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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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656—2006《石油天然气工业 新套管、油管和平端钻杆现场检验》。与

GB/T20656—200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6年版的第1章);

b) 增加了“特殊螺纹接头”的术语和定义(见3.1.29),删除了业界无歧义和不符合标准化要求的

术语(见2006年版的4.1);

c) 增加了数据共享相关要求(见4.5);

d) 更改了无损检测人员的认证要求、检测报告签字人员资格等级要求(见7.9,2006年版的8.9);

e) 增加了工作现场文件中对特殊螺纹接头的要求[见8.2e)];

f) 增加了对外露带金属对金属密封特殊螺纹接头的外观检验要求(见10.13.1);

g) 增加了螺纹接头维修的要求(见10.13.3);

h) 增加了外观检验步骤中对密封面外观检验的规定(见10.13.4);

i) 增加了密封面区域缺欠种类的规定(见10.13.5);

j) 更改了端部区域喷砂要求(见12.10.3,2006年版的13.10.3);

k) 更改了管体电磁检测涉及的钢级(见13.3.1,2006年版的14.3.1);

l) 更改了无损检测标样的刻槽宽度,由0.5mm 或更小改为1.0mm 或更小(见13.5.2、

17.5.2,2006年版的14.5.2、18.5.2);

m) 更改了油管和套管超声波检测涉及的钢级(见17.2.3,2006年版的18.2.3);

n) 更改了应采用自动化设备进行全长壁厚检验的钢级(见17.2.4,2006年版的18.2.4);

o) 增加了钻杆对接焊缝的超声波检测要求(见17.9);

p) 删除了钢级分组,用具体钢级替换(见18.5.6~18.5.9,2006年版的19.5.6~19.5.9);

q) 增加了金属密封特殊螺纹接头密封面区域缺欠作为拒收依据的规定(见18.12.1);

r) 增加了金属密封面及台肩区域拒收的准则(见18.12.7);

s) 更改了直度评定要求(见18.14.1,2006年版的19.14.1);

t) 删除了静水压试验要求(见2006年版的第20章);

u) 增加了管子和接箍标记的划分要求(见19.3.5);

v) 删除了不带接头钻杆的标记要求(见2006年版的21.3.6);

w) 更改了钻杆通径规尺寸(见表B.8,2006年版的表A.8);

x) 更改了部分规格套管(除Q125钢级)接箍外径(见表B.17,2006年版的表A.17);

y) 增加了Q125钢级接箍外径要求(见表B.18);

z) 删除了“美国惯用单位制表”及相关公式和数据(见2006年版的附录C)。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15463:2003《石油天然气工业 新套管、油管和平端钻杆现场检验》。
本文件与ISO15463:2003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两个文件之间的结构编号变化对照一览表

见附录A。
本文件与ISO15463:2003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用规范性引用的 GB/T9253替换了 APISpec5B(见第4章、5.2、6.3、8.2、9.2、9.3、10.13、

19.7.1)、GB/T19830替换了ISO11960:2001(见第4章、5.2、6.3、8.2、9.2、9.3、10.10.1、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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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1、12.2、13.3、13.5、第17章、第18章、第19章)、GB/T29166替换了ISO11961:1996和

APISpec5D:2001(见第4章、5.2、6.3、8.2、9.2、9.3、10.10.1、10.12.1、12.2、13.3、13.5、第17章、
第18章、第19章),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的GB/T22512.2(见第4章、5.2、8.2、9.2、9.3、10.13、19.7.1),增加可操作

性,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用规范性引用的 GB/T18052替换了 APIRP5B1(见8.2、表B.1)、GB/T23512替换了

ISO13678和APIRP5A3(见8.2、8.5.5)、SY/T6445替换了APIStd5T1(见8.2、8.7),便于

本文件的应用;
———增加了“特殊螺纹接头”的术语和定义(见3.1.29),满足用户使用特殊螺纹接头油井管的检验

需求,删除了业界无歧义和不符合标准化要求的术语(见ISO15463:2003的4.1.2、4.1.3、

4.1.5、4.1.6、4.1.8~4.1.10、4.1.12、4.1.14~4.1.24、4.1.29、4.1.30、4.1.32、4.1.33、4.1.35~
4.1.38、4.1.42、4.1.44~4.1.47、4.1.51、4.1.52、4.1.54、4.1.55、4.1.57~4.1.70、4.1.72、4.1.73、

4.1.75、4.1.77、4.1.78、4.1.80~4.1.82、4.1.85~4.1.91、4.1.93~4.1.95、4.1.97~4.1.101、

4.1.103、4.1.104、4.1.106~4.1.108、4.1.110、4.1.112、4.1.114、4.1.115、4.1.117、4.1.118、

4.1.121、4.1.123~4.1.131);
———增加了数据共享相关要求(见4.5),为用户共享管柱性能的分析与溯源提供数据支持;
———更改了无损检测人员的认证要求(见7.9),与GB/T19830、GB/T29166保持一致;
———更改了无损检验报告签字人员资格等级要求(见7.9.4),满足现场用户检验要求;
———增加了工作现场文件中对特殊螺纹接头的要求[见8.2e)],满足用户使用特殊螺纹接头油井

管的检验需求;
———删除了ISO10405:2000和APIRP5C1:1999(见ISO15463:2003的9.5.4),以适应我国实际

情况;
———增加了对外露带金属对金属密封特殊螺纹接头的外观检验要求(见10.13.1),满足用户使用特

殊螺纹接头油井管的检验需求;
———增加了螺纹接头维修的要求(见10.13.3),满足用户使用螺纹接头现场维修的需求;
———增加了外观检验步骤中对密封面外观检验的规定(见10.13.4),满足用户使用特殊螺纹接头油

井管的检验需求;
———增加了密封面区域缺欠种类的规定(见10.13.5),满足用户使用特殊螺纹接头油井管的检验

需求;
———更改了端部区域喷砂要求(见12.10.3),以适应技术水平的发展;
———更改了管体电磁检测涉及的钢级(见13.3.1),与GB/T19830保持一致;
———更改了无损检测标样的刻槽宽度(见13.5.2、17.5.2),与GB/T19830、GB/T29166保持一致;
———更改了油管和套管超声波检测涉及的钢级(见17.2.3),与GB/T19830保持一致;
———更改了应采用自动化设备进行全长壁厚检验的钢级(见17.2.4),与GB/T19830保持一致;
———增加了钻杆对接焊缝的超声波检测要求(见17.9),满足钻杆产品检验的需求;
———删除了钢级分组,用具体钢级替换(见18.5.6~18.5.9),与GB/T19830保持一致;
———增加了金属密封特殊螺纹接头密封面区域缺欠作为拒收依据的规定(见18.12.1),满足特殊螺

纹产品的需求;
———增加了金属密封面及台肩区域拒收的准则(18.12.7),保证特殊螺纹密封性能具有足够可

靠性;
———更改了直度评定要求(见18.14.1),与GB/T19830保持一致;
———删除了静水压试验要求(见ISO15463:2003的第20章),该试验内容现场不具备可操作性;
———增加了管子和接箍标记的划分要求(见19.3.5),将该要求集中描述,便于标准使用者区分接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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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子的标记;
———删除了不带接头钻杆的标记要求(见ISO15463:2003的21.3.6),以适应我国的钻杆产品生产

现状;
———更改了钻杆通径规直径(见表B.8),与GB/T29166保持一致;
———更改了部分规格套管(除Q125钢级)接箍外径(见表B.17),与GB/T19830保持一致;
———增加了Q125钢级接箍外径要求(见表B.18),与GB/T19830保持一致;
———更改了附录的性质(见附录C,ISO15463:2003的附录B),以符合GB/T1.1—2020的规定;
———删除了“美国惯用单位制表”及相关公式和数据(见ISO15463:2003的附录C),增加可操作

性,以符合我国的检测设备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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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油

田分公司、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油工程研究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宝
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

油田分公司、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山东永利精工石油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物资供应处、大庆钻探工程公司、西安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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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工业 新套管、油管
和钻杆现场检验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新套管、油管和钻杆现场检验、检测的项目和推荐步骤,规定了油田现场检验常用的

操作方法及技术的要求。本文件还给出了检验人员资质、各种检验方法、操作程序及所用仪器的校准标

定程序、缺陷的评定及已检验的油井管的标识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新套管、油管和钻杆的现场检验与试验,不适用于作为验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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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9253 石油天然气工业 套管、油管和管线管螺纹的加工、测量和检验

GB/T18052 套管、油管和管线管螺纹的测量和检验方法

GB/T19830 石油天然气工业 油气井套管或油管用钢管(GB/T19830—2023,ISO11960:

2020,MOD)

GB/T22512.2 石油天然气工业 旋转钻井设备 第2部分:旋转台肩式螺纹连接的加工与测量

(GB/T22512.2—2008,ISO10424-2:2007,MOD)

GB/T23512 石 油 天 然 气 工 业 套 管、油 管、管 线 管 和 钻 柱 构 件 用 螺 纹 脂 的 评 价 与 试 验

(GB/T23512—2015,ISO13678.2010,IDT)

GB/T29166 石油天然气工业 钢制钻杆(GB/T29166—2021,ISO11961:2018,MOD)

SY/T6445 石油管材常见缺陷术语

3 术语、定义、符号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A-扫描 A-scan
使用水平基线表示声波的传播距离或时间、垂直坐标表示反射波的幅度的数据显示方法。

3.1.2 
安-匝 ampere-turn;A·T
线圈匝数与通过线圈的电流安培数之积。
示例:800A电流通过6匝线圈,即为4800A·T。

注:为磁场强度单位,用以表示线圈的磁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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