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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浅海石油作业中井控的设计、操作和管理，防止井喷事故的发生，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石油工业安全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胜利石油管理局采油工艺研究院、海洋石油开发公司、海洋钻井公司、井

下作业公司、技术监督处。

    本标准本要起草人 王民轩 张雪梅 陈 俊 李学景 赵希江 张孝友 任清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

SY 6432- 1999

浅海石油作业井控要求

Well control requirements for shallow sea petroleum ope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浅海区域的油 (气)井钻井、井下作业、采油 (气)作业、注水 (气)作业等的

井控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浅海水域内进行的石油作业。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

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SY/C 4807-92 井下安全阀系统的设计、安装、修理和操作的推荐作法

    SY 5053.1-92 地面防喷器及控制装置

    SY 5053.2-91 地面防喷器及控制装置 控制装置

    SY汀 5710-95 测试井口装置性能检验

    SY 5742-1995 石油天然气钻井井控安全技术考核管理规则

    SY/1' 5964-94 钻井井控装置组合配套规范

    SY/T 6120-1995 油井井下作业防喷技术规程

    SY 6307-1997 浅海钻井安全规程

    SY 6321-1997 浅海采油与井下作业安全规程

    SY 6345-1998 浅海石油作业人员安全资格
    海洋石油作业井控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部海洋石油作业安全办公室 1988年11月3日颁发

3 ‘般要 求

3.1 浅海石油作业井控人员应按SY 5742和SY 6345培训持证。

3.2 作业前应制定井控应急计划。

3.3 定期进行井控演习。钻井作业井控应每7天演习一次，井下作业井控宜每7天演习一次，采油

(气)作业井控宜每15天演习一次，并做好记录。

3.4 井控设备的安装、测试、检测、运行等应进行记录并保存。

4 钻井作业

4.1 井控设计

    井控设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全井地层压力梯度、地层破裂压力梯度、浅气层资料、所在区块分层压力数据;

    b)钻井液密度;
    c)井身结构;

    d)对历次开钻的井控装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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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常规防喷措施;

    f)特殊井控要求;

    9)地层压力随钻监测及钻井液密度调整要求。
    井控设计应经甲方授权的技术部门审批。

4.2 井控装置

4.2.1 配套

    井控装置的配套应符合SY 6307-1997中7.2-7.5的规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4.2.1.1 固定于钻井设施上的装置

    a)远程控制台:至少采用电动、气动或其它驱动方式中的一种;

    b)储能器装置:应满足防喷器组合方式为 “环形防喷器+双联闸板防喷器+四通+单闸板防喷

器”时的要求;

    c)司钻控制台;

    d)节流压井管汇:额定工作压力应不低于70MPa;

    e)气体分离器及放空管线:气体分离器额定分离量每分钟应大于50L，放空管线直径应不小于

127mm;

    f)各种连接管线:应防火、防冻。

    上述各装置的技术规范应符合SY/1' 5964的要求。
4.2.1.2 非固定于钻井设施上的装置

    a)防喷器:应按照所钻井的地层压力选用不同压力级别的防喷器。防喷器的组合形式应符合

《海洋石油作业井控要求》中2.3的规定;
    b)分流器:对预测有浅气层的施工井，宜采用分流器;
    c)套管头:施工井均应采用与所用防喷器压力等级一致的套管头;

    d)探井施工应配备综合录井仪。

4.2.1.3 步仁控辅助设施

    a)钻具内防喷工具;

    b井控监测仪器;

    c)可燃气及有毒气体报警装置;

    d)钻井液处理装置;

    e)钻井液灌注装置;

    0重晶石储存罐;

    9)常备防喷物资等。
4.2.2 安装

    井控装置应按工程设计进行安装，做到连接牢固、正规，安全可靠。

4.2.3 检测

4.2.3.1 厂内检测

    钻井井控装置及附件均应进行厂内检测，并获得合格的检测证书后方可使用。

4.2.3.2 现场初次安装试压

    a)宜采用试压泵;使用堵塞器或试压塞进行清水试压;

    b)试验各种装置的耐压值，应以30min压力下降小于0.5MPa为合格;

    c)应对环形防喷器、闸板防喷器、节流压井管汇的每个闸门逐个进行试验;

    d)所有防喷器进行高压试验之前，应作1.4 -3.5MPa的低压试验。

4.2.3.3 过程试压

    钻井施工过程中，应对防喷器定期试压，试压时间为:

  一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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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每次固井后，钻水泥塞之前;

    b)探井正常钻进中每隔一周;

    c)钻开油气层前50m;

    d)局部拆修。

4.2.3.4 试压标准

    a)初次试压宜按额定压力进行试验;

    b)防喷器组安装在套管头上试压时，试验压力不应超过套管抗内压强度的70%，并且环形防喷

器试验压力不应超过其额定压力的50%，闸板防喷器试验压力不应超过其额定压力的70%.

4.2.4 防喷器的活动
    a)闸板防喷器每天活动一次;

    b)全封闸板防喷器在每次起钻后活动一次，或每天活动一次;
    c)环形防喷器每周活动一次;

    d)节流管汇闸门、方钻杆旋塞、钻杆 “内防喷器”每周活动一次。

4.2.5 检查与维护
    应按供方提供的程序执行;外观检查不低于每天一次。

4.3 井控要求

4.3.1 井控制度

    钻井设施上建立的井控制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持证井控操作;

    b)井控设备管理;

    c)钻开油气层申报、审批;

    d)井控操作演习;

    e)井喷显示坐岗观察;

    f)人员值班;

    9)井喷事故汇报;
    h)井控会议;

    1)岗位职责。

4.3.2 井控物资准备
    应符合SY 6307-1997中7.6的规定。

4.4 井控措施

4.4.1钻开油气层前的准备

4.4.1.1应进行井控措施交底。
4.4.1.2 钻井液性能、加重材料、加重钻井液储备应符合设计要求。

4.4.1.3 岗位人员到位。
4.4.1.4 实行申报并经批准。

4.4.2 钻开油气层后井控作业
4.4.2.1 进行地层压力监测。

4.4.2.2 监测溢流。
4.4.2.3 钻进中发现钻速突然加快、放空、井漏、憋跳钻、气测值异常、油气显示等异常，应停钻

观察。

4.4.2.4 发现溢流应关井;关井压力不得超过规定值

4.4.2.5 钻开油气层后，起钻前应进行短起下，下钻后应按规定控制油气上窜速度

4.4.2.6 发现井涌溢流关井后，应逐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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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7 含硫化氢的油气井，在打开硫化氢地层前，应储备防硫化氢材料，作业人员应有防范措施。

4.4.3 关井

应按操作程序执行。

5 井下作业

5.1 井控设计

5.1.1经审批的施工设计书中应有井控设计。
5.1.2 施工前未进行井控技术交底，不允许开工。

5.1.3 施工前应按施工设计备齐井控装置、防喷材料及工具。

5.2 井控装置

5.2.1 井控装置包括:蓄能器泵组、控制台、防喷器组、井口阀组、压井管汇、专用工具等。

5.2.2 井控装置应每年进行检验，并取得有效合格证书。

5.2.3 蓄能器泵组:蓄能器泵组应符合SY 5053.2的要求。

5.2.4 控制台:每座浅海石油井下作业平台设施上应按SY 6307-1997中7.4的要求配备控制台。

5.2.5 防喷器组:

5.2.5.1组合与选型:
    a)组合应有万能防喷器、液动双联闸板防喷器、手动闸板防喷器;组合后应具有半封、全封功

能。

    b)选m应符合SY 6321-1997中6.2.1.5的要求。

5.2.5.2 防喷器应按要求组装试压，应符合SY 5053.1-92中6.2一6.5的要求，试验后应填写试压

卡片。

5.2.5.3 使用钻井平台井口装置井下作业时，防喷器应与井下作业管柱相匹配。

5.2.5.4 防喷装置的管理应符合SY/T 6120-1995中6.1--6.6的要求。

5.2.5.5 对于含硫化氢气体的油气井所用的防喷器组应是防硫型的。

5.2.5.6 防喷器的检查:

    a)防喷器安装井口组合后，应确保开、关灵活可靠，经试压合格后方可施工，并填写记录。

    b)防喷器应每班动作一次，全封闸板防喷器在每次起完管柱后进行检查。

5.2.6 井口阀组:应按施工设计要求配备套管四通和油管闸阀，并试压合格。

5.2.7 压井管汇:

5.2.7.1 压井管汇应不小于防喷器组的额定工作压力，且应为防火型;浅海探井试油时，应符合

SY 6307-1997中7.5.1--7.5.3的要求。

5.2.7.2 宜安装一套自动灌压井液设备，灌压井液管线接在井口上。

5.3井控要求
5.3.1井下作业前，压井管汇应固定可靠并与钻井泵相连，钻井泵组处于完好状态。
5.3.2 压井液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液量储备应不小于井筒容积的2倍。

5.3.3 施工不能连续时，应关闭防喷器，装好油管闸阀并有效固定。

5.4 井控措施

5.4.1 射孔

5.4.1.1 浅海井下作业射孔优先选用油管传输射孔;若采用电缆射孔时，应选用适宜的压井液和安
全可靠的防喷装置。

5.4.1.2

5.4.1.3

5.4.1.4

  — 4

射孔前应对套管、防喷器及油管闸阀按设计要求试压合格。

射孔管柱下完后，应安装油管闸阀并固定可靠后，方可射孔。

起射孔管柱前，应先循环压井液，观察油套管是否有异常现象，确定无异常现象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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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管柱。

5.4.1.5 起管柱时按SY 6321-1997中6.2.2.1一6.2.2.4的要求施工。

5.4.1.6 采用电缆射孔时，按SY/1' 6120-1995中5.1.3--5.1.5的规定执行。

5.4.2 地层测试

5.4.2.1 测试井口装置性能检验和试压按SY/1' 5710的规定执行。

5.4.2.2 地面管汇应采用钢质管线，并试压合格，有效固定。

5.4.2.3 测试过程中应备齐防喷装置，密切观察井口状况，发现井喷预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果断

措施，防止井喷。

5.4.2.4 测试结束后，应先按设计要求压井，循环至进出口液体密度一致，井口无异常时，方可起

管柱。

5.4.2.5 起管柱时按SY 6321-1997中6.2.2.1一6.2.2.4的要求施工。

5.4.3 修井作业

5.4.3.1 修井作业防喷要求按SY 6321-1997中6.2.2--6.2.6的要求实施。

5.4.3.2 使用方钻杆修井作业时，应安装与防喷器额定工作压力相等的旋塞阀。

6 采油 【气)作业

6.1 井控设计

6.1.1 浅海油 (气)井均应安装井下安全阀和封隔器以封闭油管和套管的油流通道。

6.1.2 完井工程设计应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认可后方可实施。

6.2 井控装置

6.2.1 装置

    井控装置包括:井下安全阀、封隔器、排气阀、井口安全阀、采油树、地面控制盘等。

6.2.2 井下安全阀

6.2.2.1 井下安全阀的选择应符合SY 6321-1997中6.1.1.2和6.1.1.3的规定。

6.2.2.2 井下安全阀的下深应按SY/1' 4807-92中2.2 e)的规定确定，并应避开结蜡点位置。

6.2.2.3 井下安全阀人井前要进行外观检查，阀体不应有变形，连接螺纹完好并带有护丝，阀内无

异物。

6.2.2.4 井下安全阀使用前应进行室内开关试验，开关五次，被检安全阀的开启和关闭压力应达到

规定值。

6.2.2.5 井下安全阀使用前应进行室内阀板密封试验:

    a)液体密封试验。试验压力为额定工作压力，试验时间30min以上，泄漏量不超过lOmL/min

为合格;

    b)气体密封试验。试验压力 1.4MPa，试验时间30min以上，泄漏量不超过18L/min为合格。

6.2.2.6 井下安全阀人井前应进行液压系统密封试验。试验压力为额定工作压力，至少观察10min,

若压力稳定后压降不超过试验压力的596，则再观察30min，压力不降为合格。

6.2.2.7 安装过程中液控管线上的各个连接点都应试压。试验压力为额定工作压力，至少观察

lOmin，若压力稳定后压降不超过试验压力的5%，则再观察30min，压力不降为合格。

6.2.2.8 井下安全阀在下井过程中应始终处于打开状态，控制管线内压力应保持在安全阀打开压力

以上，以便观察液控系统的工作情况。

6.2.2.9 在装好采油井口后、坐封封隔器前，应对采油井口压力传递系统试压。试验压力为额定工

作压力，至少观察10min，若压力稳定后压降不超过试验压力的5%，则再观察30min，压力不降为

合格。

6.2.3 封隔器
                                                                                                                  一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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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 封隔器选择应考虑坐封压力、密封上下压差、适应环境工况、解封力等技术参数。

6.2.3.2 封隔器人井前应进行外观检查，钢体、胶筒、螺纹应无损伤变形，坐封剪钉及解封剪钉数

量正确。

6.2.3.3 封隔器使用前应在室内进行密封试验，试验压力应比封隔器坐封启动压力低2MPa，试验

时间lOmin以上，压降不超过试验压力的15%为合格。

6.2.3.4 封隔器坐封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坐封位置应避开套管接箍。按设计要求进行验封。

6.2.4 排气阀

6.2.4.1 选择排气阀时应考虑最小开启压力、额定工作压力、适应环境工况等因素。

6.2.4.2 排气阀下井前应进行外观检查，外表面应无损伤，螺纹完好，锥体与阀杆连接牢固。

6.2.4.3 排气阀使用前要进行室内锥阀密封试验，试验方法按6.2.2.5进行。

6.2.4.4 排气阀使用前应进行液控系统密封试验。试验压力为额定工作压力，至少观察1Omin，若

压力稳定后压降不超过试验压力的5%，则再观察30nun，压力不降为合格。

6.2.4.5 封隔器验封过程中应关闭排气阀。

6.2.5 井口安全阀
6.2.5.1井口安全阀的阀体部分应与采油树其它手动闸阀具有相同的压力等级、通径、连接形式等
工作参数和性能参数。其控制触动器选择应考虑以下技术参数:操作方式、操作压力、适应温度、适
应环境工况、阀杆动作距离、安全开关次数、安全工作寿命、关闭速度等。

6.2.5.2 对于自喷井、电泵井、气举井、水力泵井，井口安全阀应安装在采油树总阀之上的第二个

阀位置;对于地面驱动的螺杆泵井、有杆泵井，井口安全阀应安装在采油树翼阀与输油管线相连的位

置。

6.2.5.3 井口安全阀在使用前应进行开关试验，开关5次，被检井口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关闭压力

和关闭速度应达到规定值。

6.2.5.4 井口安全阀在使用前应进行闸阀稳压密封试验。关闭井口安全阀，泄去井口安全阀下游压

力。在井口安全阀上游承压情况下，观察30min以上，若连续液流量不超过400mL/min或气体流量

不超过0.4m3 /min为合格。

6.2.6 采油树

    对采油树的要求应符合SY 6321-1997中7.1的规定。

6.2.7 地面控制盘

6.2.7.1 对安装有井下安全阀、排气阀和井口安全阀的油 (气)生产井，宜安装地面控制盘对其进

行自动控制。

6.2.7.2 地面控制盘应根据平台动力条件、安装位置、控制井数、操作介质、环境条件等因素进行

选择。其主要选择项目应包括:

    a)材料:应满足强度、疲劳、防腐和环境温度等条件的要求;

    b)控制系统:液压或气压;

    c)驱动方式:手动、电动、气动或液动;

    d)工作压力:控制系统各组件的额定工作压力和最高工作压力不得低于被控安全阀或排气阀的

额定工作压力和最高士作压力;
    e)功能选择;

    f)操作程序;

    9)井口安全阀、井下安全阀及排气阀动作程序延时机构;

    h)控制距离;
    1)地面控制盘的防爆等级;

    J)紧急关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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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温度控制回路 (易熔塞回路);

    1)带有储能器的自动操作的地面控制盘，储能器储存的高压介质应保证补充压力5次以上的能量

储备;

    m)传感器:分析确定可用的传感器，包括热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和液位传感器。

6.2.7.3 地面控制盘应安装在宽敞、明亮、通行方便的安全区内。
6.2.7.4 具备遥测遥控功能的采油平台，控制盘应与自动化系统连接配套，能及时监测井下安全系

统的压力，迅速遥控关闭平台全部油井的井口安全阀、井下安全阀和排气阀;不具备遥测遥控自动化

的采油平台，地面控制盘应在远离井场的逃生口 (飞机坪、救生艇紧急通道口、舷梯口)位置安装紧

急关断装置，以红色醒目标牌标示，确保在紧急撤离时能手动关闭油气井。

6.2.7.5在0类、1类危险区和平台其它易燃易爆区，应安装温度控制回路 (易熔塞回路)，其熔断
温度不大于8010，关断反应时间不大于15s，以确保油气井在发生意外火灾时能实现自动紧急关井。
6.2.7.6 控制盘的控制压力上下限应根据被控安全阀的工作压力范围设置。

6.2.7.7 在连接安全阀之前，所有液、气或电动功能均应按操作程序进行试验。

6.3 检查

6.3.1 井下、井口安全阀应每半年开关试验一次，使其始终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6.3.2 地面控制盘在正常生产期间应每半年进行一次功能检测，使其始终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6.3.3 油井投产前或关井后再次打开前，应检查安全控制系统液控压力，使之保持在安全操作压力

范围内。每次巡井时应检查一次液控系统压力，将检查情况记人采油班报表内。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

理 。

7 注水 (气》作业

7.1 井控设计

7.1.1 注水 (气)井均应安装井下安全阀和封隔器

7.1.2 注水 (气)工程设计应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

7.2 井控装置

7.2.1 井控装置包括:井下安全阀、可洗井封隔器、井口安全阀、采油树、地面控制盘等。

7.2.2 注水井井控装置要求同第6章。

8 级急情况处理

    当发生井喷、管线泄漏、火灾等紧急情况危及平台安全或受到不可抗力破坏时，现场生产管理人

员应按应急计划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