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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晋城市能源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晋城市煤层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联煤层气（山西）有限责任公司、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晋城分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宇浩、屈建红、张晓飞、强海亮、李锐、张浩亮、豆高峰、王建树、霍建元。 

 



DB 1405/T 058—2024 

1 

  

煤层气排采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在未受煤炭采动影响区域、采用地面直井勘探及开发的煤层气排采工程领域。 

本文件适用于晋城市辖区内煤层气井排采技术规范设计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SY/T 6258  有杆泵系统设计计算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煤层气  

赋存在煤层中以甲烷为主要成分、以吸附在煤基质颗粒表面为主并部分游离于煤孔隙中或溶解于煤

层水中的烃类气体。 

3.2  

气锚  

安装在抽油泵吸入口下部，使抽汲液体中所含气体分离、聚集，并排往油套管环形空间的装置。用

于产气量大的煤层气井，以减小进入泵内的气体量、防止抽油泵阀产生气锁。 

3.3  

砂锚  

安装在抽油泵吸入口下部，使抽汲液体中所含固体颗粒分离、下沉和存积的装置。用于减少产出砂

进入泵筒内，防止砂粒卡泵或磨损泵。 

3.4  

探砂面  

下入管柱实探井内砂面深度的方法。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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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砂 

向井内下入专门的捞砂工具(如捞砂筒)，将井底积存的砂粒或煤屑捞到地面的方法。 

3.6  

油管捞砂  

利用油管传输捞砂泵下井，接触砂面后，通过上提下放油管，达到将套管内砂粒不断吸入泵下油管

柱中，起出管柱从而将砂带出地面。 

3.7  

冲砂 

向井内注入液体，靠水力作用将井底的沉砂或煤屑冲散，利用液流循环上返的携带能力将其携带到

地面的方法。 

3.8  

正反冲砂 

正冲砂：冲砂液从油管注入，从油、套环形空间返出；反冲砂：冲砂液从油、套环形空间注入，从

油管返出；正反冲砂：采用正冲的方式冲开砂子或煤屑，使其呈悬浮状态，然后改用反冲洗，将砂子或

煤屑带到地面的方式。 

3.9  

洗井  

利用水泵或压缩空气机将冲洗液泵入井内，形成循环流动，将岩屑或煤粉携带出井口的方法。 

3.10  

煤层压力  

作用于煤孔隙、裂隙内的流体上的压力。 

3.11  

煤层厚度 

煤层顶、底板之间的垂直距离。 

3.12  

泵挂深度  

从井口油管头法兰至井内抽油泵柱塞下游动阀之间的距离。 

3.13  

吸附/解吸等温曲线  

在恒温条件下，单位质量煤样中煤层气的吸附量/解吸量随煤层压力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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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排采曲线  

煤层气井的产气量、产水量和动液面（井底流压）等生产数据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4 排采基础参数 

4.1 钻井数据 

钻井数据包括井名、井别、地理位置、构造位置、井位坐标（X，Y，H）、井型、设计井深、目的

煤层、施工单位、开钻日期、完钻日期、钻井周期、完钻井深、完钻层位、最大井斜、方位、人工井底、

补芯高等。 

4.2 套管完成数据 

套管完成数据包括套管规范、钢级、壁厚、下入深度、水泥返高、固井质量、短套管等。 

4.3 煤层数据 

包括见煤深度、厚度、层数、温度、压力等。 

4.4 射孔数据 

包括层号、射孔井段、厚度、弹型、枪型、孔数等。 

4.5 吸附/解吸数据 

包括煤层原始瓦斯含量、等温吸附曲线、解吸曲线、临界解吸压力、解吸速度等。煤层气的吸附量

可参照GB/T 19560计算。 

4.6 注入/压降测试及原地应力测试数据 

包括煤层渗透率、煤层压力、压力梯度、原地应力、应力梯度、破裂压力、表皮系数、调查半径、

储层温度、闭合压力、破裂压裂梯度、闭合压力梯度等。 

5 排采设备 

5.1 设备选择 

排采设备的选型考虑煤层气井动态参数、地面环境、井下状况、开采条件、开采规划、维修管理、

可靠性、设计难易、维护简便性和经济性等因素，优选出适合给定煤层气井的排采设备。 

5.2 设备分类 

5.2.1 煤层气井的排采设备可分为地面和井下两部分。 

5.2.2 煤层气井排采流程包括采气流程和排液流程。 

5.3 抽油泵 

5.3.1 选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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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SY/T 6258确定的方法执行。 

5.4 生产油管 

生产油管的选择依据套管尺寸、井下泵型号及井深等因素来确定。 

5.5 柱塞 

柱塞置于泵筒内应预留合适的防冲距。 

5.6 流量、压力采集系统 

煤层气井生产需安装记录数据的仪器、仪表等设备，便于录取井的生产信息。 

6 探砂面、捞砂及冲砂 

6.1 探砂面 

向煤层气井中下入油管或下井工具，当下至距煤层顶30 m时，下放速度应小于1.2 m/min，以悬重

下降10 kN～20 kN时认为遇砂面，连探2次。 

6.2 捞砂与冲砂方式选择 

选择原则要根据井下工况等选择。 

6.3 捞砂 

6.3.1 油管捞砂 

6.3.1.1 捞砂泵下井前要检查底阀阀门灵活性、砂泵活塞完好性、凡尔密封性等。 

6.3.1.2 为避免卡钻，建议捞砂前先进行通井。 

6.4 冲砂 

6.4.1 冲砂管柱 

冲砂管柱下端可接一笔尖或水动力涡轮钻具等有效冲砂工具。 

6.4.2 冲砂步骤 

6.4.2.1 冲砂尾管提至离砂面一定距离，开泵循环正常后均匀缓慢下放管柱冲砂，冲砂时的排量应达

到设计要求。 

6.4.2.2 每次单根冲完应充分循环，有效控制洗井时间。 

6.4.2.3 井口、绞车、泵车等要根据泵压、出口排量来控制下放速度。 

6.4.2.4 当泵车发生故障须停泵处理时，应上提管柱至原始砂面一定高度以上，并反复活动。 

6.4.2.5 提升设备发生故障时，应保持正常循环。 

6.4.2.6 冲砂施工中如发现地层严重漏失、冲砂液不能返回地面时，应立即停止冲砂，将管柱提至原

始砂面以上反复活动并查明原因，制定下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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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7 冲砂深度应达到设计要求。 

7 下泵 

7.1 下泵步骤 

7.1.1 起、下油管作业时应安装井口防落物装置。 

7.1.2 下井油管及井下工具螺纹应清洁，连接前需涂匀密封脂，并检查有无弯曲、腐蚀、裂缝、孔隙

和螺纹损坏，不合格油管不准入井。 

7.1.3 油管外螺纹应放在小滑车上或戴上护丝拉送。 

7.1.4 用动力钳上油管螺纹。油管螺纹不准上斜，应上满、旋紧，扭距符合规定。 

7.1.5 向井中下入大直径工具前用通井规通井。 

7.1.6 油管未下到预定位置遇阻或上提受卡时，应及时分析井下情况，校对各项数据，查明原因并及

时解决。 

7.1.7 下井油管应用油管规通过。 

7.1.8 下入泵杆缓慢探泵底，建议加压小于 2 kN，复探两次无误后上提，调整防冲距。 

7.1.9 下泵后要核对地面油管数、井下油管数和总油管数。 

8 洗井 

8.1 洗井步骤 

8.1.1 进出口管线不渗漏，管线应尽量平直，用地锚固定。 

8.1.2 洗井液的相对密度、粘度、pH值和添加剂等参数应符合施工设计要求，洗井液储备量为井筒容

积的两倍以上。 

8.1.3 洗井开泵时应注意观察泵注压力变化，控制排量由小到大，同时注意观察出口返出液情况。 

8.1.4 洗井过程中，应随时观察并记录泵压、注入排量、出口排量及漏失量等数据。若遇泵压升高，

应停泵，并及时分析原因，不得强行憋泵。对于严重漏失井要采取有效堵漏措施，然后进行施工。 

8.1.5 减少洗井液漏入地层，以降低洗井液对地层的污染。 

8.1.6 当进、出口洗井液相对密度一致且出口液体清洁无杂质时，洗井结束。 

9 采出水处理 

9.1 处理方式 

采出水应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的措施进行处理；采出水处理应符合相关环保管理规定。 

10 排采工作制度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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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排采工作制度 

煤层气井排采工作制度是指为适应煤层气井储层地质特征和满足生产需要时的产量和压力应遵循

的关系。 

10.2 排采原则 

煤层气井排采要坚持缓慢降压、连续抽排原则，同时控制好套流压、液面和煤粉迁移，以达到稳产

期长、采收率高的目标。 

10.3 排采曲线 

在煤层气井生产过程中，要分析排采曲线的变化，跟踪排采动态，根据生产情况调整排采工作制度，

使产能达到最佳状态。 

11 资料录取 

11.1 冲砂资料 

冲砂资料要包括冲砂时间、冲砂方式、冲砂液名称、性质、液量、泵压、排量；返出物描述、累计

砂量；漏失量、泵前的出口砂比；沉降时间、复探砂面深度。 

11.2 下泵资料 

下泵资料包括作业时间、施工单位、油管及井下工具数据(规格、钢级、壁厚、完成深度等)、油杆

及井下工具数据(规格、钢级、完成深度等)、管串完成后试压情况、试抽憋压情况等。 

11.3 洗井资料 

洗井资料包括洗井时间、洗井方式、洗井液性质、洗井参数、洗井液排出携带物信息等。 

11.4 排采资料 

煤层气井排采资料主要包括生产时间、套压、动液面、井底流压、日产液量和日产气量等，每天将

录取的排采资料记录到生产日报表中。 

11.5 示功图资料 

示功图资料包括示功图、电流、载荷、冲程、冲次等。如发现抽油机及井下泵工作异常，要及时进

行诊断。 

12 产出气水分析 

12.1 气样分析 

12.1.1 采样要求 

气体样品采用排水取气或球胆采气等方法取样。 

12.1.2 分析要求 

采样后要尽快完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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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气体分析项目 

气体样品分析报告应包括样品编号、采样日期、采样地点、气体组分(O₂、N₂、CH₄、H₂S等)含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