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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0217《石油天然气工业 钻井和采油设备》分为两个部分:
———第1部分:海洋钻井隔水管设备的设计和操作;
———第2部分:深水钻井隔水管的分析方法、操作和完整性。
本部分为GB/T30217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采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TR13624-2:2009《石油天然气工业 钻井和采油设备 第2部

分:深水钻井隔水管的方法、操作和完整性技术报告》。
本部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标准名称,将原文名称“深水钻井隔水管的方法、操作和完整性技术报告”改成本部分名

称“深水钻井隔水管的分析方法、操作和完整性”。
本部分由全国石油钻采设备和工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6)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油气钻井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中海油田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钻井研究院、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永维阀门钻件有限公司、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管道工程分公司、中国石油集团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钻井机械研究所、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定亚、杨玉刚、王耀锋、孙娟、颜波、金国林、张洪波、刘洋、高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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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工业 钻井和采油设备
第2部分:深水钻井隔水管的分析方法、

操作和完整性

1 范围

GB/T30217的本部分适用于配置了水下BOP组的移动式海洋钻井装置。GB/T30217的本部分

讨论的钻井隔水管的分析方法适用于GB/T30217.1,这些分析方法的解释参见GB/T30217.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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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0217.1—2013 石油天然气工业 钻井和采油设备 第1部分:海洋钻井隔水管设备的设

计和操作(ISO13624-1:2009,IDT)

APIRP16Q:1993 海洋钻井隔水管系统的设计、选择、操作和维护(Design,Selection,Operation
andMaintenanceofMarineDrillingRiserSystem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蓄能器(用于防喷器) accumulator
液面上部充入气体(例如氮气)的压力容器,在压力下用来储存液压液以操作BOP。

3.2
蓄能器(用于隔水管张紧器) accumulator
液面上部充入气体(例如氮气)的压力容器,来自张紧器供气瓶的高压气体在压力容器气体一侧加

压,供应高压液压液以激励隔水管张紧器液缸。

3.3
气罐浮力 air-canbuoyancy
顶部密闭、底部敞开的气缸产生的气室净浮力给隔水管柱施加的张力,该汽缸在隔水管外面周围形

成一个充气环空。

3.4
环空 annulus
当一根管子在另一根管子内部时,两根管子之间的空间。

3.5
表观重量 apparentweight
有效重量 effectiveweight
水下重量 submergedweight
隔水管在空气中的重量减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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