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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规定包括了固定式标准体积管和固定安装的小容积式标准体积管的安装设计、施工安装和施工

验收的基本要求与技术条件。

本规定适用于以原油及其他液体为工作介质的固定式标准体积管和小容积式标准体积管的安装设

计、施工安装和施工验收

2 }I用标准

JGJ 16建筑电气设计技术规程

GBJ 235工业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金属管道篇

GBJ 232电气装投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TJ 231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第五册压缩机、风机、泵、空气分离设备安装

TJ 301建筑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建筑工程

TJ 303建筑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电气工程

TJ 305建筑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通用机械设备安装工程

TJ 306建筑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容器工程

TJ 307建筑安装L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工业管道安装工程

TJ 308建筑安装_C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自动化仪表安装1.程

3 安装设计

3门 设计权限

    固定式标准休积管和小容积式标准体积管的安装设计应由取得甲级设计证书的单位承担。

3. 2 标准体积管的选择

3.2.1 确定标准体积管的公称通径时，应使流量计的最大流量不大于标准体积管的最大流量。标准体

积管的选择范围参见附录A、附录Bo

3.2.2 标准体积管的公称压力应满足流量计系统的公称压力。

3.3 标准体积管的安装设计

3.3.1 对于固定式标准体积管执行以h各条:

    a. 固定式标准体积管通常应串联安装在流量计的下游。

    h. 在标准体积管的进出口附近应安装温度、压力测量仪表.安装位置见图1、图2,图3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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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仪表名称及性能 安装位置

仪表名称 准确度等级 测量范围

标准体积管进日

联接法兰以外

            m m

标准体积管出11

联接法兰以外

            m rn

L川)~ 2。口测压仪表 0. 4级 0- 1 600 kPa 200--400

1Yo'9温仪表 0.1'C 0 .100七 100-200 200- 400

    。， 与固定式标准体积管排气阀连接的排气管线.其出n端应接到防爆安全地点

    a. 按制造厂家提供的安装基础图及技术要求，确定固定式标准体积管的固定支座和活动支座的

位置

    e. 固定式标准体积管的液压系统、控制系统的安装设计，均应考虑操作、维护方使并11符f节防爆

要求

    f. 固定式标准体积管的控制系统的安装设计应符合JGJ 16.

3.3.2 对于从国外引进的小容积式标准体积管执行以下各条:

    a. 小容积式标准体积管可以安装在流敬计的卜游或F游

    n. 小容积式标准体积管可以垂直安装或水平安装。在液体较脏的场所应垂直安装。

    c. 小容积式标准体积管安装在流量计的上游时，在标准体积管的卜_游管线1 aw安装过滤器

3.3.3 流量计出口与标准体积管入u之间的联接管线L}r尽量短。

3.3.4 标准体积管出门端的压力应大于工作介质在工作温度下的饱和蒸汽压

3. 3. 5 标准体积管的进、出q应安装密封性能好的阀门，安装位置参见图1、图2和图s.

13.6 标准体积管的出Q应安装流量调节阀，安装位'h:参见图t、图2和图3

13.7 测温仪表选用玻璃棒式温度计时，应设置温度计套

3.3.8 与标准体积管连接的工艺管线应采取补偿措施.使其产生的热(冷)应力对标准体积管不产生附

加影响。

3. 3. 9 标准体积管在室内安装时，其厂房设计应符合有关防火防爆规范。标准体积管室外安装时应采

取保温措施。不防爆的标准体积管控制台，应与标准体积管隔离，设A在没有爆炸和火灾危险的控制室

内。

3.4 标准体积管的水驱容积法检定系统(以I,-简称“水驱法检定系统”)的安装设计

    水驱法检定系统包括:水池(水箱)、水泵、标准量器、换向器或四通阀、水位电极、阀门及联接管线

等

3.4. 1 设计时，应预留标准量器、换向器或四通阀的安放位粉以及电源、信号传输通道

3.4-2 对于固定式标准体积管执行以下各条:

    执 水池(水箱)的最小容积按下式计算:

                                  v 一2(V +V:)+V;+Vl

式中:v一一水池(水箱)的最小容积，m'';

v，— 标准体积管进出日阀之间的容积，m汤

v，— 检定系统连接管线的容积,m':

水池(水箱)的上余量,m';

水池(水箱)的下余蛾 + m'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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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泵吸入管线入口端与水池(水箱)回水管线出口端应设置在水池(水箱)长边的两端 水池(水

箱)的长边应满足下式:

⋯。..⋯ ，·⋯ ⋯。。..⋯。············。··，。⋯ (2)

式中:L— 水池(水箱)的长边，m;

    v— 水池(水箱)的最小容积，。“;

    A— 水池(水箱)的截面积‘宽乘高),m2;视水池(水箱)的大小而定，一般取A二1.5̂ 5 m̀

    。. 选择水泵，应使水泵的排量大于标准体积管最大工作流量的1.0-1. 5倍，水泵的扬程不小f

推球最大压差(一般为100--5oo kPa)与标准体积管及辅助管线总压降之和的1. 05-1.2倍。

    d. 标准量器开始计量和结束计量时，换向器的换向应由检测开关控制。在计量过程中，可采用其

他形式换向。

    e. 确定标准体积管出日到换向器之间管线的长度，应使从第二检测开关到换向器之间管线的容

积与标准体积管的标准容积之比尽可能小于1/10.

    「. 标准体积管出11到换向器的管线，应在换向器附近升起，其高度应大于标准体积管的最高点。

3.4.3 对于从国外引进的小容积式标准体积管，执行以下各条:

    a. 水箱(移动式)的容积一般为500 L,

    b. 选择水泵，应使水泵排量在140 350 kPa的压力范围内为。.32 L/s,

    c. 检定系统的联接管线应采用公称通径为20 mm的加重软管。

    d. 在标准量器和四通阀之间的软管上应安装 一个山检测开关控制的常闭电磁阀;在水箱与四通

阀之间的软管上应安装 一个由检测开关控制的常开电磁阀(参见图3).

3.4.4 水驱法检定系统的工艺流程参见图1、图2和图3.

3.4.5 水驱法检定系统的承压能力，应等于水泵的最大扬程。该系统与标准体积管连接处的阀门，其承

压能力应等于标准体积管的公称压力。

3-5 辅助系统的安装设计

    标准体积管的辅助系统一般包括;排放系统、扫线系统和清洗系统。排放系统由收油池或集油罐、阀

门和联接管线等组成;扫线系统由收油池或集油罐、扫线设备、阀门和联接管线等组成;清洗系统由清洗

罐(箱或池)、加热器、清洗泵、阀门和联接管线等组成。

3.5门 辅助系统可以根据具体条件有选择地设置。例如:当采用其他方法能达到扫线和清洗标准体积

管的目的时，标准体积管的辅助系统可以只包括排放系统。

3.5.2 排放系统的设计，应使标准体积管中的液体通过排放管线可自流进入收油池或集油罐。

15. 3 扫线系统的设计，应符合有关安全、环保规定。

3.5.4 清洗罐(箱或池)的最小容积，应按下式计算:

                                    V,=2(V,+礁)+V,+V,

式中:V, 清洗罐(箱或池)的最小容积，ms;

    V— 标准体积管进出口阀之间的容积，M3;

    V— 清洗系统连接管线的容积.m3;

    Vs 清洗罐(箱或池)的上余量，m';

    V.-一一清洗罐(箱或池)的下余量，m3

3.5.5 清洗罐(箱或池)应设置能将清洗液加热到70℃左右的加热器。
15.6 清洗泵按本规定的3. 4. 2c条确定。

35了 辅助系统的承压能力按表2确定。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