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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

装置和工艺，其中装置包括驱动系统、抽油杆，还

包括位于水平段的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所述

驱动系统抽油杆与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连接，

所述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包括大排量全金属

内螺旋定子、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双级外

螺旋转子，所述大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小排

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通过中间的让位管轴向连

接成一体，所述双级外螺旋转子左半部分为大排

量转子端，右半部分为小排量转子端。本发明利

用控制系统控制地面驱动系统进行旋转运动，通

过抽油杆将力矩传递到井下双级螺旋阶梯举升

装置，举升装置根据排量要求将油层中产出液通

过油管举升到地面。实现高温环境下水平段高效

携砂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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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装置，包括驱动系统、抽油杆，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位于

水平段的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所述抽油杆与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连接，所述双级螺

旋阶梯举升系统包括大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双级外螺旋转

子，所述大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通过中间的让位管轴向连接

成一体，所述双级外螺旋转子左半部分为大排量转子端，右半部分为小排量转子端，所述大

排量转子端能够轴向伸入大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内腔进行大排量举升，所述小排量转子

端能够轴向伸入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内腔进行小排量举升；所述抽油杆通过锚定器与

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连接，所述抽油杆在与锚定器连接前方要经过造斜段，并且抽油杆

在造斜段加设万向联轴器，在万向联轴器的两端和中间设置扶正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双级螺旋

阶梯举升系统后端即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后端连通定位进液装置，该定位进液装置外

壁开设能够进入自身内腔的进液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油杆上

还设置至少三个挡砂器，在万向联轴器上也设置有挡砂器。

4.利用权利要求1至3任意一项所述的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装置进行可调排量螺旋

携砂举升的工艺，其步骤包括：

驱动系统通过抽油杆连接位于水平段的锚定器，锚定器连接位于水平段的双级螺旋阶

梯举升系统，然后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后端再连接定位进液装置，抽油杆在造斜段加设

万向联轴器；

驱动系统带动抽油杆、万向联轴器旋转，然后经过锚定器后连接在双级外螺旋转子上，

然后进行排量调节，将双级外螺旋转子通过抽油杆下入，当下入到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

后端的定位进液装置时，双级外螺旋转子受到阻挡，此时根据抽油杆的总长度调节防冲距，

上提抽油杆，此时认为是转子直径小的那一头小排量转子端在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内

腔进行小排量举升，而转子粗的那一部分大排量转子端在让位管内不会阻挡排液；如果上

提抽油杆的距离是防冲距加上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内腔的长度，此时认为转子粗的一

头大排量转子端在大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内腔内进行大排量举升，转子细的那一部分小

排量转子端恰好在让位管内，也不会阻挡井液进入泵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的工艺，其特征在于，在造斜段，通过

多级万向联轴器及扶正器进行扶正及导向，使抽油杆在不受径向力的情况下，沿油管居中

放置，在不影响斜井段旋转力矩的传递的同时，避免抽油杆偏磨。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的工艺，其特征在于，在直井段及造斜

段，配备井下挡砂器，在举升过程中挡砂器处于开通状态，油井产出液及砂粒会顺利通过挡

砂器，当停井时，挡砂器处于关闭状态，挡砂器上部的砂粒会分段沉降，聚集在挡砂器上方，

重新开井时，聚集的砂粒随产出液重新举升排出，避免砂埋举升装置。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5569616 B

2



一种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装置和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平井内的举升设备，具体地说是一种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装置和

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油田复杂井况的逐年增多，复杂井开采也成为油田开发的重要部分，

油井水平段举升、携砂举升、稠油热采等问题成为开发中的难点，对于水平段举升，目前常

常将普通抽油泵下入到直井段，或者小斜度井段，在水平段以上进行抽汲，容易造成油井泵

挂深度不合理，进液效率降低。少部分水平井采用电泵举升，但受实际井下工作状况的限

制，电缆挤压等影响，应用效果不理想。对于水平段高温携砂举升目前处于探索阶段，没有

形成成熟的工艺技术。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装置和工艺，利用控制系统控

制地面驱动系统进行旋转运动，通过抽油杆将力矩传递到井下双级螺旋阶梯举升装置，举

升装置根据排量要求将油层中产出液通过油管举升到地面。实现高温环境下水平段高效携

砂举升。

[0004] 为了达成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装

置，包括驱动系统、抽油杆，还包括位于水平段的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所述驱动系统抽

油杆与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连接，所述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包括大排量全金属内螺旋

定子、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双级外螺旋转子，所述大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小排量

全金属内螺旋定子通过中间的让位管轴向连接成一体，所述双级外螺旋转子左半部分为大

排量转子端，右半部分为小排量转子端，所述大排量转子端能够轴向伸入大排量全金属内

螺旋定子内腔进行大排量举升，所述小排量转子端能够轴向伸入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

内腔进行小排量举升。

[0005] 所述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后端即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后端连通定位进液

装置，该定位进液装置外壁开设能够进入自身内腔的进液孔。

[0006] 所述抽油杆通过锚定器与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连接。

[0007] 所述抽油杆在与锚定器连接前方要经过造斜段，并且抽油杆在造斜段加设万向联

轴器，在万向联轴器和两端和中间设置扶正器。

[0008] 所述抽油杆上还设置至少三个挡砂器，在万向联轴器上也设置有挡砂器。

[0009] 为了达成上述另一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利用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

升装置进行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的工艺，其步骤包括：

[0010] 驱动系统通过抽油杆连接位于水平段的锚定器，锚定器连接位于水平段的双级螺

旋阶梯举升系统，然后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后端再连接定位进液装置，抽油杆在造斜段

加设万向联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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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驱动系统带动抽油杆、万向联轴器旋转，然后进过锚定器后连接在双级外螺旋转

子上，然后进行排量调节，将双级外螺旋转子通过抽油杆下入，当下入到双级螺旋阶梯举升

系统后端的定位进液装置时，双级外螺旋转子受到阻挡，此时根据抽油杆的总长度调节防

冲距，上提抽油杆，此时认为是转子直径小的那一头小排量转子端在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

定子内腔进行小排量举升，而转子粗的那一部分大排量转子端此时在让位管内不会阻挡排

液；如果上提抽油杆的距离是防冲距加上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内腔的长度，此时认为

转子粗的一头大排量转子端在大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内腔内进行大排量举升，转子细的

那一部分小排量转子端恰好在让位管内，也不会阻挡井液进入泵内。

[0012] 在造斜段，通过多级万向联轴器及扶正器进行扶正及导向，使抽油杆在不受径向

力的情况下，沿油管居中放置，在不影响斜井段旋转力矩的传递的同时，避免抽油杆偏磨；

[0013] 在直井段及造斜段，配备井下挡砂器，在举升过程中挡砂器处于开通状态，油井产

出液及砂粒会顺利通过挡砂器，当停井时，挡砂器处于关闭状态，其上部的砂粒会随段沉

降，聚集在挡砂器上方，重新开井时，聚集的砂粒随产出液重新举升排出，避免砂埋举升装

置。

[0014]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5] 1、该举升工艺全部采用金属装置元件，满足350℃高温举升；

[0016] 2、采用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结构，实现蒸汽吞吐开采前期大排量快速排液与后期小

排量正常抽汲生产；

[0017] 3、设计井下分段挡砂结构，实现举升砂粒随段沉降，避免沙埋举升装置；

[0018] 4、采用多级万向联轴器及扶正器结构，可将举升系统下入大斜度井段及水平井

段，使抽油杆在大斜度段也可以沿油管居中，减少抽油杆偏磨；

[0019] 5、由1、2、3、4组成的举升工艺，实现了油井举升，特别是热采水平井水平段举升，

提高沉没度，增加进液效率，最大限度提高了举升效率。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图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驱动系统  1、抽油杆  2、挡砂器  3、扶正器  4、万向联轴器  5、锚定器  6、双级

螺旋阶梯举升系统  7、大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  701、双级外螺旋转子  702、让位管  703、

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  704、定位进液装置705。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有关本发明的详细说明及技术内容，配合附图说明如下，然而附图仅提供参考与

说明之用，并非用来对本发明加以限制。

[0024] 根据图1和图2所示，一种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装置，包括驱动系统1、抽油杆2，

还包括位于水平段的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7，所述驱动系统抽油杆与双级螺旋阶梯举升

系统连接，所述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包括大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701、小排量全金属内

螺旋定子704、双级外螺旋转子702，所述大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

子通过中间的让位管703轴向连接成一体，所述双级外螺旋转子左半部分为大排量转子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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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半部分为小排量转子端，所述大排量转子端能够轴向伸入大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内腔

进行大排量举升，所述小排量转子端能够轴向伸入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内腔进行小排

量举升。所述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后端即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后端连通定位进液装

置705，该定位进液装置外壁开设能够进入自身内腔的进液孔。所述抽油杆通过锚定器与双

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连接。所述抽油杆在与锚定器连接前方要经过造斜段，并且抽油杆在

造斜段加设万向联轴器5，在万向联轴器和两端和中间设置扶正器4。所述抽油杆上还设置

至少三个挡砂器3，在万向联轴器上也设置有挡砂器。

[0025] 利用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装置进行可调排量螺旋携砂举升的工艺，其步骤包

括：

[0026] 驱动系统带动抽油杆、万向联轴器旋转，然后进过锚定器后连接在双级外螺旋转

子上，然后进行排量调节，将双级外螺旋转子通过抽油杆下入，当下入到双级螺旋阶梯举升

系统后端的定位进液装置时，双级外螺旋转子受到阻挡，此时根据抽油杆的总长度调节防

冲距，上提抽油杆，此时认为是转子直径小的那一头小排量转子端在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

定子内腔进行小排量举升，而转子粗的那一部分大排量转子端此时在让位管内不会阻挡排

液；如果上提抽油杆的距离是防冲距加上小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内腔的长度，此时认为

转子粗的一头大排量转子端在大排量全金属内螺旋定子内腔内进行大排量举升，转子细的

那一部分小排量转子端恰好在让位管内，也不会阻挡井液进入泵内。

[0027] 该举升工艺在蒸汽吞吐举升前期，用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中的大排量螺旋举升

系统快速将井筒中水排出，正常举升油层产出液时，将抽油杆下入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

的小排量螺旋举升系统中，进行日产抽汲产液，最终形成一套水平井段高温携砂举升工艺，

由于举升系统可以下入大斜度井段及水平段，加深了举升沉没度，增加举升系统进液效率，

实现高效举升；

[0028] 该举升工艺全部采用金属装置及高温元件，实现350下℃高温举升；

[0029] 在水平井段，利用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进行正常抽汲排液，举升装置的上部为

大排量全金属螺旋举升装置，可及时排出因注蒸汽而产生的高含水井液，实现蒸汽吞吐后

快速排水排液。大排量全金属螺旋举升装置下部让位管，用于在大排量举升时，放置小排量

全金属螺旋举升装置的转子，小排量举升时，放置大排量全金属螺旋举升装置的转子。让位

管下部为小排量全金属螺杆泵，完成快速排液后，根据地层配产进行正常抽汲举升，实现油

井高效节能举升。小排量全金属螺旋举升装置下部接定位进液装置，实现螺旋转子的定位

进液功能。双级螺旋阶梯举升系统除螺旋转子外无其它运动部件，实现举升时无脉冲平稳

排液，同时减少举升能耗，降低举升成本；

[0030] 在造斜段，通过多级万向联轴器及扶正器进行扶正及导向，使抽油杆在不受径向

力的情况下，沿油管居中放置，在不影响斜井段旋转力矩的传递的同时，避免抽油杆偏磨；

[0031] 在直井段及造斜段，配备井下挡砂器，在举升过程中挡砂器处于开通状态，油井产

出液及砂粒会顺利通过挡砂器，当停井时，挡砂器处于关闭状态，其上部的砂粒会随段沉

降，聚集在挡砂器上方，重新开井时，聚集的砂粒随产出液重新举升排出，避免砂埋举升装

置。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其他运用本

发明的专利精神的等效变化，均应俱属本发明的专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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