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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程是以JJF1002《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100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

义》、JJF1009《容量计量术语及定义》、JJF1059《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为基础,并参

考了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的国际建议R80-1《具有液位测量的公路和铁路罐车 
第1部分:计量和技术要求》的英文版(Roadandrailtankerswithlevelgauging,Part1:

MetrologicalandTechnicalRequirements),采纳了其中的部分计量和技术要求、检定方

法等内容,并结合我国液化气体铁路罐车计量检定的实际情况,对JJG184—1993《液化

气体铁路罐车容积》进行了修订。与JJG184—1993版本相比,本规程除编辑性修改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引言,说明了规程修订的依据,采用国际建议的情况,所替代规程的历次

版本发布情况;
———按照JJF1001的定义对规程适用范围进行了修改(见1);
———增加了引用文件,引用的内容是规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见2);
———增加了术语,对规程涉及的国家未作出规定的术语给出定义(见3);
———通过计量性能试验及不确定度评定、验证,将液化气体铁路罐车罐体容积70%

以上检定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确定为:4×10-3,k=2(几何测量法);2×10-3,k=2(容量

比较法)(见5);
———将通用技术要求中与计量不直接相关的内容删掉,增加和修改了与计量直接相

关的内容(见6);
———检定方法增加了容量比较法,相应增加了该方法的检定条件、检定设备、检定过

程等内容,几何测量法的检定方法和检定设备作了调整(见7.4);
———增加了“车载液位计读数修正值测量”检定项目,使计量操作时得到有效的车载

液位计读数(见7.4.3);
———增加了1993年以后国内投产的新型液化气体铁路罐车技术参数,更新了旧车型

技术参数,增加了容积表号字头(见附录A);
———根据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的变化情况,增加了检定记录表格式(见附录B、C、F);
———增加了温度修正公式(见附录D),将容积压力修正公式由正文改为附录(见附录G);
———将容积计算公式由正文改为附录。现有车型均采用椭圆形封头,因此将碟形封头

容积计算内容删掉,增加椭圆形封头容积计算内容;增加计算罐内附件体积(见附录E)。
———将“充装高度计算方法”修改为“准装高度最大值计算”,修改了计算方法(见附录H);
———修改了常见装运介质参考密度表(见附录J);
———按照JJF1002的要求,修改了检定证书内页格式(见附录K),增加了检定结果

通知书内页格式(见附录L)。

JJG184—1993为本规程的最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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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气体铁路罐车容积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液化气体铁路罐车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 引用文件

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09 容量计量术语及定义

GB/T10478 液化气体铁道罐车

TG/HY105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则

OIMLR80-1 具有液位测量的公路和铁路罐车 第1部分:计量和技术要求(Road
andrailtankerswithlevelgauging,Part1:MetrologicalandTechnicalRequirement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

JJF1001、JJF1009、GB/T10478、OIMLR80-1中有关定义及以下术语适用于本

规程。

3.1 罐体容积 totalcapacity
在标准大气压下,标准温度(20℃)时罐体内表面顶部水平切面以下的容积。

3.2 准装高度最大值 maximumpermissibleloadingheight
在参考条件下,液化气体铁路罐车允许装载介质的最高液位值。

3.3 容积表 tankcapacitytable
液化气体铁路罐车液位和对应容积值的数据表格。

3.4 容积表号 tankcapacitytablenumber
由液化气体铁路罐车车型确定的容积表编号,每一个容积表号对应一个确定的容

积表。

3.5 检定软件 verificationsoftware
根据检定数据计算液化气体铁路罐车容积、得出容积表或容积表号并有打印证书功

能的计算机程序。

4 概述

液化气体铁路罐车既是运输工具,也是工作计量器具。经检定后,液化气体铁路罐车

可用于液化气体产品的贸易结算。
液化气体铁路罐车一般由罐体、底架、转向架、制动装置、车钩缓冲装置、加排装置等

组成,有的设有押运间。罐体由封头、筒体、人孔等组成。封头一般为椭圆形封头;筒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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