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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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炼油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石油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安泰信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金炼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白永忠、屈定荣、张 艳玲、韩磊、邱枫、陈文武、单广斌、张兆宽、黄贤 滨、刘艳、   
潘隆、宋晓良、叶成龙、邱志刚、牛鲁娜、杨骁、刘媛双、刘腾飞、申志远、朱麟祺、刘晓金、刘小辉、莫少明、 
张立金、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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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压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泄漏检测实
施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常压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以下简称 “常压储罐 ”)泄漏检测实施过程的一般要    
求、泄漏检测前准备、现场检测、结果分析及评价要求,以及检测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地上储存石油、石化产品及其他类似液体的常压储罐本体的泄漏检测实施过程。

本文件不适用于储罐密封系统、呼吸阀、中央排水管和加热器等附件的泄漏检测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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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445   无损检测    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
GB/T12604.7   无损检测    术语    泄漏检测

GB13236   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 储罐液位手工测量设备 
GB/T13894   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液位测量法(手工法) 
GB/T15822.2   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 第2部分:检测介质 
GB/T15822.3   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 第3部分:设备 
GB30871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5025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41—2014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 
JB/T9212   无损检测 常压钢质储罐焊缝超声检测方法 
JB/T10764   无损检测 常压金属储罐声发射检测及评价方法 
JB/T10765   无损检测 常压金属储罐漏磁检测方法 
NB/T47013.1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1部分:通用要求 
NB/T47013.4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4部分:磁粉检测 
NB/T47013.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5部分:渗透检测 
SY/T6830   输油站场管道和储罐泄漏的风险管理

3 术语和定义

GB/T12604.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常压储罐   atmosphericpressurestoragetanks
固定顶常压储罐的设计负压小于0.25kPa,正压产生的举升力低于罐顶板及其所支撑附件的总重

量  当符合 GB50341—2014附录 A 的规定时,最大设计压力可提高到18kPa;当符合 GB50341—2014
附录B的规定时,最大设计负压可提高到6.9kPa。浮顶储罐的设计压力为常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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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泄漏检测   leakdetection
采用各种检测方法查找和定位常压储罐泄漏部位的过程,指对常压储罐罐体或接触的罐基础、土壤

等进行的直接或间接检测。

3.3

3.4

3.5

检漏层   leakdetectionlayer

在储罐基础砂垫层下设置由塑料薄膜层、油毛毡层和素混凝土层组成的结构层。

双层罐   double-skintank

由内、外罐壁形成的具有中间间隙的储罐。

储罐群   groupoftanks
几台到几十台,甚至上百台的储罐群体。可在同一防护堤内,也可以在同一厂区的不同防护堤内或

相近不同厂区内。

注:储罐群简称罐群。

4 一般要求

4.1泄漏检测常用方法包括目视检查、计量法、气泡测试-压力法、气泡测试-真空法、基础钻孔检漏法、基础

检漏层法、示踪气体检测法、声发射检测法、基础预埋检测元件法、电阻探漏法、磁粉检测法、渗透检   测法、

漏磁检测法、红外热成像检测法、超声波测厚,可根据停运储罐、在役储罐、新建储罐或计划性更换     底板

的在役储罐等多种状态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不同检测方法的实施步骤见附录 A~附录 L。
4.2 储罐泄漏检测流程应包括检测前准备、现场检测和结果分析及评价、出具检测报告。

5 泄漏检测前准备

5.1 准备相关工作

检测前应开展储罐日常运行、管理与检测基础数据收集 ,罐群、罐体部位分类、划分 ,检测对象确

定,检测方法和检测仪器选择,制定泄漏检测方案及工艺规程,确定检测人员 ,准备检测设备和器材 ,
检测场所和环境条件的检查,准备安全防护措施等相关工作。

5.2 收集相关数据

储罐检测前应收集相关数据,数据收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储罐(包括涂层、保温)投用、修理、改造日期;
b) 储罐涂层、保温施工质量检测;
c) 储罐的极限液位、操作温度及其他运行数据;
d) 储罐储存的工艺介质种类、含量及危险性级别;
e) 储罐各层壁板、顶板和底板的建造材料、名义厚度;
f) 储罐基础类型、底板类型、土壤电阻率;
g) 储罐排水设施以及是否安装盘管和加热器;
h) 储罐历次检验和检测的记录和报告;
i) 储罐建造、修理、改造所使用的设计标准规范及相应的记录和报告;
j) 储罐系统中的泄漏探测系统、隔离系统等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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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储罐相关附件资料;
l) 储罐的规格参数(直径、高度、容积等);
m) 储罐的焊缝信息(如大角焊缝等);
n) 储罐所在地区的风、雪等气象资料。

5.3 设置检测点

5.3.1检测点的选择应具有代表性,应将检测对象划分为罐群和单罐不同部位两个层次 ,每一层次选择代表

性的罐和具体部位作为检测点。

5.3.2 两个及两个以上单罐组成的,位于相同或相近环境,且同时符合以下准则的确定为同类罐群:
a) 相同或相近年代建造、相同结构材质、相近容量的储罐;
b) 相同或相近的运行条件、存储介质、防护条件的储罐;
c) 根据历史记录,频繁发生腐蚀和泄漏事件或事故的储罐。

5.3.3 单罐检测部位应依据以下准则确定:
a) 区分罐内壁和外壁;
b) 油、水储罐内壁按照接触介质和相态不同,可细分为气相区、油相区、气液界面区、水相区、油   水

混合区和罐底淤泥区等 ,检测重点部位包括气相区(尤其是有凝液的区域 )、油水界面区、水相
区和罐底淤泥区;

c) 罐顶板与罐壁板交界处、抗风圈、浮盘板,以及罐壁板和罐底板的交界处等部位;
d) 根据历史记录,发生泄漏事件或事故频率高的部位。

5.3.4对相近年代建造、用于相近环境、相近功能的储罐进行抽样 调 查。储罐应划分为不同部位检 测,并按

检测结果中最严重的泄漏情况进行评价。

5.3.5 抽样检测时,应确保被检测样本能较好地代表整体调查对象的特性:
a) 同类罐群按该罐群罐体总数的10   抽样调查,至少为1个单体罐;
b) 如果抽样检测的评价结果为严重等级,应再增加10   的抽样调查,如此循环,直至新增抽样中

不再出现严重等级或者直至100   检测。

5.3.6 应对每个检测点做标识。

5.4 选择检测方法

5.4.1 检测方法如下。

a) 目视检查:
采用目视宏观检查 ,或借助平面

镜

、照相机 、放大镜 、内窥镜等工具进行更大范围及更细致的目

视检测,检测储罐本体内外表面、结构及几何尺寸的状况,进而确定泄漏位置。

b) 计量法:
通过检测储罐液位变化

泄漏。

c) 气泡测试-压力法:

,考虑温度因素的影响计算罐内介质容积 、质量的变化来判断储罐是否

1) 方法一:罐底内表面涂指示溶液,利用软管将不高于0.75kPa的气体通过罐底钻孔注入

罐底,如罐底内表面出现气泡表明存在泄漏。

2) 方法二:用泵往储罐内注入静压力为4.9kPa(相当于500 mm 的水柱)的气体,将不超过 
2.24kPa的气体注入罐底,如罐底出现气泡表明存在泄漏。借助气动锤可提高检测效

果,增强底板振动幅度,使锈垢从点蚀坑中飞出,从而暴露泄漏点。

d) 气泡测试-真空法:
在疑似泄漏区域涂抹指示剂 ,将真空箱的密封侧紧压在待检测区域上 ,用真空泵或空气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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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泄

抽尽箱内空气,使真空表压力指数达到53kPa(真空度),透过真空箱玻璃观察,出现气泡表明

存在泄漏。

e) 基础钻孔检漏法:
在储罐基础上设计钻孔

f) 基础检漏层法:
,运用高灵敏度的油气检测仪进行检测。

, ,
在新建储罐基础内铺设检漏层

渗漏检测。

g) 示踪气体检测法:

将底板初期渗漏的油水汇集起来流到固定的检测点

。

实现实时

,
漏探测系统的管道系统注入气体。若储罐未安装泄漏探测系统 ,通过罐底钻孔注入气体。使   
用示踪气体检测仪器扫描整个罐底板 ,检测罐底焊缝、罐壁与罐底角焊 缝、环箍焊 缝的缺陷和    
泄漏,适合于确定已知出现泄漏或者怀疑出现泄漏的储罐底板上的泄漏位置。

h) 声发射检测法:
采用声发射检测设备 ,对采集的声波信号分析转换 ,可准确定位泄漏位置和判定泄漏程度。

i) 基础预埋检测元件法:
通过在罐底部铺设感应元件检测泄漏 。包括漏油感应电缆 、导电性粉体元件 、电场感应技术和

光导纤维等方法,通过相应的电流变化、导电性、磁场变化等判断是否泄漏。

j) 电阻探漏法:
通过探测储罐周边土壤电阻率变化判断介质是否泄漏。

k) 磁粉检测法:
通过将待检测的焊接区域磁化 ,把铁磁粉放在焊缝

上

,观察铁磁粉在焊缝表面的磁场中是否出

现扭曲变形,从而判断是否泄漏。

l) 渗透检测法:
, , ,在储罐焊缝处涂抹高渗透性油或染料渗透剂 持续时间至少4h 若焊缝存在渗漏 在毛细作用

下,可观测到油或渗透剂会渗透到焊缝另一侧,从而确定泄漏位置。

m) 漏磁检测法: 
采用漏磁检测仪 ,通过磁化铁基材料 ,利用传感器检测到漏磁场信号 ,建立漏磁场和缺陷的量

化关系,从而检测缺陷。结合超声波测厚等其他检测方法,可准确测量出缺陷的位置、大小和

深度。

n) 红外热成像检测法:
采用热成像检测仪检测储罐温度异常区域 ,确定检测泄漏部位

。

该方法主要作为辅助方法。

o) 超声波检测:
采用超声波测厚仪 ,检测各罐壁

板

、罐底边缘板和罐底中幅板 ,判断减薄程

度

,作为泄漏检测的

补充方法 ,也可用于漏磁检测结果的抽查复验。边 缘板在线 导波检 测也是超声波检 测的一种,
可做到以点带面,通过一个很小的检 测区域对周围一定范围 进行  100    的面积覆盖性检

测。

5.4.2 检测方法选用原则如下:
a) 泄漏检测方法的选择应综合考虑其适用性、有效性、可靠性、安全性和经济性;
b) 在分析比选储罐泄漏检测方法优缺点基础上 ,宜考虑储罐实际情况 ,使用一种或多种储罐泄

漏检测方法。

5.4.3 检测方法的适用性如下:
a) 新建储罐或计划性更换底板的在役储罐可采用基础预埋检测元件法、基础检漏层法、电阻探漏

法检测;

向储罐底板下注入含有示踪剂的焊接级氦气等惰性气体
若储罐安装泄漏探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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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役储罐可采用计量法、基础预埋检测元件法、基础钻孔检漏法、电阻探漏法、声发射检测法、

红外热成像检测法、渗透检测法、磁粉检测法和超声波检测法等进行泄漏检测;
c) 停运储罐可采用目视检查、渗透检测法、气泡测试法-压力法、气泡测试法-真空法、示踪气体

法、漏磁检测法、超声波检测法、磁粉检测法进行泄漏检测;
d) 频繁收发油的储罐宜采用基础预埋检测元件法;
e) 外壁有保温层储罐,可不拆除罐体外保温层,采用红外热成像检测方法;
f) 双层罐罐底板泄漏可通过氮气吹扫将泄漏油气携带至外部检测系统 ,通过分析吹扫气体成   分,

对储罐泄漏进行检测;
g) 常压储罐泄漏检测常用方法、适用范围及优缺点见附录 A 中的表 A.1。

5.5 制定检测方案

检测前应制定泄漏检测方案,明确检测对象、位置、检测方法及条件等。

5.6 准备检测设备和器材

泄漏检测实施前,确认检测设备和器材符合其相应的产品标准规定且在有效期内使用。

5.7 确认作业条件

泄漏检测实施前,应达到安全作业条件,进罐检测时应满足 GB30871的要求。

5.8 检测对象处理

泄漏检测实施前,被检件表面应当无油液、油脂、油漆以及其他可能妨碍检测的污物。如果采用液    
体来清洁工件或在泄漏检测前进行耐压试验,则被检件在检测前应充分干燥。

6 现场检测、结果分析及评价要求

6.1 现场检测分初步检测和重点检测:
a) 初步检测 :在采用高灵敏度的检测方法前进行预泄漏检测 ,以检出和消除较大的泄漏 ,并根据 

检测结果和历史记录,判断最可能出现严重腐蚀和泄漏的罐群类型和罐体部位;
b) 重点检测 :以初步检测选定的严重腐蚀或泄漏部位为重点 ,对罐壁金属损失与开裂情况等进

行进一步重点检测,宜结合储罐停工检修或清罐间隙期进行,并根据检测得到的局部罐壁金属

壁厚减薄、剩余壁厚、缺陷情况等数据来综合评价腐蚀严重程度与泄漏状况。

6.2声发射检测按照JB/T10764的要求进行现场检测、结果分析及评价。检测过程应降低环境噪声影响,
宜在夜间进行检测,或与其他运行储罐隔离。宜在以下两个条件下使用该检测技术:

a) 在储罐液位逐渐上升的情况下,检测储罐底板或壁板的焊接缺陷扩展引起的活动性信号;
b) 在最高充装液位的85   以上恒定液位,检测储罐底板的泄漏和腐蚀信号。

对发现有疑义的声发射源信号应采用射线、超声、磁粉或渗透等检测方法进一步确定。

6.3 漏磁检测按照JB/T10765的要求进行现场检测、结果分析及评价。

6.4 超声检测按照JB/T9212的要求进行现场检测、结果分析及评价。

6.5目视检查、计量法、气泡测试-压力法、气泡测试-真空法、基础钻孔检漏法、基础检漏层法、示踪气体检测

法、基础预埋检测元件法、磁粉检测法、渗透检测法及红外热成像检测法按照附录 B~ 附录 L 的要求开

展现场检测、结果分析及评价。电阻探漏法可根据仪器的使用要求开展泄漏检测。

6.6 采用两种检测方法组合使用时,应满足检测距离等要求,避免产生干扰。

6.7 数据采集和变送器的安装应符合 GB50257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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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储罐泄漏检测结果可用于储罐泄漏风险值计算,计算方法满足  SY/T6830 储罐完整性管理的相关要

求。

6.9应根据检测数据与结果,分析储罐各部位腐蚀与泄漏原因,指导处理与防治对策,确定检测方法与 周期

等。

7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检测单位和资质;
b) 检测日期;
c) 被检测储罐的名称、编号、规格、材质等;
d) 采用的方法或技术;
e) 检测部位;
f) 检测方法或技术方案示意图(必要时);
g) 检测仪器型号、量程、精度,标准泄漏孔和材料识别号;
h) 检测工况、压力、气体浓度等;
i) 检测数据;
j) 检测结果及分析评价结论;
k) 检测人员、报告编写人和审核人及资格证书编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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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常压储罐泄漏检测常用方法

表 A.1规定了常压储罐泄漏检测常用方法、适用范围及优缺点。

表 A.1   常压储罐泄漏检测常用方法、适应范围及优缺点

检测方法 适用范围 优点 缺点

目视检查 适用于停运储罐 简单、直接、快捷 受人员检查水平影响,容易漏检,人工量大

计量法 适用于在役储罐
简单、直接 ,对 严重泄漏 ,检测比

较有效

受人 员 操作、油  品温度和液面 动 态 变 化影

响 ,精度低、误差大 ,不能发现微小渗漏 ,对
于收发油操作频繁的储罐 ,即使较大泄漏量

也难以发现,只能作为判断储罐泄漏的辅助

依据,需结合其他手段确定泄漏位置

气泡测试- 
压力法

适用于停运储罐
操作简单 ,能直观、快捷地确定泄

漏位置

受气体扩散的影响不能检测全部的检测区域 ,
当采用注水时会产生含污染物的废水、增加

“三废”处理量

气泡测试- 
真空法

适用于停运储罐 ,特别

是 罐 底 及 浮 顶 底 板 等

部位

直观、泄  漏点定位准确 ,操 作简

单 ,能快速确定疑似泄漏区域的

准确泄漏位置

受罐内附件影响不能覆盖全部检测面 ,当黏

性较大的泄漏介质堵住漏点时检测不出泄漏

基础钻孔

检漏法

适 用 于 在 役 油 气 储
罐,可检测长期积累的

微  小  和  较  大  油  气  
泄漏,不适合难挥发的

油品 ,不适合地下水位

高、降水量大或存在其

他油气来源的地方 ,只
适用于土壤为砂砾或其

他松散土质的环境

能连续或者间断地采集油气样本

和地下水样本 ,检 测 仪器安装方

便 ,投入小。可长期检测泄漏 ,能
及早发 现渗漏 ,提高储罐基础的

防潮能力 ,对收发 频繁的储罐也

很有效 ,并能够判断渗漏点的大

致方位

储罐只能大致判断储罐底板泄漏位置和泄漏

程度,不能完全准确定位

基础检

漏层法

适用于新建储罐计划性

更 换 底 板 的 在 役 储
罐,不适用于已建储罐

可实现储罐底板渗漏的实时检测

检 测效果的好坏依赖于检漏层的设 计和施工

质量 ,对 设 计施工要求较高 ;对于已建时 间

较久的储罐经济上不适用 ,加设 检漏层工程

量较大。长 期运行可能 导 致 检 漏 层 堵塞或

损坏 ,漏油可能延滞干扰以后探测的准确性 ,
导致无法及时发现渗漏

示踪气体

检测法

适用于停运储罐 ,用来

确定已知出现泄漏或者

怀疑出现泄漏的储罐底

板上的泄漏位置

直观、快捷地确定泄漏点位置 ,操
作简 单。可随时使用罐底下的惰

性气体进行补 焊 ,且修理后能够

立刻重新进行检查

受气体扩散的影响不能检测全部的检测区域 ,
当黏性较大的泄漏介质堵住漏点时 检 测不

出泄漏。有时需罐底钻孔注入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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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常压储罐泄漏检测常用方法、适应范围及优缺点  (续)

检测方法 适用范围 优点 缺点

声发射

检测法
适用于在役储罐

不影响储罐运行 ,检测快捷 ,能发

现泄漏缺陷和潜在缺陷。可准确

定 位 泄 漏 位 置 和 判 定 泄 漏 程
度 ,能够识别腐蚀、裂纹扩展和泄

漏等不同性质的缺陷

罐底淤泥和水层可能影响探测结果准确性 ; 
受外界干扰因素较多 ,检测前需与运行储罐

隔离;需要专门设备和人员培训

基础预埋

检测

元件法

适用于新建储罐或计划

性 更 换 底 板 的 在 役 储

罐,频繁收发油的储罐

可实时检测储罐罐底的泄漏情况

需预先埋设在储罐基础里 ,重复使用率低 ,
维护费用高;不能准确判断泄漏位置 ,需和其

他方法联合使用;存在误报警 ,土壤和地下水

状况可能会影响系统可靠性

电阻

探漏法

适用于在役 储 罐、新建

储罐或计划性更换底板

的在役储罐

快速、便 捷,也  可实时检测泄漏

情况

有机污染物探测 还需重点研究 ,精度低。不

能准确判断泄漏位置 ,需  和其他方法联合

使用

磁粉

检测法

适用于停运储罐 ,以及

在役储罐的外部检测

操作简单 ,适用于储罐的各个部

位的泄漏检测

不能用于由非磁性材料制作的储罐 ,如不锈

钢。只能检测存在的表面缺陷(开口缺陷)

渗透

检测法

适用于停运储罐 ,以及

在役储罐的外部检测
简单实用 ,可快速确定泄漏位置 只能检测存在的表面缺陷(开口缺陷)

漏磁

检测法
适用于停运储罐 检测快捷、准确

不能用于由非磁性材料制作的储罐 ,如不锈

钢。受罐内附件影响不能覆盖全部检测面

红外热成

像检测法
适用于在役储罐

外壁有保温层储罐 ,可不拆除罐

体外保温层进行检测
确定泄漏位置和程度需与其他方法联合使用

超声波
检测

适用于在役和停用储罐

可发 现罐底板缺陷 ,数据可用于

确定腐 蚀 速率和下一次 检 验 周

期 ,在线 导波检 测可做到以点带

面 ,通过一个很小的检 测区域对

周围一定范围进行100    的面积

覆盖性检测 ,检测效率高 ,现场灵

活性好

不能检测罐壁-罐底板焊缝和储罐立柱下侧

区域,宜与其他方法联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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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检测仪器和设备

附 录   B
(规范性)

常压储罐泄漏检测方法———目视检查

照明光源(自然光源、人工光源)、照度计、反光镜、放大镜、照相机等。

B.2 检测基本条件

检测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a) 对于较小的缺陷部位可使用低倍放大镜(6倍)辅助检查;
b) 所用光源应满足储罐内使用的防爆要求,且满足安全电压的要求;
c) 目测时眼睛与罐底板表面的距离不超过600 mm、眼睛与罐底板表面所成的夹角不小于30°;
d) 罐底板表面至少要达到500lx的照度,对于需要仔细观察或发现异常情况并需要进一步观察

和检测的区域至少要达到1000lx的照度;使用光源时应避免表面炫光;
e) 对于不易或无法进行直接目视检测的罐底部位或区域,可通过反光镜、照相机等目视辅助器材   

进行检测。

B.3 检测步骤

检测按以下步骤进行:
a) 确定检测的最低限度的检查要求,如对蚀坑深度、焊肉减薄程度、泄漏等要求;
b) 罐底板表面处理 ,采用喷砂、高压水、人工擦拭等方法清除被检件表面的油污、锈蚀物等杂    

物,露出底板本色;
c) 配备合适的照明设备,满足目测需要的照明条件;
d) 现场实际检测,根据底板的表面结构情况,选择合适的工具实施检测。

B.4 评价与判定

结果评价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根据确定的检测最低要求评价检测结果,发现泄漏后,记录泄漏部位及大小;
b) 当目视检测发现异常情况,且不能判断缺陷的性质和影响时 ,可采用厚度测量、硬度测量、磁

粉或渗透检测、真空检测等方法对异常部位进行检测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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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检测仪器和设备

附 录   C
(规范性)

常压储罐泄漏检测方法———计量法

量油尺、液位自动检测仪表(浮子钢带式光导电子液位仪、伺服式液位计、磁致伸缩液位计、静压法   
储罐计量系统、雷达液位计等)。

C.2 检测基本条件

检测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a) 检查各项试验器具已合格;
b) 量油尺:应符合 GB13236的技术要求;
c) 当储罐内有多个计量口时,每个计量口都应有一个编号或清晰的标记。

C.3 检测步骤

检测按以下步骤进行:
a) 储罐灌满介质后,暂停发油作业,采用5个~6个热敏电阻测量罐内物质温度的分布;
b) 运用人工检尺或液位自动检测仪表同时测量储罐内介质液位的变化,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根

据 GB/T13894的方法测量液位;
c) 收发油时,每3 min检测一次,静止时每20 min检测一次。

C.4 评价与判定

结果评价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如果静止时两次液位差值超过10 mm,则判断为泄漏,可结合其他方法确定泄漏位置;
b) 当储罐收发作业时,比较实际进出量的差值来判断是否泄漏。



1
1

T/CCSAS046—2023

D.1 检测仪器和设备

压力表、加压设备。

D.2 检测基本条件

附 录   D
(规范性)

常压储罐泄漏检测方法———气泡测试-压力法

检测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a) 检查各项试验器具已合格。

b) 压力表应经有资格的机构检验合格,且应在有效期内。

c) 除另有规定外,检测气体通常是空气,但也可采用惰性气体。当采用惰性气体时应关注大气中

缺氧情况下的安全问题。

d) 起泡溶液应在被检测的部位形成一层不破的薄膜 ,而且所形成的气泡不会因空气的干燥作用或   
低的表面张力而迅速破裂。应减少溶液由于施加不当所产生气泡的数量 ,以免掩盖由泄漏所引   
起的气泡,日常用的肥皂或洗涤剂不宜用来代替起泡溶液,起泡溶液应能适应检测条件的温度。

e) 浸泡池应采用水或其他适当的溶液,浸泡液应能适应检测的温度要求。

f) 检测部位的表面温度在检测过程中应不低于5 ℃,也不高于50 ℃,必要时允许局部加热或冷

却。当实际检测中难以达到上述温度要求时,如果能验证其他温度范围的检测效果,也可采用

其他温度。

D.3 检测步骤

检测按以下步骤进行。

a) 加压设备施压:
( )利用一个软管把不高于0.75kPa 表压  的气体通过泥土密封或者通过罐底上的钻孔和螺纹孔

注入到罐底,在检测前,检测压力应至少保持15 min。

b) 施加起泡溶液:
采用浇洒、喷射或涂刷的方法将起泡溶液施加到待检测区域的表面。应减少溶液由于施加不当

所产生气泡的数量,以免掩盖由泄漏所引起的气泡。

c) 观察并记录气泡:
被检测区域表面上有连续或重复气泡出现漏

的位置。

d) 检测后的清洗:

,表示被检测区域中有穿透性泄漏孔存在 ,应标出泄

检测完成后,应按相关要求进行表面清洗。

D.4 评价与判定

结果评价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除相关法规、标准和 (或)合同另有规定外 ,若未观察到被检 测区域有连 续和重复的气泡形

成,则可验收;
b) 当被检测区域表面上有连续或重复气泡出现时,表示被检测区域中有穿透性泄漏孔存在,按相关法

规、标准或其他要求对泄漏处进行返修。所有经返修的部位,应按本附录的要求进行重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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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检测仪器和设备

检测仪器和设备如下:
a) 压力表、真空表;

附 录   E
(规范性)

常压储罐泄漏检测方法———气泡测试-真空法

b) 空气压缩机、真空泵、真空箱。

E.2 检测基本条件

检测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a) 检查各项试验器具已合格。

b) 压力表、真空表应经有资格的机构检验合格,且应在有效期内。

c) 测试之前,待检测部位均不应涂刷涂料,并应将焊缝附近飞溅等清理干净。

d) 起泡溶液应在被检测的部位形成一层不破的薄膜 ,而且所形成的气泡不会因空气的干燥作用    
或低的表面张力而迅速破裂。应减少溶液由于施加不当所产生气泡的数量 ,以免掩盖由泄漏    
所引起的气泡,日常用的肥皂或洗涤条件不宜用来代替起泡溶液,起泡溶液应能适应检测条件

的温度。

e) 真空箱应具有适当的尺寸。真空箱高度不应低于150 mm,在其敞开底部的对面应有一个观

察窗,观察窗清洁透亮、能清晰观察检测区域。敞开底部的边缘应装有适当的垫圈 ,使真空箱

能与被检件表面密封。还应配置适当的连接头、阀门、照明和测量用的真空表 ,真空表的量程应

为0kPa~100kPa。真空箱的布置图见图 E.1。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

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4801001506400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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