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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油厂 ** 采油区地质情况极端复杂，油藏类型
较多，采油井多为中深井大多都在 2000m 以上，（井深
划分：钻井完钻井深小于 2000m 为浅井、钻井完钻井深
小于 4500m 为中深井、钻井完钻井深小于 6000m 为深 
井、钻井完钻井深超过 6000m 为超深井）已有几十年
的开发开采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油管、抽油杆的老
化、磨损、腐蚀、机械原因成为抽油杆断、脱的最主要
因素。而近年来，因为抽油杆杆断、抽油杆脱扣而上修
作业施工的采油井数占总作业井数的 10%，并且逐年增
多呈上升的趋势，所以及时分析，找出抽油杆断、脱原因，
及时采取合理的改进和预防措施，进一步提高各环节作
业质量，防止类似的故障在设计寿命内发生。抽油杆失
效类型主要是脱扣和断裂，其中断裂比例略大于脱扣比 
例，下面对抽油杆失效类型做进一步分析。

抽油杆现状：主要使用 D 级抽油杆，杆径 19mm、
22mm、25mm 三种常用型。该级别的抽油杆具有一定的
抗疲劳性和抗腐蚀性能，符合中、重负荷抽油井中使用
要求。

普通抽油杆分为 C、D、K 三个级别，见表 1：
表 1

钢
级

使用介质
适用条件

抗拉强
度 MPa无腐蚀 盐水 含 H2S

C 1.0 0.65 0.5 轻、中载荷 620-793
D 1.0 0.9 0.7 中、重载荷 793-965

K 1.0 1.0 1.0
腐蚀、轻、中

载荷
586-793

国产抽油杆由两种钢材制成，一种是碳钢，一种是
合金钢。碳钢抽油杆一般是用 40 号优质碳素钢制成，
合金钢一般是用 15 号镍钼合金制成。

1 抽油杆脱扣、断裂原因分析
抽油杆脱扣：指抽油机在做往复运动带动抽油泵抽

吸过程中，接箍与抽油杆的接触端面在变动载荷作用下
产生松动使两者卸开，造成抽油机柱分离，导致整个抽
油设备的失效，最终失去举升能力。

2 造成抽油杆脱扣的原因
2.1 悬绳器倾斜

由于作业队作业完井时的疏忽，毛辫子两端长短不

一，受力不均衡也会造成抽油杆的脱扣。
2.2 预紧力不足的影响

如果预紧力不足，抽油杆外螺纹接头不仅受到较高
的应力幅度的作用，也受到外螺纹接头在接箍中摇动所
产生的弯曲应力，则可能发生早期失效。

造成预紧力不足的因素：装配抽油杆接头时，事先
没有将外螺纹接头和接箍清洗干净。并使用规格 900mm
的油管钳两把上紧螺纹应达到的预紧力要求。推荐力矩
为 1193NM。 
2.3 抽油杆、接箍磨损

对于大斜度井、水平井或加压过大的井，抽油杆接
箍及本体部位与油管内壁接触相对运动产生的摩擦磨损
严重，由为明显的是在造斜点位置内侧，常将抽油杆或
接箍的侧面磨去 30％ -50％，造成抽油杆接箍损坏，导
致杆柱受力后脱扣或本体部位断开，甚至将油管磨漏，
如图 1、图 2 所示。

图 1   抽油杆接箍磨损严重

图 2 油管本体被磨漏
实例：民 49-13 井，上修施工过程中就发现该井所

使用的 D19mm 抽油杆因磨损严重造成抽油杆杆脱扣，
致使 2019 年度作业 5 次，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达
20 多万元。

浅谈抽油杆断脱原因分析与对策

肖伟华（吉林油田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吉林　松原　138000）

摘　要：抽油杆是有杆抽油设备中主要部件之一，它将抽油机上下往复动力传递给井下抽油泵完成举升采油，
抽油杆的抗疲劳强度和使用寿命决定和直接影响着整套抽油设备。有杆抽油井在机械采油中约占 98% 之多，随着
油田开采年限的日趋增长，开采深度不断由浅到深，由抽油杆断、脱而造成上修作业井有上升趋势。抽油杆断、
脱事故严重影响了原油产量，增加了修井费用，提高了原油成本，更加大了一线修井作业岗位员工的劳动强度。
本文通过对有杆泵抽油杆断、脱原因进行分析，提出预防抽油杆断、脱的措施和方法，延长抽油杆的使用寿命，
保证油田有杆采油井的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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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偏磨部位的统计
接箍磨损 61%
本体磨损 19%
杆断脱 12%

腐蚀偏磨 8%
杆管偏磨维护工作量占总维护工作的近 1/3，增加

了油井维护的负担和成本支出。年报废率达 10% 以上，
全局每年报废油管、抽油杆几百万元。为了克服抽油杆
接箍与油管内壁的磨损，我们在该井抽油杆与油管接触
的部位加装扶正器，取得很好的效果。
2.4 杆柱设计不合理

正确设计抽油杆柱组合是保证抽油杆正常投入生产
的必要前提和保证，通常应用 API 抽油杆设计程序。合
理的抽油杆柱设计可减少断裂，降低开采成本，有效提
高抽油井经济寿命。

民西 53-33 井自 2017-2019 年共上修作业 5 井次，
经统计可得出该井免修期为 40 天。根据该井原井抽油
杆断口情况，更换全井抽油杆使用高强度抗腐蚀抽油 
杆，提高本油井经济运转寿命。
2.5 制造缺陷

抽油杆在加工制造过程中容易出现螺纹精度和粗糙
度达不到到设计要求、抽油杆头部热煅处理不当、热影
响区的拉伸疲劳极限降低等缺陷，都影响着抽油杆的使
用。由于热影响区和弯曲应力等在抽油杆颈部最为明 
显，所以引起的损坏常出现在颈部周围。我厂多数抽油
杆断裂发生都是在抽油杆颈部过渡区。
2.6 服役时间超过了安全期

目前我厂新抽油杆投入使用严重不足，导致因抽油
杆断躺井居高不下，而新抽油杆使用我厂每年多用于新
井投产上，按照抽油杆正常使用年限 3 年计算，这些新
抽油杆远不够需求量。
2.7 运输和使用抽油杆时处理不当

抽油杆表面状况对其使用性能有很大的影响。出厂
后处理不当会在抽油杆上形成众多的“应力集中区”抽
油杆出现应力集中后，在较小的应力条件下就会产生疲
劳损坏。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抽油杆的断裂，发生在
受力相对较小的中下部。用专车运送抽油杆，可有效避
免在运输过程中对抽油杆的损伤。
2.8 腐蚀损伤

生产井普遍存在大量出液，而产出的液性与开采初
期大不相同。造成油管、抽油杆表面失去了原油的保护，
产出的地下水直接接触金属，腐蚀速度增加，抽油杆抗
拉强度减小。

3 防止抽油杆断裂、脱扣的对策
①实践证明，建立科学有效的抽油杆存放、管理制

度是防止抽油杆断裂、脱扣的最直接最有效措施；②正
确设计抽油杆柱使用组合是保证抽油杆柱正常工作的前
题。不同性质的油井选用相应的抽油杆设计程序，而不
能根据所谓的经验选择抽油杆组合，抽油杆档案可了解
抽油杆的服役条件和累积工作时间，准确掌握抽油杆的

使用寿命；③抽油杆使用寿命一般为三年，三年使用期
到达后，应更换全井整套抽油杆柱，防止新旧抽油杆混
用；④对于抽油杆不仅仅要清洗分类、肉眼观测，还需
要对使用过的和更换的抽油杆进行表面缺陷、内在质量
和螺纹连接性能、抗拉强度等项目进行全面检测。对可
修复的缺陷进行修复，经检查和修复的合格抽油杆继续
下井使用，而对不合格的予以报废；⑤向油套环空加注
缓蚀剂，使油管、抽油杆表面形成一层致密保护膜，起
到隔离、润滑作用，达到保护抽油杆和油管的目的。

4 存在问题
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没有对抽油杆断脱原因进行更

深层次的分析，有待于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对
修井完井工艺的优化改良，有利于提高整体的完井水平，
同时也有利于当前对油气田开发的要求。所以要想进一
步提高作业完井质量，要对完井所用抽油杆、油管、配
件等严格筛选，认真检查，严格执行井下作业相关的行
业标准及施工要求。

结论与认识：①抽油杆断裂的主要原因是抽油杆的
组合不合理、疲劳破坏、偏磨、腐蚀及管理不到位等原
因造成的，因此，针对油井的不同情况制定综合的预防
措施，加大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才能达到防治抽油杆断
脱的最佳效果；②加强油管、抽油杆的管理工作，超过
使用期限的抽油杆避免重复下井，在加深泵挂时，尽量
进行抽油机调平衡工作同步进行，避免抽油机在不平衡
状态下工作对抽油杆造成机械损伤；③在更换抽油杆时
如果数量较大，装卸车时尽量减少对抽油杆的拉弯。

综合实际情况分析原因，采取优化管柱设计，合理
调整生产参数，采用新型的工艺及技术，不仅能有效防
止抽油杆断、脱，而且可以延长抽油井的检泵周期，更
有利于油气资源充分开发能够有效地节省作业施工中的
完井成本，提高作业完井施工效率，使修井作业向更好
的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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