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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28766—2012《天然气 在线分析系统性能评价》。本标准与 GB/T28766—

2012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中删除“在线”字样,扩大了适用范围;
———修改了标准的范围;
———修改了性能评价用标准气的要求:“新仪器评价至少7个浓度点,气源相对稳定的色谱仪评价

至少5个浓度点”修改为根据每个组成的响应函数类型确定浓度点:线性函数3个浓度点;二
阶函数5个浓度点;三阶函数7个浓度点。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0723:2012《天然气 分析系统性能评价》。
本标准由全国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4)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天然气研究院、中亚管道有限公

司、中国计量大学、艾默生过程控制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罗勤、李克、姜进田、张洪军、曾文平、周理、常宏岗、王华青、潘江、赵蕊、王晓琴、

周代兵、许战、陈子鑫、陈勇。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876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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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 分析系统性能评价

1 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评价天然气分析系统是否适用的方法,可应用于以下情况:

a) 在满足组成和/或物性的最大允许误差和不确定度要求的情况下,使用特定校准气时,确定评

价方法适用的样品气的组成范围;

b) 在使用特定校准气体分析给定组成范围的气体时,评价仪器测量和/或根据组成计算的物性参

数的误差和不确定度。

1.2 使用本标准需具备如下条件:

a) 对于1.1的a)类评价,组成测量及据此计算的物性参数可接受的不确定度范围已明确给出;

b) 对于1.1的b)类评价,被测组成及据此计算的物性参数范围等分析要求已明确给出;

c) 已明确规定了分析和校准的操作程序;

d) 分析系统性能评价所用气体的组成范围需尽量与天然气输配系统中常见的气体组成变化范围

一致。

1.3 如果性能评价结果表明,分析系统在要求的组成含量范围或据此计算的物性值不能满足不确定度

要求,可以从以下操作参数中查找原因:

a) 分析要求;

b) 分析程序;

c) 设备选择;

d) 校准气体混合物选择;

e) 计算程序。
上述参数中,校准气体混合物组成的选择对性能评价结果的影响最大。

1.4 本标准适用于能够测量气体中各组分含量的分析系统。例如应用于发热量测定时,典型的测定方

法为气相色谱法,该方法至少可测量N2、CO2、C1~C5 烃类组分,以及一个代表所有C6+组分的混合组

分;从而能够在可接受的准确度范围内计算发热量及其他物性值。另外,H2S由特定的方法单独测量

时,也可用本方法评价其测量结果。

1.5 分析系统初次安装后需开展性能评价,确保与假定响应函数相关的偏差满足评价目的。建议定期

或在分析系统的任何关键部件经调试、更换后开展性能评价。两次性能评价之间的间隔取决于仪器响

应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和最大允许误差范围,首要的影响因素是仪器/操作状况,其次是仪器现场应用情

况,因此,本标准不提供性能评价周期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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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IEC指南98-3:2008 测量不确定度 第3部分:测量不确定度的表示方法(GUM:1995)
[Uncertaintyofmeasurement—Part3:Guidetotheexpressionofuncertaintyinmeasurement(GUM:

1995)]

ISO6143:2001 气体分析 确定和检验标准气混合物组成的比较法(Gasanalysis—Compari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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