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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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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20657—2011《石油天然气工业 套管、油管、钻杆和用作套管或油管的管线管

性能公式及计算》。本文件与GB/T20657—201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a) 更改了有效轴向力的定义(见3.7,2011年版的4.7);

b) 删除了主应力、每英寸螺纹数、屈服应力偏差等术语和定义(见2011年版的4.19、4.23、4.26);

c) 增加了缩略语(见4.2);

d) 更改了仅内压、无轴向载荷作用下薄壁管屈服设计公式(见6.6.2,2011年版的6.6.2);

e) 删除了 M65钢级要求及其数据(见2011年版的7.3.2、15、B.2.3.3、B.3.2、F.5.4、F.6.3、K.2、

L.2);

f) 删除了内压对挤毁的效应(见2011年版的8.4.7);

g) 增加了轴向应力和内压复合作用下的挤毁压力公式(见8.4.7);

h) 删除了所有与直连型套管相关的内容(见2011年版的9.2.4、11.9.4、11.10.5、J.2.4);

i) 增加了用于计算上扣扭矩的不加厚油管接头滑脱强度计算公式(见9.3.2);

j) 增加了用于计算上扣扭矩的加厚油管接头滑脱强度计算公式(见9.3.3);

k) 更改了部分规格接箍的临界壁厚(见17.1,2011年版的17.1);

l) 更改了部分规格接箍半成品计算壁厚(见17.2,2011年版的17.2);

m) 更改了部分规格接箍加工横向夏比冲击试样所需壁厚(见17.3,2011年版的17.3);

n) 更改了部分规格接箍加工纵向夏比冲击试样所需壁厚(见17.4,2011年版的17.4);

o) 更改了部分规格接箍横向冲击试样最小尺寸(见17.5,2011年版的17.2)。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TR10400:2018《石油天然气工业 套管、油管、钻杆和用作套管或油管的管

线管性能公式及计算》。
本文件与ISO/TR10400:2018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4.1对应ISO/TR10400:2018中的第4章,增加了4.2;
———将第9章~第11章以及附录中公式及图的部分符号释义内容移至4.1,将9.1中的缩略语移

至4.2;
———将A.1.3.3.1.1~A.1.3.3.1.4改为A.1.3.3.2~A.1.3.3.5,A.1.3.3.2改为A.1.3.3.6;
———将附录K中K.2和附录L中L.2的内容移入相应表格中,删除了K.1、K.2、L.1、L.2的章条号

和标题。
本文件与ISO/TR10400:2018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删除了部分符号,标准正文中没有使用这些符号(见第4章);
———增加了fht、fycom和CRS、CVN、FAD等符号和缩略语,对增加的公式中的符号进行了说明,补

充了常用的缩略语(见第4章);
———增加了轴向应力和内压复合作用下的挤毁压力计算公式(见8.4.7),以明确复合载荷下挤毁压

力计算方法,增强标准的可操作性;
———增加了外压挤毁压力计算示例(见8.7),以有益于本文件使用者理解公式;
———结合ISO11960:2020,更改了API螺纹接箍临界壁厚(见17.1),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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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补充了L809Cr数据(见11.1、表F.8和表F.9),完善了现有钢级数据;
———删除了部分局限性背景资料介绍(见F.1.1);
———调整了部分表格编号(见H.4.2中表H.11和表H.12);
———将K.2和L.2的内容调整到相应的表格中(见表K.1~表K.5和表L.1~表L.5)。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石油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55)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

分公司、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西气东输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大港油田分公司、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

公司、西安三环石油管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隆盛泰科石油管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冀东油田分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建军、徐婷、申昭熙、方伟、杨尚谕、李方坡、孙建华、薛承文、贺海军、吕华、

蔡萌、路彩虹、李丽锋、池明、刘贺、高霞、张矿生、武刚、赵楠、邱贻旺、朱丽霞、娄琦。
本文件于2006年首次发布,2011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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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工业 套管、油管、
钻杆和用作套管或油管的
管线管性能公式及计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各种管子性能必要的计算公式和模板,包括:
———管子性能,如抗拉强度、抗内压强度和抗外挤强度;
———最小物理指标;
———上扣扭矩;
———产品试验压力;
———与试验检测标准相关的产品临界尺寸;
———试验设备的临界尺寸;
———试样临界尺寸。
对管子性能计算公式,提供了其发展和使用相关的大量背景资料,详见附录A~附录J。
本文件适用于根据ISO11960或APISpec5CT、ISO11961或APISpec5D、ISO3183或APISpec

5L生产的管子。在慎重的情况下,本文件公式和模板能用于其他管子。制造过程中有冷加工的管子

(如冷矫直管)也包括在本文件范围内。本文件不适用于成品管后再进行冷加工的管子,如膨胀管和连

续油管。
管线管和其他管子使用本文件中的性能计算公式时仅限于这些管材用作套管/油管或试验室使

用,并需对其热处理过程、矫直过程和屈服强度等与最接近的套管/油管产品谨慎对应。这些公式用于

钻杆性能计算时也需保持同样的谨慎。
通过输入管子生产制造参数,本文件及其所含公式可计算出ISO11960或 APISpec5CT、

ISO11961或APISpec5D、ISO3183或APISpec5L中管子预期性能。本文件公式计算结果不能理解

为生产过程的保证。制造商根据包括产品尺寸和理化性能的生产规范要求生产石油管材。本文件设计

公式为用户描绘管材性能和井身设计或管子特性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件不是设计规程,它只提供用于下井使用的管子性能计算的公式和模板。本文件不提供任何

关于管子可能会遇到的载荷或者可接受设计所需的安全裕量的指导。用户确定合适的设计载荷和选择

足够的安全系数以进行安全有效的设计。设计载荷和安全系数可基于历史经验、当地法规要求和特定

井况选择确定。
本文件中所有的公式和所列管子性能数据(见附录K和附录L)均假定处于良好环境,材料性能满

足ISO11960或APISpec5CT、ISO11961或APISpec5D、ISO3183或APISpec5L要求。其他环境

可能需要另外的分析,如附录D中所列。
本文件不包括管子接头密封强度和动载荷作用下的管子性能。
本文件中所有的拉伸应力都是正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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