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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ISO10424 这部分的功能是定义旋转钻杆部件要求的，材料的机械性能和设计。它也定义了遵守这些要求的

测试方法。因为旋转钻杆部件能从一个钻机移到另一个钻机非常灵活，是一个重要的部件，因此，必需要求确保

它的互换性和制造性能。 
   ISO10424的主要部分是建立在 2001年 11月 API Spec7，40th版本基础之上的。然而，由于被 ISO10424有
些章节所覆盖，API Spec7没有定义材料要求和用来生产钻杆部件的无损检测的内容，而 ISO10424的章节却强
调了无损检测的要求。 

ISO10424部分的使用者应该意识到适用的主体不同，就会需要不同的或更进一步的要求。ISO10424部分的
内容没有强制厂商或购买者接受。但其尤其适用于科技革新或发展迅速的行业。厂商在选择时应该识别任何不同

于 ISO10424部分的细节。 
   ISO10424部分，包含 ISO和非 ISO标准，两者都适用，在传统的非 ISO标准中做了标记，以供参考。 
   注：非 ISORef yyy等同于 ISO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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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pec7-1/ISO 10424-1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旋转钻井设备— 

第一部分：旋转钻杆部件 
1 范围 

ISO10424这部分的说明要求适用于以下钻杆部件：上部和下部方钻杆阀；四方和六方形方钻杆；钻杆接头；
标准钢和非磁性钻铤；钻井取心接头。 

10424这部分不适用于钻具钻杆接头、旋转台肩连接的螺纹量规及工作量规的设计和操作使用方法。 
10424这部分所适用的一个典型的钻杆装配见图 1。 
 

 
A）装配图的上部分   B）装配图的下部分 

图 1—典型的钻杆装配图 
 关键词 

1钻头                    7外螺纹钻杆接头              13方钻杆驱动部分 
  2旋转外螺纹连接          8钻管                        14上部加厚方钻杆 
  3 旋转内螺纹连接         9内螺纹钻杆接头              15 方钻杆上端阀 
  4 钻头转换接头           10橡胶护箍                   16 水龙头接头 
  5 钻铤                   11下部方钻杆旋塞阀或方钻杆安全接头 17 水龙头中心管 
  6 转换接头               12 端部加厚的方钻杆          18 水龙头 
A 水龙头的要求参见 ISO13535 
B 带有焊接钻杆接头的钻管参见 ISO11961 
注意 1 脚注中有所注明，API Spec 8A和 8C 等同于 ISO13535 
注意 2脚注中有所注明，API Spec5D和 7 等同于 ISO11961 
注意 3在所有端部加厚方钻杆的下部和接头之间的连接都用 RH（正扣）表示 
注意 4在所有端部加厚方钻杆的上部和水龙头之间的连接都用 LH（反扣）表示 
图 1 — 典型的钻杆装配（续） 
2 标准 
2.1 测量单位 

在国际标准中，数据普遍采用国际体系标准和美制标准单位体系。对于一个具体的定制号而言，仅可以使用

一个单位体系，不能在其它的体系中与其它的数据结合起来表达。 
厂家在单位体系中对于规范的任意一种表达都被认为是等同于标准或者具有完全的互换性。因此遵守一个系

统中对于国际标准的表达，也就遵守了其它体系中对于国际标准的表达。就国际体系中对于数据的表达而言，常

用逗号表示小数点和千分位间隔。而美制体系中常用圆点来表示小数点和千分位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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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数据和图表 
国际单位和美制单位的数据表达在以下单独的图表中给出。国际单位中包含的数据图表 

也包含附录 A中给出的美制单位图表和数据。对于一个具体的定制号而言，仅能够使用一个单位体系。 
   图表也包括特殊的产品条款，在美制体系和国际体系单位中都有所表述。 
3.参考标准 

以下参考文件与申请的文件密不可分。对于最新的资料而言，仅适用于列举出的版本。对于非最新的资料而

言，适用于参考资料的最近一个版本（包括任何修订）。 
ISO 148 钢—摆锤式冲击试验 
ISO 3452 无损检测—渗透探伤—普遍原理 
ISO6506-1 金属材料—洛氏硬度试验—第一部分：试验法 
ISO6892 金属材料—临界温度拉伸试验 
ISO9303 钢管无缝焊接（不包括埋弧焊）—外围超声波检测用于纵向缺陷探伤 
ISO9934-1 无损检测—磁粉检测—第一部分：普遍原理 
ISO9712无损检测—检测人员的资质 
ISO13665钢管无缝焊接—钢管表面磁粉探伤用于检测表面缺陷 
ISO15156-1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中含 H2S环境中使用的材料—第 1部分：抗裂缝材料选择的
普遍原理 
ISO15156-2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中含 H2S环境中使用的材料—第 2部分：低合金钢和碳抗裂
缝以及铸铁的使用 
ISO15156-3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中含 H2S环境中使用的材料—第 3部分：抗腐蚀合金和其它
合金的抗裂缝 
API RP7G，钻杆设计和操作极限 
API Spec7，旋转钻杆部件 
ASTM A262，检测奥氏体不锈钢磁化晶粒冲击的标准做法 
ASTM A434 棒料，合金钢，热锻造或冷打磨，调质钢的标准规范 
ASTME 587 通过接触法进行超声波斜射法检测的标准做法 
4.条款，定义，特征和强制性条款 
4.1 条款和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以下的条款和定义。 
4.1.1幅度 
扫描的垂直高度获得信号，从底部到顶部或顶部到底部测量。 

4.1.2扫描显示 
超声波仪器获得的信号通过垂直高度来显示或从水平扫描轨迹获得的回波来显示，然而，两个信号的水平距

离之间显示了由于时间变化引起产生的信号之间的距离。 
4.1.3 底面回波 
信号从表面检测物体的后表面获得。 

4.1.4 倒角直径 
旋转台肩连接的接触面的外径。 

4.1.5 钻头转换接头 
一种转换接头，通常由两端内螺纹连接，用于连接钻头与钻柱。 

4.1.6 内螺纹连接 
一个具有内螺纹的油田管状构件的螺纹连接。 

4.1.7抗弯强度比 
接近内螺纹的外螺纹尾端旋转台肩处内螺纹的横截面积系数与旋转台肩外螺纹的最后一牙的螺纹啮合的横

截面面积的系数比。 
4.1.8 校正系统 
一个有许可证的量规、计量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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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冷加工 
在某一足够低的温度下，旋转台肩式接头螺根的塑性变形，使金属半径和柱形横截面产生永久应变。 

4.1.10 脱碳处理 
加热使脱碳介质与金属表面的碳元素反应，致使铁合金的表面碳元素损失。 

4.1.11 勘探深度 
    狭窄的凹槽穿过表面被破坏的印痕进行摩擦作用，直到查找到印痕的底部，然后用深度仪测量印痕的深度，
以此来比较可接受的标准。 
4.1.12通径规 
通径规用来检查钻杆部件最小内径的量规。 

4.1.13钻铤 
在钻头端用来提供钢度和重量的厚壁管子。 

4.1.14 钻管 
通常是钢制的一节管子，他带有钻杆接头螺纹连接口。 

4.1.15 锻造（动词） 
在有或没有模具状态下，对热态金属施加压力，使之产生塑性变形而达到要求形状的处理方法。 

4.1.16 锻件（名词） 
由锻压方法锻制的成型金属部件。 

4.1.17 全深螺纹 
一种螺纹根部位于外螺纹的小锥上或位于内螺纹的大锥上的螺纹。 

4.1.18 量规点 
在外螺纹（或内螺纹）垂直于螺纹轴线上的一个假设平面内的测量点。 

注意：测量点位于产品内螺纹端面或外螺纹台肩 15.875mm（0.625英寸）处 
4.1.19 气密封 
在特定的压力下不泄漏气体，使气体压力保持足够的时间。 

4.1.20 加热 名词 
一炉金属通过单循环融化的过程。 

4.1.21 H2S Trim 
所有的零部件，除了外部阀壳体，满足 ISO15156-2和 ISO15156-3要求的 H2S作业。 

注意： NACE MR0175等同于 ISO15156-2和 ISO15156-3。 
4.1.22 方钻杆 

连接水龙头和钻管的四方形或六方形的钢管，方钻杆通过转盘的转动将扭矩传递到井下钻具。 
4.1.23 方钻杆安全接头 

一个短接头，位于方钻杆的底部端，以防止方钻杆的外螺纹在连接和断开操作过程中的磨损。 
4.1.24 标记 
旋转台肩连接的大小和形式的尺寸要求。 

4.1.25 内螺纹长度 
是在内螺纹从旋紧台肩端面至非啮合齿侧和完整螺纹深度最后一齿的齿顶交点侧得到的螺纹长度。 

4.1.27低应力钢压模 
一种钢压模，在标记面上不能有任何明显的隆起。 

4.1.28方钻杆下端阀 
方钻杆下安装的第一个基本上全开启的阀门，外径等于钻杆接头的外径。在阀门关闭压力作用时，仍能驱动

方钻杆，阀门也可在打孔时为了缓冲而脱开。 
4.1.29 连接台肩 
旋转台肩连接上的密封台肩。 

4.1.30 非受压齿根面—内螺纹 
没有轴向负荷的螺纹齿根面，它从接头的连接端或从钻杆元件上的拉伸载荷引出，是离开连接台肩最近的螺

纹齿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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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非受压齿根面—外螺纹 
没有轴向负荷的螺纹齿根面，它从接头的连接端或从钻杆元件上的拉伸载荷引出，是离开连接台肩最远的螺

纹齿根面。 
4.1.32 不圆度 
钢管或棒料的最大和最小直径之差，用同样的横截面测量，不包括表面打磨公差，图 8.1.4 

4.1.33 外螺纹端 
螺纹连接的外螺纹（公螺纹）。 

4.1.34 淬火过程 
淬硬一铁基合金奥氏体化，然后迅速冷却用以保证部分或全部的奥氏体转化为马氏体 

4.1.35 回火过程 
再加热一个铁基合金的淬硬件或正火件到转变温度范围时，以任何所要求的速率冷却。 

4.1.36 参照尺寸 
以该尺寸测量两个或更多的其它尺寸。 

4.1.37 旋转台肩式接头 
一个使用在钻井钻具上的元件，它具有粗牙锥度螺纹和密封台肩。 

4.1.38 应力释放结构 
在旋转台肩式接头上加工的一个形状，它除去了不工作的外螺纹或内螺纹，这一过程减小了在这高应力区的

裂纹开裂破坏，使得接头更牢固。 
4.1.39 接头 

一种短的钻柱构件，区别于其它的钻柱构件，在连接端部带有不同的旋转台肩接头。 
4.1.40 水龙头 
钻杆元件的顶部装置，它可以进行 360°旋转。 

4.1.41抗拉强度 
材料能够承受的最大拉伸应力。抗拉强度是通过破坏性强度试验的最大拉伸负荷和试样的原始横截面来计算

的。 
4.1.42 抗拉试验 
用来决定材料在轴向载荷的力学性能测试。 

4.1.43 试验压力 
用于演示压力容器结构完整性的高于额定工作压力的压力。 

4.1.44 螺纹牙形 
在一个螺距长度轴线平面上的螺纹外廓线。 

4.1.45 公差 
允许偏差的量。 

4.1.46 钻杆接头 
一种厚壁的连接元件，用于具有粗牙锥度螺纹和密封台肩的钻管。 

4.1.47 方钻杆上端阀 
安装在方钻杆上端的第一个阀门，它能关闭限制钻杆元件的内压力。 

4.1.48 工作压力 
在正常操作期间向设备的特定部件施加的压力。 

4.1.49 工作温度 
在正常操作期间向设备的特定部件作用的温度。 

4.2 符号和缩略词 
D      外径 
DBP    挡板凹座直径 
DC     方钻杆锻件，对角宽距离 
DCC    方钻杆加工，对角宽距离 
DF     倒角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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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L    方钻杆上对角面距离 
DFR    浮阀验规直径 
DE     吊卡槽直径 
DL     提升台肩外径 
DLR    方钻杆下端加厚外径 
DP     吊卡凹座直径 
DR     异径外径 
DS     卡瓦槽直径 
DU     方钻杆上端加厚外径 
D      内径 
Db     内倒角 
L      总长 
LD     方钻杆驱动面长度 
LFV    浮阀总成长度 
LG     方钻杆套筒量规最小长度 
LL     方钻杆下端加厚长度 
LR     浮阀验规深度 
LU     方钻杆上端加厚长度 
LE     吊卡凹座槽深度 
LS     卡瓦凹座槽深度 
R     半径 
RC    铸造方钻杆对角半径 
RCC     方钻杆加工对角半径 
RH      六角形方钻杆套筒仪表的最大倒角半径 
RS      方形芳钻杆套筒仪表最大倒角半径 
T       档板凹座的直径 
T       最小厚壁 
∠α    吊卡凹座的振摆角 
∠β    卡瓦座的振摆角 
AMMT   美国小直径油管类型的螺纹设计 
AMT    美国小直径油管类型的螺纹设计的选择性缩写 
BSR     屈服强度比 
DB      分贝 
FH      API 全封类型螺纹设计 
HBW    洛氏硬度 
LH      左旋 
MT      磁粉检测 
MT      小直径油管的螺纹设计 
NC      API号类型的螺纹设计 
NDT     无损检测 
PT       液压渗透检测 
REG     API 规则类型的螺纹设计 
RH      右旋 
UT       超声波检测 
5 上部和下部方钻杆旋塞阀 
5.1 通则 
    ISO10424规范主要规定了上部和下部方钻杆阀门的设计、材料、检验和试验的最低要求。ISO10424规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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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井上钻井系统的钻杆元件安全阀。本规范适用于上述指定的所有尺寸的阀门。这些阀门在正常的工况条例

上（H2S介质条件按附加要求指定），它们的额定工作压力值 5000～15000PSI（34.5～103.4Mpa），阀门的工作温
度额定值为-4°F（-20℃），密封系统元件可以由其它的温度限制。 
5.2 设计准则 
5.2.1 总则 
    对于按 ISO10424规范生产制造的各种类型的阀门，制造厂应该以文件的形式规定其设计准则和分析方法。
这一文件应包括以最低性能材料制成的阀体，在最初发生的材料屈服时所承受的载荷条件和在综合负荷作用下的

公差范围、强度内压和扭矩。阀体材料屈服负荷条件应以表格化的形式予以说明，设计屈服的最小安全系数应为

表 1中的壳体试验压力 1.0倍。 
    对于有使用疲劳寿命的阀门，应该指定载荷条件以确保它们在厂商供应的阀体材料屈服条件下仍然能运行。
疲劳寿命下的公差载荷条件不精确，将依赖于介质条件，主要由与阀门接触的流体产生的腐蚀性和温度而决定。 

表 1 流体静力学试验压力 
额定工作压力    MPa  静力学壳体试验压力（仅适用于新阀门）MPa 

34.5 
68.9 
103.4 

68.9 
103.4 
155.1 

5.2.2 材料要求 
材料要求没有具体规定，ISO10424规范要求的材料设备供应依应用不同而不同，应遵从厂商书面规范要求。

厂商要求由以下定义决定： 
化学成分限制； 
热处理条件； 
力学性能要求： 
拉伸强度； 
屈服强度； 
延伸率； 
硬度 

    机械性能的最小值将遵照表 8中具体规定的钻铤材料要求。 
5.2.3 冲击强度 
5.2.3.1 试样 
    每一熔炼炉/热处理批取三个纵向冲击试样，按照 ASTM A370和 ASTM E23进行试验。评定试棒可取自所
代表的零部件的整体，或是一个产品部件。在任何情况下，试棒应与其评定的零部件材料来自同一炉号，且应与

该部件一起进行热处理。 
注意：ASTM A370和 ASTM E23相当于 ISO148 
试样应从整体或分解的评定试棒上截取。对于实心零件的试棒，试样应从其纵向中心轴线距试棒面 1/4in

（6.35mm）处截取；对于空心零件的试棒，应从距最厚面中心 1/8in（3mm）处截取。从产品零部件上截取的试
样应从最厚截面中心 1/4 in（6.35mm）的厚度处截取。 
当试样是从采用打孔芯制或从产品零部件上的其他部分截取，试样只能评定这一指定部位或形状的零部件性

能。 
5.2.3.2 要求 

三个试样在-4°F（-20℃）时的平均冲击值应不低于 31ft-lbs（42J），其中没有一个值低于 24 ft-lbs（32J）。 
5.2.3.3 小尺寸试样 
当有必要使用小尺寸试样时，验收标准值乘上表 2 所列的适当的修正系数。不允许使用宽度小于 5mm

（0.197in）的小尺寸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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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冲击试样修正系数 

试样尺寸   mm×mm 修正系数 
10×10 1.00 
10×7.5 0.833 
10×5 0.667 

5.2.4压力密封操作要求 
方钻杆阀和其它钻具组安全阀（不考虑封闭机构）应设计成只用于地面或既用于地面又用于井下装置的结构，

使用在井上钻井系统的下端安全阀和下端方钻杆阀宜设计成井下装置结构，对于每一类型装置的压力密封设计操

作要求见表 3。 

表 3作业分类定义 

分类号 作业类型 压力密封的设计操作要求 

类别 1a 仅用于地面 
阀体和任何密封杆将保持壳体试验内压 b 

封闭密封件应保持 1.7Mpa和来自于下方的最大工作压力 

类别 2 地面和井下 

阀体的任何密封杆将保持壳体试验内压 b 

密封杆将保持外压最低的压力 1.7Mpa和最小高压 13.8Mpa 
封闭密封件应保持在低压 1.7Mpa之下，高压等于最大额定工作压力 
封闭密封件应保持在低压 1.7Mpa之上，高压等于最大额定工作压力 
密封温度范围由试验验证确定 

A 按照 API 7规范第 39版或以前版本制造的阀门分为Ⅰ类阀门，要将现存的阀门重新分为 2类的，则要按 5.4.3和 
5.4.5的要求做试验 

B 壳体试验按表 1的值对每个制造阀只进行一次 
C 阀杆密封操作，只对设计阀做一次验证，而不对每个制造阀做验证 
D 只适用于球阀 
E 密封温度范围验证只对设计阀做一次验证，而不对每个制造阀做验证 

5.2.5 基本操作要求 
方钻杆阀和其他钻具安全阀（不考虑封闭机构）宜设计成具有下列基本操作要求的结构： 

泥浆钻井时的重复操作； 
关闭从钻具组流出的泥浆 
在设计范围的温度和强度负荷条件下的密封 

5.3 连接接头 
5.3.1 尺寸和类型 

由 ISO10424所包括的所有阀门，连接端应在采购订单上说明，每个连接端应采用相应的坡口直径。除了在
订单上另有说明外，方钻杆的上部和下部阀，它们的连接接头应为第 6节表 5或表 7中所示的尺寸和型式。当这
样的接头被采用时，应使用相应的坡口直径。锌系或锰系磷酸盐的抗磨损处理适用于所有标准钢生产的阀端部连

接的螺纹和密封台肩。抗磨损处理不适用于无磁钻铤，因此，此处无要求。 
螺纹的冷加工是可选的。但是，采购方应考虑规定在螺纹测量之后螺纹的冷作加工工艺，细节详见 8.1.7.3。 
推荐的组成力矩和端部连接的联合负荷率的咨询厂商，和任何介质连接的供应（见 API 连接联合应力周期

API RP 7G 附表 A ） 
5.3.2 无损检测 
5.3.2.1 覆盖 

任何介质连接的端部接头将倾向于纵向缺陷的无损检测。 
5.3.2.2标准钢连接 
标准钢连接接头和任何装置连接接头端部应使用湿磁粉检测方法，按照 ISO9934-1要求对纵向和横向缺陷作

无损检测，检测应按书面规程进行操作。这些检测结果在有要求时应向采购方提供。 
注意：ASTM E 709等同于 ISO 9934-1。 

5.3.2.3 无磁钢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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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无磁钢接头应该用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使用可见光或荧光溶剂移动法或水冲法。所进行的检测程序

符合厂商制订的书面规范，程序符合 ISO3452规范，检测结果在有要求时应向采购方提供。 
    注意：ASTM E1209，ASTM E1219，ASTM E1220和 ASTM E1418等同于 ISO3452。 
5.4 液压试验 
5.4.1 总则 
液压试验应按表 1规定的压力进行。试验应在大气温度下用适当的非腐蚀、低粘度、低压缩性流体进行。在

保压期间，从压力获得稳定时开始计时，在此期间，应观察到无泄漏现象，压力下降值应在制造厂的零泄漏额定

值的公差之内。 
5.4.2 液压壳体试验 

每个新阀门阀体应用下列方法进行液压试验，液压壳体试验应在阀门的半关闭位置进 
行。如果阀体上有密封阀杆，则必须做 250PSI（1.7Mpa）的低压试验，低压和高压试验分下列三个步骤进行： 

A 初始压力保压 3分钟； 
B 减小压力至 0； 
C 最终压力保压时间不少于 10分钟。 

5.4.3 工作压力试验 
5.4.3.1 总则 
每个阀门根据表 3中定义的作业分类应进行适当的工作压力试验，这个试验应用于所有新阀门和必须按下列

要求进行。试压保持时间至少为 5分钟。 
5.4.3.2 下部试验的压力 
    试验适用于 1类和 2类阀 
    应在阀门下端部（一般是在外螺纹端）施加压力，阀门处于关闭位置。高低压试验都要进行。低压试验压力
为 250PSI（1.7Mpa），高压试验压力应为最大工作压力额定值。在高压试验之后要放空阀门中腔体中的压力，并
保持阀门的功能不受损坏。 
5.4.3.3 上部试验的压力 
试验仅适用于 2类阀 
试验仅适用于球形封闭机械阀 
应在阀门上端部（一般是在内螺纹端）施加压力，阀门处于关闭位置。高低压试验都要进行。低压试验压力

为 250PSI（1.7Mpa），高压试验压力应为最大工作压力额定值。在高压试验之后要放空阀门中腔体的压力，再一
次作低压试验，并保持阀门的功能不受损坏。 
注意：在工作压力试验完成之后，检查“在开启位置”上球体或阀瓣的中心对准线是否还在制造公差之内（中

心对准线的偏离在现场使用时可引起流体磨蚀问题）。 
5.4.4 阀杆密封外压设计的验证试验 
    每个 2类阀的设计应按下列所述进行适当的阀杆密封外压试验。试验保压周期至少为 5分钟。对于 2类阀所
做的阀杆密封外压试验，只是作为设计验证的目的，应在阀门的外侧施加压力（如：在阀杆密封区域上安装一个

高压套）阀门处于半开启位置。阀杆密封都应做高低压试验。低压试验压力为 250PSI（1.7Mpa），高压试验压力
最小为 2000PSI（13.8Mpa），但要高于工作压力额定值，由制造厂选择。 
5.4.5 密封温度范围设计的验证试验 
    此验证仅用于 2类阀，也只是作为设计验证的目的。标准非金属密封典型的温度额定值为 14°F（-10℃）～
194°F（90℃），压力试验应按 4.5.2和 4.5.3的规定在低温和高温下进行，试验使用合适的在极端温度条件下的
流体。设计验证试验应在此阀门和使用在这个极端的温度条件下的试验流体进行（除非采购方有规定）。 
5.5 文件和记录的保留 
    厂商将按照购买者的要求为每一个提供的阀门保留和提供检测文件（尺寸、无损检测视图）和静水力学试验。
在售出最终产品不超过 7年的时间内，厂商将保留性能验证试验的文件。 
5.6 标志 
    按 ISO10424规范制造的方钻杆阀和其他钻杆安全阀应使用低应力钢印，或低应力滚轧工序按如下要求来标
识： 
    A 应用滚轧工序标识：制造厂名称或商标，“ISO 10424-1”，作业分类，惟一的系列号，制造日期（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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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大额定工作压力。 
    B 接头尺寸和型式应识别在接头外径的近表面。 
    C 如适用，在每个阀门操作机构的外径近表面标上阀门关闭旋转方向。 
    D 在 1类阀门上用“→”箭头和“Flow”字母，标上正常的泥浆流动方向。 
5.7 补充要求 
5.7.1 总则 
以下对于方钻杆阀和其它类型的钻具组安全阀的补充要求将适用于在购买者和厂商之间达成的协议，并且在

采购单上明确说明。 
5.7.2 气密封的补充要求 
    方钻杆阀和其它类型的钻柱构件安全阀从未以气密封机构设计过，在此条件下操作的阀门就称做气密阀。对
于 5.7.3性能验证试验的选择，可以由采购方作为补充要求以验证气密封的设计，并且对每一个供货的气密封阀，
所进行的气密封试验是作为一项常规的试验项目。 
5.7.3 气密封操作验证试验 
按本规范设计制造安装的钻杆安全阀所进行的补加操作验证试验遵照 ISO10424规范，由独立于设计职能的

质量组织验证，因为带有气体的高压泄漏试验比液体的低压力试验具有更多的潜在危害，因此，高压气密试验应

严格限制操作验证试验。应该使用氮气或其它适用的非有害气体，在大气温度条件下进行。在试验周期的 5分钟
内不应观察到气泡，否则低压和高压测试将遵照 5.4.3要求进行。  
    对于每一种制造的阀门，它们以相同的规范曾经设计过并进行过气密封验证试验，低压气密封试验至
0.62Mpa（90PSI），使用大气温度的空气，应该按 5.4.3中的适用部分进行操作。在 5分钟测试周期内不应观察到
气泡。 
5.7.4 H2S 密封件补充要求 
    如果阀密封件材料符合 ISO15156-2或 ISO 15156-3中 H2S的操作条件，在由制造厂规定的条件下使用，阀
门应标识上“H2S trim”，H2S 密封件可以由采购方作为补充要求提出。 
    注意：按照本规范，NACE MR0175等同于 ISO15156-2和 ISO15156-3 
    H2S 密封件阀门不应认为是使用在作为 ISO15156-1中定义的酸性环境下都是安全的，因为 H2S 密封件阀门
的阀体使用的材料是不适用于酸性环境作业的。 
    注意：按照本规范，NACE MR0175等同于 ISO15156-1。 
5.7.5 补充标志 
    补充操作验证试验信息应分别在滚轧工序中反应出来。应使用下列标识来标明验证过的操作：  
成功进行了气密封补充试验：“Gas Tight” 
H2S 密封件补充要求：“H2S trim” 
6. 四方钻杆和六方钻杆 
6.1 规格、类型和尺寸 
   方钻杆应是四方形或六方形，并符合表 4和表 5与图 2的四方钻杆和表 6与表 7与图 3的六方钻杆所示的规 
格和尺寸。 

6.2 量规 
6.2.1 驱动部分 

所有方钻杆的驱动部分应使用符合表 8和图 4的套筒量规测量尺寸精度。 
6.2.2 内孔 
所有方钻杆的内径应使用最小长度为 3.05米（10英尺），最小直径等于该方钻杆（标准或选择）规定内径 d 
减去 3.2毫米（1/8英寸）的通径规测量。 

    对于 133.4毫米（5 1/4英寸）的六方钻杆，可能说明标准的或可选的内径（见表 7） 
6.3 连接 
    方钻杆应有表 5或表 7规定的规格和型式的内螺纹端连接和外螺纹端连接，并应符合 API Spec7的要求。 

对于 108毫米（4 1/4英寸）和 133.4毫米（5 1/4英寸）的四方钻杆下端接头，133.4毫米（5 1/4英寸）和 
152.4毫米（6英寸）的六方钻杆下端接头，两种连接规范和类型都是标准的。 
锌系或锰系磷酸盐的抗磨损处理也适用于上端和下端接头台肩密封和螺纹。处理应在所有的测量结束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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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理的类型由厂商选择。 
6.4 四方锻造方钻杆 
    制造四方锻造方钻杆，应在其上部加厚端和下部加厚端连接驱动部分的圆角半径切点向外延伸最小 3.2毫米
（1/8英寸）的规定区域内，去除脱碳表层。 
6.5 力学性能 
6.5.1 总则 
作为锻造件的方钻杆其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9的要求。 

6.5.2拉伸要求 
这些性能应从每一个熔炼炉和这个熔炼炉的棒料尺寸的一个试样上（在产品端的代表其性能）进行拉伸来验

证。 
按照 ISO6892的要求，以圆柱形拉伸试样试验方法测定，用 0.2%残余应变法。对于小断面选用 8.9毫米（0.35

英寸）和 6.4毫米（0.25英寸）直径的试样代替，并优先采用 12.7毫米（0.5英寸）直径试样。 
注意：按照本规范，ASTM A370相当于 ISO6892 
拉伸试样宜从下部加厚处在纵向位置上截取，试样要包含拉伸试样中心线外表面的 25.4毫米（1英寸）或中

间厚度，取两者较小值。 
上部加厚处不需要做拉伸试验。 

最小为 285的布氏硬度应是具有足够力学性能的初步证据。硬度试验位置应在上部加厚端的外径处，按照现
行版 ISO6506-1要求的方法进行布氏硬度（洛氏硬度也可接受）试验。 
注意：按照现行版，ASTM A370等同于 ISO6506-1 
6.5.3 冲击试验要求 
6.5.3.1 总则 
    V-形槽冲击试验将在试样上进行，按照 ISO148的要求和在 21℃±3℃（70°F±5°F）的温度下进行 
注意：按照本规范，ASTM A370和 ASTM E23等同于 ISO148 
6.5.3.2 试样 
    进行加热处理检测，每套 3个试样。 
拉伸试样宜从下部加厚处 25.4毫米（1英寸）位置上进行，在中间厚度表面之下，取两者之间与外表面相接

近的。 
试样应该是纵向竖直的凹槽口。 

6.5.3.3 试样尺寸 
    除了材料不充分之外，应该使用总大小（10毫米×10毫米）的试样，或者使用可获得的更小些的标准大小
的试样。 
    如果有必要使用较小尺寸的试样，表 2中列出了合适的调节因数通过相乘得到。不允许试样尺寸小于 5毫米。 
6.5.3.4 适宜的标准 
三个试样在 21℃±3℃（70°F±5°F）时的平均冲击值应该是 54J（40英尺-磅）或更大，每一个值不能少

于 47 J（40英尺-磅）。 
6.6无损检测 
    每一个用来生产方钻杆的钢管或棒料应该进行外表面和内表面缺陷检测，按照 ISO10424 规范第 10 条款进
行。 
6.7 标志 
    生产的方钻杆符合 ISO10424部分规范，在上部加厚端外径上用钢模打印如下信息： 
制造厂名称或厂标 

“ISO 10424-1” 
上端连接的规格和类型 

下部加厚端应将下端连接的尺寸和类型在外径处压钢印。 
例如：一个具有 6 5/8左旋上部内螺纹连接的下部φ108毫米（4 1/4英寸）四方钻杆，由 A公司和 B公司生

产，标记如下： 
    在上部加厚端 A B公司（或厂标）        ISO10424-1        6 5/8REG 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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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端加厚端 NC50 

表 4 四方钻杆驱动部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驱动部分长度 
（mm） 

总长 
（mm） 

对边宽

（mm） 
对角宽

（mm） 
对角宽

（mm） 
半径

（mm） 
半径

（mm） 
偏心孔最小

厚壁（mm） 
方钻杆规格 
mm（in） 

标准 

152
127-

+  

选用 

152
127-

+  

标准 

152
0
+  

选用 

152
0
+  

DFL Dc 
Dcc 

0
0.4-  

Rc 
±1.6 

Rcc 
 

t 

63.5（2 1/2） 11280  12190  63.5 83.3 82.55 7.9 41.3 11.43 
76.2（3） 11280  12190  76.2 100.0 98.42 9.5 49.2 11.43 
88.9（3 1/2） 11280  12190  88.9 115.1 112.70 12.7 56.4 11.43 

108.0（4 1/4） 11280 15540 12190 16460 108.0 141.3 139.70 12.7 69.8 12.06 
133.4（5 1/4） 11280 15540 12190 16460 133.3 175.4 171.45 15.9 85.7 15.88 
注意：四方钻杆驱动部分的尺寸见图 2 
A . 四方钻杆的规格—栏数值与第 6栏的对边宽数值 DFL是相同的。 
B . DFL的公差对规格 63.5～88.9为：+2.0 0mm；对规格 108.0～133.3为：+2.40 0mm。见 6.2的套筒量规检验。 
C . Dc的公差，对规格 63.5～88.9为：+3.2  0mm；对规格 108.0～133.3为：+4.0 0mm。 

 
图 2—四方钻杆 

关键词 
1 左旋内螺纹连接        3 下端加厚 
2 上端加厚              4 右旋外螺纹连接      RC或 RCC的棱角形状由制造厂家选择 

                             表 5—四方钻杆端部加厚连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上部左旋内螺纹连接 下部右旋外螺纹连接 

方钻杆规格

mm（in）  标称 
外径 
Du 
±0.8 

倒角直

径 DF 

±0.4 

加厚长

度 Lu 
+63.5 

0 

标称 
外径 
DLR 
±0.8 

内径 
d 

+1.6 
0 

倒角直

径 DF 

±0.4 

加厚长度 
LL 

+63.5 
0 

标准 6 5/8REG 196.8 186.1 406.4 NC26 85.7 31.8 83.0 508.0 
63.5（2 1/2） 

选用 4 1/2 REG  146.0 134.5 406.4 NC26 85.7 31.8 83.0 508.0 
76.2（3） 标准 6 5/8 REG 196.8 186.1 406.4 NC31 104.8 44.4 100.4 508.0 



第 15 页 共 42页 

选用 4 1/2 REG 146.0 134.5 406.4 NC31 104.8 44.4 100.4 508.0 
续上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上部左旋内螺纹连接 下部右旋外螺纹连接 

方钻杆规格

mm（in）  标称 
外径 
Du 
±0.8 

倒角直

径 DF 

±0.4 

加厚长

度 Lu 
+63.5 

0 

标称 
外径 
DLR 
±0.8 

内径 
D 

+1.6 
0 

倒角直

径 DF 

±0.4 

加厚长度 
LL 

+63.5 
0 

标准 6 5/8 REG 196.8 186.1 406.4 NC38 120.6 57.2 116.3 508.0 
88.9（3 1/2） 

选用 4 1/2 REG 146.0 134.5 406.4 NC38 120.6 57.2 116.3 508.0 
标准 6 5/8 REG 196.8 186.1 406.4 NC46 158.8 71.4 145.2 508.0 
标准 6 5/8 REG 196.8 186.1 406.4 NC50 161.9 71.4 154.0 508.0 
选用 4 1/2 REG 146.0 134.5 406.4 NC46 158.8 71.4 145.2 508.0 

108.0 

选用 4 1/2 REG 146.0 134.5 406.4 NC50 161.9 71.4 154.0 508.0 
标准 6 5/8 REG 196.8 186.1 406.4 5 1/2FH 177.8 82.6 170.6 508.0 

133.4（5 1/4） 
选用 6 5/8 REG 196.8 186.1 406.4 NC56 177.8 82.6 171.0 508.0 

注：尾端加厚的尺寸见图 2 
A  旋转台肩连接的要求见 6.3。 
B  四方钻杆的规格与表 4中第 6栏对边宽（相反面之间的距离）DFL是相同的。 
C  所有信息供订货参考。 

表 6  六方钻杆驱动部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驱动部分长

度 
（mm） 

总长 
（mm） 

对边宽

（mm） 
对角宽

（mm） 
对角宽

（mm） 
半径

（mm） 
半径

（mm） 
偏心孔最小

壁厚（mm） 
方钻杆规格

mm（in） 标准 

152
127-

+  

选用 

152
127-

+  

标准 

152
0
+  

选用 

152
0
+  

DFL 

0.8
0
+  

Dc 

±0.8 

Dcc 

0
0.4-  

Rc 
±0.8 

Rcc 
 

t 

76.2（2 1/2） 11280  12190  76.2 85.7 85.72 6.4 42.9 12.06 
88.9（3） 11280  12190  88.9 100.8 100.00 6.4 50.0 13.34 
108.0（3 1/2） 11280 15540 12190 16460 108.0 122.2 121.44 7.9 60.7 15.88 
133.4（4 1/4） 11280 15540 12190 16460 133.3 151.6 149.86 9.5 75.0 15.88 
152.4（5 1/4） 11280 15540 12190 16460 152.4 173.0 173.03 9.5 86.5 15.88 
注意：六方钻杆驱动部分的尺寸见图 3 
A 六方钻杆的规格与表 4中第 6栏对边宽（相反面之间的距离）DFL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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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六方钻杆 

关键词 
1 左旋内螺纹连接     2 上端加厚   3 下端加厚   4 右旋外螺纹连接 
  RC 或 RCC的棱角形状由制造厂家选择 

表 7  六方钻杆端部加厚连接（m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上部左旋内螺纹连接 下部右旋外螺纹连接 

方钻杆规格

mm（in）  标称 
外径 
Du 
±0.8 

倒角直

径 DF 

±0.4 

加厚长

度 

Lu 63.5
0
+  

标称 
外径 
DLR 
±0.8 

内径 

d 1.6
0
+  

倒角直

径 
DF±0.4 

加厚长度 

LL
63.5

0
+  

标准 6 5/8 REG 196.9 186.1 406.4 NC26 85.7 31.8 82.9 508.0 
76.2（3） 

选用 4 1/2 REG 146.0 134.5 406.4 NC26 85.7 31.8 82.9 508.0 
标准 6 5/8 REG 196.9 186.1 406.4 NC31 104.8 44.4 100.4 508.0 

88.9（3 1/2） 
选用 4 1/2 REG 146.0 134.5 406.4 NC31 104.8 44.4 100.4 508.0 
标准 6 5/8 REG 196.9 186.1 406.4 NC38 120.6 57.2 116.3 508.0 

108.0（4 1/4） 
选用 4 1/2 REG 146.0 134.5 406.4 NC38 120.6 57.2 116.3 508.0 
标准 6 5/8 REG 196.9 186.1 406.4 NC46 158.8 76.2 145.2 508.0 

133.4（5 1/4） 
标准 6 5/8 REG 196.9 186.1 406.4 NC50 161.9 82.6 154.0 508.0 
标准 6 5/8 REG 196.9 186.1 406.4 5 1/2FH 177.8 88.9 170.6 508.0 

152.4（6） 
选用 6 5/8 REG 196.9 186.1 406.4 NC56 177.8 88.9 171.0 508.0 

注：尾端加厚的尺寸见图 3 
A 旋转台肩连接的要求见 6.3。 
B四方钻杆的规格与表 6第 6栏对边宽（相反面之间的距离）DFL是相同的。 
C所有信息供订货参考。 
D 对 133.3六方钻杆，可选 71.4mm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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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方钻杆套筒量规（㎜） 

对边宽 最大棱角半径 方钻杆 
规格 

量规最小 
长度 LG 四方 DFL 六方 DFL 四方 RS 六方 RH 

63.5 254 65.89  6  
76.2 254 78.59 77.11 8 5 
88.9 254 91.29 89.81 11 5 
108.0 305 111.12 108.86 11 6 
133.4 305 136.52 134.26 14 8 
152.4 305  153.31  8 

注：方钻杆套筒量规的尺寸见图 4 
A 公差 DFL，尺寸：+0.13 0mm 
B 相邻边之间的公称夹角公差为±0.5° 

 
图 4—方钻杆套筒量规（见表 8） 

关键词 
1 六方钻杆套筒量规 
2 四方钻杆套筒量规 

表 9—力学性能和试验—新型方钻杆（所有规格） 
下部加厚外径 
㎜ 

下部加厚最小屈服

强度（Mpa） 
下部加厚最小抗拉

强度（Mpa） 
最小延伸率 
（%） 

最小布氏硬度 HBW 

85.7～174.6 758 965 13 285 
177.8 689 931 13 285 

7 钻杆接头 
7.1 规格和类型 
钻杆接头应是对焊型的，并应按照表 10和图 5与图 6注明的规格和类型制造。 

7.2  A类型和 B类型的尺寸 
7.2.1接头，倒角直径和外径 
    当与方钻杆相连时，接头的大小和类型适用于表 5和表 7中的规定。当与钻铤相连时，适用于表 14和表 19。
当与钻头相连时，适用于表 24和表 26。当与钻管接头相连时，适用于 API Spec7。 
7.2.2 内径 
   应该规定两个连接构件的内径。A型号和 B型号接头的内径（和允许公差）应该等于较小尺寸和型号连接所
用连接件的规定内径。 
7.2.3内倒角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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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螺纹的内倒角直径应该大于相应连接构件中规定的内径 3.2 
0.16

0
+

㎜（1/8
1/160

0
+

英寸）。 

7.2.4 长度 
    A型和 B型钻杆接头的长度和公差如图 5所示。 
7.2.5 钻头转换接头的浮阀槽 
    浮阀槽是可选的。如果规定浮阀槽，钻头转换接头上的尺寸数据按表 13所示，可适用的总成按图 7所示。 
7.3 C型号尺寸（水龙头转换接头） 
7.3.1 接头，倒角直径和外径 

水龙头转换接头应有上、下外螺纹（均为左旋）。其下端连接的规格、型式应符合表 5和表 7方钻杆上端内 
螺纹连接的规定可用规格和型式。上端连接应为水龙头中心管内螺纹连接的规格和型式，即转换接头的外径 
和公差应符合方钻杆上端内螺纹连接，或水龙头元件管内螺纹连接外径的较大者。 

7.3.2 内径 
最大内径应是表 5或表 7规定的上端方钻杆连接允许的最大内径。在阶梯式孔转换接头内上端外螺纹连接孔 
大于下端外螺纹孔时，上端外螺纹接头内孔就不应大于上端方钻杆的最大内径。 
按现行版 API推荐作法（RP）7G计算的抗拉强度或扭矩强度小于下端外螺纹。 

7.3.3内倒角直径 
内倒角直径应大于内径 6+2

-1㎜（1/4±1/16英寸） 
7.3.4 长度 
允许的最小大钳位置为 200㎜（8英寸） 

7.4 D型尺寸（提升转换接头） 
7.4.1 提升台肩直径和提升上端直径 

 提升台肩直径和提升上端直径符合表 12中尺寸规定 
7.4.2 接头，倒角直径和外径 
连接尺寸和类型符合表 14中规定适用的尺寸和类型 
连接接头符合 API Spec7中规定的尺寸和测量要求 
倒角直径和外径符合表 14中规定适用的尺寸和公差 

7.4.3内径 
内径应取表 14和表 20中所规定的尺寸和类型的连接接头的最大内径 

7.4.4 长度 
D型钻杆接头的长度和公差按图 6所示 

7.5 力学性能 
7.5.1 拉力要求 

A型和 C型转换接头以及 B型转换接头大直径面的应力属性符合 7.2中规定的钻铤应力要求。带有旋转外 
径的 B型转换接头，原始试验结果不一定是指面积减少的拉力属性。没有必要进行 B型转换接头试验的拉 
伸性能无损检测或直径减少面积的试验。 

7.5.2 硬度要求 
表 11规定了布氏硬度读数，在直径减少的部分作为力学性能的首要见证证据。在生产中 B型转换接头直径 
减少部分的表面硬度的衡量符合 ISO6506-1的要求。 

    注意：ASTM A370相当于 ISO6506-1 
7.5.3 冲击强度要求 
7.5.3.1 总则 

V型槽冲击试验将在试样上进行，符合 ISO148的要求，且在 21℃±3℃（70°F±5°F） 温度下进行。较 
低温度下进行的试验满足 7.5.3.4中可接受的要求。 
注意：ASTM A370和 ASTM E23相当于 ISO148。 

7.5.3.2 试样 
应该每批 3个试样进行加热和热处理试验。试样宜从下部加厚处 25.4毫米（1英寸）位置上进行，在中间厚 
度表面之下，取两者之间与外表面相接近的。 试样应该是纵向的和竖直凹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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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3 试样尺寸 
除了材料不充分之外，应该使用总大小（10毫米×10毫米）的试样，或者使用可获得的更小些的标准大小 
的试样。 
如果有必要使用较小尺寸的试样试验，表 2中列出了合适的调节因数通过相乘得到可接受的标准。不允许试 
样尺寸小于 5毫米。 

7.5.3.4 可接受的标准 
三个试样在 21℃±3℃（70°F±5°F）时的平均冲击值应该是 54J（40英尺-磅）或更大，每一个值不能少

于 47 J（40英尺-磅）。 
7.6 无损检测 
每一个用来生产钻杆接头的钢管或棒料应该进行外表面和内表面缺陷检测，按照 ISO10424规范第 10条款 
进行。包含有缺陷的材料不能用来生产钻杆转换接头。 

7.7 接头应力释放结构 
A 型和 B型连接件上应力释放结构是选择性的，大于等于 4 1/2API REG（常规型），C型连接件是强制性的。 
应力释放结构使 D型转换接头不受影响，所以不推荐使用。 
应力释放结构连接的尺寸和公差应该符合 API Spec7中列出的尺寸和公差，也适用于表 10中所示的 A型， 
B型和 C型转换接头连接。 

7.8 螺纹根部冷作加工 
A型，B型和 C型转换接头螺纹根部冷作加工是选择性的。螺纹根部冷作加工使 D型转换接头不受影响， 
所以不推荐使用。祥见 8.1.7.3。 

7.9螺纹和密封台肩的抗磨损处理 
锌或锰磷酸盐的抗磨损处理也适用于所有由标准钢制造钻杆接头的端部连接台肩密封和螺纹。处理应在所有 
的测量结束后进行。处理的类型由厂商选择 

7.10 标志 
   按照 ISO10424部分规范生产的转换接头应该标记以下信息： 
厂家名称或厂标； 

       “ISO10424-1”； 
         内径； 

下端连接的规格和类型 
标记应用模板印制在转换接头外径上的标志槽内。识别连接规格和类型的标志应该位于最接近其所用连接的 
那一标志槽端，标记槽位置如图 5所示。 
例 1 两端具有 4 1/2REG LH内螺纹连接和 57.2毫米（2 1/4英寸）内径的钻柱转换接头，由 AB公司生产， 
应做如下标志： 

          AB Co.（或厂标）       SPEC 7 
          4 1/2REG LH 2 1/4       4 1/2 REG LH 

例 2 一端具有 NC31外螺纹连接，在其另一端有 NC46内螺纹连接的钻柱转换接头与 50.8毫米（2英寸） 
内径接头连接，由 AB公司生产，应做如下标志： 

         AB Co.（或厂标）       SPEC 7 
         NC31           2           NC46 

表 10—钻杆转换接头 
1 2 3 4 
类型 分类 上端连接的构件 下端连接的构件 

A 或 B 
A 或 B 
A 或 B 
A 或 B 
A 或 B 

C 
D 

方钻杆转换接头 
钻杆接头转换接头 
过桥转换接头 
钻铤转换接头 
钻头转换接头 
水龙头转换接头 
提升转换接头 

方钻杆 
钻杆接头 
钻杆接头 
钻铤 
钻铤 

水龙头转换接头 
焊颈接头 

钻杆接头 
钻杆接头 
钻铤 
钻铤 
钻头 
方钻杆 
钻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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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钻杆接头（A型，B型和 C型） 

关键词 
1 A型旋转接头 
2 B型旋转接头 
3 C型旋转接头 
4 内螺纹或外螺纹旋转连接 
5 左旋外螺纹连接 
6 标记槽位置 
A   如果 A型两端均为内螺纹或外螺纹的转换接头，则全长是为 915mm（36in）。 
B   如果 B型两端均为内螺纹或外螺纹的转换接头，则全长是为 1220mm（48in）。 
C   接头的参数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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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B型 DR钻杆转换接头表面最小硬度尺寸 

1 2 
大外径 

D（㎜） 
直径面 DR减少的表面布氏硬度 

HB 
79.4～174.6 

177.8～254.0 
≥285 
≥277 

表 12—提升转换接头上端提升件直径的尺寸数据（㎜） 

吊卡凹座直径

DP 

提升台肩直径（方

形或圆形）DL 

总长

L1 

上部长度

L2 

吊卡凹座长度

L3 

下端长度 
L4 

60.3 
73.0 
88.9 
101.6 
114.3 
127.0 
139.7 
168.3 

85.7 
104.8 
120.6 
152.4 
158.8 
165.1 
177.8 
203.2 

915 
915 
915 
915 
915 
915 
915 
915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457 
457 
457 
457 
457 
457 
457 
457 

356 
356 
356 
356 
356 
356 
356 
356 

 

 
                            A）直台肩                       B）锥形台肩 

图 6—提升转换接头（D型） 
注： 尺寸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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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钻头转换接头上浮阀凹槽（㎜） 

API常规钻头内螺纹 其它通用接头 阀门组装

直径 DBP
a 
浮阀凹槽直

径 DFR
1/64

0
+  

阀门组装长度

LFV
 

螺纹代号 LR±1/16 DBP
1/32

0
+  螺纹代号 LR±1/16 

42.1 42.9 149.2 2 3/8 REG 231.8 33.3 NC23 231.8 
48.4 49.2 158.8 2 7/8 REG 254.0 38.1 NC26 241.3 
61.1 61.9 165.1 3 1/2 REG 266.7 48.4 NC31 260.4 
71.4 72.2 254.0    3 1/2FH 355.6 
79.4 80.2 254.0    NC38 362.0 
88.1 88.9 211.1 4 1/2 REG 325.4 74.6 NC44 331.8 
92.9 93.7 304.8    NC46 425.4 
98.4 99.2 247.6 5 1/2 REG 374.6 85.7 NC50 368.3 
121.4 122.2 298.4 6 5/8 REG 431.8 108.7 5 1/2IF 431.8 
121.4 122.2 298.4 7 5/8 REG 438.2 108.7 5 1/2FH 431.8 
121.4 122.2 298.4 8 5/8 REG 441.3 108.7 NC61 444.5 
144.5 145.2 371.5 8 5/8 REG 514.4 131.8 6 5/8 IF 504.8 

A. 直径 DFR等同于 DBP
a+0.8毫米。       B. 所有信息供订货时识别之用。 

                

A）带隔板槽接头                  B）不带隔板槽接头 
图 7—在钻头转换接头上的浮阀凹槽（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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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1  带隔板槽 
2  不带隔板槽 
A  如果直径 DBP等于或小于孔尺寸，则可忽略。 
B  钻挺或转换接头的内径和钻头外螺纹的内径必须足够小以便于安装旋塞阀。 
C  LR=LFV+旋转台肩外螺纹长度+6.4mm（1/4in）。 
8 钻铤 
8.1 总则 
8.1.1 尺寸 

标准钢钻铤应按照表 1和图 8中规定的尺寸和规格供应。除 8.3.1中的注释外，无磁钻铤应按表 14或表 20 
中规定的尺寸和规格供应。 

8.1.2 外径公差 
外径应该符合表 15中的公差规定。 

8.1.3 内孔 
所有钻铤的内孔都应用最小长度 3.05米（10英尺）的通径规检试。通径规的最小直径应等于钻铤的内径 d 
（见表 14），减去 3.2毫米（1/8英寸）。 

8.1.4 表面光洁度 
8.1.4.1 标准钢 
    最低要求的外表面光洁度应是热轧精整。工作质量应符合 ASTM A434。表面瑕疵清除应符合表 16的规定。 
8.1.4.2 非磁性 
    无磁管子和棒料应是外表面精致或研磨到 100%光洁，表面瑕疵清除应符合表 16的规定。 
8.1.5 直线度 

当直线被放置在接近表面区域，超过钻铤长度 0.5mm/m（1/160in/ft）时，钻铤外表面不应从延伸到尾部的 
直线偏离至钻铤尾端， 
例如：钻铤长度为 9.14m（30ft），距离直线最大可允许的偏差是 9.14×0.5=4.6mm（30×1/160=3/16in）。 

8.1.6 无损检测 
每一个用来生产钻铤的管子或棒料都应该进行外表面和内表面缺陷检测，按照 ISO10424部分第 10条款进 
行。 

8.1.7 连接 
8.1.7.1 尺寸和类型 
8.1.7.1.1 标准钢钻铤 
标准钢钻铤由表 14中规定列出的共同外径和内径的尺寸和型号的上端外螺纹连接和下断内螺纹连接提供。 
连接符合 API Spec7量规尺寸要求。 

8.1.7.1.2 无磁钻铤 
无磁钻铤可以按照管柱类型钻铤或井底类型钻铤生产。 
管柱类型的无磁钻铤应该由表 14或表 20中列出的规定共同外径和内径的尺寸及类型的上端内螺纹连接提 
供，下端外螺纹连接在表 19中列出。上端和下端连接都应遵守 API Spec7中要求的尺寸和量规。 

8.1.7.2 连接的应力释放特征 
应力释放结构是任选的。如果规定应力释放结构，它们将符合 API Spec7中规定的尺寸。 
应力释放结构的表面应脱离应力立管，例如工具牌号和钢模板印痕。 
实验室疲劳试验与实际使用条件下的试验表明，在外螺纹台肩和内螺纹根部处减轻应力集中的形廓均能产生 
有利效果。建议在应力集中易产生疲劳破坏之处，应有应力释放槽， 
对于内螺纹连接的孔背应力释放结构是推荐性的。然而，内螺纹应力释放槽的设计也能产生有利效果，它包 
括另一种孔背设计。 
应力释放结构引起外螺纹强度和截面模数稍有下降。然而，大多数情况下降低疲劳失效的因素抵消了横截面 
积的减少。对预期有异常高负荷的情况宜对这一影响进行计算。 

8.1.7.3 螺纹根部冷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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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根部的冷加工是可选择的。冷加工的方法由厂家决定。 
对于应力释放结构，实验室疲劳试验与实际使用条件下的试验表明，旋转台肩连接的螺纹根部冷加工能产生 
有利效果。建议在高压处易产生疲劳失效之处，进行冷加工。 
如果螺纹是冷加工，它们在冷加工之前应该符合 API Spec7的测量要求。 
冷加工之后的螺纹测量紧密距会发生变化。冷加工之后的测量可能使连接不符合 ISO测量紧密距。但这不 
会影响连接的互换性，而可改善连接性能。因此，若冷加工之前符合 API Spec7紧密距要求，则该连接就可 
以标志。在这种情况下，该连接还是应该使用带圆点的字母“CW”打印，表示其螺纹在检测后经过冷加工。 
该标志在连接上的位置应如下： 

外螺纹连接：外螺纹的端部 
内螺纹连接：内螺纹的扩锥孔内 

8.1.7.4低扭矩结构 
当钻铤加工成超过 266.7mm（10 1/2in）外径时， 8 5/8REG连接的内螺纹扩孔表面应符合 API规范 7所示 
的低扭矩结构尺寸。 

8.1.8 卡瓦槽和吊卡槽 
卡瓦槽和吊卡槽是可选择的。如果有具体规定，它们应该符合表 21和图 9所示的尺寸。允许只规定卡瓦槽 
或吊卡槽的尺寸，而不是规定全部尺寸。单个结构的定位尺寸应该符合图 9的规定。 

8.1.9 螺纹和密封台肩的抗磨损处理 
锌或锰磷酸盐的抗磨损处理也适用于所有由标准钢制造钻铤的端部连接台肩密封和螺纹。处理应在所有的测 
量结束后进行。处理的类型由厂商选择。 
抗磨损处理不适用于无磁钻铤，所以在这里不要求。 

8.2 标准钢钻铤 
8.2.1 力学性能 
8.2.1.1 拉伸要求 
如要求标准钢钻铤的拉伸性能，将按照表 17的要求进行。 
这些性能应从每一个熔炼炉和这个熔炼炉的棒料尺寸的一个试样上进行拉伸来验证。 
按照 ISO6892的要求，以圆柱形拉伸试样试验方法测定，用 0.2%残余应变法。 

注意：ASTM A370相当于 ISO6892 
拉伸试样可以从管子或棒料端部任意一处截取。加工试样的目的是使测量区域的中心点定位在距离钢管或棒 
料最小 100mm（4in）处。拉伸试样应是纵向的，试样中心线位于距离中间厚度或外表面 25.4mm（1in）处， 
取两者之间与外表面相接近的。 

8.2.1.2 硬度要求 
另外，应在每一根钻铤上进行硬度试验，作为符合性的首要见证数据。硬度试验将在钻铤的外径上进行（虽 
然洛氏 C硬度也是可接受的选择，但宜使用符合 ISO 6506-1要求的布什硬度）。硬度号符合表 17中的要求。 
注意：ASTM A370与 ISO 6506-1等同。 

8.2.1.3 冲击强度要求 
8.2.1.3.1 总则 

夏比-V型缺 A型冲击试验制取试样，温度为 21℃±3℃（70°F±5°F），符合 ISO148的要求。低温下进行 
的试验，只要满足 8.2.1.3.4中要求的均可被接受。 

注意：ASTM A370和 ASTM E23等同于 ISO148。 
8.2.1.3.2 试样 

应从每一个熔炼炉和这个熔炼炉的棒料尺寸的 3个试样上进行验证。 
试样应该在外表面 25.4毫米（1英寸）以下或在壁厚中心处截取，应选择靠近热处理外表面最近的位置。 
试样应该是纵向的带有垂直凹口。 

8.2.1.3.3 试样尺寸 
除了材料不充分之外，应该使用总大小（10毫米×10毫米）的试样，或者使用可获得的更小些的标准大小 
的试样。 
如果有必要使用较小尺寸的试样试验，表 2中列出了合适的调节因数通过相乘得到可接受的标准。不允许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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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尺寸小于 5毫米。 
8.2.1.3.4 可接受的标准 
三个试样在 21℃±3℃（70°F±5°F）时的平均冲击值应该是 54J（40英尺-磅）或更大，每一个值不能少

于 47 J（40英尺-磅）；三个试样在-4°F（-20℃）时的平均冲击值应不低于 31ft-lbs（42J），其中没有一个值低于
24 ft-lbs（32J）。 
8.2.2 标志 
符合 ISO10424规范的标准钢钻铤，应在钻铤外径上打印以下信息： 

制造厂商名称或厂标； 
外径； 
内孔； 
连接代号； 
“ISO 10424-1” 

注意：钻铤号包括以一连字符号分开的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连接号是 NC类型，第二部分由 2（或 3）位数组
成，以英寸的整数和十分之几英寸表示的钻铤外径。因为在推荐的抗弯强度比范围内，没有 NC 型连接，所以
209.6毫米、241.3毫米以及 279.4毫米外径的钻铤用 6 5/8，7 5/8和 8 5/8连接表示。 
例 1，71.4毫米（2 13/16英寸）内孔、158.6毫米（6 1/4英寸）直径的钻铤和 NC46连接，由 A B公司生产，

打印标记如下： 
A B公司（或标志）       NC46-62             71.4                 ISO10424-1 
    例 2 ，71.4毫米（2 13/16英寸）内孔、209.6毫米（8 1/4英寸）直径的钻铤和 6 5/8常规连接，由 A B公司
生产，打印标记如下： 
A B公司（或标志）        209.6         71.4       6 5/8REG         ISO10424-1 
8.3 无磁钻铤 
8.3.1 尺寸要求 
8.3.1.1 长度公差 

无磁钻铤的长度公差应为
+152.4 

0 毫米（+6
 0英寸）。 

8.3.1.2 内孔偏心度 
内孔最大偏心度在钻铤端部为 2.39mm（0.094in）。中心的偏心度不应超过 6.35mm（0.250in）。 

注意：对无磁钻铤中心规定偏心度的目的是适当的保证测量仪器与钻铤轴线的精确同心。钻铤中心的偏心度对其

扭转强度和抗拉强度没有重要影响。 
8.3.2力学性能 
8.3.2.1 拉伸要求 
无磁钻铤的拉伸性能符合表 18的要求。 
这些性能应从每一个熔炼炉和这个熔炼炉的棒料尺寸的一个试样上（在产品端的代表其性能）进行拉伸来验证。 
按照 ISO6892的要求，以圆柱形拉伸试样试验方法测定，用 0.2%残余应变法。 
注意：ASTM A370与 ISO 6892等同。 
拉伸试样可以从管子或棒料的任意端部进行。试样可以加工，使量规区域的中心点位于距离管子或棒料最小

100mm（4in）的位置。拉伸试样应该定位于纵向方向上距离中心线外径或中间厚度 25.4mm（1in）的位置，取
两者之间与外表面相接近的。 
8.3.2.2 硬度要求 
另外，应该在每一个钻铤上进行硬度试验。硬度和材料强度之间的关系不是可靠的。硬度试验应该在钻铤外径上

进行。（虽然洛氏 C硬度是可接受的选择，但布氏硬度更加符合 ISO6506-1的要求）。 
 注意：ASTM A370与 ISO 6506-1等同。 
8.3.3 顺磁性能 
8.3.3.1 相对磁导率性能测量 
钻铤具有相对磁导率应小于 1.010。每一相对磁导率证书应标明试验方法。制造厂商还应说明测试是在每一根钻
铤上还是合格的批量产品的试样上进行的。一批的定义是以同一方式同时经过所有制造工序加工的同炉的所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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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8.3.3.2 磁梯度测量 
新钻铤内孔磁场应具有偏离均匀磁场最大偏差不超过±0.05μT。测量时，应对准钻铤的轴向方向定向，并应有
验磁器，表明沿着整个钻铤孔场差的图记录纸应列入每根钻铤证书中。 
8.3.4 抗腐蚀要求（用于含大于等于 12%铬的奥氏体钢钻铤） 
奥氏体不锈钢钻铤由于经受拉应力和某些特定腐蚀物的联合作用而断裂，该现象称为应力腐蚀开裂。所用材料应

通过现行版 ASTM A262E 法的腐蚀试验，且每根钻铤应进行此试验。由供方决定，试验沿轴向取自距孔表面
12.7mm（0.5in）以内，或沿切向，在此情况下其中点应在孔表面 12.7mm（0.5in）以内。在有些情况下，钢可能
会承受应力传递的腐蚀开裂。通过压缩残余应力的表面处理会有不同组改变的倾向，而提供了附加的抗应力腐蚀

开裂性能。 
8.3.5 标志 
无磁钻铤符合 ISO10424部分的要求，应该打印出以下信息： 

厂商名称或厂标； 
外径； 
内孔； 
无磁性标识（无磁钻铤 NMDC）； 
连接代号； 
“ISO 10424-1” 

注意：钻铤号包括以一连字符号分开的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连接号是 NC类型，第二部分由 2（或 3）位
数组成，以英寸的整数和十分之几英寸表示的钻铤外径。因为在推荐的抗弯强度比范围内，没有 NC型连接，所
以 209.6毫米、241.3毫米以及 279.4毫米外径的钻铤用 6 5/8，7 5/8和 8 5/8连接表示。 

下面举例说明对这些标志的要求。标志位置和附加标志的使用应由制造厂商规定。 
例如：一个 209.6毫米（8 1/4英寸）钻铤，71.4毫米（2 13/16英寸）内孔，由 A B公司生产，打印标记如下： 
A B公司（或标志）   209.6         71.4    NMDC   6 5/8REG         ISO10424-1 

 
关键词                             图 8—钻挺 
1 旋转内螺纹连接 
2 旋转外螺纹连接              A  尺寸见表 14和表 20 

表 14—钻铤 
1 2 3 4 5 6 

钻铤编号和连接标称 外径 内径 长度 倒角直径 参照弯曲强度比 
注意：钻铤外形见图 8 
A所有信息供订货时识别之用； 
B钻铤号包括以一连字符号分开的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连接号是 NC类型，第二部分由 2（或 3）位数组成，
以英寸的整数和十分之几英寸表示的钻铤外径。因为在推荐的抗弯强度比范围内，没有 NC型连接，所以 209.6
毫米、241.3毫米以及 279.4毫米外径的钻铤用 6 5/8，7 5/8和 8 5/8连接表示； 
C 公差见表 15； 
D 无磁钻铤公差见 8.3.1.1； 
E 计算抗弯强度比时，应力释放结构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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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钻铤外径公差（㎜） 

1 2 3 4 
外径 公差尺寸（最大） 公差尺寸（最小） 不圆度 

≥63.5～88.9 1.2 0 0.89 
≥88.9～114.3 1.6 0 1.17 
≥114.3～139.7 2.0 0 1.47 
≥139.7～165.1 3.2 0 1.78 
≥165.1～209.6 4.0 0 2.16 
≥209.6～241.3 4.8 00 2.54 
＞241.3 6.4 0 3.05 

注：不圆度为在同一截面上测得的杆体或管体的最大和最小直径差，并不包括 8.1.4条内述及的表面光洁度的公差。 

表 16—钻铤表面瑕疵消除量和目测凹槽深度参照标准（㎜） 

1 2 3 
外径（in） 表面最大消除量 凹槽最大深度参照标准 
＞63.5～88.9 1.83 1.83 
＞88.9～114.3 2.29 2.29 
＞114.3～139.7 2.79 2.79 
＞139.7～165.1 3.18 3.18 
＞165.1～209.6 3.94 3.94 
＞209.6～241.3 5.16 5.16 
＞241.3 12.19 6.10 

表 17—新标准钢钻铤的力学性能和试验 

1 2 3 4 5 

钻铤外径范围（㎜） 最小屈服强度（MPa） 
最小拉伸强度

（MPa） 
四倍直径标距长度的最

小伸长率（％） 
最低布什硬度 HB 

79.4～174.6 758 965 13 285 
177.8～279.4 689 931 13 285 

表 18—新非磁钻铤的力学性能和试验 

不锈钢 铍铜 
钻铤外径范围

（㎜） 
最小屈服强

度（MPa） 
最小拉伸强

度（MPa） 
最小伸长率

（％） 
最小屈服强度

（MPa） 
最小拉伸强度

（MPa） 
最小伸长率

（％） 
88.9～174.6 758 827 18 758 965 12 
177.8～279.4 689 758 20 689 931 13 

表 19—钻挺底孔底端连接 
钻铤外径（㎜） 底部内螺纹连接 倒角直径（㎜）±0.4 
＞104.8～114.3 2 7/8REG 91.7 
＞120.6～127.0 3 1/2REG 104.4 
＞152.4～177.8 4 1/2REG 135.3 
＞177.8～184.2 5 1/2REG 165.1 
＞196.8～228.6 6 5/8REG 186.9 
＞241.3～254.0 7 5/8REG 215.1 
＞279.4 8 5/8REG 242.5 

所有信息供订货时识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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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新增的无磁钻铤 
1 2 3 4 5 6 

钻铤号 外径（㎜） 内孔（㎜） 长度（m） 
倒角直径

（㎜） 
参照弯曲强度比 

NC 50-67 171.4 71.4 9.14或 9.45 159.5 2.37:1 
注意: 钻铤的外观参见表 8 
A 公差参见表 15 
B 71.4内径的NC50-67具有弯曲强度比 2.37:1, 它的外螺纹强度要比通常可接受的标准钢钻铤高,但已证明非磁钻
铤是可接受的. 

 

图 9—钻铤卡瓦和吊卡槽 

L1 

㎜（in） 
L2 

㎜（in） 
L3 

㎜（in） 
L4 

㎜（in） 
L5 

㎜（in） 
L6 

㎜（in） 
L7 

㎜（in） 
R2 

㎜（in） 
R3 

㎜（in） 

1067 
（42） 

508 50
0
+  

（20 2
0
+
） 

406 25
0
+

 

（16 1
0
+
） 

76 
（3） 

76 
（3） 

457 50
0
+

 

（18 2
0
+
） 

76 
（3） 

25.4 
（1） 

50.8 
（2） 

关键词 
1 外螺纹尾端         2 吊卡槽          3 卡瓦槽 
A   DE

a=D－2×lE 
B   DS

b= D－2×lS 

C   DN c= D+1.6（1/16）最大 
D   尺寸见表 21 

表 21—钻铤卡瓦和吊卡槽以及吊卡内孔尺寸 
1 2 3 4 5 6 7 8 

钻铤外径上槽尺寸 钻铤外径上的吊卡内孔 
钻铤外径范围

D（㎜） 
吊卡凹槽

深度 lE（㎜） 
R1

d 

（㎜） 
角度

α 
卡瓦凹槽深

度 lS（㎜） 
角度β 顶端内孔（㎜） 底端内孔（㎜） 

101.6～117.5 5.6 3.2±0.4 4° 4.8 3.5° D-7.9 D+3.2 
120.6～142.9 6.4 3.2±0.4 5° 4.8 3.5° D-9.5 D+3.2 
146.0～168.3 7.9 3.2±0.4 6° 6.4 5° D-12.7 D+3.2 
171.4～219.1 9.5 4.8±0.8 7.5° 6.4 5° D-14.3 D+3.2 
222.2或更大 11.1 6.4±0.8 9° 6.4 5° D-15.9 D+3.2 

A所有信息供订货时识别之用； 
B α角和β角的值是大约的参照值； 
C 冷加工半径 R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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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钻井钻头和取心钻头 
9.1 牙轮钻头和刮刀钻头 
9.1.1 尺寸 
牙轮钻头的规格应按订单供应。刮刀钻头应按订单规定的规格供应。 
注意：牙轮钻头通常使用的规格见 API RP7G。 
9.1.2公差 
钻头刃缘的计量直径应符合表 22中规定的外径公差。 

表 22—牙轮钻头和刮刀钻头公差（㎜） 
钻头尺寸 公差 

44.4～349.2 +08
  0  

355.6～444.5 +16
  0  

＞447.7 +24
  0  

9.1.3 连接 
牙轮钻头应按表 23中规定的外螺纹连接的样式和尺寸供应。刮刀钻头应按表 24中规定的外螺纹连接的样式 
和尺寸供应，并应为外螺纹或内螺纹。 

9.1.4 标志 
    钻头应在旋转台肩面以外的位置用钢模打印以下信息： 

制造厂名称或厂标； 
钻头尺寸； 
“ISO 10424-1”； 
连接规格和类型 

例如：一只具有 4 1/2英寸正规旋转台肩式连接的 200毫米（7 7/8英寸）钻头，应打印如下： 
        AB 公司（或厂标）    200         ISO10424-1          4 1/2REG 
9.2金刚石钻头，金刚石取心钻头和聚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 
9.2.1 金刚石钻头公差 

金刚石钻头，金刚石取心钻头和聚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应符合表 25所示的外径公差。 
9.2.2金刚石钻头和聚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的连接 
金刚石钻头和聚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的连接应按表 26中所示的外螺纹连接的样式和尺寸供应。所有连接螺 
纹均应是右旋。 

    由于他们的所有权性质，因此，没有显示金刚石取心钻头的连接。 
9.2.3 金刚石钻头和聚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的测量 
9.2.3.1 总则 
    所有金刚石钻头和聚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应使用 9.2.3.2和 9.2.3.3中环规和尺寸规检验其外径。 
9.2.3.2 量规规范 
    通规和止规量规宜按图 10制作，并作如下说明： 
通规和止规的量规宜由外径等于钻头公称尺寸加 38.1毫米（1 1/2英寸）的 25.4毫米（1英寸）钢材制作的圆规。 

通规内径应该等于钻头公称尺寸加 0.05毫米（0.002英寸）的间隙，公差为 0.08
0
+
毫米，（

0.003
0
+
英寸）。 

止规内径应该等于钻头最小尺寸（公称尺寸减最大负公差）减 0.05毫米（0.002英寸）过盈，公差为 0
0.08- 毫

米（
0
0.003- 英寸）。 

9.2.3.3 测量方法 
通规和止规宜按下列规定使用： 
产品钻头如果合格，宜通过通规（产品不能太大）； 
产品钻头如果合格，宜不能通过止规（产品不能太小）； 
为了测量准确，通规和止规量规宜与钻头或取心钻头的温度一样，在 11℃（20°F）温度误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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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金刚石钻头和 PDC钻头的量规尺寸 

关键词 
1 通规 
2 止规 

A  D1
a=钻头尺寸 0.05

0.002
+
+ ；公差为

0.080
0.0030

+
+  。 

B  D2
b=钻头尺寸 -0.002

0.05- ；公差为
-0.003
0.08-  。 

C  D3
c=钻头公称尺寸+最小 38.1㎜（1.5in）。 

9.2.4 标志 
金刚石钻头，金刚石取心钻头和聚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应做如下标志： 
金刚石钻头和聚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应在旋紧台肩面以外的位置作出如下永久性的清晰标志： 
厂商名称或厂标； 
钻头规格； 
“ISO 10424-1”； 
连接规格和类型。 

例如   一只具有 4 1/2英寸 REG旋转台肩式连接的 190.5毫米（7 1/2英寸）的钻头，应打印如下： 
A B公司（或标志）           190.5              ISO10424-1            4 1/2REG 
B）金刚石取心钻头应该在旋紧台肩式连接以外的位置以制造厂商名称或厂标和“ISO 10424-1”作出以下永久性
的清晰标志： 
A B公司（或标志）           ISO10424-1 
由于所有权的性质，未示出金刚石取心钻头的连接。标记“ISO10424-1”应指明 ISO10424部分的其它尺寸

要求符合本规范规定。 

表 23—牙轮钻头的连接                                           

1 2 3 4 

钻头外径规格（㎜） 外螺纹旋转台肩连接 
钻头转换接头倒角直径（㎜）

±0.4 
钻头倒角直径 
（㎜）±0.4 

44.4～56.9 1 REG 37.3 38.1 
57.2～88.6 1 1/2REG 49.2 50.0 
88.9～114.3 2 3/8 REG 77.4 78.2 
117.5～127.0 2 7/8 REG 91.7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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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1 2 3 4 

钻头外径规格（㎜） 外螺纹旋转台肩连接 
钻头转换接头倒角直径（㎜）

±0.4 
钻头倒角直径 
（㎜）±0.4 

130.2～187.3 3 1/2 REG 104.4 105.2 
190.5～238.1 4 1/2 REG 135.3 136.1 
241.3～365.1 6 5/8 REG 186.9 187.7 

6 5/8 REG 186.9 187.7 
368.3～469.9 

7 5/8 REG 215.1 215.9 
7 5/8 REG 215.1 215.9 

473.1～660.4 
8 5/8 REG 242.5 243.3 

＞685.8 8 5/8 REG 242.5 243.3 
A所有信息供订货时识别之用； 
B）1REG可与 1MT，AMT和 AMMT螺纹作互换； 
C）1 1/2REG可与 1 1/2MT，AMT和 AMMT螺纹作互换。 

表 24—刮刀钻头的连接 

1 2 3 4 

钻头外径规格（㎜） 旋转台肩连接 
钻头转换接头倒角直径 

（㎜）±0.4 
钻头倒角直径 
（㎜）±0.4 

44.4～56.9 1REG 37.3 38.1 
57.2～88.6 1 1/2REG 49.2 50.0 

88.9～114.3 
2 3/8 REG 

外螺纹或内螺纹 
77.4 78.2 

117.5～127.0 
2 7/8 REG 

外螺纹或内螺纹 
91.7 92.5 

130.2～187.3 
3 1/2 REG 

外螺纹或内螺纹 
104.4 105.2 

190.5～215.9 
4 1/2 REG 

外螺纹或内螺纹 
135.3 136.1 

219.1～250.8 
5 1/2 REG 

外螺纹或内螺纹 
165.1 165.9 

＞250.8 
6 5/8 REG 

外螺纹或内螺纹 
186.9 187.7 

A所有信息供订货时识别之用。； 
B 1REG可与 1MT，AMT和 AMMT螺纹作互换； 
C）1 1/2REG可与 1 1/2MT，AMT和 AMMT螺纹作互换。 

表 25—金刚石钻头，金刚石取心钻头和聚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的公差 （㎜）                     

钻头外径规格 外径公差 

＜171.4 0
0.38-  

172.2～228.6 0
0.51-  

229.4～349.2 0
0.76-  

350.0～444.5 0
11.4-  

＞445.3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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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知道对某种用途的 PDC钻头制造公差，可不用表 25所示值。制造时，这些钻头可认为不属本规范范围。 

表 26—金刚石取心钻头和聚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的连接 

1 2 3 4 

钻头规格（㎜） 外螺纹旋转台肩连接 
钻头转换接头倒角直径 

（㎜）±0.4 
钻头倒角直径 
（㎜）±0.4 

44.4～56.9 1REG 38.1 38.9 
57.2～88.6 1 1/2REG 49.2 50.0 
88.9～114.3 2 3/8 REG 77.4 78.2 
115.1～127.0 2 7/8 REG 91.7 92.5 
127.8～187.3 3 1/2 REG 104.4 105.2 
188.1～238.1 4 1/2 REG 135.3 136.1 
238.9～368.3 6 5/8 REG 186.9 187.7 

6 5/8 REG 186.9 187.7 
369.9～469.9 

7 5/8 REG 215.1 215.9 
7 5/8 REG 215.1 215.9 

＞471.5 
8 5/8 REG 242.5 243.3 

A）所有信息供订货时识别之用。； 
B）1REG可与 1MT，AMT和 AMMT螺纹作互换； 
C）1 1/2REG可与 1 1/2MT，AMT和 AMMT螺纹作互换。 
10 管子和棒料的无损检测 
10.1 总则 
所有标准管子和棒料都应进行表面破坏和全封闭式内部缺陷检测。 
非磁性管子和棒料应该进行全封闭式内部缺陷检测。如果管子和棒料的外表面已经被加工，则不要求进行非磁性

管子和棒料的表面缺陷检测。 
无损检测应该在热处理完成后进行。 
10.2 无损检测人员资质 
    无损检测人员的证书大纲应由制造厂商编制和实施，至少以 ISO9712作为无损检测人员证书的指南使用。 
注意   按照本规范，ASNT RP SNT-TC-1A等同于 ISO9712。 
无损检测人员证书大纲的执行将是厂商的责任。 
被证明有Ⅱ级或Ⅲ级证书的检测者能进行检测。 
10.3 表面缺陷 
10.3.1 外表面破坏缺陷 

每一个标准钢管或棒料都应该进行外表面缺陷检测。优先使用超声波（UT）检测法或磁粉法。假设被证实， 
表 16中描述的系统和步骤能够探测印痕，那么，也可以作为选择，使用其它的方法（例如涡流）。 

   如果非磁性管子和棒料的外表面被加工，则不要求进行非磁性管子和棒料的外表面检测。然而，若厂商和购 
买者之间达成协议，也可以进行检测。如果需要检测非磁性棒料的外表面，则应通过超声波（UT）或液体渗 
透法进行表面检测。 

   外表面的检测所使用的方法由厂商来决定。 
10.3.2 内表面破坏缺陷 

每一个管子的内表面都应通过超声波（UT）斜射法（横波）进行缺陷检测。要求仅适用于被确认为是热处 
理之前的管子材料。按照检测要求，热处理后穿过内径经过加热处理的固体棒料材料不能认为是管子。 

10.3.3 超声波检测法 
超声波检测（UT）利用外表面或内表面进行检测，每一个棒料或管子的表面破坏缺陷将进行全长 360°重
叠检测。可以使用斜射法（横波）或偏移直射法（以产生横波）浸渍系统。 
厂商通过制订书面程序来完成检测，除了以下的注释外，棒料符合 ASTM E587标准，管子（直接接触或浸 
湿法）符合 ISO 9303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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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标准用来标准化系统，每次变化作业或者检测材料的公称外径变化时，至少进行一次检测设备和程序的 
有效性说明。 
简便长度的校准标准，应准备具有相同长度和公称外径、材料和作为检测材料热处理的管子或棒料。 
校准标准应是远离间断或由其它条件产生的磁痕，能够干扰相关凹槽的探伤。 

固体棒料的参照标准应包含外表面上的纵向（轴）参照凹口。 
管子的参照标准应该包括外表面上纵向（轴）参照凹口以及内表面上纵向（轴）参照凹口。 
纵向（轴）参照凹口的最大深度应该如表 16中所描述的棒料或已经被检测的管子尺寸相同。作为厂商的选

择，可使用较浅的深度。 
纵向（轴）参照凹口的最大深度应是 152.4毫米（6英寸），宽度小于等于 1.02毫米（0.040英寸）。 

注意：按照本规范，ASTM E 213等同于 ISO 9303。 
   在厂商和购买者之间达成协议，钻孔参考反射可以用来作为以上参照凹口的选择。整个直径将能产生一个反
射，相当于或能更加敏感地显示以上所示的参照凹口。在任意一种情况下，参考信号幅度不能通过自动扫描装置

来决定可接受的或反对的扫描部件。接受标准或反对标准应该通过使用具体的和磁粉法相联系的，被证明的技术，

符合程序要求。 
    在每一次工作变化开始时，应实施检查的动态标准，通过至少两个不连续时间段检测生产速度的参照标准来
确保可重复性。如果凹口从另一端转一圈的幅度低于 79%，应调整系统并且重复动态标准。 
    厂商决定无损检测设备证明的合适频率，为了能够证实所有的产品符合 ISO10424部分的要求。如果在遵照
ISO10424 部分的规范下，要求进行设备的测量和检验，如果设备的测量不精确或出现严重的状况，则再次使用
设备之前，应进行再测量和再检验。 
10.3.4 磁粉检测 
    如果磁粉用于检测标准钢外表面，应该用干磁粉法或湿磁粉法检测每一个管子或棒料的总长以及纵向缺陷。 
    管子的检测应该符合 ISO13665中厂商制定的书面步骤。 
注意 1  按照本规范，ASTM E 709等同于 ISO 13665。 
进行棒料探伤应符合 ISO9934-1中厂商制定的书面步骤。 
注意 2  按照本规范，ASTM E 709等同于 ISO 9934-1。 
10.3.5 液体渗透检测 

如果使用渗透法检测外表面，应该用可见的或荧光溶剂移动或可洗水液体渗透法检测每一个棒料或管子的全

长。 
完成检测应该符合 ISO3452中厂商制定的书面步骤。 

    注意   按照本规范，ASTM E 1209， ASTM E1219，ASTM E1220，和 ASTM E1418等同于 ISO 3452。 
10.3.6 磁痕评价 
    超声波检测法形成的外表面破坏磁痕的幅度低于参照标准的凹口建立的高度的 20%。 
    由超声波法形成的外表面破坏磁痕的幅度大于等于已建立的参照标准的凹口高度的 20%，已探明深度作废。 
    由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法形成的外表面破坏缺陷已探明深度应该作废。 
已探明的外表面破坏缺陷深度由磁痕底部的凹槽组成，测量深度和比较最大可允许切削量的深度在表 16中

有所定义。 
探测的深度可以通过使用机械设备（例如，深度仪）进行测量。通过打磨或其它方式提供测量材料的切削深

度比表 16中列出的深度要低。 
证明管子内径的磁痕不切合实际。 

10.3.7 可接受的标准 
    通过清除因摩擦产生的磁痕，可以利用磁痕深度小于表 16中允许的最大切削量。只有当清除磁痕后，才能
使用管子或棒料。所有研磨的管子或棒料经过混合，大约应恢复成圆形。 
    不允许磁痕深度大于表 16中所示的远离表面的最大可允许的切削深度。 
    通过超声波检测法发现管子内表面破坏磁痕，不允许参照标准凹口的幅度等于或大于已确定的高度的 50%。   
10.4 内部缺陷 
10.4.1 总则 
每一个管子或棒料应该用超声波检测法进行内部缺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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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内部纵向缺陷 
10.4.2.1 总则 
每一个标准钢管或棒料的全长应该进行纵向缺陷 360°重叠扫描检测，使用斜射法（横波）传感器和直射法

（压缩波）传感器。 
    非磁性管子或棒料的检测应该限制成只使用直射法（压缩波）。 
    用来检测每个管子或棒料尺寸的检测设备的参照标准应该标准化。 
    除了以下说明的注释外，直射检测法应该符合 ISO9303中厂商制订的书面程序。 
管子或棒料的传声部分应该用来作为压缩波的参照标准。10.3.3中描述的参照标准应该被用来建立剪切波检测的
参照等级。传感器的操作范围是 1MHZ到 3.5MHZ。低于 1HZ的传感器将作用于非磁性材料。 
注意：按照本规范，ASTM E 114， ASTM E214和 ASTM E1001等同于 ISO9303。 
10.4.2.2 内部纵向缺陷的可接受标准 
任何棒料中央的磁痕将导致大于等于 50%校准底面回波失效，经过钻孔过程磁痕仍不能清除，则被认为是缺陷，
应该拒绝。 
    管子或棒料的中间厚壁包含的磁痕，底面回波大于等于 40%校准底面回波要拒收，除非厂商证实底面回波的
损失是由于晶粒大、表面状态不佳或扫描平面和反射平面之间平行度不足所致。 
    任何中间厚度的磁痕幅度大于校准底面回波幅度的 5%，将被认为是缺陷，将导致管子或棒料不能使用。 
10.4.3 内部横向缺陷 
10.4.3.1 总则 
    每一个棒料都应该进行内部横向缺陷检测。检测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使用直接接触直射法，将传感器放置在棒料或管子的尾端（面）； 
在棒料的纵轴方向上，使用带有声束的直接接触短波法，以发现间断的相交垂线。 
由厂商选择使用这种方法。 
没有必要检测传感器中管子缺陷。 
10.4.3.2 内部横向缺陷的可接受标准 
所有内部横向磁痕不能移动，不允许通过内孔。 

附录 A（采用美国标准 ） 

表 A.1—液体静水压试验 

最大额定工作压力 PSI（MPa） 壳体静水压试验压力 PSI（MPa）（仅适用于新阀） 
5000（34.5） 
10000（68.9） 

15000（103.4） 

10000（68.9） 
15000（103.4） 
22500（155.1） 

表 A.2—冲击试样调节因数 

试样尺寸 in（㎜） 调节因数 
0.394×0.394（10×10） 1.00 
0.394×0.295（10×7.5） 0.833 
0.394×0.197（10×5） 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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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作业分类定义 

分类号 作业类型 压力密封的设计操作要求 

类别 1 
仅作用于

地面 
阀体和任何密封杆将保持壳体试验内压。 
封闭密封件应保持 250PSI（1.7 MPa）和来自于下方的最大工作压力 

类别 2 
地面和井

下 

阀体和任何密封杆将保持壳体试验内压。 
密封杆将保持最小的内压 250PSI（1.7 MPa）和最小高压 2000PSI。（13.8 MPa） 
封闭密封件应保持 250PSI（1.7 MPa）和来自于下方的最大工作压力。 
封闭密封件应保持 250PSI（1.7 MPa）和来自于上方的最大工作压力。 
密封温度范围由试验验证确定。 

A 按照 API7规范 39版或以前版本制造的阀门分为Ⅰ类阀门，要将现存的阀门重新分为 2类的，则要按 5.4.3，
5.4.4和 5.4.5的要求做试验。 
B 壳体试验按表 3的值对每个制造阀只进行一次。 
C 阀杆密封操作，只对设计阀做一次验证，而不对每个制造阀作验证； 
D 只适用于球阀 
E 密封温度范围验证只对设计阀作一次验证，而不对每个制造阀做验证。 

表 A.4—四方钻杆驱动部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驱动部分长度 
（ft） 

总长 
（ft） 

对边

宽（in） 
对角宽

（in） 
对角宽

（in） 
半径

（in） 
半径

（in） 
偏心孔最小厚

壁（in） 
方钻杆 
规格（in） 

标准 
+0.50 
-0.42 

选用 
+0.50 
-0.42 

标准 
+0.50 

0 

选用 
+0.50 

0 
  

0 
-0.015 

±

1/16 
  

2 1/2 37  40  2 1/2 3 9/32 3.250 5/16 1 5/8 0.450 
3 37  40  3 3 15/16 3.875 3/8 1 15/16 0.450 

3 1/2 37  40  3 1/2 4 17/32 4.437 1/2 2 7/32 0.450 
4 1/4 37  40 54 4 1/4 5 9/16 5.500 1/2 2 3/4 0.475 
5 1/4 37  40 54 5 1/4 6 29/32 6.750 5/8 3 3/8 0.625 

注意：四方钻杆驱动部分的尺寸见图 2 
A 四方钻杆的规格一栏数值与第 6栏的对边宽数值 DFL是相同的。 
B DFL的公差，对规格 2 1/2到 3 1/2in为：+5/64 0；对规格 4 1/4到 5 1/4in为：+3/32 0。见 6.2的套筒量规检验。 
C Dc的公差，对规格 2 1/2到 3 1/2in为：+1/8  0；对规格 4 1/4到 5 1/4in为：+5/32 0。 

 

表 A.5—四方钻杆尾端加厚连接（i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上端左旋内螺纹连接 下端右旋内螺纹连接 
方钻

杆 
规格  标称 

外径 
±1/32 

倒角直

径 
±1/64 

加厚长度

+2 1/2 
0 

标称 
外径 
±

1/32 

内径 
+1/16 

0 

倒角 
直径 
±1/64 

加厚长度 
+2 1/2 

0 
标准 6 5/8REG 7 3/4 7 21/64 16 NC26 3 3/8 1 1/4 3 17/64 20 

2 1/2 
选用 4 1/2REG 5 3/4 5 19/64 16 NC26 3 3/8 1 1/4 3 17/64 20 
标准 6 5/8REG 7 3/4 7 21/64 16 NC31 4 1/8 1 3/4 3 17/64 20 

3 
选用 4 1/2REG 5 3/4 5 19/64 16 NC31 4 1/8 1 3/4 3 17/64 20 
标准 6 5/8REG 7 3/4 7 21/64 16 NC38 4 3/4 2 1/4 4 37/64 20 

3 1/2 
选用 4 1/2REG 5 3/4 5 19/64 16 NC38 4 3/4 2 1/4 4 37/6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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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上端左旋内螺纹连接 下端右旋内螺纹连接 
方钻

杆 
规格 

 标称 
外径 
±1/32 

倒角直

径 
±1/64 

加厚长度

+2 1/2 
0 

标称 
外径 
±

1/32 

内径 
+1/16 

0 

倒角 
直径 
±1/64 

加厚长度 
+2 1/2 

0 
标准 6 5/8REG 7 3/4 7 21/64 16 NC46 6 1/4 2 13/16 5 23/32 20 
标准 6 5/8REG 7 3/4 7 21/64 16 NC50 6 3/8 2 13/16 6 1/16 20 
选用 4 1/2REG 5 3/4 5 19/64 16 NC46 6 1/4 2 13/16 5 23/32 20 

4 1/4 

选用 4 1/2REG 5 3/4 5 19/64 16 NC50 6 3/8 2 13/16 6 1/16 20 
标准 6 5/8REG 7 3/4 7 21/64 16 5 1/2FH 7 3 1/4 6 23/32 20 

5 1/4 
标准 6 5/8REG 7 3/4 7 21/64 16 NC56 7 3 1/4 6 47/64 20 

注意：四方钻杆尾端加厚的尺寸见图 2 
A 旋转台肩连接的要求见 6.3。 
B 四方钻杆规格一栏数值与表 A.4中第 6栏的对边宽（相反面之间的距离）数值 DFL是相同的。 
C Dc的公差，对规格 2 1/2到 3 1/2in为：+1/8  0；对规格 4 1/4到 5 1/4in为：+5/32 0。 

表 A.6—六方钻杆驱动部分（i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驱动部分长度（ft） 总长（ft） 
方钻

杆 
规格 

标准 
+0.50 
-0.42 

选用 
+0.50 
-0.42 

标准 
+0.50 

0 

选用 
+0.50 

0 

对边宽 
DFL 

+1/32 
0 

对角宽 
DC 
±1/32 

对角宽 
DCC 

0 
-0.015 

半径 
RC 
±1/32 

半径 
RCC 

 

偏心孔

最小厚

壁 

3 37  40  3 3 3/8 3.375 1/4 1 11/16 0.475 
3 1/2 37  40  3 1/2 3 31/32 3.937 1/4 1 31/32 0.525 
4 1/4 37 51 40 54 4 1/4 4 13/16 4.781 5/16 2 25/64 0.625 
5 1/4 37 51 40 54 5 1/4 5 31/32 5.900 3/8 2 61/64 0.625 

6 37 51 40 54 6 6 13/16 6.812 3/8 3 13/32 0.625 
注意：六方钻杆驱动部分的外观见图 3 
A 六方钻杆的尺寸和第 6栏中给出的 DFL对边宽的尺度相同（相反面之间的距离）。 

表 A.7—六方钻杆尾端加厚和连接（i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上端左旋内螺纹连接 下端右旋外螺纹连接 
方 钻

杆 规

格  
标称 

外径 
±

1/32 

倒角 
直径 
±1/64 

加厚长度

+2 1/2 
0 

标称 
外径 
±

1/32 

内径 
+1/16 

0 

倒角 
直径 
±1/64 

加厚长度 
+2 1/2 

0 
标准 6 5/8REG 7 3/4 7 21/64 16 NC26 3 3/8 1 1/4 3 17/64 20 3 
选用 4 1/2REG 5 3/4 5 19/64 16 NC26 3 3/8 1 1/4 3 17/64 20 
标准 6 5/8REG 7 3/4 7 21/64 16 NC31 4 1/8 1 3/4 3 61/64 20 3 1/2 
选用 4 1/2REG 5 3/4 5 19/64 16 NC31 4 1/8 1 3/4 3 61/64 20 
标准 6 5/8REG 7 3/4 7 21/64 16 NC38 4 3/4 2 1/4 4 37/64 20 4 1/4 
标准 4 1/2REG 5 3/4 5 19/64 16 NC38 4 3/4 2 1/4 4 37/64 20 
选用 6 5/8REG 7 3/4 7 21/64 16 NC46 6 1/4 3 5 23/32 20 5 1/4 
选用 6 5/8REG 7 3/4 7 21/64 16 NC50 6 3/8 3 1/4 6 1/16 20 
标准 6 5/8REG 7 3/4 7 21/64 16 5 1/2FH 7 3 1/2 6 23/32 20 6 
标准 6 5/8REG 7 3/4 7 21/64 16 NC56 7 3 1/2 6 47/6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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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续） 
注意：尾端加厚的外观见图 2 
A 旋转台肩连接的要求见 6.3。 
B六方钻杆的尺寸和 表 A.6中第 6栏给出的 DFL对边宽（相反面之间的距离）的尺寸相同。 
C所有信息供订货时识别之用。 
D 对于 5 1/4六方钻杆，可选 2 13/16的内孔。 

表 A.8—方钻杆套筒量规（in） 

对边宽 最大棱角半径 
方钻杆尺寸 最小量规长度 

四方 DFL 六方 DFL 四方 RS 六方 RH 
2 1/2 10 2.594  1/4  

3 10 3.094 3.036 5/16 3/16 
3 1/2 10 3.594 3.536 7/16 3/16 
4 1/4 12 4.375 4.286 7/16 1/4 
5 1/4 12 5.375 5.286 9/16 5/16 

6 12  6.036  5/16 
注意：方钻杆套筒量规的外观见图 4。 
A. 所有规格的 DFL的公差均为：+0.005 0英寸 
B. 相邻边之间的公称夹角公差为±0.5° 

表 A.9—力学性能和试验—新的方钻杆（所有的规格） 

下端加厚外径 
（in） 

下端加厚最小 
屈服强度 

PSI（MPa） 

下端加厚最小 
拉伸强度 

PSI（MPa） 

延长率 
％ 

最小布氏硬度 
HB 

3 3/8～6 7/8 110000（758） 140000（965） 13 285 
7 100000（689） 135000（931） 13 285 

表 A.10—钻杆转换接头 

1 2 3 4 
类型 分类 上端连接总成 下端连接总成 

A或 B 
A或 B 
A或 B 
A或 B 
A或 B 

C 
D 

方钻杆转换接头 
钻杆连接接头 
转向接头 
钻挺接头 

钻头转换接头 
水龙头接头 
提升接头 

方钻杆 
钻杆接头 
钻杆接头 
钻挺 
钻挺 
水龙头杆 
吊卡 

钻杆接头 
钻杆接头 
钻挺 
钻挺 
转换接头 
方钻杆 
钻挺 

表 A.11—B型钻杆接头的 DR 尺寸的表面最小硬度 

1 2 
最大外径（in） 直径最小减少部分 DR表面布氏硬度 

3 1/8～6 7/8 
7～10 

≥285 
≥277 

表 A.12—提升接头上端提升直径的尺寸数据（in） 

吊卡凹座直径 

Dp±1/32 

提升台肩的直径（锥形的

或四方形的）Dl
1/8

0
+  

总长 

L1
3

1-
+  

顶部长度 

L2±1/8 

吊卡凹座长度 

L3 

底部长度 

L4±1/2 
2 3/8 3 3/8 36 4 18 14 
2 7/8 4 1/8 36 4 1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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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2（续） 

吊卡凹座直径 

Dp±1/32 

提升台肩的直径（锥形的

或四方形的）Dl
1/8

0
+  

总长 

L1
3

1-
+  

顶部长度 

L2±1/8 

吊卡凹座长度 

L3 

底部长度 

L4±1/2 
3 1/2 4 3/4 36 4 18 14 

4 6 36 4 18 14 
4 1/2 6 1/4 36 4 18 14 

5 6 1/2 36 4 18 14 
5 1/2 7 36 4 18 14 
6 5/8 8 36 4 18 14 

表 A.13—钻头转换接头的浮阀凹槽（in） 

API常规型外螺纹转换接头 其它通用接头 阀门组装 
直径 DBP

a 
（参照） 

浮阀凹槽的直

径 DFR
1/64

0
+  

阀门组装 
长度 LFV

（参照） 螺纹代号 LR±1/16 DBP
1/32

0
+  螺纹代号 LR±1/16 

1 21/32 1 11/16 5 7/8 2 3/8 REG 9 1/8 1 5/16 NC23 9 1/8 
1 29/32 1 15/16 6 1/4 2 7/8 REG 10 1 1/2 NC26 9 1/2 
2 13/32 2 7/16 6 1/2 3 1/2 REG 10 1/2 1 29/32 NC31 10 1/4 
2 13/16 2 27/32 10    3 1/2FH 14 
3 1/8 3 5/32 10 4 1/2 REG   NC38 14 1/4 
3 15/32 3 1/2 8 5/16  12 13/16 2 15/16 NC44 13 1/16 
3 21/32 3 11/16 12 5 1/2 REG   NC46 16 3/4 
3 7/8 3 29/32 9 3/4 6 5/8 REG 14 3/4 3 3/8 NC50 14 1/2 
4 25/32 4 13/16 11 3/4 7 5/8 REG 17 4 9/32 5 1/2IF 17 
4 25/32 4 13/16 11 3/4 8 5/8 REG 17 1/4 4 9/32 5 1/2FH 17 
4 25/32 4 13/16 11 3/4 8 5/8 REG 17 3/8 4 9/32 NC61 17 1/2 
5 11/16 5 23/32 14 5/8  20 1/4 5 3/16 6 5/8IF 19 7/8 
A直径 DFR等同于 DBP

a+1/32in 
B 所有信息供订货时识别之用。 

表 A.14—钻挺 

1 2 3 4 5 6 

钻挺号和连接标称 外径㎜（in） 
内孔㎜（in） 
1.5875

0
+

（
1/16

0
+
） 

长度（in） 
±6 

倒角直径㎜（in） 
±0.397（±1/64） 

参照弯曲强度比 
BSR 

NC23-31 79.375（3 1/8） 31.75（1 1/4） 30 76.2（3） 2.57:1 
NC26-35 88.9（3 1/2） 38.1（1 1/2） 30 82.9（3 17/64） 2.42:1 
NC31-41 104.775（4 1/8） 50.8（2） 30或 31 100.4（3 61/64） 2.43:1 
NC35-47 120.65（4 3/4） 5.08（2） 30或 31 114.7（4 33/64） 2.58:1 
NC38-50 127（5） 57.15（2 1/4） 30或 31 121（4 49/64） 2.38:1 
NC44-60 152.4（6） 57.15（2 1/4） 30或 31 144.46（5 11/16） 2.49:1 
NC44-60 152.4（6） 71.435（2 13/16） 30或 31 144.46（5 11/16） 2.84:1 
NC44-62 158.75（6 1/4） 57.15（2 1/4） 30或 31 149.225（5 7/8） 2.91:1 
NC46-62 158.75（6 1/4） 71.435（2 13/16） 30或 31 150（5 29/32） 2.63:1 
NC46-65 165.1（6 1/2） 57.15（2 1/4） 30或 31 154.78（6 3/32） 2.76:1 
NC46-65 165.1（6 1/2） 71.435（2 13/16） 30或 31 154.78（6 3/32） 3.05:1 
NC46-67 171.45（6 3/4） 57.15（（2 1/4） 30或 31 159.54（6 9/32） 3.18:1 
NC50-70 177.8（7） 57.15（（2 1/4） 30或 31 164.7（6 31/64） 2.54:1 
NC50-70 177.8（7） 71.435（2 13/16） 30或 31 164.7（6 31/64） 2.73:1 
NC50-72 184.15（7 1/4） 71.435（2 13/16） 30或 31 169.47（6 43/64） 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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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4（续） 

钻挺号和连接标称 外径㎜（in） 
内孔㎜（in） 
1.5875

0
+

（
1/16

0
+
） 

长度（in） 
±6 

倒角直径㎜（in） 
±0.397（±1/64） 

参照弯曲强度比 
BSR 

NC56-77 196.85（7 3/4） 71.435（2 13/16） 30或 31 185.34（7 19/64） 2.70:1 
NC56-80 203.2（8） 71.435（2 13/16） 30或 31 190.1（7 31/64） 3.02:1 
6 5/8 REG 209.55（8 1/4） 71.435（2 13/16） 30或 31 195.7（7 45/64） 2.93:1 
NC61-90 228.6（9） 71.435（2 13/16） 30或 31 212.7（8 3/8） 3.17:1 
7 5/8 REG 241.3（9 1/2） 76.2（3） 30或 31 223.8（8 13/16） 2.81:1 
NC70-97 247.65（9 3/4） 76.2（3） 30或 31 232.57（9 5/32） 2.57:1 
NC70-100 254（10） 76.2（3） 30或 31 237（9 11/32） 2.81:1 
8 5/8 REG 279.4（11） 76.2（3） 30或 31 266.7（10 1/2） 2.84:1 
注意：钻挺外观见图 8 
A所有信息供订货时识别之用 
B 钻挺号包括以一连字符号分开的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连接号是 NC类型，第二部分由 2（或 3）位数组成，
以英寸的整数和十分之几英寸表示的钻铤外径。因为在推荐的抗弯强度比范围内，没有 NC型连接，所以 8 1/4in 、
1/2in、11in 外径的钻挺用 6 5/8、7 5/8和 8 5/8REG连接表示。 
C 外径公差见表 A.15 
D 无磁钻挺长度公差见 8.3.1.1          E 应力释放结构在弯曲强度比的计算中不予考虑。 

表 A.15—钻挺外径公差（in） 

1 2 3 4 
公差尺寸 

外径尺寸 
最大 最小 

椭圆度 

2 1/2～3 1/2 3/64 0 0.035 
3 1/2～4 1/2 1/16 0 0.046 
4 1/2～5 1/2 5/64 0 0.058 
5 1/2～6 1/2 1/8 0 0.070 
6 1/2～8 1/4 5/32 0 0.085 
8 1/4～9 1/2 3/16 0 0.100 
大于 9 1/2 1/4 0 0.120 

A. 管子或棒料的最大和最小直径之间的椭圆度是不同的，测量相同的横截面，不应该包括 8.1.4中略述的表面研
磨公差。 

表 A.16—钻挺表面缺陷清除以及凹槽深度参照标准检测（in） 

1 2 3 
尺寸：外径 表面最大清除量 凹槽最大深度参照标准 
2 1/2～3 1/2 0.072 0.072 
3 1/2～4 1/2 0.090 0.090 
4 1/2～5 1/2 0.110 0.110 
5 1/2～6 1/2 0.125 0.125 
6 1/2～8 1/4 0.155 0.155 
8 1/4～9 1/2 0.203 0.203 
大于 9 1/2 0.480 0.240 

表 A.17—新标准钢钻挺的力学性能和试验 

1 2 3 4 5 

钻挺外径范围（in） 
最小屈服强度 
PSI（MPa） 

最小拉伸强度 
PSI（MPa） 

最小延伸率，四倍直径的

最小量规长度% 
最小布氏硬度

HB 
3 1/8～6 7/8 110000（758） 140000（965） 13 285 

7～11 100000（689） 135000（931） 13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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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8—新标准钢无磁钻挺的力学性能和试验 

不锈钢 铍铜 
钻挺外径 
范围（in） 最小屈服强

度 PSI（MPa） 
最小拉伸强度
PSI（MPa） 

最小延长率 
% 

最小屈服强度
PSI（MPa） 

最小拉伸强度
PSI（MPa） 

最小延长率 
% 

3 1/2～6 7/8 110000（758） 120000（827） 18 110000（758） 140000（965） 12 
7～11 100000（689） 110000（758） 20 100000（689） 135000（931） 13 

表 A.19—钻挺底孔下端连接（in） 

钻挺外径 外螺纹底端连接 
倒角直径 
±1/64 

4 1/8～4 1/2 2 7/8 REG 3 39/64 
4 3/4～5 3 1/2 REG 4 7/64 
6 ～7 4 1/2 REG 5 21/64 
7 ～7 1/4 5 1/2 REG 6 1/2 
7 3/4～9 6 5/8 REG 7 23/64 
9 1/2～10 7 5/8 REG 8 15/32 
11 8 5/8 REG 9 35/64 
所有信息供订货时识别之用 

表 A.20—附加的无磁钻挺尺寸 

1 2 3 4 5 6 

钻挺号 外径（in） 
内孔（in） 

1/16
0
+  

长度（in） 

0.5
0
+  

倒角直径（in） 
±1/64 

参照弯曲强度比

BSR 

NC50-67 6 3/4 2 13/16 30或 31 6 9/32 2.37:1 
注意：钻挺外观见图 8 
A.公差见表 A.15 
B. 213/16内径的 NC50-67具有弯曲强度比 2.37:1，它的外螺纹强度要比通常可接受的标准钢钻挺高，但已证明
非磁钻挺是可接受的。 

表 A.21—钻挺卡瓦和吊卡槽以及吊卡内孔尺寸 

1 2 3 4 5 6 7 8 
建立在钻挺外径上的槽尺寸 立在钻挺外径上的吊卡内孔 

钻挺外径 
范围 D（in） 

吊卡槽 
深度（in） 
±0.008 

R1
C（in） 

角度 
ab 

卡瓦槽 
深度（in） 
±1/64 

角度 
βb 

顶部内孔（in） 
0 

1/32 

底部内孔（in） 
+1/16 

0 
4～4 5/8 7/32 1/8±1/64 4° 3/16 3.5° D-5/16 D+1/8 

4 3/4～5 5/8 1/4 1/8±1/64 5° 3/16 3.5° D-3/8 D+1/8 
5 3/4～6 5/8 5/16 1/8±1/64 6° 1/4 5° D-1/2 D+1/8 
6 3/4～8 5/8 3/8 3/16±1/32 7.5° 1/4 5° D-9/16 D+1/8 
大于 8 3/4 7/16 1/4±1/32 9° 1/4 5° D-5/8 D+1/8 

1）钻挺的公称外径尺寸是 lE和 lS 
2）角α和β的值作为参考 
3）冷加工半径是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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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2—牙轮钻头和刮刀钻头公差（in） 

钻头尺寸 公差 

1.75～13 3/4 
+1/32 

0 

14～17 1/2 
+16/1 

0 

大于 17 5/8 
+3/32 

0 

表 A.23—牙轮钻头连接 

1 2 3 4 

钻头外径尺寸 

（in） 

标称 

旋转台肩外螺纹连接 

转换接头倒角直径 

±1/64（in） 

接头倒角直径 

±1/64（in） 

1.75～2.24 1 REG 1 15/32 1 1/2 

2.25～3.49 1 1/2 REG 1 15/16 1 31/32 

3 1/2～4 1/2 2 3/8 REG 3 3/64 3 5/64 

4 5/8～5 2 7/8 REG 3 39/64 3 41/64 

5 1/8～7 3/8 3 1/2 REG 4 7/64 4 9/64 

7 1/2～9 3/8 41/2 REG 5 21/64 5 23/64 

9 1/2～14 3/8 6 5/8 REG 7 23/64 7 25/64 

6 5/8 REG  7 23/64 7 25/64 
14 1/2～18 1/2 

7 5/8 REG 8 15/32 8 1/2 

18 5/8～26 
7 5/8 REG 

8 5/8 REG 

8 15/32 

9 35/64 

8 1/2 

9 37/64 

大于 27 8 5/8 REG 9 35/64 9 37/64 

A. 所有信息供订货时识别之用 

B. 1REG可与 1MT，AMT和 AMMT螺纹作互换； 

C. 1 1/2REG可与 1 1/2MT，AMT和 AMMT螺纹作互换。 

表 A.24—刮刀钻头连接（in） 

1 2 3 4 

钻头外径尺寸 标称旋转台肩外螺纹连接 
转换接头倒角直径 
±1/64 

接头倒角直径 
±1/64 

1.75～2.24 1 REG 1 15/32 1 1/2 
2.25～3.49 1 1/2 REG 1 15/16 1 31/32 

3 1/2～4 1/2 2 3/8 REG 外螺纹或内螺纹 3 3/64 3 5/64 
4 5/8～5 2 7/8 REG 外螺纹或内螺纹 3 39/64 3 41/64 

5 1/8～7 3/8 3 1/2 REG 外螺纹或内螺纹 4 7/64 4 9/64 
7 1/2～81/2 41/2 REG 外螺纹或内螺纹 5 21/64 5 23/64 
8 5/8～9 7/8 5 1/2 REG 外螺纹或内螺纹 6 1/2 6 17/32 
大于 9 7/8 6 5/8 REG 外螺纹或内螺纹 7 23/64 7 25/64 

A. 所有信息供订货时识别之用 
B. 1REG可与 1MT，AMT和 AMMT螺纹作互换； 
C. 1 1/2REG可与 1 1/2MT，AMT和 AMMT螺纹作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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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5金刚石钻头，金刚石取心钻头和 PDC钻头公差（in） 

1 2 
钻头外径尺寸 外径公差 

＜6 3/4 0 
-0.015 

6 25/32～9 0 
-0.020 

9 1/32～13 3/4 0 
-0.030 

13 25/32～17 1/2 0 
-0.045 

≥17 1/2 0 
-0.063 

应知道对某种用途的 PDC钻头制造公差，可不用表 A.25所示值。制造时，这些钻头可认为不属 ISO10424部分
的规范范围。 

表 A.26—金刚石钻头和 PDC钻头连接 

1 2 3 4 

钻头尺寸（in） 
标称 

旋转台肩外螺纹连接 
转换接头倒角直径（in） 

±1/64 
接头倒角直径（in） 

±1/64 
1.75～2.24 1 REG 1 1/2 1 17/32 
2.25～3.49 1 1/2 REG 1 15/16 1 31/32 
3 1/2～4 1/2 2 3/8 REG 3 3/64 3 5/64 
4 17/32～5 2 7/8 REG 3 39/64 3 41/64 
5 1/32～7 3/8 3 1/2 REG 4 7/64 4 9/64 
7 13/32～9 3/8 41/2 REG 5 21/64 5 23/64 
9 13/32～14 1/2 6 5/8 REG 7 23/64 7 25/64 

6 5/8 REG 7 23/64 7 25/64 
14 9/16～18 1/2 

7 5/8 REG 8 15/32 8 1/2 
7 5/8 REG 8 15/32 8 1/2 

大于 18 9/16 
8 5/8 REG 9 35/64 9 37/64 

A. 所有信息供订货时识别之用； 
B. 1REG可与 1MT，AMT和 AMMT螺纹作互换； 
C. 1 1/2REG可与 1 1/2MT，AMT和 AMMT螺纹作互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