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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昌

本文件按照 GB厅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8.4.1, SY.厅 5325-2013 的 8.4.1) ' 

m）更改了“油管输送射孔管柱下井”的规定（见 8.4.2, SY厅 532于一2013 的 8.4.2) ' 

n）更改了“油管输送直井定方位射孔”的规定（见 8.5.1, SY.厅 5325-2013 的 8.5.1) ' 

o）增加了“电缆陀螺定方位射孔”（见 8.5.2) ' 

p）增加了“动力旋转定方位射孔”（见 8.5.3) ' 

q）增加了“重力偏心定方位射孔”（见 8.5.4) ' 

r）增加了“电缆输送动态负压射孔”“油管输送动态负压射孔”“动态负压复合射孔”（见 8.6.1 ～

8.6.3) ' 

s）更改了“安全要求”中“陆上作业”的规定（见 11.1, SY，厅 532子－2013 的 11.1)'

t）增加了“环保要求”（见第 12 章） ' 
u）增加了压力起爆装置销钉及井口加压值计算方法（见附录C)'

v）增加了测井综合解释图与套管放磁资料深度射孔深度校正的内容（见附录F)'

w）增加了定方位射孔方式选取方法、定方位射孔设计书格式和动态负压射孔方案设计书（见附

录G、附录H和附录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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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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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射孔作业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常规射孔作业基本条件、资料准备与录取、作业设计、作业准备、作业要求、质量

要求和安全环保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常规射孔作业及质量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缆输送射孔炮头长 distance of zero mark of WCP 

射孔器上都首发射孔弹上界面至射孔跟踪测量定位仪器记录点间的距离。
3.2 

油管输送射孔炮头长 distance of zero mark of TCP 

射孔器上都首发射孔弹上界面至输送管柱校源：短节标志点之间的距离。

3.3 

动态负压射孔 dynamic underbalanced perfora仙ig

能够在射孔后瞬间降低井筒内压力，形成相对储层压力的负压差的射孔技术。
3.4 

定方位射孔 oriented perfora仙ig

油气井内按设计定方位进行射孔的工艺技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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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乍业基本条件

4.1 作业设备

4.1.1 具备射孔定位测量及控制的地面仪器。

4.1.2 具备完善的深度和张力记录系统的电缆绞车设备。

4.1.3 电缆带压射孔应具备电缆防喷装置。

4.2 井场条件

4.2.1 井场应平坦、无障碍物，停车位置到井口距离不应小于25m。
4.2.2 满足本井作业要求的提升设备。

4.2.3 具备防爆性能的照明设施。

4.2.4 满足射孔施工需要的泵车和罐车和压井液。

4.3 井况条件
｜飞、

4.3.1 井口具备满足井控要求的防喷设岳和工，「同t

4.3.2 射孔作业前，应进行通井和洗井作直t通！嗣贾芥深团应大于射孔吕的层底界2阳或至人工

井底，保证井内畅通无落物。 ./ II I 
4.3.3 井下管柱应内外清洁、无异物、 范 和无j损伤？罩在持台施工要求，螺纹连接处密封良好。

4.3.4 射孔井筒内射孔顶界以上液面高!ri 曾在施工设计要求。

5 资料准备和录取

5.1 资料准备

5.1.1 基础资料

5.1.1.1 施工单位收到射孔通知单 （参 uW J~J；斗下内容：
a）井身结构、井斜、人工井底、 套补距、套” 指型号 d外径、壁厚、钢级）和水泥返高 g

b）射孔层段、厚度、完井液类型及窑贾和平夜l深 ·-;---

c）射孔目的层温度和压力，有特殊要求的应另详细注明，

d）射孔深度所依据的测井综合解释图及测井日期，

e）射孔工艺类型、射子l，器型号、孔密、相位、布孔格式和射孔方位角，

η 水平井（或大斜度井）应注明最大井斜度及对应深度、射孔层段的垂直深度，

g）其他与射孔相关的参数可以根据油田或本井的具体情况提供。

5.1.1.2 根据射孔通知单的作业内容，准备以下资料：
a）测井综合解释图，

b）套管放磁资料 g

c）井身结构和井眼轨迹资料。

5.1.2 定方位射孔资料

施工单位收到射孔通知单时，除了按 5.1.1 的规定内容核实外，还应核实全井段井斜和方位。

2 



5.1.3 动态负压射孔资料

按 5.1.1 的规定核实外，还应核实以下内容 z

a）地层：渗透率、孔隙度和声波时差，

b）射孔器：长度、外径和射孔弹型，

SY/f 5325-2021 

c）开孔器：动态负压射孔机械式开孔器型号，动态负压复合射孔延时开孔器型号，动态负压射

孔测试工具型号，

d）降压仓：长度和外径，

e） 开孔弹开孔器：长度和外径。

5.2 资料录取

三 电缆输送射孔调整值、射孔厚度、射孔枪长度和射孔

5.3 曲线资料

6 作业设计

6.1 射孔方案设计

6.1.1 根据施工要求、井身结构、射孔目的层的温度和压力参数，选择相适应的射孔器材，耐温性能
应满足SY.厅 6163 的相关要求。

6.1.2 根据射孔通知单内容编制射孔计算图表，填写相关内容和数据 ，数据计算应准确并建档保存。

6.1.3 根据该井工程、地质设计和工艺要求编写射孔工艺方案设计书。

6.1.4 对于井眼轨迹异常点，如狗腿度、 套管形变、 井眼变径等，应在射孔计算图表或射孔工艺方案

设计书中注明。

6.1.5 根据施工井射孔工艺要求、井深和井身结构、井身轨迹参数，选择起爆方式和起爆装置类型。

压力和压差起爆装置销钉数量及井口加压值的计算参见附录C。

6.1.6 数据计算和图表填写应执行计算、校对和审核三级检查，并签字。
6.1.7 根据射孔计算图表或射孔工艺方案设计书编写射孔应用图衰，内容如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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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填写射孔器材装配收发清单：井号、日期、弹型、总射孔弹数、孔密、相位、布孔格式、枪

型和数量等，

b）编制射孔现场装配图袭。
6.1.8 射孔计算图表和射孔应用图表参见附录D，射孔工艺方案设计书内容参见附录E。

6.1.9 射孔参数的计算按照附录F的规定执行。

6.2 定方位射孔方案设计

6.3 动态负压射孔方案设计

6.3.1 电缆输送动态负压射孔

6.3.1.1 根据用户要求确定最小有效负1值和
6.3.1.2 根据射孔井段、射孔厚度和射长呵’

枪长、机械式开孔器和降压仓组合。
6.3.1.3 其他设计内容按照 6.1 的相关规定如1

6.3.2 油管输送动态负压射孔 | >

6.3.2.1 根据用户要求确定最小有效负J值和负~~：持’如、

6.3.2.2 根据最小有效负压值和负压差持续时间设计射孔目的层段降压仓的长度，并按“降压仓标称

长度不小于设计长度”的原则选择降压仓，降压仓的位置一般应均布于射孔层段的两端。

6.3.2.3 根据最小有效负压值设计和负压差持续时间计算降压仓开孔弹的数量，开孔弹的装配位置一

般均布于降压仓有效长度之内。
6.3.2.4 其他设计内容按照 6.1 的相关规定执行。

6.3.3 动态负压复合射孔

6.3.3.1 电缆输送动态负压复合射孔

6.3.3.1.1 根据用户要求，确定最小有效负压值和负压差持续时间。

6.3.3 .1.2 根据射孔井段、射孔厚度、射孔长度和压裂火药有效作用时间，考虑施工效率，优选出单

次射孔的射孔弹、压裂火药数量、射孔枪长、延时开孔器和降压仓组合。
6.3.3.1.3 其他设计内容按照 6.3 . 1 的相关规定执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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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2 油管输送动态负压复合射孔

6.3.3.2.1 根据压裂火药有效作用时间计算开孔延时时间，选用相适应的延时开孔器。 延时时间应不

小于压裂火药有效作用时间。
6.3.3.2.2 其他设计内容按照 6.3 .2 的规定执行。

6.3.4 射孔方案设计书

综合油井基本数据、基本参数和计算、设计结；果，形成动态射孔方案设计书，格式参见附录I。

7 作业准备

7.1 陆上作业准备

7.1.1 基础准备

井下仪器和配套设施。

核对作业井的有关数据、用户方提供

套管内径、人工井底、通洗井情况和

7.1.2 定方位射孔施工准备

7.1.2.1 领取资料

领取射孔通知单、射孔施工设计、配炮单、放磁曲线图、测井综合解释图及井眼轨迹数据。

7.1.2.2 领取仪器及器材

按施工方案设计检查、领取下井仪器及器材。 主要器材如下 t
a）油管定方位：定方位短节、定位起爆装置、陀螺方位测量仪 g

的电缆陀螺定方位 z 定位支撑体、导向捕捞头、坐封工具、捕捞筒、陀螺方位测量仪 g

c）动力旋转定方位 z 动力旋转定向系统、地面控制面板，

d）电缆重力偏心定方位 z 偏靠器、隔离接头和旋转接头，

e）油管重力偏心定方位 z 起爆装置、偏靠器和旋转接头。

7.1.2.3 领取火工晶器材

按配炮单内容，领取施工用火工晶器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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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4 其他准备工作

按 7.1.1 的相关规定执行。

7.1.3 动态负压射孔施工准备

7.1.3.1 器材领取

7.1.3.1.1 电缆输送动态负压射孔按施工设计领取机械式开孔器、降压仓。
7.1.3.1.2 油管输送动态负压射孔按施工设计领取开孔弹开孔器、降压仓。

7.1.3.1.3 动态负压复合射孔按施工设计领取延时开孔器、降压仓。
7.1.3.1.4 有射孔压力测试要求的作业项目，领取 P'-T 测试仪。

7.1.3.1.5 通用器材领取按 7.1. 1 与 SY 5436 的相关规定执行。

7.1.3.2 其他准备工作

按 7.1.1 的相关规定执行。

7.2 海上作业准备

除执行 7.1 规定外，还应执行以下规定 ，

a）吊装拖撬前，射孔队队长了解开平台

体或分体吊装，

b）吊装拖撬时应有专人指挥吊车，

c）在不使用拖撬旋转底座时，应市
d） 井口装置的安装按SY.厅 5600

e）操作工程师了解有关井身结构

η 操作工程师应对地面系统进行阳

8 4乍业要求

8.1 射孔器材检查、 装配和连接

8.1.1 射孔器材的质量应符合 SY厅 6163 的规定。

和拖撬的摆放位置，然后决定采用整

固，

8.1.2 组装射孔器前，射孔施工操作人员应确认射孔装炮收发清单和射孔器材有关技术参数，并将射

孔弹编码记录在案。

8.1.3 射孔器材外观检查。 聚能罩应无松动、无污物 g 无枪身射孔弹壳应无损伤、无破裂 g 导爆索外

皮应无砂眼、无破裂、无扭曲和无挤压形变等质量问题，射孔枪螺纹、密封面、密封圈和其他配件等

外观质量应达到使用要求，装配时，密封部位应均匀涂上密封脂或润滑脂。

8.1.4 装配式射孔器时，应按照射孔器装配设计自下而上进行装配，对射孔枪和弹架进行同步统一编

号，组装好的射孔器按下井顺序编号摆放，射孔队负责人应监督检查。

8.1.5 射孔弹应装配到位，固定牢靠，导爆索与射孔弹传爆部位之间应紧密接触，导爆索不应发生扭

曲和损伤。

8.1.6 切割导爆索应采用专用切割工具或单面刀片：进行，其端面与导爆索轴线成 90° ，导爆索端头药

柱不应散落。

8.1.7 导爆索与传爆管或雷管对接时，药面要紧密接触，用专用锁紧钳锁紧传爆端口。传爆管端面应

低于连接接头对接端面 Orum ～ 2rnm g 使用扶正管时，传爆管端面应低于扶正管端面Orum ～ 2r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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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连接电雷管时，应先将雷管导线与点火线连接，然后再与导爆索连接。

8.1.9 盲孔射孔枪装配时，射孔弹射孔方向应与射孔枪上的盲孔对正到位，锁紧定位固定件。

8.2 电缆输送井口无压射孔

8.2.1 射孔器材的装配按 8.1 的规定执行。

8.2.2 连接电雷管前，射孔队负责人和操作工程师应核对射孔器顺序编号。

8.2.3 连接电雷管引线之前，应关闭仪器上的所有电源，点火线对地放电后才能与电雷管引线

连接。
8.2.4 上提和下放电缆速度不应大于 800仇n/h ，如果井内压井液密度大于 1.4g/cm3，速度不应大于

3000m/h s 运行速度应均匀 g 发现遇阻或遇卡，应及时停车，防止电缆打扭和打结。
8.2.5 电缆输送射孔磁性定位器校深和跟踪定位要求：

a）跟踪射孔深度依据射孔井段附近的特殊套管短节深度，或者其中相邻套管长度之差大于
0.5伽套管接箍深度点来进行确定，否则应采用放磁组合校深方法来进行确定 g

的根据射孔通知单中的射孔层盹哺孔工艺要求和射孔枪的长度，对射孔井段进行分段，选定

标准接箍，根据计算公式计算层的捆整值，在射孔计算图表中标注各目的射孔层段的调

定值之差应在 ±0.15m之内，

c）伽马校深测量：以不大于ω阳山的速度测量伽马曲线。
8.2.8 跟踪定位方法如下：

a）将仪器与射孔器下放到指定的起测点进行下放或上提测量，实测跟踪调整值与设定的调整值
之间的误差应控制在 ±0.IOm之内，跟踪测量速度不应大于 150臼n/h I 

b）每一条跟踪定位点火曲线，最少应有二根完整套营的三个接箍曲线和点火线$对零点火时，
深度误差应控制在 ±0.IOm之内。

8.2.9 在点火起爆射孔之前，射孔队负责人、操作工程师对自的射孔层段、深度数据核实无误后，射

孔队负责人发令，才能进行起爆操作。

8.3 电缆输送带压射孔

8.3.1 射孔器材的装配按 8.1 的规定执行。

8.3.2 现场作业按SY!f 6751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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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油管输送射孔

8.4.1 起爆装置的核实和装配

8.4.1.1 起爆装置的保管和使用按照 SY 6350 的规定执行。

8.4.1.2 起爆装置的组装应在现场进行，由专人设计和操作，射孔队负絮’人监督检查。

8.4.1.3 压力和压差起爆装置剪切销钉数量，应由操作工程师计算和射孔队负责人审核确定。

8.4.1.4 核对装箱清单，检查所有配件质量，无误后才能组装。

8.4.1.5 起爆装置应依据说明书中提供的技术要求和组装程序，按设计要求进行组装，压力和压差起

爆装置剪切销钉以对称方式装配。

8.4.2 j由管输送射孔管柱下井

8.4.2.1 校深标志短节以下所有管柱长度的测量和计算，应由射孔队负责人、操作工程师和用户方现

场负责人共同进行，其单根管柱长度的测量精度为 Imm。

8.4.2.2 射孔队负责人和用户方现场负机垦对校深标志短节以下铀的人井过程进行监督，并对入
井管柱数据进行记录。

8.4.2.3 射孔施工中的有关技术参数应由鄂西a队负Uf".A.－；－嗨作王程师和用户方负责人分别计算，三人

计算结果一致，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 II I 
8.4.2.4 装配好的射孔器，射孔管柱两端应囊上配在护堂？噎拜口对接时才能拆卸护丝。

8.4.2.5 射孔管柱抢在井口对接前，应1查连按实中上下传爆管和扶正组件，合格后进行对接。

8.4.2.6 提升短节与射孔枪要上紧，井对接射孔管柱时，施工天车应下移至无负荷，保证旋转时提

升短节不被倒扣。

8.4.2.7 射孔枪在井口对接时，不应胡耀娴应酬耐逐根睐。
8.4.2.8 投翩翩置与机器的对接脚手 i卡，向啡装置与射孔器之间应串接安全隔离装
置或不小于2m长度的安全枪。
8.4. 

面迸行对接。地面对接时，射孔器下部幢先安装剑坠隔续置』 再安装压力起爆装置组件。慢速上提

和下放入井，避免发生碰撞。

8.4.2.10 下放钳制，应打开井口放耐汁？有摄脯，速度应控制在 300m/h 以内，吊卡坐
放井口时应轻放轻捷，不准许墩钻、猛提、猛放 g 不应旋转井下管柱。

8.4.2.11 油管输送射孔，协作方作业队应按照设计深度要求下入作业管柱，其误差应控制在 ± lOm

以内。

8.4.2.12 油管输送射孔作业管柱中需要充填压井液时，应采用无压充填方式进行，每下十根管柱充

填一次，充填至设定的液柱高度。

8.4.2.13 油管输送射孔施工过程中， 需要进行压井液替换、循环洗井和井下液桂高度调整等操作时，

应在射孔器定位到射孔目的层后才能进行。
8.4.2.14 油管输送射孔施工时，射孔管柱下到预定深度开始计时至起爆时间宜控制在SY/T 6163 中

射孔弹耐温指标范围内。

8.4.2.15 油管输送射孔作业现场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D。

8.4.3 校深测量方法

8.4.3.1 校深方法和调整值的计算按照附录F 的规定执行。

8.4.3.2 射孔系统下到预定深度后，进行校深测量，测量出油管校深标志短节，测量深度不应超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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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校深标志短节以下加～ l恤，其下放测量速度应小于80阳山。

8.4.3.3 当输送管往中连接有测试工具、循环阀和安全阀等组件时，井下仪器底都不能超过循环阀组

件顶部以上 5m深度位置。
8.4.3.4 校验和计算出油管校深标志短节底界深度后，调整射孔管柱深度，误差应控制在 ±0.2m

之内，用户方现场负责人和射孔负责人应监督协作方作业队按确定的调整值调整管柱。

8.4.4 激发起爆方法

8.4.4.1 压力延时起爆射孔加压时，井口加压值可高于设计值2阳a ～到仇，但不应超过施工井的

额定安全压力值。

8.4.4.2 撞击起爆射孔投棒后，关闭井口阀门，关闭现场噪声源。

8.4.4.3 射孔器起爆时，应按照射孔队负责人指令操作，并正确判断射孔器起爆情况。

8.4.4.4 采用撞击起爆射孔时， 如果不能确定起爆装置是否起爆，应首先调整井内液柱压力，使目的

层段呈现平衡压力或正压状态后打捞出投棒，然后才能起出射孔作业管柱。

8.5 定方位射孔

8怠1 油管输送直井定方位射孔

8.5.1.5 

8.5.1.6 

8.5.1.7 

8.5.1.8 

8怠2 电缆陀螺定方位射孔

8.5.2.1 下捕捞筒清洁井筒，施工按SYff 5299相关规定执行。

8怠2.2 组装电缆坐封工具。

8怠2.3 检查、连接定位支撑体。

8怠2.4 将坐封工具下井并在设计位置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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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5 测量定位支撑体内定位键方位。陀螺方位测量仪应安装扶正器，以保证仪器在井内居中。 测

量要求按 8.5. 1.4 的规定执行。反复测量三次，取平均值作为射孔器方位调整依据。
8.5.2.6 按照 8.5.1.1 的规定装配定向射孔器。

8.5.2.7 定向射孔器下端连接导向捕捞头并用定位键固定。 导向捕捞头定位键槽和射孔方向之间的夹

角根据支撑体定位键方位和射孔方位的差值进行调整并固定（误差不大于 3• ）。
8.5.2.8 射孔枪串下井过程，绞车速度不应大于4000呐，运行速度应均匀。

8.5.2.9 校深采用磁定位跟踪记录，测速小于 1500m/h。 射孔枪串遇阻后核对磁定位仪深度，如果深

度与设计位置不一致，解封打捞定位支撑体，并重新释放。

8.5.2.10 点火起爆定向射孔器。 若出现瞎火现象， 在安全拉断力范围内上提电缆，解封定位支撑体。

起出射孔枪串。 查明原因后，方可重新施工。
8.5.2.11 解封定位支撑体。

8.5.2.12 测量射孔检查曲线。

8.5.3 动力旋转定方位射孔

8怠4 重力偏心定方位射孔

8怠4.1 按照 8.5.1.1 装配定向射孔器。

8怠4.2 定向射孔器上端连接隔离接头，并用定位键固定。

8怠4.3 连接上、下偏靠器，调整偏靠器中轴面与射孔方向之间的夹角与射孔设计夹角相同，并用定

位键固定。

8.5.4.4 旋转接头注油并检查旋转灵活性。
8怠4.5 出现瞎火现象时，采用油管输送，按照 8.5. 1.9 和 8五1.10 的规定执行，若采用电缆输送，起

出射孔枪串，查明原因后，方可重新施工。
8怠

8.6 动态负压射孔

8.6.1 电缆输送动态负压射孔

8.6.1.1 施工操作参见附录I 中推荐的动态负压射孔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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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2 检查机械式开孔器和降压仓质量：螺纹、密封面、密封圈等外观质量应达到使用要求。

8.6.1.3 将机械式开孔器、降压仓的密封部位均匀涂抹润滑脂，按照自下而上的顺序连接枪尾、降压

仓、机械式开孔器、射孔器等。

8.6.1.4 需要射孔压力测试时，连接P-T测试仪并进行测试操作。

8.6.1.5 在起吊射孔器时，应安装保护电缆马笼头的装置。
8.6.1.6 其他射孔操作程序按照 8.2 的规定执行。

8.6.2 油管输送动态负压射孔

8.6.2.1 施工操作按动态负压射孔方案设计书中推荐的动态负压射孔方案进行。
8.6.2.2 有射孔压力测试要求的作业项目 ，连接 P--T测试仪并进行相关操作。

8.6.2.3 其他射孔操作程序按照 8.4.2 的规定执行。

8.6.3 动态负压复合射孔

8.6.3.1 施工操作按动态负压射孔方

8.6.3.2 检查延时开孔器和降压仓质

8.6.3.3 将延时开孔器、降压仓的密封部位均匀搭抹润滑胎司按照自下而上的顺序连接枪尾、降压

仓、延时开孔器、复合射孔器等。 ~ II I 
8.6.3.4 有射孔压力测试要求的作业项羽’连锁~Pl怪调读仪科韭行相关操作。

8.6.3.5 其他射孔操作程序按照 8.6. 1, 1 8.2租.,8：＂ 的规定执行。

10 质量要求

所需火工晶器材。

方做好记录并签字。

，应及时回收，交还收发部门。

9 火工品的领取和交还

9.1 火工品管理、使用和领取人员应

9.2 火工晶领取人员持有效射孔器材

9.3 领取和交还火工晶应当面核实清

9.4 所有因施工失败造成的报废和滞

10.1 施工过程中，录取的各项资料和数据齐全准确，记录要完整。

10.2 单次下井射孔弹发射率不低于95%，如果单次发射率低于95%，应进行补孔作业。发射率计算

方法见公式（ 1) : 

F主×l仪)0,1(。
£马

、
‘
，
，

·
·
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z

r一一射孔弹发射率，以百分数表示（则，

αl一一实际发射射孔弹数， 单位为发，

ai·一一实际组装射孔弹数， 单位为发。

10.3 射孔施工后，质量达到设计要求的井为射孔合格井。

10.4 射孔施工后，出现下述情况之一者为射孔不合格井 ：

a）发生误射孔（射孔器射孔深度位置与设定的射孔深度位置之差的绝对值超过了规定的值，即

电缆输送射孔规定值为 0.2m，油管输送射孔规定值为 0.4m）、井口爆炸和中途爆炸等工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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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事故，

b）射孔施工中造成井下落物且打捞失败而影响油（气）井投产。

11 安全要求

11.1 陆上作业

11.1.1 射孔火工器材的储存、运输和使用应符合SY 5436 的规定。

11.1.2 射孔施工人员应持有效作业许可证才能上侯i操作， 并穿戴防静电劳动保护用晶。

11.1.3 射孔施工全过程中，应设立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 g 并用安全警示带设置作业警示区域，非本

专业作业人员不应进入作业警示区域内。

11.1.4 在井口开放的情况下，不应进行负压条件下的电缆输送射孔施工作业。

11.1.5 射孔作业时，修井作业方应在作业井井口安装防喷装置。

11.1.6 检测电雷管的电阻值时，应使用专用雷管衰，并将笛管置于笛管检测筒内进行检测。

11.1.14 

11.1.15 

11.1.16 

11.1.17 

射孔火工器材的装配应按操作啤温it使用专用工具进行操作。

11.1.18 遭遇到六级和六级以上大风、

11.1.19 射孔作业宜在白天进行，夜间

11.1.20 电起脚工全过程中，胸前程动时~阳明贡，通信设备的使用应执行GB 6722 的
相关规定。

11.1.21 在电缆输送射孔过程中，应有专人观察井口，如发生异常现象（井涌、溢流等）应立即停止
施工，并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11.1.22 所有点火未起爆的电雷管和起爆装置中的撞击雷管不应再次使用，应单独存放在防爆箱内，

及时交还。

11.1.23 现场施工人员不应私自销毁剩余和报废的射孔火工器材。
11.1.24 射孔施工完成后，装配操作人员清点所有射孔火工器材和其他配套器材，射孔队负责人核对

无误后签字认可。

11.2 海上作业

11.2.1 执行 11.1 的规定。

11.2.2 施工人员应通过培训取得“海上求生、救生艇接操纵、平台消防、海上急救”培训证书。 如

需乘直升飞机，还应取得相应证书。

11.2.3 船舶运输射孔火工器材时，应采取固定和防潮防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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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电缆输送射孔器在与仪器对接前至射孔器下放到海底泥面以下和上提到海底泥面之前，应将

集电环电缆缆芯断开并与地线短路。

11.2.5 在钻井平台上，装有射孔火工器材的保险箱应存放在远离生活区的专用释放架上，并有浮标

装置。

11.2.6 施工人员上下平台时应穿救生衣 g 吊装设备时应有专人指挥，手势规范，不准i午在吊架下

停留。
11.2.7 施工人员应遵守钻井平台安全规定，不准许私自动用平台上的安全设备， 熟悉紧急情况时的
逃生路线和应急职责。

11.2.8 遭遇火灾、硫化氢和有害气体溢出或井喷等事件时，应服从钻井平台经理的统一指挥，及时

将射孔火工器材转移到安全区或撤离钻井平台。

11.2.9 射孔施工全过程中，停靠在平台附近的船只应保持无线电静默。

12 环保要求

12.1 射孔施工前，应做好环搅保护基础工作h 严格执行射孔施工设计规定的环保作业方案和措施。

施工班组应检查作业队准备的井口围幢h暑漉槽:11底浪比t设的防渗布是否满足环保要求，确保井
内溢出的流体能顺利流到排液坑，做到本道主圃i工时捕、水怀落地。

12.2 收集施工过程中外溢的钻井液、完＃穰和调阻卢巫应嚣染井场。

12.3 从井内起出的枪身应放在联炮区阳防兽般f'；避免原油落地，污染井场。

12.4 动态负压射孔时，应准备专用接幢市了 防止油水落地。

12.5 若发生环境突发事件，启动环境去雀

且6 施工结束后，如有翩翩翩阳， F!:ilmt也趾产生的废弃物全部回收处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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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孔通知单见表 A.I.

井场地理位置

用户方单位名称

油 区

依据的和l井曲线名称

附录 A

（资料性）

射孔通知单

表A.1 一一一一一井射孔通知单

测井日期

并况信息． 队、
钻井深度 g主

：：！！－）丁
. 射孔枪型

人工井底 g主 m 射孔弹型

套管深度 g主 射孔液甲4 )I.- gjcml 射孔孔密

套管外径 m皿 液面深t(/ m 相位角

套管壁厚 m皿 射孔液帮厦
' 11「 飞 h · s 布孔格式

套管钢级型号 g主 r /II r、
目的层烛 ’ , 

套补距 g主 ℃ 

作业工艺 1. 电缆输送 ： 也2. d~ιJ 口， 3 其他：
射孔层段 并u~轨迹数据

序号 层位
厚度

顶界深度 底界深度 并斜度 垂直深度 g主

m m ( · ) m 

1 

2 
3 

. . 

填表人 审核人 批准人

备注：

14 

年 月 日

射孔樵材倍，息

孔／皿

. 

口$

孔密
孔数 说明

孔Im

填表日期 年月日



附录 B

（资料性）

射孔测量曲线图头内容

B.1 电缆输送射孔定位曲线图头见表 B.1 。

表 B.1 电缆输送射孔定位曲线图头

服务公司名称

地面射孔系统名称或型号

施工项目名称 深度比例

井名
h、、

射孔枪型

国家 l ＇』 弹型

省／市 飞 在rn

油区 / J • 装弹总数

套管程序 v 点火方式

, 

If 
、

人工井底 国 施I 队

射孔液密度 r fc 坦 门 队 医

射孔液液面深度 I I 回 如斗程师
> ，．圃’

射孔层段 自 国 施工 自期

本次射孔序号：

顶界深度 底界深度 标准接箍深度 炮头长 深度校正值 上提值

m m g主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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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皿

发

口停车点火 口自动点火

年 月 日

孔密 装弹数 射孔枪身长度

孔／皿 发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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