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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U 昌

本标准按照 GB/T 1. 1 -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给出的规则

起尊。

本标准代替 SY / T 63侃一1997 《油田爆破器材安全使用推荐作法》，与 SY／丁、 63（池一1997 相比，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一一一修改了范罔（见第 1 章； 1 997 年版的第 1 带）；

一一－修改了舰也性引用文件（见第 2 章 ； 1997 年版的第 2 章〉 ；

一一－修改了总则（见 3. 4) ; 

一－增加了现场安全规程（见 4. 3. 1 ' 4. 3. 1. 8' 4. 4. 4. 1 • 4. 4. 4. 4. 4. 4. 5. 3' 4. 4. 6. 1' 

4.5.2.3 , 4.5.2.4, 4.5.4.1, 4.5.4.2 , 4.5.5.2, 4.5.5.6. 4.6.4); 

一一增加了地面设备（见 5. 12) ; 

－一一增加了井下设备〈见， 6. 3. 3. 6. 6' 6. 7); 

一一修改了现场安全作业规程（见 4. 3. 1. 6. 4. 4. 1. 2' 4. 4. 3. 2. 4. 4. 4. 5' 4. 4. 6. 4' 4. 5. 3. 1' 

4. 5. 3. 4; 1997 年版的 4.3.1.5, 4.4.1.2, 4.4.3.2 . 4.4. 4, 4.4. 6.4, 4.5.3 . 4.5. 3.2) ; 

一一修改了井下设备（见 6. 3. 1; 1997 年版的 6. 3. 1) ; 

一一－修改了人员地划｜｜ 〈见， 7. 2, 7. 3 , 7. 4; 1997 年版的 7. 1. 1 ' 7. 1. 2' 7. 1. 3' 7. 2 ' 7. 3) ; 

一一删除了现场安全作业规程〈见 1997 年版的 4. 5. 6. 3' 4. 5. 6. 6' 4. 6. 1, 4. 6. 1. 1, 4. 6 . 1. 2' 

4. 6. 1. 3' 4. 6. 1. 5 . 4. 6. 1. 6); 

一一删除了地丽设备（见 1997 年版的 5. 5. 2, 5. 7. 5); 

一一删除了井下设备（见 1997 年版的 6. 6) .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 APT RP 67 : 2007 《油田爆破器材安全使用推荐作法》。

本标准与 API RP 6 7: 2007 相比在结构上有调整，附录 A 中列出了本标准与 APT RP 67 : 2007 

的举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与 API RP 67 : 2007 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

白位置的垂直单线（｜ ）进行了标示，附录 B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

本标准还做出了下3月j编辑性修改 ：

一一增加了单位换算，将英制单位转换为 GB 3101 和 GB 3102 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 ；

－一删除了 API RP 67: 2007 中与本标准主题内容无关的内容，包括标准扉页、“特别声明”、

“API 前言”，以及某些仅作为信息参考的“1 1 用文件” ；

一一删除了 API RP 6 7 : 2007 的第 2 章“Normative References，， 。

本标准由石汹工业安全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Ll 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油气工艺研究院、长庆油田分公

司安全环保处、长庆油田分公司安全环保监督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毛怀新、曾亚勤、朱国君、 马宏发、张璇、周立辉、李岩．

n 



油田爆破器材安全使用推荐作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油气勘探开发生产中爆破器材安全使用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油气井筒内的爆破器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SY /T 630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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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日期的寻｜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革民）适用于本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 2702 ；爆炸品保险箱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SY 5436 石油射孔、井壁取心民用爆炸物品安全规程

SY 6355 石油天然气生产专用安全标志

SY/ T 6631 危害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推荐作法

3 总则

3. 1 概述

作业公司和（或） 专业服务公司可以建立适合于它们特定情况的更严格的附加政策或方法步骤。

3.2 人为因素

引起爆炸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失误。长期按一定规则使用爆破器材的工作人员应戒除自满情

绪，在操作过程中应按要求的步骤进行。 要防止爆炸事故的发生，就应执行规定的办法。

3.3 工作态度

所有工作人员以及他们各自的公司都应对安全使用油田爆破器材做出承诺。

3.4 新技术开发应用

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可改善员工的安全作业条件、提高工作效率，在本标准中没有对此内容作特殊

规定和解释。 新技术成果在应用前应进行安全设计论证，经公认检测机构对其潜在风险、 后果进行有

效验证和严格审查。 新技术施工操作前专业服务公司和作业者应进行协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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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场安全规程

4.1 概述

本意讲述爆破器材运输、 井场拆装、处置和操作爆破装置的规程、方法和l步骤。其中包括基本作

法、电缆输送式射孔作业、油管输送式射孔作业及特殊爆破装置。

4.2 运输

爆破器材运输应遵守 SY 5436 中的规定。榄外施工应遵守所在国相应法律规定。

4.3 基本作法

4. 3. I 到这井场

4. 3. 1. I 人员

专业服务公司到达井场后应指派爆炸品使用负责人。爆炸品使用负责人与现场作业人员、井队长

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沟通、协商后为现场爆破作业建立安全可控的作业环境 。

4. 3. 1. 2 井场隐患辨识

对爆破作业的井场进行危害和隐患辨识，并illtl定和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见 SYIT 6631. 

4. 3. 1. 3 吸烟区、日月:k

应标明指定吸烟区和火种存放地点。除在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外 ， 其他地方严禁吸烟。 火种应存放

在指定的区域内。除非安装了适当的辐射热隔板，否则在距离爆破器材操作现场 15m 以内不允许使

用明火或有产生明火的装置存在。

应查明相关的操作规程中对明火与爆破器材操作现场之间距离的规定， 一般情况下其距离应在

15m 以上。

4. 3. 1. 4 爆破器材临时储存

如果要求将；爆破器材l临时储存，应建立指定的存放地点、设施 ， 并按规定执行。 这些存放区域应

远离热肃、、撞击和振动危害以及生活区，其距离可根据相应的操作规程或爆破器材生产厂家、专业服

务公司的规定确定，应取其最大的距离。

4. 3. 1. 5 井场爆破器材的存放和标记

运到井场的爆破器材应按照 GB 12463 和 GB 190 的规定存放和标记。

4. 3. 1. 6 井场爆破器材的组装

应明确合适的装枪地点和1组装地点（已组装完毕则不需要）。指定地点如果未安装适当的辐射热

隔板，那么距热源（如明火 、 电焊作业等）应在 1 5m 以上。如果相关操作规程要求爆破作业点与火

惊的距离大于 15m ， 则应遵守操作规程的要求。

4. 3. 1. 7 芥场己装好的爆破装置的储存

已装好暂时不用的油气井射孔枪和井壁取心器应放在指定地点 。 已完成装药的撞击式5月二璧取心

器、子弹式射孔器和选发式射孔器不应置于狭窄的过道或其他给测井仪供电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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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1. 8 安全会

爆炸品使用负责人应组织爆破服务人员、爆炸品操作人员、监管人员及现场所有人员召开安全

会，告知所有人员；爆破作业履行程序、潜在风险及其各自的职责。

安全会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一一井场安全常识和潜在风险。

一一应对凤｜验的安全措施。

一一明确地层压力、有毒有害气体含量。

一一指定应急疏散路线和紧急集合点。

一一指定吸烟区。

一一指定射孔枪装填、组装和存放区域。

一一』对即将使用的姆破器材和装置张贴标签和警语。

一一关闭所有无线电设备（如手机、双向无线电接收装置、呼机）。

一一确认井控设备安全可用。

一一明确每个人的责任和开井、组装爆破装置的程序。

当井场人员或作业实施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时，应重新召开安全会。

4. 3.2 井场爆破装置的装拆

4. 3. 2. 1 指定地点

爆破装置只应在 4. 3. 1. 6 规定的地点拆装。

4.3.2.2 警示标志

应在装拆现场附近设置“爆炸危险”字样或类似含义的警示标志，见 4. 4. 1. 1 和 5. 10 。

4. 3.2. 3 人员安全

在任何操作过程中 ， 只有经过爆炸品使用负责人批准的人员才允许进入装拆现场（见 7. 2 利

7.3 ）。

4. 3. 2. 4 爆破器材的处置

爆破器材的处置包括 ：

a) 装枪过程中，除经爆炸品使用负责人批准外（见 7. 2 和 7.3），不应有任何雷管或起爆装置

进入装枪现场。

b) 用生产厂家推荐的工具在装枪现场打开爆炸品包装。

c) 应按装枪所需量从包装中取出爆炸品，不得堆积未包装的爆炸品。

d) 应使用合格的装枪工具、导爆索切割器和爆炸品制造商推荐或经专业服务公司同意的装拆

技术。

e) 处置和组装爆破器材时，应正确操作，不应使部件受力，应避免撞击、碾压及导致火花产生

的各种行为。

f) 装枪作业过程中， 应及时收集散落、残余和不用的爆炸品，并按 GB 12463 要求重新包装以

｛更远离井场＠

g) 将装好弹的射孔器存放在指定存放区（见 4. 3. 1. 7 ）。

h) 整个处置或存放过程中，已装弹的枪身射孔器端部应始终安装护帽、塞或其他封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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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装置应能在过热或起火条件下释放枪内压力。带有暴露起爆部件的枪或装置（例如金

毁式或板式射孔器）应采取适当的保护以免损坏。

4. 3.2.5 清理工作

装枪作业完成后应立即清理现场。 应将一般废料和爆破器材残余物分别用不同的容器盛装，然后

将全部爆破器材及其空的包装材料运离井场并正确处理，不应和一般废料？在装 。

4.3.3 射孔后工作

4.3.3. 1 残余爆破器材的处理

将所有的残余爆破器材虫[I导爆索短节、有缺陷的射孔弹和拒燥雷管装入爆炸品保险箱以便运离井

场（见 4. 2），运输容器应符合 GB 2702 的要求。

4.3.3.2 废料的处理

收集所有与作业有关的废料和残片，包括空的爆炸品容器或包装品、废枪管等，将其整理并包装

好，运离井场奸，正确处理。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恰当处理爆炸品及其包装材料与残片。

4.4 电缆输送式射孔作业

4.4. 1 芥场准备

4. 4. 1. 1 警示标志

应将写有“危险爆炸品一－关掉无线电发射机”或相应警语的警示标志放置在井场及所有人口的

显著位置。如果使用的起爆器符合 6. 3. 1 中 b), c), d）要求对射频发射机产生电磁场的电流不敏

感，则警示标志只需写上“危险爆炸品”或相应的警示（见 5. 10 ）。

所有警示标志应符合 GB 2894 和 SY 6355 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4. 4. 1. 2 消除杂散电能源

4 

根据下列要求消除杂散电能惊 ：

a) 关掉阴极保护系统。

b) 停止所有的电焊作业 。

c) 爆破作业中应采取预防措施 ， 以防止射颇辐射事故。宜设置警示标志或采取其他方法，使无

线电和霄达频率装置进入爆破作业危险距离内时被关闭 。 遵守 GB 6722 中的要求。

cl) 检查井口与钻机、射孔绞车、发电机滑撬、钻井辅助电源、驳船之间的杂散电压。一旦检

测到则应彻底消除。

e) 在组装和拆卸爆破器材之前和整个过程中，应消除井口、钻机、射孔绞车、发电机滑撬、钻

机辅助电源及驳船等各种装置之间超过。 25V 的任何交流或直流电压。当电压下降至

0. 25V 以下后，将射孔绞车、钻机和井口的电路与地线、搭铁线连接在一起（见 s. 7 ） 。

注：杂散 l毡压总是在爆破装置安装前消除．

。 在设备安装及操作过程中，与射孔绞车、电缆或爆破装置连接的任何钻机电路都要移开或切

断。钻机顶部驱动系统宜按厂家要求进行电绝缘。

g) 引爆、导爆装置易发的大多数事件都可能与静电倒1除有关。在处理爆破装置、引爆装置 、

撞击器或撞击装置前，采用静电接地以降低静电卸除时的风险。

如果使用符合 6. 3. 1 中的 b), c), d）要求的装置，可不必遵循本条中剖， b), c), d）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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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预检查装置系统

4. 4. 2.1 检查电缆缆芯的导电性

接枪前应检查电缆缆芯的通电性和绝缘性．

4. 4. 2. 2 检查射孔器电路

应使用 5. 9 中规定的电路测试设备检查射孔器咆路的通电性和绝缘性。

4.4.2.3 检查起爆雷管

检查过程中应将起爆俯〈起；爆雷管）或其他起爆装位置于安全筒中（见 5 . 肘。

4. 4. 2. 4 使用系统电源（检查点火或热检）

当使用系统电源检查电缆头或辅助设备时，送电人员应清楚地看到被检物． 当爆破装置正在安装

时不得通电， 当射孔枪或爆破装置在地面上时也不得通电．

4. 4. 3 点火电路的准备

4.4.3. 1 切断电缆电路

通过断开火线将电缆电路与剧孔绞车的测试设备电路切断。宜使用带钥匙lt.Jl！的.！＇ii 危tlt点安全开关

完成。

4. 4. 3. 2 切断控制板电源

关掉控制板上所有仪器的电源开关。

注：如果安全设备如泄压单元、低压报警器、井口咆压监控僻、硫化氢报警仪、指蓝表理事使用绝缘电路， 那么会

使其始终处于接i温状态－

4.4.3.3 切断电源

除 s. 2 提及的电源为本质安全型外，其余电掘的总i陷开关均应关掉。

4. 4. 3. 4 触发电流、电压限制电路

全部缆芯通过 sooon 的额定电阻与射孔绞车地线相接〈见 5. 3.2 ） . 宜使用单触点安全开关来

完成。

4.4.3.S 电路锁定在安全状态

使电缆电路处于安全状态 （见 4. 4. 3. 1 或 4. 4. 3. 的，取出锁定装置的钥匙 ， 在爆破装置下到井｜

内距地面或海底至少 70m 以下前，应确保该钥匙远离射孔绞车存放 。 I 

4.4.4 组装爆破装置

4. 4. 4. 1 职责

指定的爆炸品使用负世人或有相应资格的负责人（见 7. 2.2 和 7. 3.2）应负责爆破装置组装过程

的全部工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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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2 杂散电压检查

检查井口、 钻机和射孔绞车（如果使用了发电机滑榄及驳船也应检查这些设备〉之间的电压 ， 确

保不超过 U. 25V. 

4. 4. 4.3 人员安全

与操作无关的人员应全部撒到安全地点。清除所有人员身上的火种隐患．

4. 4. 4. 4 检查锁封

确保电缆电路锁定装置的钥匙远离射孔绞车存放。

4.4.4.5 射孔器、爆破装置的组装步骤

在暴风雨（包括雨旦旦笃天）、尘暴、沙暴天气，有直升机或船只抵达现场不应进行组装或处置作

｜业 如果预计在完成组装并将机制入井中距地面或悔底至少 7川下前会刊上述这类情况时

也应停止组装。组装步骤如下 ：

a) 将电缆头、辅助设备与未装起爆器的爆破装置相应．

b) 将雷管从俯存容器中取出并确保其处于并联状态．

c) 从容器里取 t!HI：管（脚线应短接〉并插入雷特安全筒中，然后运到组装现场。

d) 雷管检查应在安全简内进行（见 5. 8 和 4.4.2.3) .

e) 确认起爆筒咆线连接点上没有电压。

f) 将雷管导线和爆破装~导线相连时应先接地， 且保证雷管宜于安全筒内．

g) 从安全筒中取出菌管，将其接到导爆索或待引燥的装置上。

h) 完成全部组装工作，注意不应碾压 、 撞击爆炸部件．

4.4.5 射孔器、爆破装置入并

, 4. 4. 5. 1 射孔器、爆破装置到达距地面或海底至少 70m 以下后 ， 电缆安全电路直脱离安全状态。

4.4.5.2 将爆破装置送到指定深度：控制好深度；使爆破装置到位；启动点火控制板；引燥。

4. 4.5.3 引爆开始前， 爆炸品使用负责人应确认现场引爆作业者已做好准备。一旦操作者做好准备，
爆炸品使用负责人应告知l井场上的所有人员，然后开始引燥。

4. 4. 6 拆卸回收爆破装置

4. 4. 6. 1 切断电源

离地面或海底至少 70m 时·应使安全电路恢复到安全状态 ：

a) 关掉所有仪棉的电源开关。

b) 关掉装置的总电WR开关。

c) 使电缆电路处于安全状态（见 4. 4. 3. 1 利 4.4.3. 4 ） ，取下锁定装置的钥匙 ， 远离射孔绞车

保存 ， 直到爆破装置全部拆除。

4.4.6.2 人员安全

与操作无关的人员应全部撤离到安全地点．消除所有人员随身携带的火种隐患．

4.4.6.3 检查内压

检查已引爆和拒燥的装置是否有内压 （如果使用的是有枪身射孔器，也应检查）。 如果有，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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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将无关的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 并按照专业服务公司或广家推荐的步骤释放压力 ．

4.4.6.4 拆卸拒爆装置

SY /T 6308-2012 

在暴风雨（包括雨或雪天）、尘暴、沙暴天气里不应进行拆卸］爆破装置。在直升机或轮船到达的

区域也不应进行拆蚓爆破装置． 如果拆卸工作完成之前预计可能出现这样天气也应停止此项工作。爆 ｜

破装置在安全拆卸前， 应保持在井内离地面或海底至少 70m 处 。 | 

根据下列步骤拆卸所有拒爆装置 ：

a) 从导爆索（或起爆装宜）上取下雷管。

b) 将雷管放进安全筒（见 5.8 ）。

c) 切断雷管电路．

d ) 将雷管导线短接． 从安全筒中取出并放入爆炸品保险箱，运离乡｜二杨（几 4.2），爆炸品保险

箱应符合 GB 2702 的要求 。

e) 应按 4.3. 2 要求的步骤拆卸拒爆装置。

4.5 油管输送式射孔作业

4.5.1 井场准备

4. 5. 1. I 电引爆

见 4. 4. 1 0 

4. s. I. 2 机械、 撞击引爆

将写有“危险爆破器材”或类似的警示标志置于井场和所有人口处的显著位置．

4. s. 2 爆破装置准备

4. s. 2. 1 职责

应FR指定的爆炸品f应用负责人或指派有资格的跺作人贝〈见 7. 2. 2 和 7.3. 2）完成射孔器组装

作业。

4.S.2.2 避免爆炸部件受撞击、机械干扰

垂直连接射孔器时，应先从悬挂着的枪上取下护帽，然后从下节枪取下护帕． 连接之前要确认射

孔器两端主腔内没有无关的物质或物体存在。

4.5 . 2.3 机械、撞击式点火头

暴露于表面承压的点火头应有安全保护 ， 以防止爆破装置表面受到意外超压而寻｜；睐。

注 ： 使用计时模式和I :t(而不与爆破装笠连接〈如1点火头已经安装、配置在井口，在爆破接到安装、下井之前已经

闭锁〉的点火头除外．

4.5.2.4 液压点火头

与爆破装置表面相连接的液压点火头在与爆破装置连接前应用设计最大额定表压的 1. 2 倍进行

测试．

4.5.2.S 安全短节

射孔器总戚与点火头之间应有安全间隔装置或空的枪段，组装、拆卸过程中装摊部分离钻台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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