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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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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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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中海油研究总院、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钻井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玉刚、陈才虎、朱宏武、颜波、李清平、王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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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管疲劳推荐作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立管疲劳分析有关的推荐作法。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类型金属立管的疲劳极限状态评估。然而,8.2中给出的标准设计疲劳系数只

适用于钢制立管。本标准的评估程序适用于按照任何公认规范设计的立管,如DNV-OS-F201。
注1:本标准的目的是表述金属立管承受重复载荷波动的疲劳评估方法,并对DNV-OS-F201推荐的疲劳分析方法

进行补充。见SY/T10049。疲劳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立管有足够的疲劳寿命。计算的疲劳寿命是立管

在制造和作业期间制定有效检测程序的基础。
注2:为了确保立管完成其预期的功能,宜对承受疲劳载荷的每一个代表性的立管进行疲劳评估(如适用,通过详

细的疲劳分析支持)。宜注意立管的任何构件或零件、每一个焊接接头和附件或其他形式的应力集中是潜在

的疲劳裂纹源,宜分别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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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T10049—2004 海上钢结构疲劳强度分析推荐作法

ISO2394:1998 结构可靠性总原则(Generalprinciplesonreliabilityforstructures)

BS7910 金属结构裂纹验收评定方法指南(Guideonmethodsforassessingtheacceptabilityof
flawsinmetallicstructures)

DNV-CN-30.6 海洋结构物的结构可靠性分析(Structuralreliabilityanalysisofmarinestruc-
tures)

DNV-OS-E301 系泊定位(Positionmooring)

DNV-OS-F201 动态立管(Dynamicrisers)

DNV-RP-C205 环境条件和环境载荷(Environmentalconditionsandenvironmentalloads)

DNV-RP-F204:2010 立管疲劳推荐作法(RiserFatigue)

UKDOE:1984 英国能源部 海上设施 设计和施工指南(Offshoreinstallations:Guidanceon
designandconstruction)

3 术语、定义、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腐蚀余量 corrosionallowance
管子或构件壁厚允许腐蚀和(或)侵蚀和(或)磨损所增加的量。

3.1.2 
设计疲劳系数 designfatiguefactors;DFF
安全系数用来增加避免疲劳失效的概率。使用寿命应施加DFF,计算的疲劳寿命应比使用寿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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