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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1451《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 储罐中液位和温度自动测量法》分为六个部分:
———第1部分:常压罐中的液位测量;
———第2部分:油船舱中的液位测量;
———第3部分:带压罐(非冷冻)中的液位测量;
———第4部分:常压罐中的温度测量;
———第5部分:油船舱中的温度测量;
———第6部分:带压罐(非冷冻)中的温度测量。
本部分为GB/T21451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4266-3:2002《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 储罐中液位和温度自动

测量法 第3部分:带压罐(非冷冻)中的液位测量》。
本部分与ISO4266-3:2002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在6.4.1.2的结尾增加“将ALG通过校准室(或校准接头)与隔离阀连接,可很好地解决ALG

的设置、检验以及浮子的维护问题。”,以解决ALG的有效校准问题;
———将6.4.3.2改为“为避免罐底干扰回波的影响,在靠近罐底位置,应提供可使回波减弱或偏离垂

直方向的反射板(如图3所示),或类似的装置或方式。反射板可作为基准板使用,其安装方式

最好便于用手工法准确测量距离L。”,以明确反射板的作用并与图3的标注呼应;
———将6.4.3.3中的“可能不需要为其安装维护用的隔离阀”改为“可根据需要为其安装维护用的隔

离阀”,以准确表达使用隔离阀的实际情况;
———删除6.4.4,将其内容并入6.2.3,原6.4.5成为6.4.4,对6.2.3的内容重新编写,以避免液位计

安装位置内容的重复;
———在7.1.1最后增加一段:“通过上述关键距离可获得设置或检验ALG用的参照点到罐底最低

点或罐表液位零点的高度。”,以说明关键距离测量的目的;
———增加“7.1.2 安装液位计的参照法兰相对储罐最低点高度的罐外测量”,原7.1.2和7.1.3顺序

变为7.1.3和7.1.4,以解决带压设置和检验中关键距离通常无法直接测量的问题;
———在7.1.4所述内容后增加“在ALG的设置和检验前,应做好罐内待装或已装产品相关数据的

预先核查,必要时应进行相应的补偿或修正。”,以完整表达本条内容的真正用意;
———将7.2.2.1b)中的“参照点”修改为“基准板(或下参照点)”,与a)保持一致;
———在7.2.2.2中,增加“b)将ALG的读数调整到与预先确定的上参照点相一致。调整应包括使

用中产品密度和ALG排液件/浮子影响的补偿值或修正系数。”,将原来的b)变为c),并修改

为“c)将液位感应元件降回至液面,并再次提升至上参照点,记录ALG的读数。”,将原来的c)
变为d),并将其内容中的“重复a)和b)三次”修改为“重复c)三次”,以符合设置的实际用意;

———将7.3.1中的“———当ALG允许时,测量参照高度。”修改为“———在条件允许时,实测参照高

度(见7.1.2),以检验 ALG的平均读数与已知测量距离的相符性。”,使句子的表述更完整

明确;
———删除8.4中的“当满足该允差要求时,ALG符合校准要求,适用于贸易交接。”,利于对8.4和

8.5相互关系的理解;
———将8.5.4的第一句改为“当超过8.5.2和8.5.3规定的任一允差时,即使符合了8.4的允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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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对ALG测量系统的准确度提出质疑,其仍可能不适用于贸易交接。”,呼应8.4,将8.4和

8.5作为整体考虑。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在3.4中增加注,说明测深基准板在本部分的实际用意;
———在3.7中增加注,说明计量参照点在本部分的实际用意;
———在3.11稳液管中,增加注,说明稳液管对液位计的作用;
———将5.3注3a)中的“准确度”修改为“不确定度”;
———在图3说明下增加“注:本图所示的衰减或致偏板垂直于雷达波的射入方向,可直接作基准板

使用,但如致偏板通过改变其与雷达波射入方向的夹角(大于90°)使雷达波反射到稳液管以

外,或许要另行配置基准板。”;
———将参考文献ISO4268:2000用我国标准GB/T8927—2008代替;
———将参考文献ISO4512—2000用我国标准GB/T13236—2011代替。
本部分由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0)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艾

默生过程控制有限公司、北京瑞赛长城航空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魏进祥、孙岩、陈磊、吕东风、王宏志、张劲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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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
储罐中液位和温度自动测量法

第3部分:带压罐(非冷冻)中的液位测量

1 范围

GB/T21451的本部分规定了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液位测量用自动液位计的准确度、安装、调试、
校准和检验,并给出了在贸易交接中自动液位计(ALG)的使用指南。

本部分适用于使用浸入式和非浸入式自动液位计对在带压罐内储存的、蒸气压不超过4MPa的石

油和液体石油产品液位的测量。本部分不适用于山洞和冷冻储罐内使用的ALG的液位测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SO1998(所有部分) 石油工业 术语(Petroleumindustry—Terminology)

3 术语和定义

ISO199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锚锤 anchorweight
吊在自动液位计检测元件的导向线上,将导向线拉紧并拉直的压载物。

3.2
自动液位计 automaticlevelgauge(ALG);automatictankgauge(ATG)
连续测量储罐内液位高度(实高或空高)的仪器。

3.3
实高 dip;innage
测深基准点和液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3.4
测深基准板 dippingdatumplate
测深基准点 dippingdatumpoint
测深板 dip-plate
在计量参照点正下方,为手工测量液体深度提供固定接触面而设置的水平金属板。
注:本部分的测深基准板主要用于自动液位计的校准和检验,与常压立式罐可能具有不同的用意,一般也不作为罐

容表的编表零点。

3.5
量油尺 dip-tape
通过测深直接或通过测空间接测量罐内油或水深度用的由尺砣拉紧的带刻度的钢带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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