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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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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23258—2009《钢质管道内腐蚀控制规范》,与GB/T23258—2009相比除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9年版第2章);

b) 修订了工艺控制措施范围,增加了砂粒冲刷控制相关内容(见第5章,2009年版第4章、第5
章);

c) 增加了材料选择的相关内容,包括材料选择一般要求、油气集输和处理系统、注入系统和海水

管道系统的材料选择以及电偶腐蚀控制相关内容(见第6章);

d) 增加了杀菌剂、阻垢剂等相关内容(见第7章);

e) 修订了涂层及内衬控制措施的相关内容(见第8章,2009年版第5章);

f) 增加了腐蚀控制管理及评价相关内容(见第9章);

g) 修订了在线腐蚀监测的相关内容(见第9章,2009年版第6章)。
本文件由全国石油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55)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

田分公司、中石化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长庆科技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天然气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施岱艳、杜通林、张仁勇、欧莉、常炜、姜放、张志浩、李林辉、毛学强、李珊、

李天雷、曹晓燕、鲜宁、孟波、傅贺平、杨朔、王雅熙、徐嘉爽。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9年首次发布为 GB/T23258—2009;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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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质管道内腐蚀控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钢质管道的内腐蚀工艺控制措施、材料选择、化学药剂及加注、涂层及内衬、腐蚀控制

管理及评价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石油天然气生产中输送石油、天然气、水等介质的钢质管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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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20972(所有部分) 石油天然气工业 油气开采中用于含硫化氢环境的材料

HG/T4375 改性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管材衬里专用料

SY/T0321 钢质管道水泥砂浆衬里技术标准

SY/T0442 钢质管道熔结环氧粉末内防腐层技术标准

SY/T0457 钢质管道液体环氧涂料内防腐技术规范

SY/T0546 腐蚀产物的采集与鉴定技术规范

SY/T0599 天然气地面设施抗硫化物应力开裂和应力腐蚀开裂金属材料技术规范

SY/T0611 高含硫化氢气田集输系统内腐蚀控制规范

SY/T4074 钢质管道水泥砂浆衬里机械凃敷技术规范

SY/T4076 钢质管道液体涂料风送挤涂内涂层技术规范

SY/T4110 钢质管道聚乙烯内衬技术规范

SY/T6623 内覆或衬里耐腐蚀合金复合钢管

SY/T6856 石油天然气工业 复合材料内衬钢管

SY/T6970 高含硫化氢气田地面集输系统在线腐蚀监测技术规范

SY/T7408 油气集输管道缓蚀剂涂膜及连续加注技术规范

SY/T7415 油气集输管道内衬用聚烯烃管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测试短节 spoolpieces
安装在管路上用于腐蚀性测试的、可拆卸的短管。

3.2
场信号法 fieldsignaturemethod
在管道的一段短管上施加电场,测量因腐蚀导致的电场变化,用于计算管道内腐蚀的方法。
注:也称电子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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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耐蚀合金 corrosion-resistantalloy
在碳钢会受到腐蚀的环境中,用于抵抗腐蚀环境中的均匀腐蚀和局部腐蚀的合金。

3.4
搪玻璃内衬 glasslining
通过高温熔覆在金属基体内表面形成的一层玻璃质釉。

4 基本规定

4.1 管道的内腐蚀控制包括工艺控制、选择耐蚀材料、添加化学药剂、采用内涂或内衬层等措施,宜采

取一种或多种控制措施;内腐蚀控制措施应根据各腐蚀控制措施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以及适用性、
可行性和经济性确定。
4.2 内腐蚀控制方案和措施确定前,应进行腐蚀机理分析及腐蚀性评估,应根据输送介质的腐蚀性和

运行工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管道内腐蚀性评价应按表1指标进行分级,应以均匀腐蚀和点蚀两项中

的最严重结果确定等级。

表1 管道内腐蚀性评价指标 单位为毫米每年

项目
级 别

低 中 较重 严重

平均腐蚀率 <0.025 0.025~0.12 0.13~0.25 >0.25

点蚀率 <0.13 0.13~0.20 0.21~0.38 >0.38

4.3 输送介质中腐蚀性组分及杂质的测定宜包括:水、二氧化碳、硫化氢、氯化物、氧、有机酸、元素硫、
细菌、汞及其化合物、固体或沉淀物、其他含硫的化合物,运行工况参数的收集应包括:温度、压力、流速、
含水量、油气含量等。

4.4 高含硫化氢气田集输系统的内腐蚀控制技术要求应符合SY/T0611的规定。

5 工艺控制措施

5.1 工艺控制

5.1.1 油气水输送系统及处理工艺设计时,温度、压力、流速等工艺参数的选择和确定宜降低管道系统

的腐蚀风险。

5.1.2 管输介质流速范围选择宜满足缓蚀剂应用、减少沉积物和积液、避免磨损及空泡腐蚀等要求。

5.1.3 管道输送应避免间歇流;无法避免时,宜采取有效措施冲扫聚积在管内低洼处的积液和沉积物。

5.1.4 管道介质输送宜避免流态突变,变径方式应采用能平滑水力过渡的异径管连接。

5.1.5 设计宜避免盲法兰、盲管段以及构成死端液面的设置;无法避免时,应采取吹扫、收集或排放措

施,并应定期排放沉积物。

5.1.6 管道输送介质的水质分析结果有结垢趋势时,宜采取优化前端工艺流程、增加流速、调整温度/
压力/pH值等工艺参数,降低管道内壁粗糙度,减少弯管、投加阻垢剂等方式阻止或减少管道内壁垢的

产生和沉积。

5.2 管输介质处理

5.2.1 宜采用分离、脱水工艺,降低管输油气介质含水量减少腐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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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宜采取化学除氧或物理除氧等措施降低管输介质含氧量至允许范围减少腐蚀;介质中存在硫化

氢时,不宜采用和硫化氢产生反应的除氧剂;管输过程中,应避免空气进入管道。

5.2.3 含有硫化氢、二氧化碳等酸性介质的系统,宜采取分离措施脱除管输介质中的硫化氢和二氧

化碳。

5.2.4 严重腐蚀采出水及注水管道,可采用密闭隔氧、水质改性、预氧化工艺等措施减缓腐蚀。以溶解

氧为主要腐蚀因素的,宜采用密闭处理工艺;以酸性气体为主要腐蚀因素的宜采用预氧化和水质改性工

艺;低pH值引起严重腐蚀的情况下,宜调节pH值。

5.3 清管

5.3.1 存在易引发腐蚀的沉积物的管道,宜采用清管措施,清除沉积物。

5.3.2 应根据沉积物、细菌等对管道的腐蚀情况确定合理的清管周期。

5.3.3 清管措施宜与添加缓蚀剂和脱水等其他腐蚀控制措施结合使用;清管时,应避免对内涂层产生

不利影响。

5.4 砂粒冲刷控制

5.4.1 对输送含有砂粒的油气管道,宜在前端设置除砂器。

5.4.2 对于输送含有砂粒的液态介质管道,宜控制液体流速。

5.4.3 易发生冲刷腐蚀的管段和管件,宜采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控制冲刷腐蚀的措施:

a) 长半径的弯头、盲三通等管件;

b) 抗冲刷腐蚀金属材料;

c) 涂覆抗冲刷涂层。

6 材料选择

6.1 一般要求

6.1.1 材料选择应依据工艺设计要求、介质的腐蚀性及腐蚀控制措施,通过技术经济比选确定。

6.1.2 用于含硫化氢酸性环境的金属材料的选择应符合 GB/T20972或SY/T0599的规定。

6.1.3 在腐蚀环境中选用碳钢及低合金钢材料时宜设计腐蚀裕量,腐蚀裕量宜根据腐蚀预测速率、预
期使用年限和其他腐蚀控制措施综合确定;耐蚀合金材料用于具有均匀腐蚀倾向环境时,宜设计腐蚀

裕量。

6.1.4 在有氧连续水相及海水系统中异种金属接触时,宜采用以下方法防止电偶腐蚀:

a) 绝缘法兰连接;

b) 法兰密封面涂敷涂层或堆焊耐蚀合金;

c) 绝缘管段的耐蚀合金材料侧涂覆涂层。

6.1.5 油水输送管道可选用玻璃纤维增强热固塑料管、聚乙烯塑料管、聚氯乙烯塑料管、聚丙烯塑料管

等非金属材质管道控制腐蚀。

6.2 油气管道

6.2.1 油气集输和处理系统选材宜按表2进行选择,产出水系统选材宜按表3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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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油气管道及连接件材料选择

设备 材料

管道

1) 碳钢和低合金钢;

2) 碳钢加内覆耐蚀合金双金属复合管或者耐蚀合金管,耐蚀合金材料:316型奥氏体不锈钢;

UNSN08825合金、UNSN06625合金等镍基合金类;

3) 22Cr型双相不锈钢,25Cr型超级双相不锈钢;

4) 6Mo型高合金奥氏体不锈钢

阀体

1) 碳钢和低合金钢;

2) 碳钢和低合金钢阀密封面堆焊316型或 UNSN06625合金,或全流道堆焊 UNSN00625
合金;

3) 13Cr型不锈钢,316型奥氏体不锈钢、22Cr型双相不锈钢,25Cr型超级双相不锈钢,6Mo型高

合金奥氏体不锈钢

阀内件

1) 轻微腐蚀环境:13Cr型不锈钢;

2) 含硫化氢酸性环境:316型奥氏体不锈钢,UNSN07718合金;

3) 含二氧化碳甜气腐蚀环境:316型奥氏体不锈钢,22Cr型双相不锈钢,25Cr型超级双相不锈钢

放空管道
1) 碳钢和低温碳钢;

2) 316型奥氏体不锈钢,UNSN08904,22Cr型双相不锈钢

火炬头
1) UNSS31000,UNSS30815,800H型,UNSN06625;

2) 含硫化氢酸性气体放空火炬头当温度为1000℃:UNSS31000

表3 产出水系统材料选择

设备 材料

管道

1) 碳钢和低合金钢;

2) 碳钢加内覆耐蚀合金双金属复合管或者耐蚀合金管,耐蚀合金材料:316型奥氏体不锈钢;

UNSN08825合金、UNSN06625合金等镍基合金类;

3) 316型奥氏体不锈钢;22Cr型双相不锈钢,6Mo型高合金奥氏体不锈钢,GRP

阀体

1) 碳钢和低合金钢;

2) 碳钢和低合金钢阀密封面堆焊316L或UNSN06625,或全流道堆焊UNSN06625;

3) 316型奥氏体不锈钢、22Cr型双相不锈钢、25Cr型超级双相不锈钢、6Mo型高合金奥氏体不

锈钢

阀内件 316型奥氏体不锈钢、22Cr型双相不锈钢、25Cr型超级双相不锈钢、6Mo型高合金奥氏体不锈钢

6.2.2 含硫化氢酸性环境用密封件不宜选用铜和铝合金。

6.2.3 含汞的介质环境用管材及配件不宜选用铜、钛合金和铝合金。

6.3 海水管道

6.3.1 脱氧处理后海水系统材料选择宜符合表4的要求。

表4 脱氧处理后海水系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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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材料

管道 碳钢、GRP、316型不锈钢、22Cr型双相不锈钢

阀体 316型奥氏体不锈钢、22Cr型双相不锈钢

阀门内件 316型奥氏体不锈钢、22Cr型双相不锈钢、其他耐蚀性相当或更好的合金

6.3.2 未处理和经过氯化处理后海水系统及苦咸水系统材料选择宜符合表5的要求。

表5 未处理和经过氯化处理后海水系统

设备 材料

管道 GRP、25Cr型双相不锈钢、6Mo型不锈钢、90/10铜镍合金a、工业纯钛TA2

阀体 碳钢或低合金钢内衬UNSN06625合金b、25Cr型双相不锈钢

阀门内件 25Cr型双相不锈钢、其他耐蚀性相当或更好的合金

  a 由于电偶腐蚀风险,90/10铜镍合金与耐蚀合金或惰性更强的材料不兼容。
b 碳钢内衬625合金可替代纯耐蚀合金。

6.3.3 氯化处理后海水系统材料最高操作温度限制宜符合表6的要求。

表6 氯化海水输送系统材料的缝隙腐蚀温度限制

设备 材料 最高操作温度/℃ 其他限制

管道

PE 60

弹性体管a 70

GRP(环氧树脂)a 95 流速≤5m/s

管道、阀
碳钢(非金属内涂层或衬里、无

CP)
根据非金属内涂层或衬

里的性能确定

管道

管道、阀

6Mo型不锈钢

UNSN06625合金

25Cr型双相不锈钢

C276合金、C22合金

686合金、59合金、C2000合金

工业纯钛TA1和TA2

20

30

20

50

60

85

余氯浓度≤0.7mg/L

管道b 90/10铜镍合金 100 流速≤3.5m/s,根据管径确定

阀
NiAl青铜 75

25Cr型双相不锈钢 20

  a 任何非金属材料的实际最高操作温度和耐火性能应由最终用户根据材料制造商的数据确定。
b 宜避免出现停滞状态以及与不锈钢、钛和镍基合金的电连接。

6.3.4 耐蚀合金材料管道及配件的连接不宜使用螺纹连接方式。

6.3.5 金属海水管道系统中不应使用含石墨的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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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化学药剂及加注

7.1 一般要求

7.1.1 缓蚀剂、杀菌剂、除氧剂、阻垢剂等用于腐蚀控制的化学药剂应根据工况条件和介质腐蚀性

选用。

7.1.2 化学药剂的类型、加注量应通过筛选、实验室评价、现场验证等方式确定。

7.1.3 化学药剂加注前,应进行系统内加注的各种药剂间的配伍性评价。

7.2 缓蚀剂

7.2.1 缓蚀剂应根据以下因素选择:

a) 腐蚀类型及腐蚀因素;

b) 与管输介质及其他化学药剂的配伍性;

c) 缓蚀剂的缓蚀性能、理化性能及使用条件;

d) 储存、运输、使用和加注的可操作性;

e) 对后续工艺的影响。

7.2.2 油气管道缓蚀剂的性能评价宜符合SY/T7025的规定,采出水用缓蚀剂的性能评价宜符合

SY/T5273的规定。

7.2.3 油气管道缓蚀剂的加注方式及技术要求应符合SY/T7408的规定。

7.2.4 缓蚀剂加注装置的材质应适应连续与缓蚀剂接触的工作条件,宜使用碳钢或不锈钢材质,小口

径的管道宜采用不锈钢材质;当添加胺类、氨基化合物、亚硝酸盐类等氮基缓蚀剂时,不应使用铜和铜基

合金材质;缓蚀剂加注装置的非金属密封件及填料应与缓蚀剂组分具有相容性。

7.2.5 应根据腐蚀监测和检测结果,评价缓蚀剂的保护效果。

7.3 杀菌剂

7.3.1 存在细菌腐蚀的油水管道和天然气管道宜进行杀菌剂处理。

7.3.2 应根据管道运行工况、介质中细菌腐蚀、腐蚀监测和检测等综合分析结果,确定杀菌剂加注位

置、加注量、加注周期。

7.3.3 杀菌剂的加注宜采用间歇式加注或连续加注方式。

7.3.4 杀菌剂使用前,应进行溶解性、配伍性、腐蚀性和抑菌性评价,技术要求宜符合SY/T5757的

规定。

7.3.5 应定期评价杀菌剂耐药性,并应根据评价结果调整杀菌剂加药量或类型。

7.4 阻垢剂及其他药剂

7.4.1 输送管道内出现结垢并存在垢下腐蚀风险时,应根据管道类型、工况条件、垢的类型、成垢机理、
输送介质腐蚀性确定投加阻垢剂或缓蚀阻垢剂或除垢剂。

7.4.2 阻垢剂的性能评定宜符合SY/T5673的规定。

7.4.3 阻垢剂的加注位置、加注工艺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没有试验条件的情况下,可按相似工况工程

运行经验确定。

6

GB/T23258—2020



8 涂层及内衬

8.1 涂层

8.1.1 内涂层应根据以下因素进行选择:

a) 管输介质的腐蚀性;

b) 污物、杂质、添加剂等的侵蚀性;

c) 与管壁的粘接力、韧性和延展性;

d) 对管输介质的影响。

8.1.2 应按输送介质的腐蚀程度确定内涂层种类、结构及厚度。

8.1.3 内涂层管宜在工厂预制。内涂层采用液体环氧涂料时,材料性能、施工涂敷及质量检测应符合

SY/T0457的规定。内涂层采用环氧粉末涂料时,材料性能、施工涂敷及质量检测应符合SY/T0442
的规定。

8.1.4 内涂层采用施工现场整体挤涂工艺时,应符合SY/T4076的规定。

8.1.5 当管输温度高于80℃时,应选择耐高温型涂料品种,长期使用温度应结合现场工况通过试验

确定。

8.1.6 高于12MPa的高压输送管道内防腐涂层应进行模拟工况耐高压试验,试验后涂层渗透性、附着

力应满足工况使用要求。

8.2 内衬耐蚀合金材料

8.2.1 耐蚀合金复合管包括内覆或衬里两种形式,站场工艺管道宜采用内覆复合管,线路管道宜采用

衬里复合管或内覆复合管;管件、开孔管道、弯管、切割用管道宜采用内覆复合管。

8.2.2 耐腐蚀合金复合管应在工厂进行化学成分、结合强度、抗腐蚀性能等检验,复合管技术要求应符

合SY/T6623的规定。

8.2.3 酸性环境中使用的耐腐蚀合金复合管技术要求应符合SY/T0599的规定。

8.3 内衬非金属材料

8.3.1 管道内防腐非金属内衬材料类型可选用聚乙烯、聚丙烯、尼龙、芳纶、复合材料、水泥砂浆、搪玻

璃等。

8.3.2 水泥砂浆内衬使用温度不宜超过60℃,技术性能及涂覆工艺应符合SY/T0321和SY/T4074
的规定。

8.3.3 玻璃纤维增强聚合物内衬管道技术性能要求应符合SY/T6856的规定。

8.3.4 长期使用温度不超过75℃的聚乙烯内衬管,技术要求应符合SY/T7415的规定;长期使用温度

高于75℃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维卡软化点(A50)应不低于130℃,熔体质量流动速率(190℃、

21.6kg)应小于0.1g/10min,其他性能应符合HG/T4375的规定,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长期使用温度不

宜高于95℃。

8.3.5 管道现场内穿聚乙烯内衬的技术要求应符合SY/T4110的规定。

8.3.6 油田集输及注水管道用搪玻璃内衬不应用于长期使用温度超过300℃的输送管道,内衬厚度不

应小于0.5mm,不宜用于螺旋焊缝管的涂覆,搪玻璃内衬理化性能指标参见附录A。

8.4 补口及接头工艺

8.4.1 内涂层和及非金属内衬防腐管连接时,应进行内补口或采取其他方式满足接头处内防腐层的连

续性要求。
7

GB/T23258—2020



8.4.2 补口方式包括喷焊、堆焊、内衬接头、活接头、承插、采用自动补口机补口等方式,应根据管道规

格、类型、输送压力、组对及机械强度要求、管体内防腐层、补口位置、施工环境等选择。

8.4.3 现场内涂层补口施工时,应对选定的补口材料和施工方式进行工艺评定,编制相应的内涂层补

口施工方案和质量控制措施,内涂层补口处的质量不应低于管体内涂层。

8.4.4 内防腐层为液体/固体涂料涂层的小口径管道、金口宜采用管端耐蚀合金堆焊和内衬接头补口

方式;堆焊材料应根据介质腐蚀性选择,宜选用316L、双相不锈钢、镍基合金等;内衬接头宜选用防腐

钢短接、玻璃钢、聚四氟乙烯等材料。

9 腐蚀控制管理及评价

9.1 腐蚀控制管理计划

9.1.1 管道易发生内腐蚀时,宜编制内腐蚀控制管理计划。

9.1.2 内腐蚀控制管理计划宜包括以下内容:

a) 管道概况;

b) 腐蚀控制目标及指标;

c) 内部腐蚀及相关参数测量与分析;

d) 腐蚀机理及腐蚀特征;

e) 腐蚀风险评估;

f) 内腐蚀控制措施现状和计划;

g) 腐蚀控制工程施工质量及设计修改;

h) 检测/监测计划;

i) 腐蚀控制效果的评定及对策;

j) 反馈和持续改进;

k) 数据记录与存储。

9.1.3 内腐蚀控制管理计划采用的措施、对策和方法应基于与管道内相关的腐蚀机理和操作条件、流
体成分、物理监测和(或)检查结果或其他影响因素确定,检测/监测计划应包括检测/监测及取样的位置

和频率。

9.1.4 内腐蚀控制管理计划宜结合完整性管理要求编制。

9.2 腐蚀监测和检测

9.2.1 在管道腐蚀比较严重的位置宜设置腐蚀监测点,腐蚀监测点的位置应具有代表性。

9.2.2 加注缓蚀剂的管道应设置腐蚀监测装置,监测管输介质的腐蚀性和评价缓蚀效果。

9.2.3 监测装置设在旁通管路时,旁通管道的水力状态宜与主管道相似,并应能随时切断或开通。

9.2.4 在线腐蚀监测方法包括腐蚀挂片、腐蚀测试短节、电阻探头、线性极化探头、电感探头、电化学噪

声探头、氢探头、场信号法、在线超声波壁厚监测系统等,应根据不同的操作环境、安装和操作方式等

选用。

9.2.5 高含硫化氢气田地面集输系统的在线腐蚀监测技术要求应符合SY/T6970的规定。

9.2.6 腐蚀挂片、探头及测试短节材质应与管道内表面材质相似。

9.2.7 海底管道宜采用场信号法、在线超声波壁厚监测系统或其他非插入式腐蚀监测方法进行内腐蚀

监测。

9.2.8 应定期对输送介质取样并分析,检测项目宜符合4.3要求。

9.2.9 过滤器和捕集器中清除出来的腐蚀产物应进行取样测试分析,腐蚀产物的采集与鉴定应符合

SY/T054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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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0 内腐蚀检测方法包括超声波测厚、电磁超声测厚、超声波C扫描、X射线、超声导波、漏磁检测、
超声波检测等,应根据管道的具体情况选用。

9.3 效果评价

9.3.1 管道内腐蚀控制效果应根据腐蚀监测、内检测、内腐蚀直接评价等结果,并结合生产运行工况、
介质性质变化等情况进行评价。

9.3.2 管道内腐蚀控制效果评价应周期性开展,效果评价应基于上一周期评价结果,并制定下一周期

评价计划。

10. 记录

10.1 钢质管道内腐蚀控制记录应包括与内腐蚀控制相关的设计、施工、运行维护和检测评价方面的资

料和记录。

10.2 与设计、施工相关的资料和记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管输介质组分及腐蚀性介质;

b) 管道材质、管径、壁厚、长度、压力等级、温度、内涂层与内衬等管道概况;

c) 选用的腐蚀控制措施,如脱水、脱氧、缓蚀剂加注等控制措施;

d) 内涂层或内衬的类型、结构、技术要求及施工工艺;

e) 补口和接头的材料和工艺技术的要求;

f) 腐蚀控制措施的施工工艺及质量控制记录;

g) 其他与材料选择和工艺控制有关的资料。

10.3 与运行维护相关的资料和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运行阶段介质及工艺参数变化情况;

b) 腐蚀控制措施的运行及变化情况;

c) 清管的作业情况;

d) 缓蚀剂及其他化学药剂的名称、加注等作业情况;

e) 泄漏、失效及维护更换记录;

f) 其他与运行维护有关的资料。

10.4 与腐蚀管理及评价相关的资料和记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腐蚀管理计划;

b) 腐蚀监测信息及分析;

c) 历次腐蚀检测信息及分析;

d) 管道内腐蚀风险评估与评价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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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油田集输及注水管道用搪玻璃内衬理化性能指标

油田集输及注水管道用内衬用搪玻璃内衬,性能指标见表A.1。

表 A.1 搪玻璃内衬理化性能指标

序号 检测项目 指标 执行标准

1 耐沸腾盐酸腐蚀性 20%沸腾盐酸168h≤2.0g/(m2·d) GB/T7989

2 耐热氢氧化钠溶液腐蚀性 0.1mol/L、80℃氢氧化钠24h≤9.0g/(m2·d) GB/T7988

3 耐温差急变性 ≥200℃ GB/T7987

4 耐机械冲击性 ≥200×10-3J GB/T7990

5 膨胀系数 10.81×10-3(20) GB/T16920

6 熔融温度 700℃~800℃ QB/T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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