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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了GB/T20657—2006《石油天然气工业套管、油管、钻杆和管线管性能公式及计算》。
本标准与GB/T20657—2006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订了标准名称,明确了该标准适用于套管、油管和钻杆;
———增加了三轴应力屈服设计公式;
———增加了考虑缺欠尺寸的延性断裂强度公式;
———增加了冲击试样加工所需接箍或管体临界壁厚计算公式;
———附录中增加了抗挤毁强度延性断裂公式的更新研究成果。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TR10400: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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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ISO/TR10400:2007中部分公式的推导是在统计基础上由回归

分析方法得到的,公式中的参数(包括有量纲参数及无量纲参数)在从英制向国际单位制转化过程中相

对变化较大,从而导致原公式变形;而且,ISO/TR10400:2007也采用英制单位,因此,本标准同ISO/

TR10400:2007保持一致,此类公式也采用英制单位。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删去了国际标准表头中的数字序号;

b)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和通则。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天燃气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石油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5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申昭熙、王建军、林凯、徐婷、许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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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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给出了各种管材性能必要的计算公式和模板,包括:
———管体性能,如轴向强度、内压抗力和外压挤毁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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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管材性能计算公式,提供了与其发展和使用相关的大量背景资料。
本标准的公式可用于根据ISO11960或APISpec5CT,ISO11961或APISpec5D,ISO3183或

APISpec5L生产的管材,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合适的公式。这些公式和模板用于其他管材时应谨慎。
制造过程中有冷加工(如冷矫直管)的产品也包括在本标准范围内。成品管再进行冷加工的,如膨胀管

和连续油管就超出了本标准的范围。
管线管和其他管材使用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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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计算时也应保持同样的谨慎。
通过输入管材几何、生产工艺及材料参数,本标准公式可计算出ISO11960或 APISpec5CT,

ISO11961或APISpec5D,ISO3183或APISpec5L中管材预期性能。本标准公式计算结果不能理解

为生产过程的保证。制造厂根据包括产品尺寸和理化性能的生产规范要求可生产石油管材。本标准设

计公式为用户了解管材性能提供了一个参考数值,可用于进行井身设计或研究。
本标准不是设计规程,它只提供用于下井使用的管材性能计算的公式和模板。本标准不提供任何

关于管材可能会遇到的载荷或者可接受的设计必须的安全裕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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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基于历史经验、当地法规要求和特定井况

选择确定。
本标准中所有的公式和所列管材性能数据均假定处于良好环境,材料性能满足ISO11960或API

Spec5CT,ISO11961或APISpec5D,ISO3183或 APISpec5L要求。其他环境可能需要另外的分

析,如附件D中所列的那样。
本标准不包括管材接头密封强度和动载荷作用下的管材性能。
本标准中所有的拉伸应力都是正值。

2 一致性

2.1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为使本标准能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经仔细讨论后,在API、ASTM和ANSI准备的相关文件相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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