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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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和完整性技术报告。
本部分为GB/T30217的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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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3624-1: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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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SY/T6917—2012 石油天然气工业 钻井和采油设备 海洋钻井隔水管接头(ISO13625:

2002,MOD)
本部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纠正了文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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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油气钻井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工业井控装置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宝鸡石

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中海油能源发展管道工程钻采管材分公司、河北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进全、范亚民、杨玉刚、刘宝元、陈才虎、任可忍、江雨蓠、金学义、张洪波、

孙娟、孟庆荣、米寿荣、李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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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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范围

GB/T30217的本部分适用于浮式钻井作业海洋隔水管系统的设计、选择、操作和维护。本部分的

目的是供设计人员、系统零部件选择人员以及本设备使用和维护人员参考。本部分依赖于基本工程原

理和海洋操作人员、承包商和制造商积累的经验。
注:这方面的技术突飞猛进,先进的方法和设备层出不穷。鼓励每一位业主和操作人员遵循本部分表述的推荐作

法,并用经证实的其他技术补充这些推荐作法,以便降低成本、提高安全性和(或)可靠性。

宜将海洋钻井隔水管视为一个系统。设计人员、承包商和操作人员应认识到,单个构件的推荐和选

择方式应适宜于该系统的总性能。在本部分中,海洋钻井隔水管系统包括张紧器系统及UFJ或球接头

的顶部连接和下部井口头连接器之间的所有设备,它不包括分流器。并且,GB/T30217的本部分仅适

用于与海底配置的水下防喷器组一起作业。
本部分的第1章~第7章直接适用于大多数浮式钻井作业。8.1和8.4表述了涉及深水钻井和挤

毁的特殊情况。8.2表述了无导向绳钻井所要求的特殊考虑。此外,8.3和8.5表述了寒冷天气条件和

H2S条件下的作业。
重要的是本部分表述的所有隔水管主载荷路径零部件与ISO13625中规定的载荷分类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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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13625 石油天然气工业 钻井和采油设备 海洋钻井隔水管接头(Petroleumandnatural
gasindustries—Drillingandproductionequipment—Marinedrillingrisercouplings)

BS7910 金属结构缺陷验收评定方法指南(Guidetomethodsforassessingtheacceptabilityof
flawsinmetallicstructures)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蓄能器(用于防喷器) accumulator
液面上部充入气体(氮气)的压力容器,用来在压力下储存液压液以操作防喷器。

3.1.2
蓄能器(用于隔水管张紧器) accumulator
液面上部充入气体的压力容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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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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