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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抽油杆打捞筒的研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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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塔河油田油井深度普遍在 ５ ３５０～６ ６００ ｍ，且以裸眼完井为主，打捞落鱼难度大，特别是油井内抽油杆随油管一并断脱形成

复杂落鱼，进一步加剧打捞难度。 为提高抽油杆打捞成功率，研制出一种新型抽油杆打捞筒，该装置由引筒、翻板及套铣筒 ３ 部

分组成，引筒引导落鱼逐步进入翻板及套铣筒，实现打捞抽油杆下部接箍的目的。 通过在 ＴＨ１０３４１ 井应用抽油杆打捞筒 ６ 次，成
功捞获井筒内全部弯曲抽油杆，提高了修井进度，减少了作业成本，恢复油井产能 ５ ４００ ｔ，创造效益 ８６４×１０４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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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河油田为非均质性极强的奥陶系缝洞型碳

酸盐岩，油藏埋深 ５ ３５０～６ ６００ ｍ，由于热损失及原

油脱气影响，原油在 ２ ５００～４ ０００ ｍ 的井筒内不具

有流动性，为此，采用套管掺入稀油降黏的方式进

行开采［１－２］。 随着油田能量下降，有杆泵采油已成

为主要的机械举升方式，但生产期间发生抽油杆断

脱，分析原因为疲劳断裂引起［３］，特别是井内抽油

杆随油管一并断脱则会形成复杂落鱼，因为抽油杆

在巨大冲击力及反作用力下形成严重的弯曲变形

甚至多鱼头，影响油井油流通道，同时给打捞作业

带来极大困难［４－５］。 常规打捞选用外钩或闭窗捞

筒进行打捞，但由于受到抽油杆强度、工具强度、鱼
头形状、打捞范围等因素的限制，弯曲抽油杆打捞

难度大、成功率低［６］。 为提高抽油杆打捞成功率，
研制出一种新型抽油杆打捞筒。

１　 结构及工作原理

新型抽油杆打捞筒由引筒、翻板及套铣筒 ３ 部

分组成（图 １，２），其中引筒外径为 １５０ ｍｍ，内径由

１３２ ｍｍ 逐渐缩径至 １００ ｍｍ；翻板主要结构为弹簧

及限位块，开口通径为 ２８ ｍｍ，主通径为 １００ ｍｍ；
套铣筒外径为 １４０ ｍｍ、内径为 １２１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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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新型抽油杆打捞筒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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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新型抽油杆打捞筒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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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捞井下抽油杆期间，缓慢组下新型抽油杆

打捞筒，结合引筒外径为 １５０ ｍｍ，实现 ７″套管（内
径为 １５２ ｍｍ）内落鱼轻松进入引筒内，由于引筒内

部具有一定锥度，落鱼延锥面向上移动顶开翻板，
弯曲抽油杆通过捞筒翻板可继续上行，确保抽油杆

尽可能多地进入到套铣筒内，实现打捞抽油杆下部

接箍的目的，提高打捞成功率；同时增加翻板边缘

强度，在开口处铺设细微合金，提升防滑能力，避免

打捞落鱼再次滑落。

２　 应用实例

ＴＨ１０３４１ 井为塔河十区一口开发井，井深

６ ３２６ ｍ，７″套管由井口下至 ６ １９８ ｍ，生产期间因

油管及抽油杆发生断脱形成复杂落鱼，其中抽油杆

落鱼鱼顶为 １＂ 抽油杆本体，杆长 ２３６ ｍ 和 ７０ ／ ４４
柱塞 １ 个；油管落鱼为 ３１ ／ ２″油管 １ ５７７ ｍ，７０ ／ ４４
泵筒及尾管 ２００ ｍ。 由于落鱼影响，该井供液不足

长期关井，为恢复油井产能，进行大修打捞弯曲抽

油杆及油管作业。 初期先后应用闭窗捞筒、开窗捞

筒、变径捞筒及母锥等打捞工具，均未有效捞获落

鱼。 为提高打捞成功率，设计出新型抽油杆打捞筒

并应用 ６ 次（图 ３），成功捞获井筒内全部弯曲抽油

杆，捞获抽油杆呈现严重弯曲变形，下部 ７ ／ ８″和 １″
抽油杆互相缠绕（图４） 。由于成功解决弯曲抽油

图 ３　 新型抽油杆打捞筒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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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捞获弯曲抽油杆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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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影响，确保后续施工正常运行，目前该井已恢复
油井产能，生产平稳，日产原油 １５ ｔ，累计产油
５ ４００ ｔ，创造效益 ８６４×１０４ 元。

３　 结论

（１）塔河油田油井深，打捞落鱼成本高，特别
是弯曲抽油杆打捞难度大，造成无效起下管柱，严
重影响修井进度。

（２）新型设计的抽油杆打捞筒可以实现在大
通径套管内打捞弯曲抽油杆，解决了弯曲抽油杆入
鱼难题，缩短弯曲抽油杆打捞周期，减少作业成本。

（３）ＴＨ１０３４１ 井采用新型抽油杆打捞筒实现
了井筒内弯曲抽油杆全部捞获，恢复油井产能
５ ４００ ｔ，创造效益 ８６４×１０４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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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井下液面自动取样器现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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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锂电池和高温直流电机来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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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高钢级锚定加强型水力锚的研制满足顺

北区块高钢级套管锚定要求，实践证明，锚定及密

封性能良好。
（４）双向压井滑套的研制实现了正反压井，确

保了井控本质安全。 顺北 ２ 井压井滑套下深

７ ０９５．４７ ｍ，水力锚下深 ７ １１３．２３ ｍ。
（５）多级球座的研制确保了完井作业一次成

功率，实践证明，应用效果良好。
（６）形成一套符合顺北区块工况的完整的完

井工具工艺体系，针对顺北区块常规完井工艺，可

以采取“ＰＨＰ－２ 型封隔器＋高钢级锚定加强型水力

锚＋双向压井滑套 ＋多级球座”，实践证明，效果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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