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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石油工程深水油气田开发技术》主要内容简介：《海洋石油工程设计指南》主要内容包括了海
洋石油工程所有各专业的设计和施工、HSE（职业卫生、安全与环保）评价报告的编写，以及海上油
气田的陆上终端的介绍。
《海洋石油工程设计指南》编委会编著的《海洋石油工程深水油气田开发技术》包括了第十七篇海洋
深水油气田开发技术的内容。
第十七篇海洋深水油气田开发技术是按可行性研究的深度编写的，主要介绍了总体设计和单元设计的
主要技术特点与技术要求的框架。
旨在指导设计人员掌握前期研究阶段立项研究能力和可行性研究设计工作。
《海洋石油工程深水油气田开发技术》适合从事海洋石油工程设计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使用。
从事海洋石油工程研究、建设和海上油气田生产管理人员可参考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洋石油工程设计指南 海洋石油工>>

书籍目录

第十七篇 海洋深水油气田开发技术第一章 概述第一节 深水油气田开发技术概况一、深水平台概况二
、浮式平台的基本功能及系统构成第二节 深水平台类型及特点一、张力腿平台二、深吃水立柱式平台
三、半潜式平台四、浮(船)式生产储油装置第三节 深水油气田开发工程模式及特点一、深水油气田开
发工程模式二、深水油气田开发工程模式的特点三、深水油气田开发工程模式的选择第二章 深水浮式
平台及海上安装技术第一节 深水浮式平台设计基础一、深水浮式平台设计基础二、深水浮式平台设计
规范三、深水浮式平台设计计算软件第二节 深水浮式平台的总体尺度规划一、半潜式平台总体尺度规
划二、张力腿平台总体尺度规划三、SPAR平台总体尺度规划四、浮式平台总体尺度规划软件第三节 
深水浮式平台的结构规划一、结构规划原则二、结构规划方法三、深水浮式平台的结构尺度规划工具
软件简介第四节 深水浮式平台的总体性能分析一、稳性二、总体性能分析第五节 深水浮式平台的结
构强度分析一、深水浮式平台的类型及其结构特点二、深水浮式平台的载荷分类三、深水浮式平台总
体结构强度的分析四、深水浮式平台的局部结构强度分析五、许用应力第六节 深水浮式平台的疲劳强
度分析一、深水浮式平台结构疲劳特点二、结构疲劳寿命的计算原理三、深水浮式平台的疲劳寿命分
析四、S一Ⅳ曲线选取五、疲劳寿命安全系数的选取第七节 深水浮式平台的系泊系统分析一、系泊系
统概述二、环境条件三、悬链式系泊系统设计准则四、悬链式系泊系统分析方法五、张力腿分析方法
第八节 深水浮式平台安装一、安装设计二、规范和设计软件三、安装设计海况四、安装机具的选择五
、锚固系统的安装六、浮式平台结构主体系统安装七、浮式平台上部组块安装第三章 水下生产系统第
一节 水下生产系统概述一、水下生产系统设计基础与设计原则二、水下生产系统总体开发方案三、水
下生产系统应用场合与特点四、水下生产系统工程费用构成五、水下生产系统标准体系与常用术语六
、水下生产系统应用前景第二节 水下生产系统的主要设备一、水下井口系统二、水下采油树系统三、
油管挂四、泥线悬挂系统五、水下基盘和管汇六、用于水下系统的海底管道端部连接方式七、防护系
统八、维护系统九、完井/修井立管系统十、典型水下设施安装过程第三节 水下油气水分离与流动安
全保障技术一、水下油气水分离技术二、流动安全系统设计简介三、采用水下生产系统时海底管道布
置形式四、崖城13-4气田设计案例第四节 水下人工举升和增压系统选型设计一、基本类型二、海底增
压系统三、水下人工举升方式四、选用原则第五节 水下生产控制系统一、水下生产控制系统的基本类
型二、水下控制系统组成三、水下控制系统功能设计四、水下控制系统设计参数五、水面控制设备的
设计要求六、水下控制设备的设计原则七、控制脐带缆八、控制流体的选择九、典型的水下控制系统
设计案例第六节 水下输配电技术进展一、水下输配电系统的基本模式二、选型设计要点三、水下输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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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水海底管道结构设计常用软件三、深水海底管道结构设计基础四、设计荷载和荷载组合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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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天然气水合物防治方法目前，有关文献报道海上油气田生产中用于防治水合物的费
用约占油气生产成本的5％一15％。
水合物堵塞时间长，可能造成油气田减产或停产长达几天到几周，操作易出危险，从而给石油天然气
开采带来诸多的技术障碍和经济损失。
为了有效防治水合物，需从水合物生成、分解的机理及过程分析入手，准确地预测水合物生成生长情
况，在此基础上选择经济合理的控制方法、安全适用的监测及解堵技术。
因此，研究天然气水合物的控制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工业上用来预防和清除管道中生成水合物的方法按其原理主要分为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
1）物理方法物理方法主要有：除水法、加热法和降压法；除此之外，还有加入干扰气体（即不易形
成水合物的气体）等方法。
前者是依靠去除自由水、改变介质存在的物理条件，如提高温度、降低压力，使其不在水合物生成区
域；后者则是通过在气相中加入干扰气体来减缓水合物的形成。
2）化学方法通过加入一定量的化学添加剂，改变水合物形成的热力学（动力学）条件、结晶速率或
聚集形态，以保持流体的正常输送。
目前工业界常用的方法是加入热力学抑制剂，通过破坏水合物的氢键，影响气体水合物晶体的形态及
结晶凝聚特征，改变介质内水合物生成的热力学条件，如提高生成压力、降低生成温度，从而抑制水
合物的生成。
普遍采用的热力学抑制剂有甲醇和乙二醇。
抑制效果取决于醇的注入速率、注人时间、注入量等参数。
实际生产中为达到有效的抑制效果，需添加足够浓度的抑制剂，改变水合物形成的热力学平衡条件，
使水合物形成压力高于相同温度时管线的压力，水合物形成温度低于相同压力时管线的温度。
但当抑制剂浓度较低时，有时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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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洋石油工程深水油气田开发技术》为海洋石油工程设计指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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