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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落实，对每一个地方的石油资
源开发存在巨大的影响，盲目的引入新技术，不仅无法
提高钻井项目的安全性、稳定性，还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产生的安全威胁比较严重，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对突出。
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创新，要根据钻井的发展趋势，以
及国家的相关规范、标准，拟定完善的技术方案，匹配
高性能的设备，提高现场钻井的效率、质量，合理开发
石油资源，推动社会建设进步。

1 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意义
现代化的资源开发、利用中石油资源是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对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存在巨大的
影响。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应用，主要是根据不同的石
油项目，按照匹配的方法进行挖掘，提高石油生产、加
工的效率，提高石油资源的利用率。石油钻探设备技术
并不会长期停留在固定的层面上，而是根据石油项目的
发展和社会的生产、发展方向，对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
内容、功能做出合理的革新，减少技术的隐患、风险，
降低技术的成本，创造出较高的价值。因此，石油钻探
设备技术对于国家的综合国力提升存在较大的影响，应
不断的朝着更高的标准研发，提高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
可靠性，坚持在技术的各个构成部分做出合理的约束，
完善技术的操作方法。

2 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创新
2.1 智能化、自动化技术

石油产业的发展代表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为了在石
油钻探设备技术方面取得更好的成果，必须不断的加强
技术创新，尤其是在智能化、自动化方面要不断的调整。
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自动化、智能化，在于拥有更多的
功能，更加完善的技术平台。例如，智能钻杆技术的应
用，可以通过铜制导线的应用针对电能开展有效的传输
操作，按照最快的速率钻井压强指数进行优化，通过传
感器的作用，针对未处理的气体信号更好的反馈到地面
的传感器当中。智能钻柱在应用的过程中多数情况下通
过直流电完成，而且在钻井比较地下的硬件操作设备时，
依然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满足了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
发展要求。
2.2 信息网络与远程控制技术

随着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理念不断革新，传统的技

术应用并不能取得卓越的成果，并不符合现代化的建设
要求。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创新，加强了信息网络与远
程控制技术的应用。该项技术的操作，在于搭建全新的
技术平台，促使石油钻井操作系统，按照机械化、科学
化的方式来完成。例如，德国生产的 Prosta--2000 自动
化钻机，我国自主研发的 ZJ70/ZJ90 钻机等，都具备信
息网络与远程控制的功能，即便是在很远的区域，依然
可以通过网络化的方法，观察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应用
状态，对设备的功能、参数进行合理的调整，充分掌握
技术的应用标准，发现问题也可以及时的上传到系统的
平台当中，并且快速的做出反馈和决断，减少了石油钻
探设备技术的风险。
2.3 空气钻井技术

石油钻探设备技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
了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优良的成果，应进一步改善技术
的创新理念。空气钻井技术的应用是不错的方法。该项
技术的应用，针对钻井底部存在比较大福压差的问题，
并且不含水，地质相对稳定的底层，提供了较多的保障。
该项技术的实施，主要是利用较小的钻压完成的，并且
大幅度的提高钻井的速度，对于钻井非常困难的项目提
供了较多的保障。空气钻井技术的操作，已经得到了业
界内的高度欢迎，而且整体上的发展，开始对一系列的
先进设备进行融合，完善了技术操作方案，对石油钻探
设备技术的长期发展更好的革新，整体上创造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是非常高的。
2.4 欠平衡钻井技术

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创新目的，在于提高生产效率、
生产安全水平。欠平衡钻井技术的应用，主要是通过钻
井液压柱的压力变化，有效的实现地层流体的分离效果，
对各类复杂的钻井作业能够更好的完成。钻井液体柱的
应用，对井底产生的压力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地层流
体受到控制的作用以后，会快速的流入到井筒当中，最
终循环到地表进行有效的分离。所以，欠平衡钻井技术
的操作相对灵活，只要对欠平衡的条件充分保持，就可
以提高钻井的效率和质量，各方面的参数把控难度并不
高。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创新，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走向，
多元化的技术创新、应用后，对各类钻井项目给出了更
多的保障，针对石油的开采、利用给出了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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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的发展拥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3 石油钻探设备技术在钻井中的应用策略
3.1 优化测井解释

石油项目的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了
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更好的成绩，建议对石油钻探设备
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测井解释方面应合理
的优化，如图 1 所示。

图 1   测井解释图
测井解释的一般过程：先找储层，再找油气，一般

来说油气水只存在于砂岩中，GR 值低的为砂岩。GR 高
的为泥岩，找到砂岩之后，再在砂岩中找电阻率较高的
层位，基本上就是油气层。一般地，油气层的曲线响应 
是：伽马（GR）较低，电阻率较高，中子较小，密度较 
小。对应的，水层的电阻率相对油气层电阻率偏低。由
此可见，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应用难度并不低，各方面
的工作开展应不断的完善，提高技术的可靠性、可行性。
3.2 完善技术准备

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操作过程中要进一步的完善准
备工作，掌握好各方面的影响因素。石油钻探设备技术
的操作前，应选购优秀的设备，并且对技术的参数合理
制定，观察钻井项目的区域情况，通过 3S 技术的应用，
对周边环境的地质信息、水文信息、环境信息充分的掌
握，改善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操作方向，根据施工现场
的具体变化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减少隐藏的风险。石
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准备，还要对设备仔细的检查，提前
预调好设备的参数，对不同的设备搭配方式进行良好的
改善，遇到不同的环境、不同条件，及时的调整技术操
作方案，促使设备和系统达到快速的转换，由此才能在
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发展上给出更多的依据，减少传统
工作的问题。
3.3 加强技术人才培养

钻井项目对每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存在

巨大的影响，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应用不能盲目的开展，
虽然拥有先进的系统、先进的设备扶持，但依然要建设
优秀的技术团队，这样才能对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功能
更好的发挥出来。例如，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培训力度
应不断的增加，针对不同的技术岗位进行仔细的锻炼，
按照责任制的方法进行约束，把握好石油钻探设备技术
的人才培养方式，引导大家在工作的过程中按照专业的
模式完成。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人才培养，还要对不同
的人才特点有效的分析，加强岗位的合理调整，对石油
钻探设备技术的合作能力不断的提高，快速完成操作任
务，增加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安全性。
3.4 完善技术维护

随着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发展、进步，很多钻井项
目得到了较大的进步空间，整体上得到的发展水平是非
常高的。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维护模式应不断的优化。
例如，各类技术设备的应用要定期更新，对于容易损耗
的零部件定时更换，把握好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特点，
针对多方面的参数进行合理的改善。另外，石油钻探设
备技术的维护工作，还要仔细的检查设备的风险，对于
技术操作现场的动态情况变化充分的把握，提高石油钻
探设备技术的可靠性、可行性，促使今后的工作拥有更
多的选择。技术维护的报告要按照精细化方式制作，对
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各个构成部分，按照全新的方式进
行优化，不断的注入新的理念，尝试多元化的操作方法，
对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内涵更好的丰富。

4 总结
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创新、应用，推动了钻井项目

的发展，对很多地方的石油资源开发、利用给出了较多
的选择，整体上的工作拥有更大的进步空间，一系列的
发展得到了充足的保障。日后，应继续对石油钻探设备
技术的内容不断的丰富，改善技术的操作走向，对石油
钻探设备技术的可靠性不断的提高，促使未来工作的进
行得到更多的保障。另外，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实施过
程中还要注意环境的变化、参数的变化，满足国家的相
关规范、标准，对石油钻探设备技术的机制不断的改善，
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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