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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 APIRP7G:1998第16版 RecommendedPracticeforDrillStemDesignand
OperatingLimits(1998年12月1日生效,2000年5月勘误)《钻柱设计和操作限度的推荐作法》,包括

其修正案1:2003。
本标准等同翻译APIRP7G:1998第16版。
为便于实际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推荐作法”一词改为“本标准”;
———删除特别通告、API前言和16.8等资料性概述要素;
———图、表依据GB/T1.1—2000的规定排列;
———将国际标准中公式所要解释的符号“=”按国标GB/T1.1的要求改为“———”;
———对纳入正文的国际标准的技术勘误和修正案内容在正文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双线(‖)进行了

标识;
———按GB/T20000.2的要求,在附录B后增加了附录NA参考标准的采标情况;增加了附录NB

英制单位与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换算。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的附录,附录B、NA、NB为资料性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石油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新疆石油管理局钻井工艺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若铭、刘灵、王芳、谭国琼、宋彬、费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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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环境、健康、安全责任和指导方针

  美国石油协会会员致力于不断努力改善作业与环境的适应性,同时经济地开发能源,为消费者提供

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我们认识到我们有责任与公众、政府和其他团体一起共同努力,以环保手段来开

发和使用自然资源,保护雇员和公众的健康和安全。为了担负起这个责任,API成员承诺遵循下列方针

管理我们的业务,这些方针采取风险优先的科学态度和经济有效的管理办法。
● 认识并对公众关于原材料、产品和作业的关心作出反应。
● 经营工厂和操作设备时,加工原材料和产品要保护环境、雇员和公众的安全和健康的。
● 在设计和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时要优先考虑安全、健康和环保问题。
● 与行业有关的重要危害安全、健康和环境的信息应及时通知相关的官员、雇员、顾客和公众,并

推荐保护措施。
● 劝告顾客、运输人员和其他人要安全使用、运输和处理原材料、产品和废料。
● 要经济地开发和生产自然资源,通过有效地使用能源来保护这些资源。
● 通过开展和扶持有关原材料、产品、加工和废料对安全、健康和环境影响的研究来拓展相关

知识。
● 确保减少产生辐射和废物的总量。
● 和其他人或其他部门一起来解决因作业中处理和排放有害物质而产生的问题。
● 参与政府和其他部门制定保护社区、工作场所和环境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 与生产、处理、使用、运输或排放类似原材料、石油产品和废料的其他人或部门分享经验和提供

援助,以此宣传这些原则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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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工业
钻柱设计和操作限度的推荐作法

1 范围

1.1 覆盖范围

本标准不仅包括钻柱组件的选择,而且还考虑了井斜控制、钻井液、钻压和转速,以及其他操作

程序。

1.2 章节覆盖范围

第4、5、6、7章提供了选择钻柱组件的步骤,第8、9、10、11、12和15章是有关可能造成钻柱正常能

力降低的操作限度,第13章包含了旧钻杆和旧油管的分类方法以及其他钻柱组件的识别和检查步骤,
第14章包含了关于井下工具焊接的说明,第16章包含了牙轮钻头的分类方法。

2 参考文献

(其他参考资料详见附录B)。

APIRP5C1 套管、油管的维护和使用推荐作法

APIBull5C3 套管、油管、钻杆和管线管性能的公式和计算

APISpec7 旋转钻井钻柱组件的规格

APIRP7A1 旋转台肩连接螺纹脂检验推荐作法

APIRP13B-1 水基钻井液现场测试标准程序推荐作法

APIRP13B-2 油基钻井液现场测试标准程序推荐作法

ASTM1)D3370 取水样的标准作法

NACE2)MR0175 油田设备用抗硫化应力裂纹的金属材料

以上标准国内采标情况见附录NA。

  1) 美国测试材料协会(地址:100BarrHarborDrive,WestConshocken,Pennsylvania19428)

  2) 美国国家防腐工程师协会(P.O.Box218340,Houston,Texas77218-8340)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抗弯强度比 bendingstrengthratio

旋肩式内、外螺纹旋紧配合时,外螺纹接头最后丝扣啮合处的抗弯截面模数与外螺纹接头顶端外的

内螺纹接头的抗弯截面模数的比值。

3.2 
  倒角直径 beveldiameter

旋转台肩连接接触面的外径。

3.3 
  钻头短节 bitsub

通常两端为内螺纹、用于连接钻头和钻柱的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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