，这就要求钻井液必须具备较

强的井眼清洁能力。 

前 22-17C井硬脆性泥页岩段短起下到底后返出的

小部分岩屑粒径在 5～10 mm，棱角分明，说明岩屑在

井底未经碾压和磨损，迅速被钻井液带至地面。充分

证明了强抑制无固相卤水钻井液在返速较低的情况下

仍能保证岩屑的携带，避免了岩屑重复研磨导致钻速

低以及其他复杂事故的发生。 

3.3 润滑防卡效果 

前 22-17C井为了防碰及提高泄油面积，井身采用

“S”型轨迹设计。下直段裸眼进尺的增加，会使拐角

处贴在井壁上的钻具面积增大。但无固相卤水钻井液

良好的润滑性和金属成膜性保证了 707 m 裸眼段的顺

利钻进，最大程度地减轻了连续管屈曲程度，施工过

程中未出现钻压传递困难、钻头泥包和黏卡影响钻进

的情况。图 5 是起出井口的钻完 303 m下直段进尺的

单牙轮钻头，从不同角度观察可以看出，钻头清洁无

泥包，牙齿无任何脱落，磨损程度低。 

3.4 机械钻速 

前 22-17C 井采用连续管钻进的机械钻速为 5.54 

m/h，邻井前 22-19C 井在钻压、排量和转速更高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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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起出井口的单牙轮钻头 

件下同层位钻进机械钻速仅为 3.96 m/h。平均机械钻速

提高了 39.9%，平均日进尺提高了 37.92 m，钻井综合

成本明显降低。由于无固相卤水钻井液良好的携岩效

果减少了重复破岩，强抑制性避免了泥岩水化导致的

地层可钻性变差以及钻头泥包事故，优良的润滑性能

更好地保证了钻压传递，使钻进参数在不占优势的情

况下产生更快的机械钻速。 

3.5 井壁稳定性 

从图 6中可以看出，前 22-17C井侧钻井段井径规则，

由于无固相卤水钻井液的超强抑制性、封堵性和超低滤

失量，无缩径井段且井径扩大率仅为 8.1%。起下钻作业

安全顺利，无任何刮卡现象，钻井过程未发生任何复杂

事故；后续完井作业中 9趟电测自由下放均一次性到底，

单扶通井、下套管作业均一次性成功，表明无固相卤水

钻井液体系抑制性强，具有突出的井壁稳定效果。 

 
图 6  前 22-17C 井井径曲线 

4 结论 

根据连续管钻井工艺技术特点，以卤水为基液，针

对性地对流型调节剂、高效润滑剂、抗盐降滤失剂和钻

头清洁剂进行了筛选，形成了适合连续管钻井施工的无

固相卤水钻井液体系，其基本配方为：卤水+（0.1%～

0.2%）NaOH+（0.2%～0.4%）HT-XC+（2.0%～3.0%）

YLJ-1+（0.5%～2.0%）SDNR+（1.0%～2.5%）FT-1A+

（1.0%～5.0%）SD-505+复合盐密度调节剂。研制的无

固相卤水钻井液具有较强的高温稳定性、抑制性及抗

污染能力，同时具有良好的润滑性及井眼净化效果。

无固相卤水钻井液在连续管钻井现场施工中流变性稳

定易调整，携砂能力强，润滑防卡效果好，有助于机

械钻速提高，井径规则，防止复杂事故，完全满足连

续管钻井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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