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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抽油杆断脱现状

W 区块 2007 年以后投入大规模开发，近年来，随着抽油

杆服役时间的不断延长，杆柱故障造成的检泵井有上升趋势。

2017 年，检泵作业中杆故障所占比例最高达 33.4%；2018 年

通过治理，所占比例下降至 28.7%。

抽油杆故障主要集中在抽油杆断、杆脱扣，拉杆断、拉杆

脱扣及光杆断，其中，抽油杆的断、脱所占比例占杆柱故障的

80%。

2 抽油杆断原因分析

抽油杆断的直接原因包括机械磨损、疲劳破坏和腐蚀破

坏。但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其影响因素较多，主要因素分析

如下。

2.1 疲劳破坏导致抽油杆断

2.1.1 不对称循环载荷作用引起疲劳断

抽油杆在工作过程中，杆柱上下部分承受的载荷不对称。

在油井运行过程中，杆柱上部主要承受拉力，而光杆下部在杆

柱上行时承受拉力，下行时候承受压力及阻力，增大了扭力和

摩擦力，使得下部杆柱的工作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因此，下部

杆柱在运行过程中更容易发生杆断。

对 100 口井抽油杆断的具体位置进行统计，从结果来看，

断脱位置主要集中在杆柱下部（>1000m，62 井次）。

2.1.2 抽油杆使用年限过长导致疲劳断

W 区目前平均的冲次为 3.8 次/min，因此，正常情况下，

抽油杆的使用寿命为 5 年。目前，作业区服役 5 年以上的油杆

约 63.4 万米，占总数的 45.7%，受费用限制，更换比例偏低。

随着开发时间的延长，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上升，因而大大增加

了杆断的几率。

2.1.3 井筒状况差导致抽油杆疲劳断

目前，W 区的油井存在不同程度的出砂、结蜡、结垢现

象。这些现象的存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抽油杆的疲劳速

度，减少抽油杆的使用寿命。

井筒状况差对抽油杆的影响：淤易造成卡泵，当强行开抽

时会在瞬间增大杆柱负荷，造成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断的抽油

杆被强行拉断；于增加抽油杆负荷，加速抽油杆疲劳断。

2.2 机械磨损导致抽油杆断脱

2.2.1 底部受压弯曲致使管柱偏磨

W 区油井以定向井为主，由于抽油杆在王府运动中对油

管会产生径向挤压力，油管杆偏磨必然存在。如果在偏磨位置

扶正防磨措施不到位，就会使油杆接箍或本体直接接触偏磨

而导致抽油杆断、脱。

2.2.2 含水升高，管柱磨损加剧

当杆与管相接触发生滑动摩擦时，磨损速度与其之间的

润滑状态有关，而水的摩擦系数远远大于油的摩擦系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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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随着含水升高、抽油杆下行时，抽油杆的中和点随之下移，

加剧抽油杆弯曲。

2.2.3 生产参数不合理产生偏磨

在实际生产中，冲程的长短直接影响抽油杆的磨损面积，

而冲次的高低则代表抽油杆的磨损次数。采取“长冲程、低冲

次”，扩大了磨损面积，减少了摩擦次数，可以减缓抽油杆偏

磨；反之，则加剧偏磨。

2.3 腐蚀破坏导致抽油杆断脱

资料表明，姬塬油田外腐蚀在全油田普遍存在，同时，在

开采侏罗系的高含水老油田动液面以下约 38%的井存在严

重内腐蚀。现场腐蚀产物均以 FeCO3 为主，主要是在高矿化度

地层水的环境下 CO2、H2S、O2 等腐蚀性物质不断对抽油杆进

行腐蚀，并对抽油杆发生去氢极化反应，形成溶于水的盐，从

而造成抽油杆腐蚀断脱现象常年居高不下。

3 抽油杆断脱治理

3.1 油杆更换

W 区目前服役 8 年以上的油杆约 49.6 万米，占比 27%，

服役 5~8 年的油杆约 41.6 万米，占比 22%，近一半抽油杆达

到服役年限，抽油杆疲劳、腐蚀现象严重。受成本控制影响，抽

油杆更换只能针对偏磨、结垢、腐蚀、疲劳严重部位，造成不同

部位杆频繁断，导致作业频次增加。近几年，中国加大了对油

杆的更换力度，2018 年共计更换油杆 3.8 万米，但随着油杆服

役时间的延长，未来更换的需求将越来越大[1]。

3.2 杆柱组合调整

在检泵过程中，将目前部分井的二级杆柱组合调整为三

级组合，使用 22mm+19mm+22mm 三级加重组合，降低下部抽

油杆的受力，减少因此造成的杆断脱。2018 年实施调整优化

214 井次，全年更换 22mm 防磨杆 2.2 万米，加装抽油杆扶正

器 1600 多个，加装油杆防脱器 65 个。

3.3 参数优化

通过继续推行“长冲程、小冲次”，对冲次大于 5 次以上的

下调至 4 次以下，对出现断脱的 37 口油井进行了下调冲次，

油杆断脱井次同比下降 11 井次。

3.4 低产井间开

低产井由于产液量低，加剧了抽油杆的偏磨，对于低产井

实施间开，是减少杆柱摩擦的有效手段。结合现场实际，通过

跟踪停井时液面变化，开井后功图、液面、产量的变化情况摸

索出开 24h 停 12h、开 48h 停 24h 等不同的间开措施，间开井

降低油杆偏磨次数 50%以上。2018 年实施 56 口间开井，同比

检泵次数下降 23 井次。同时，在保证产液量基本稳定的情况

下，节省电费 70 余万元。

3.5 井筒加药及热洗

对低含水井井筒加清蜡剂，高含水井井筒加阻垢剂是井

筒延缓井筒结蜡结垢的主要措施。根据单井井口液量、含水，

并结合现场情况，制定每口井的药品类型和加药量，落实好井

筒加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结蜡严重井，实施井筒热洗，降

低结蜡影响；对于结垢严重的井，在检泵过程中在尾管下入缓

释阻垢棒，减缓泵筒结垢的速度。2018 年，由于结蜡、结垢造

成的解卡和杆断脱井的比例较 2017 年下降 24%。

4 结语

淤对超期服役油杆，要立足条件，加大更换力度，防止出

现频繁断杆；

于通过降低冲次、间开、井筒加药等手段，能够有效延长

油杆的使用寿命；

盂在无法满足大量更换的条件下，要通过扶正措施降低

杆柱偏磨，通过采取杆柱优化调整降低杆柱疲劳破坏；

榆认真落实好井筒加药措施，通过延缓结蜡、结垢周期，

为油杆“减负”；

虞化对作业过程中的监督，不断提升作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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