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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政策性声明 

API各种出版物仅针对一般性质的问题。涉及特定问题时，应查阅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的法律与条例。 

API不为雇主、制造商或供货商承担对他们的雇员和其他在场人员的健康、安全风险以及预防措施进行告

诫、恰当的训练或装备方面的义务，也不承担他们对地方、州或联邦政府的法律责任。 

对于特殊材料和工艺所涉及的安全和健康风险以及相应预防措施的资料，应从提供该材料的雇主、制造厂

商或供货商处获得，或参看材料的安全资料表。 

API出版物的内容不能以任何含蓄的或其他的方式解释为授予任何权利去制造、销售或使用任何专利证书

中包括的方法、设备或产品。该出版物中的任何内容也不能解释为可开脱任何人侵犯专利证书所授权利应

承担的责任。 

通常，API标准至少每五年进行一次复审，并进行修订、重新认定或撤销。有时，这个复审周期 可延长一

次，延长期最多两年。作为现行 API标准，本出版物从出版之日起有效期不超过五年，除非再版时授权延

长其有效期。本出版物的发行情况可从 API管理人员[电话（202）682-8000]查明。API（1200LST.，N.W.，

Washington，D.C.20005）出版物和资料目录每年出版，每季更新。 

这份文件是按照 API 标准化程序制定的，该程序保证在起草的过程中有适当的通告及参与，并被指定为

API标准。有关这份标准内容的一些解释方面的问题或有关这份标准起草程序方面的意见 和问题应直接发

给美国石油学会标准化管理人员，1200L ST.，N.W.，Washington，D.C.20005。 申请再版或对本文件的

全部或部分章节进行翻译同样应致电该负责人，以便得到批准。 

API标准的出版是为了促进被证实的、可靠的工程和操作实践的广泛应用，不论这些标准被应用于何时、

何地，它均无意于排斥可靠工程判断的应用。API标准的公式和出版物均无意于以任何方式禁止任何人使

用其他任何规范标准。 

按照 API规范的标记要求对设备或器材进行标记的任何制造商，应对产品符合 API规范的所有可适用的要

求负完全的责任，美国石油学会不代表、保证或担保这些产品确实符合适用的 API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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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前言 

《海上固定平台规划、设计和建造的推荐作法》包括工程设计原理和在近海石油资源开发中所取得的有益

经验。这些有益的经验来源于良好的工程实践；因此，本推荐作法主要包括较好的工程建议。现今的技术和

装备不可能实现的任何建议都不包括在内。在所有情况下，都考虑了人员的安全、 满足现有规范以及防止

对海水的污染。 

在本出版物的整个文本中，常用的英制单位对公制单位的换算都在括号中给出，如 6in（152mm）。为更便

于实际应用，多数换算值已调整为整数；但是，在对安全性和技术性有严格要求时，使用了精确的换算。在

有争议的情况下，优先采用惯用的英制单位。 

海洋技术正在迅速发展。对于委员会认为那些能够得到足够资料的区域，给出了具体而详尽的建议。对其

他的区域，只做了一般性说明，以表明应对某些特殊的情况给予考虑。应鼓励设计人员利用一切可能得到

的研究成果。由于海洋技术在继续发展，因此本推荐作法将被修订。希望本推荐作法包 括的一般性说明能

逐渐地被详细的建议所代替。 

本推荐作法参考了 AISC的最新版本的《建筑钢结构的设计、制造和安装规范》（见 2.5.1a）。由于本规范最

新版本的使用仍被认可，新的 AISC 的“荷载和抗力系数设计方法（LRFD）”（第一版）的使用没有特地推

荐用于海洋平台的设计。在这个新规范中的荷载和抗力系数是根据建筑物设计实践 而确定的，因此不适用

于海洋平台。将 AISC新的 LRFD规范的强度条款用于海洋平台设计实践的研究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 

本推荐作法参考了 ANSI / A WS D1.1—92《结构焊接规范 钢》。在本推荐作法被认可的同时，一个主要的

意图是海上固定平台的焊接和制造应遵循 AWS 规范。AWS 规范的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给出了与海洋

固定平台设计有关的指导性意见。本推荐作法对一些设计考虑参考了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内容，但如果在本

API文件给出了具体的规定时（如第四章和第五章），应优先以这些规定为准, 

本标准以封面上的日期为准开始生效，但可在分发之日起自行采用。 

本标准使用者须知：本出版物的若干部分在前版的基础上已作了修改。修改部分在页边用竖线进行了标识，

如本节左边的竖线。有的修改内容是实质性的，而有的修改仅属编辑上的调整。页边的竖线帮助使用者识

别与前一版的修改部分，但 API不保证这些标识竖线的准确性。 

注：本版本将替代 1993年 7月 1日的第 20版。 

本推荐作法属于 API 近海结构标准化委员会的管理范畴，并在 1969 年的标准化会议上得到出版授权，其

第 1版是 1969年 10月发布的。 

API出版物可供任何愿意使用的人采用。协会已作了不懈的努力保证出版物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然而，

协会不对出版物进行代理、保证或担保，并在此表示拒绝对由于采用本出版物或本出版物与联邦、州或地

方的规定相违背而造成的损失或破坏承担责任和义务。 

欢迎提出修改意见，并将意见提交给编辑部：American Pertroleum Institute，1220L Street，N.W.，

Washington，D.C.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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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固定平台规划、设计和建造的推荐作法  工作应力设计法 

0 定义 

固定平台——一种借助于桩、扩展基础或用其他方法支撑于海底,而上部露出水面,为了预定目的能在较长

时间内保持不动的平台。 

住人平台——人员在上面正式地和连续地居住和生活的平台。 

无人平台——人员可能在其上工作一段时间，但无居住和生活设施的平台。 

操作者——由业主雇用进行作业的个人、厂商、公司和其他组织。 

ACI——美国混凝土学会。 

AIEE——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 

AISC——美国钢结构学会。 

API——美国石油学会。 

ASCE——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 

ASTM——美国试验和材料协会。 

AWS——美国焊接协会。 

IADC——国际钻井承包商协会。 

NACE——美国防腐蚀工程师协会。 

NFPA——美国消防协会。 

OTC——近海技术会议。 

1 规划 

1.1 概述 

1.1.1 规划 

本出版物作为从事近海区域油气钻探、生产和贮存的新建平台的设计和建造以及现有平台的重新移位的有

关人员的指南。此外，还提供了对现有平台进行评估的指南，以便在必要时确定结构是否 “适合其用途 /      

在开始实际设计之前，应做出周密的规划，以便能建成一个可完成预定功能的实用而经济的海洋平台。初

步规划应包括确定平台设计所依据的所有标准。 

1.1.2 设计标准 

用于这里的设计标准包括可能影响平台详细设计的所有操作要求和环境条件。 

1.1.3 规范和标准 

本推荐作法从公共安全的观点出发编入并大量采用了现有的被工程设计和实践所接受的规范和标准, 

1.2 操作考虑 

1.2.1 功能 

所设计平台的功能，一般分为钻井、采油、贮存、物料装卸、生活或其中几项的组合。平台的形状应通过

对位于甲板上的设备布置的研究而确定。在最后确定尺度之前，应仔细地考虑设备所需的净空和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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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位置 

平台的位置应在设计完成之前确定。环境条件随地理位置而变化，在一个给定的区域内，除了像波高、海

浪周期和潮汐这样的设计参数在变化以外，基础条件也在变化。 

1.2.3 方位 

平台的方位是指在平面图上平台相对于诸如正北这样的固定方向的位置。方位一般受主导风、浪、流的方

向和操作要求控制。 

1.2.4 水深 

根据水深和潮汐资料选择合适的海况设计参数。水深的确定应尽可能准确，以便决定靠船平台、护舷、甲

板和防腐区域的高程。 

1.2.5 通道和辅助系统 

平台的梯子和靠船平台的位置及数量应受安全考虑的控制。有人到达的每层甲板应设置最少两个通道，其

布置应使得在各种风条件下逃生均是可能的。梯子的位置也应考虑操作要求。 

1.2.6 防火 

为了保证人员的安全和防止设备可能的损坏，需要注意防火方法。防火系统的选择取决于平台的用途。防

火程序应符合现有的政府有关法规。 

1.2.7 甲板高程 

在波浪冲击平台下甲板和设备时，将产生大的作用力和倾覆力矩。除非平台已被设计成能抵抗这些力，否

则甲板高程应提供在设计波浪波峰以上有足够的间距。另外，应考虑提供一个“空气间隙”，以容许大于设

计波的波浪通过。在 2.3.4.d.3和 2.3.4.g中提供了有关空气间隙的指南。 

1.2.8 油井 

暴露的油井隔水导管会增加平台的环境力，这些导管应加以支撑，因此在规划阶段就应知道它们的数量、

尺寸和间距。隔水导管可能有助于或无助于增加平台的抗波力。如果平台是安置在带有水上井口的现有油

井上，则需要采油树的尺寸、隔水导管的尺寸、导管上法兰和井口顶部在平均低水位以上的高程。如油井

是一个处于临时海底完井状态，则应对油井的定位和确保平台就位做出规划，以便油井能顺利回接到水面

上。规划还应考虑将来增加油井的需要。 

1.2.9 设备和材料的布置 

在设计时需要考虑钻井设备、材料以及采油设备的布置和重量。应确定平台上重大的集中荷载的分布情况，

以便能够规划支承这些荷载的合适的框架。应根据已知情况，考虑到将来的操作。 

1.2.10 人员上下和材料装卸 

在平台设计开始时，就应对人员上下、物料装卸以及供应船的类型、尺度和将船停靠在平台边的系泊

装置作出规划。应确定靠船平台的数量、尺寸和位置。 

也应确定甲板吊机的型式、能力、数量和位置。如果设备和材料欲放在下甲板上，那么应在上甲板上

的合适位置设置足够尺寸的舱口，以适合于操作要求。应考虑直升机使用的可能性，并提供相应的设施。 

1.2.11 泄漏和污染 

应提供处理泄漏和可能的污染的措施。甲板上应设置排放系统，以收集和贮存待处理的液体。排放和收集

系统应符合相应的政府法规。 

1.2.12暴露 

所有系统和部件的设计均应预计到现场可能遭遇的极端环境条件。 

1.3 环境考虑 

1.3.1 气象和海洋水文的一般考虑 



 

 

在确定影响平台现场的有关气象和海洋条件时，应向有经验的专家咨询。下面的章节提出了可能 

需要资料的一般概要。现场所需资料的选择应在平台的设计者和海洋水文气象专家双方协商之后确定。应

对观测资料和模型所得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得到正常和极端环境条件的描述。 

1. 正常环境条件（在结构的寿命期预计经常发生的条件）在平台的建造期间和使用寿命期间都是重要的； 

2. 极端条件在结构的寿命期内很少重复发生的条件）在确定平台设计荷载时是重要的。 

所有使用的资料都应仔细地形成文件。应注意所有资料的来源和推算的可靠性，还应确定将现有资料推导

出所需的环境值所用的方法。 

1.3.2 风 

风力作用在水面以上的结构部分和位于平台上的任一设备、甲板房和井架上。风速可分为两种：（a）阵风

风速，平均持续时间远小于 1min的风速；（b）持续风速，平均持续时间大于 1min或更长 的风速。风资

料应换算到标准高程，如平均水平面以上 10m（33ft），同时使用规定的平均时间，如 1h。使用标准的剖

面和阵风系数（见 2.3.2），风资料可以被换算为任意规定的平均时间或高程。 

相对于平均风速的脉动风速谱应根据某些情况予以说明。例如，像牵索塔这样的随动结构和深水中的张力

腿平台的自然横移周期可能在 1min的范围内，在这个范围，脉动风速中可能有显著的能量。 

在确定适用的设计风速时，应考虑以下内容。 

对于正常情况： 

1. 月或季规定的持续风速在不同方向的出现频率； 

2. 月或季规定界限值以上的持续风速的持续时间； 

3. 相应于持续风速的可能的阵风风速。 

对于极端情况： 

应提供依其重现期而变的在规定的方向和平均时间内的设计极端风速。应给出如下有关资料： 

1. 在确定设计极端风速时使用的风资料记录，包括观测地点、日期以及观测到的阵风和持续风速的大小

和风向； 

2. 在结构规定的寿命期间，在特定方向上的持续风速超过规定下限风速预计出现次数。 

1.3.3 波浪 

风成浪是海洋平台环境力的主要来源。这样的波浪在形状上是不规则的，波高和波长是变化的，可能从一

个方向或几个方向同时接近平台。由于这些原因，波浪作用力的大小和分布是很难确定的。由于在平台设

计中波浪相关标准所必须考虑的技术因素的复杂性，因此应与有经验的精通气象学、海洋学和流体动力学

方面的专家进行协商。 

对以前的海洋水文资料不充分的区域，在确定与波浪有关的设计参数时至少应包括下列步骤： 

1. 研究所有必要的气象资料； 

2. 推算海面风场； 

3. 使用分析模型，沿着风暴路径，推算一般海况； 

4. 相应于地理限制条件，确定可能的最大海况； 

5. 对深水海况划定等深效应； 

6. 使用概率技术，相对于各种基本时间预报平台现场的海况概率； 

7. 通过实体和经济风险评价，确定设计波浪参数。 

在对海况已有相当了解和经验的区域，可以将前述的程序简化，省掉那些用已有的经验推导成要求的设计

参数所必需的步骤。 

在考虑了 1.5中所列的所有参数后，平台业主的责任是选择设计海况。在建立海况资料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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