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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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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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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石油钻采设备和工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96) 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石油工业标准化研究所、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宏华电气有限责任公司、西北工业大学、中油国家油气 

钻井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娟、董兴华、陈俊峰、杨双业、王春春、于兴军、宫慧、张连合、孙志 

斌、崔宝磊、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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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钻采设备

海洋钻井平台的电缆集成设计和安装

1  范 围

本文件规定了石油天然气钻采设备海洋钻井平台的电缆集成设计和安装环节电缆贯通与密封、保 

护接地线连接、电气舾装件和电缆标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海洋钻井平台钻井设备之间的电缆集成设计和安装。海洋修井平台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 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4208—2017  外 壳 防 护 等 级(IP  代码)

SY/T   6671—2017 石油设施电气设备场所I级0区、1区和2区的分类推荐作法

IEC  61892-3:2019     移动式及固定式近海装置  电 气 设 施  第 3 部 分 ： 设 备 (Mobile    and  fixed

offshore     units—Electrical     installations—Part      3:Equipment)

CCS  海上移动平台入级规范(2020版)

CCS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18版)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工作接地 working      ear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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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海洋钻井平台动力系统和电气设施工作特性的需要而设置的接地。

3.1.2

保护接地  protective      earthing

为确保在任何时候均能即时释放电能而不发生危险的与海洋钻井平台设施的金属结构的整体或平 

台的外壳、配电装置的构架等的连接。

3.1.3

电气舾装件 electrical      outfitting

与敷线及装置的用电设备有关的结构件。

注：包含支撑舾装件和贯通舾装件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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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CS:   中国船级社 (China  Classfication  Society)

DP:  动力定位系统 (dynamic  positioning)

MCT:  电缆密封贯舱件 (multi cable transit)

4 总则

4.1 资料

电缆集成设计前应熟悉如下资料：

a)  电气设备布置图；

b) 电气系统图；

c) 防爆区域划分图；

d) 防火区域和水密区域的划分图

e) 结构图；

f)  支撑舾装件和贯通舾装件资料；

g) 电缆信息，包括电缆外径、规格及使用方法 ；

h) 海洋平台钻井模块电缆收放要求， 包括拆除、安装、移运等工况；

i) 不同设备对电缆的特殊要求，包含进线位置、电缆预留余量、电缆排列方式、电缆紧固和 

密封，

j) 其他有关的图纸和技术文件。

4.2 安装资质

焊接人员应持有电焊工职业资格证书，电气施工人员应持有电工职业资格证书。

5 电缆集成

5.1 概述

电缆集成包括电缆路径设计、电缆排布和分隔、电缆敷设、电缆紧固。

5.2  电缆路径设计

5.2.1 电缆敷设的线路宜平直和易于检修，电缆路径设计宜考虑节省电缆和降低施工难度。

5.2.2  电缆路径设计宜避免潮气或水滴凝结影响，如无法避免，应加装防护措施。

5.2.3  电缆路径设计宜远离锅炉、发电机组排烟管等热源，并提供不受机械损伤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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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电缆路径不应设计在隔热材料内，但有散热措施时，可横穿隔热层。

5.2.5  电缆路径经过易燃、易爆、高温和有腐蚀性介质影响的场所，应保持不破坏被穿越结构件的原

有密封效果，并对电缆采用必要的防护措施。

5.2.6  电缆路径设计宜避免通过可移动或可拆的部位；如确需通过，应加装电缆拖链、电缆移运装置 

等保护措施。

5.2.7 室外和露天场所电气设备进线口的开孔位置，宜避免设置在电气设备的上方。

5.2.8 用于重要设备或应急动力设备、应急照明、应急状态下使用的内部通信或信号设备的电缆宜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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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远离厨房、洗衣间、机器处所及其舱棚，其他高度失火危险处所，但对这些处所中的设备供电缆可 

例外。

5.2.9 对要求两路及以上供电或传输信号的重要设备，宜在水平及垂直方向远离敷设。

5.2.10  电缆路径设计不应与液压管线及其他有振动类构件共同敷设。

5.2.11  电缆无支撑自由悬空的水平距离不应超过500mm。

5.2.12   应编写电缆路径相关文件。

5.2.13 对 带DP 的海洋钻井平台，其电缆路径设计应按照 DP 不同等级要求，遵循CCS《钢质海船 

入级规范》(2018版)第8篇第11章中11.2.5的有关规定。

5.2.14 电缆如需穿过MCT,   则 在MCT 选型时应预留至少30%冗余空间。

5.2.15 电缆不应穿越油舱，电缆不宜穿越水舱，如无法避免时，宜穿管敷设，电缆管与舱壁的焊接 

应保证水密，并应有防腐蚀措施，电缆应在电缆管出口附近使用专用封堵材料封堵(如图1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电缆；

2——封堵材料；

3——电缆管；

4——舱壁外侧；

5——舱壁内侧；

图 1 穿越水舱的电缆密封示意图

5.2.16  电缆的弯曲内径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固定敷设的电缆最小弯曲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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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结构

绝缘 外护层

电缆外径D

mm

最小弯曲内径

≤25 4D
非铠装或非编织

>25 6D

金属编织屏蔽或铠装 任何 6D

金属线铠装、金属条铠装或金属护套 任何 6D

热塑性或热固性材料

(铜导体为圆形)

合成聚脂/金属薄片带屏蔽或组合带屏蔽 任何 8D

热塑性或热固性材料 

(铜导体为特定形状)
任何 任何 8D

矿物 硬金属护套 任何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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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电缆排布和分隔

5.3.1 本安电缆与非本安电缆应分开敷设，如果没有隔板分隔，其间隔距离不宜少于50mm 且不应穿

过同一电缆管/电缆筒/电缆框。

5.3.2 不带屏蔽仪表控制电缆和动力电缆应分开或分层敷设，且不应穿过同一电缆管/电缆筒/电缆 

框，屏蔽低压仪表电缆(非本安)的敷设和低压电力电缆至少要间隔50mm。

5.3.3 高架电缆应固定牢靠，满足使用环境防护要求(例如防风要求、防坠落、防砸等)。

5.3.4   电缆排布可采用单层或多层布置。

a)  单层布置时，动力电缆(10kV 及以下)、照明电缆和50V 以下的控制、信号、仪表和通信电 

缆应分开绑扎，仪表和动力电缆间隔不小于100mm,  仪表和控制电缆间隔不小于10mm。不 

同功能的电缆之间如有隔板有效分隔，则可不受间隔要求限制。

b)  多层布置时，不同数量和规格的电缆，宜采用分层、分支、分束的敷设方式。

c)   中压电缆和低压动力电缆的电缆间隔不应小于300mm,  用隔板分隔或电缆穿管时不应小于

100mm。

5.4  电缆敷设

5.4.1    电缆敷设前，应核对电缆型号、规格、长 度、跨区域停止点，确认起终点设备名称和位置，确 

保与图纸一致，并检查电缆有无损伤。

5.4.2  电缆的敷设应按图纸规定的顺序依次进行。

5.4.3  电缆敷设时，应使电缆沿着敷设路径方向有序敷设，不应损伤电缆。

5.4.4  不同类型护套的电缆一起拉敷时，宜避免电缆相互摩擦。

5.4.5  每根电缆敷设完毕后，需把电缆摆放平整，所有电缆敷设完毕时，应再次核对电缆型号、规格 

及进入设备的长度和电缆数量。核对无误后，进行电缆的紧固。

5.4.6  电缆敷设中间尽量避免有接头，除非保证采取有效密封措施不降低电缆原有性能。

5.4.7  电缆接入设备或配电箱之前，应留有一 定余量，电缆预留余量可在接线箱(盒)进线处，也可 

就近预留到电缆槽或护管内；对于水可能沿电缆进入设备的场所，电缆敷设时应预留排水弯曲冗余。

5.5 电缆紧固

5.5.1  紧固时不应损伤电缆，紧固后电缆不应有任何松动。

5.5.2 主干电缆紧固形式如图2和图3所示，图2中的捆扎间距A 宜不大于300mm,  图3中的捆扎 

间 距A宜 为 3 0 0mm～4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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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电缆紧固件。

图 2 水平敷设主干电缆的紧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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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电缆紧固件；

2——电缆托架。

图 3  垂直敷设主干 电缆的紧固示意图

5.5.3  分 支 电 缆 紧 固 形 式 如 图 4 ～ 图 6 所 示 ， 电 缆 护 管 ( 保 护 套 管 ) 两 头 应 隔 水 密 封 ( 序 号 5 ) 。 图 4 

中 的 捆 扎 间 距A 宜 为 2 0 0mm~400mm     ,  图 5 中 的 捆 扎 间 距A 不 大 于 4 5 0mm,   图 6 中 漏 水 孔 ( 序 号 

8 ) 孔 径 不 小 于 9mm,   且 不 少 于 2 处 。

标引序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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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缆架；

2——电缆紧固件；

3——用电设备；

4——电缆；

5     封堵材料；

6——电缆保护套管；

7——铺台结构件。

图 4  下分支电缆保护套管示意图



6

SY/T 7655—2021

标引序号说明：

1——电缆架；

2——电缆紧固件；

3——用电设备；

4——电缆；

5——封堵材料；

6——电缆筒；

7——铺台结构件。

图5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

访问：https://d.book118.com/727020020012006105

https://d.book118.com/72702002001200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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