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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0040《双层罐渗漏检测系统》分为7个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压力和真空系统;
———第3部分:储罐的液体媒介系统;
———第4部分:应用于防渗漏设施或双层间隙的液体或蒸气传感器系统;
———第5部分:储罐液位仪测漏系统;
———第6部分:监测井用传感器显示系统;
———第7部分:双层间隙、防渗漏衬里及防渗漏外套的一般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部分是GB/T30040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技术内容与BSEN13160-1:2003《渗漏检测系统 第1部分:通则》(英文版)一致。
本部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学品安全分技术委员会(SAC/TC288/SC3)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北京铸山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国家安全生产北京危险

品储罐检测检验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油料研究所、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冷成冰、赵彦修、刘进立、傅苏红、宋光武、张庆强、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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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罐渗漏检测系统 第1部分:通则

1 范围

GB/T30040的本部分规定了储存对水有污染的液体的双层罐、单层罐、管道的渗漏检测系统的分

级、要求、标志和合格评估体系。
本部分适用于储存对水有污染的液体的双层罐、单层罐、管道的渗漏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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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3836.2 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GB3836.3 爆炸性环境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GB3836.4 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GB3836.5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5部分:正压外壳型“p”

GB3836.6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6部分:油浸型“o”

GB3836.7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7部分:充砂型“q”

GB3836.9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9部分:浇封型“m”

GB3836.18 爆炸性环境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系统

GB/T4025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件的编码原则

GB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4793.1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1453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25286.1—2010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1部分:基本方法和要求

GB/T30040.2—2013 双层罐渗漏检测系统 第2部分:压力和真空系统

GB/T30040.3—2013 双层罐渗漏检测系统 第3部分:储罐的液体媒介系统

GB/T30040.4—2013 双层罐渗漏检测系统 第4部分:应用于防渗漏设施或双层间隙的液体或

蒸气传感器系统

GB/T30040.5—2013 双层罐渗漏检测系统 第5部分:储罐液位仪测漏系统

GB/T30040.6 双层罐渗漏检测系统 第6部分:监测井用传感器显示系统

GB/T30040.7—2013 双层罐渗漏检测系统 第7部分:双层间隙、防渗漏衬里及防渗漏外套的

一般要求和试验方法

EN13352 储罐自动检测仪表性能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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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气压条件 atmosphericpressureconditions
气压变化在0.08MPa~0.11MPa之间。

3.2
检漏系统 leakdetectionsystem
包括指示渗漏所需要的所有装置。
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双层间隙、防渗漏衬里、防渗漏外套、渗漏指示器、检漏器、管道系统、检漏介质、

监测井或传感器。

3.3
双层间隙 interstitialspace
双层储罐系统中内、外罐之间的空隙。可为进入其间的流体提供通道。

3.4
双层罐 double-skintank
由内、外罐罐壁构成具有双层间隙的储罐。储罐的极限液位高度不得超过双层间隙的最高高度。

3.5
单层罐 single-skintank
罐壁为单层的储罐。

3.6
防渗漏衬里 leakprotectinglining
单独或与一种中间层材料共同构成具有适当双层间隙的内层。

3.7
防渗漏外套 leakprotectingjacket
单独或与一种中间层材料共同构成具有适当双层间隙的外层。

3.8
中间层 intermediatelayer
用以分隔储罐内、外罐壁的材料。无论与内、外罐壁或其中任何一者连接与否,都能起到分离内、外

罐壁的作用。

3.9 
双层管道 double-skinpipework
由内、外管管壁形成的具有双层间隙的管道。

3.10
单层管道 single-skinpipework
管壁为单层的管道。

3.11
真空检漏器 vacuumleakdetector
以空气为检漏媒介,用真空检测渗漏的检漏器。渗漏发生时,由于双层间隙内的压力增大,真空检

漏器发出警报。

3.12
压力检漏器 pressureleakdetector
以空气或惰性气体为媒介,用压力检测渗漏的检漏器。渗漏发生时,由于双层间隙内压力减小而发

出警报。
2

GB/T30040.1—2013



3.13
液体媒介检漏系统 leakdetectorforliquidsystems
以液体为检漏媒介,系统的内、外罐壁发生渗漏,液体媒介检漏系统将根据检漏液的液面下降发出

警报。

3.14
液体传感器 liquidsensor
检测液体的仪器。

3.15
蒸气传感器 vapoursensor
检测气体和蒸气的仪器。

3.16
渗漏指示器 leakindicatingdevice
用以指示所有相连接的传感器或检漏器的运行状态和报警状态的仪器。

3.17
储罐液位仪测漏系统 tankgaugeleakdetectionsystem
测量储液存量的一种储罐测量系统(液位仪),当罐内储液减少时,通过液位仪的独立监测结合其他

设备(如加油机)造成的罐内储液体积的变化量来反应渗漏量;或不向罐内加入或抽出液体时,通过分析

储液的“静态”体积变化,也可反应出渗漏量。

3.17.1
静态渗漏检测 staticleakdetection
在既不加入又不抽出罐内液体状态下进行的一种储罐完整性测试。

3.17.2
动态渗漏或损失检测 dynamicleakorlossdetection
用于储罐可能发生存量增加或减少的正常运行中的泄漏或损失检测,这种方法可以检测出储罐以

及与储罐相连的管道的损失并会指示出泄漏。这一系统中,储罐液位仪只是完整性检测系统的一部分。

3.17.3 
静止阶段统计法渗漏检测 statisticalquietperiodleakdetection
液位仪利用加油和卸油的间歇(这种间歇要比完成静态测漏所需的时间短)收集静态液位数据,并

通过统计分析来判断储罐是否发生损失并可能指示渗漏。

3.17.4
储罐完整性测试 tankintegritytest
按照给定的测试规程,同时考虑储液的热胀冷缩、挥发损失以及包含地下水水位等其他变量,能够

测量到储罐渗漏速率的测试。

3.18
监测井 monitoringwells
在储液系统底部的周边环绕设置,用以确保储液系统渗漏出的任何液体或气体都能流入其中。监

测井用于确保能通过目测或传感器检测出渗漏。

3.19
防渗漏设施 leakagecontainment
防止从储液系统渗漏出的物质进入环境,并用于保障可进行检漏的系统。

3.20
防霜冻区域 frostprotectedarea
温度不会降至0℃的区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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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截止阀 stopvalve
在连通管道中,用于防止液体流过某一定点的阀门。

3.22
传感器系统 sensorsystem
检测渗漏的液体或蒸气传感器阵列,该系统位于防渗漏设施或双层间隙,并由渗漏指示器监控。

4 分级

渗漏检测系统按照相关安全或环境保护等级排列,见表1。

表1 渗漏检测系统的安全或环境保护等级排列

安全或

环境保护等级
划分级别的条件和产生的后果

与安全或环境保护等级

对应的渗漏检测器形式

和(或)相关标准

Ⅰ级
能检测出双层系统中液面以上和以下的渗漏

其本身具有安全性,且能在任何液体进入环境之前检测出渗漏
GB/T30040.2—2013

Ⅱ级
能检测出双层系统中液面以上和以下的渗漏

存在检漏液进入环境的可能性
GB/T30040.3—2013

Ⅲ级

能检测出储罐或管道系统中液面以下的渗漏

系统建立在位于防渗漏设施之间或检测空隙之间的液体和(或)蒸气

传感器的基础之上,存在储液进入环境的可能性

GB/T30040.4—2013

Ⅳ级

在一定概率下,该级系统可检测出储罐内储液容量一定程度的变化

(即液体渗入或渗出储罐),一旦发生渗漏,储液进入环境的可能性

很高

GB/T30040.5—2013

Ⅳ A级
动态渗漏检测系统通过计量数量的配合,也可以指示出相连管道中所

发生的渗漏
GB/T30040.5—2013

ⅣB级
静态储罐液位仪渗漏检测系统或静止阶段统计法渗漏检测系统仅能

指示储罐是否发生了渗漏
GB/T30040.5—2013

Ⅴ级
可检测出储罐或管道中液面以下的液体流失,检测出渗漏之前,储液

已经进入环境
GB/T30040.6

  注:以上不同级别的示例参见附录A。

5 要求

5.1 概述

5.1.1 渗漏检测系统应在发生渗漏或出现系统故障的情况下发出警报。任何渗漏检测系统都应由声

光报警器指示每一次渗漏。渗漏检测系统还应符合如下要求:

a) 电源中断后,渗漏检测系统应在供电恢复时自动启动;

b) 渗漏检测系统应能在0.08MPa~0.11MPa之间的大气压条件下工作;

c) 安装在露天的渗漏检测系统及其部件的适用温度为-20℃~60℃[-40℃~4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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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安装在防霜冻区域的渗漏检测系统及其部件的适用温度为-5℃~50℃;

e) 埋地储罐使用的渗漏检测系统及其部件的适用温度为-5℃~30℃。

5.1.2 安装于存在潜在爆炸性环境中的渗漏检测系统及其部件应防爆。如果系统及其部件内部存在

爆炸性环境的可能,也应防爆。

5.1.3 渗漏检测系统应设计防止仪器偶发断电的装置。只有在断电能触发报警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电

源插头插座和开关。

5.1.4 渗漏检测系统应具有可测试性或模拟渗漏的功能。任何情况下,传感器或变送器的电源断开或

者接线电缆的短路都应触发警报。所有指示器和声频报警器都应具有可测试性。

5.1.5 渗漏检测系统工作是否正常,应能通过人工模拟渗漏的操作得到验证。

5.1.6 渗漏检测系统应根据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进行使用和维护。

5.1.7 若渗漏检测系统用于监测不止一个储罐或管道设施,警报发生时要能够显示或检测出是哪一个

储罐或哪一条管道发生了渗漏。
注:用于低温地区工作的适用温度在方括号[……]内给出。

5.2 避免或减少点燃源

5.2.1 一般要求

5.2.1.1 为确保避免一切点燃源,所有应用于存在爆炸性气体环境的电气和非电气类设备及其部件,都
应按照工程实践进行设计和制造,并符合Ⅱ类设备的要求。设备分类应遵循GB25286.1—2010中5.2
的危险性评估。

5.2.1.2 应用于渗漏检测系统特定领域的防爆设备部件的合理分类参见附录B。

5.2.2 渗漏检测系统中的电气设备

5.2.2.1 概述

5.2.2.1.1 所有用在有可能暴露于潜在爆炸性环境的电气设备都应符合 GB3836.1、GB3836.2、

GB3836.3、GB3836.4、GB3836.5、GB3836.6、GB3836.7、GB3836.9或GB3836.18的相关规定或其他

保护措施。所有电气设备都应符合GB/T4025、GB4706.1、GB4793.1和GB14536.1的相关规定,并
满足GB4208的IP30的防护等级。

5.2.2.1.2 应保护电气设备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如经受住场地的温度、化学和机械等因素影响。

5.2.2.2 电气设备的检查

应对电气设备目测检查,以确保其按照电气图表及制造商提供的合格证明制造。

5.2.3 渗漏检测系统的非电气设备

5.2.3.1 用于潜在爆炸性环境的非电气设备,应符合GB25286.1—2010的规定,同时也应遵循与之相

关的特种点燃源保护标准。

5.2.3.2 应保护非电气设备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如经受住场地的温度、化学和机械等影响。

5.3 渗漏指示装置

渗漏指示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清楚地显示运行状态,例如以“绿”灯显示;

b) 应清楚地显示灯光报警状态,例如以“红”灯显示;

c) 系统通电且处于警报状态下时,灯光报警器应无法关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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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声频报警器应能够连续工作,且可以设置为静音状态;

e) 所有渗漏指示器都应与声频报警器连接,并显示其输出状态;

f) 所有渗漏指示装置都应安装可以检验报警器运行状态的装置。

5.4 声频报警器传送性能试验

5.4.1 试验目的

试验是为了确保警报声音大到足以被听到,同时,声音强度应在36h内保持不降。

5.4.2 准备工作

需用制造商提供的固定装置将带有信号装置的渗漏检测系统固定在一面坚固且可产生回音的墙壁

上。如果截取1m2 的墙壁,其质量在200kg以上,则说明墙壁足够坚固;若墙壁的声音吸收系数

s≤0.05,则说明其回音性能良好。

5.4.3 评估

试验后,如果持续声强的测量值大于或等于70dB(A),则通过试验。

5.4.4 试验方法

5.4.4.1 试验中,声频信号应持续36h以上。试验结束后,应立即测量持续音频信号的强度,应从3个

以上的测量点取其算术平均值。

5.4.4.2 测量点应在渗漏检测器正面的半球面内大致呈等间距排列,半球半径r=1m。外部测量点应

选择在检漏器或指示器的正前面,呈45°角的位置布置。

5.5 渗漏检测系统防爆部件的设备

参见附录B。

5.6 设备检查

用户在使用设备前应确保:

a) 电气设备和渗漏检测系统适合在危险环境中使用;

b) 按照制造商说明书安装。

5.7 说明书

所有渗漏检测系统都应附有说明书,应说明:

a) 安装、使用、维护方法;

b) 估计安全运作情况及可能的不当操作;

c) 设备的局限性,如温度、压力控制等;

d) 所用工具的本质特性;

e) 安全使用设备所需的人员培训;

f) 系统检测时所依据的标准,例如,是否符合电磁兼容性(EMC)或低压标识等。

6 标志

产品应标注如下信息:
6

GB/T30040.1—2013



a) 生产制造商;

b) 生产年份;

c) 识别编号;

d) 类别号码或GB(国标)编号;

e) 温度范围;

f) 如有必要,认证机构的识别标志或代码。

7 合格评估体系

按照附录C的要求进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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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渗漏检测系统示例

A.1 渗漏检测系统———Ⅰ级

A.1.1 含压力发生器的集成型储罐压力检测系统,见图A.1。

  说明:
  1———压力管;
2———测量管;
3———检漏器;

  4———压力测量仪;
5———报警器(灯光及声频)。

图 A.1 含压力发生器的集成型储罐压力检测系统

A.1.2 含真空生成器的集成型储罐真空检测系统,见图A.2。

  说明:
  1———截止阀;
2———抽气管;
3———检漏器;
4———压力测量仪;

  5———报警器(灯光及声频);
6———测量管;
7———排气管。

图 A.2 含真空生成器的集成型储罐真空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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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不含真空生成器的非集成型储罐真空检测系统,见图A.3。

  说明:

  1———压力测量仪;

2———检漏器;
  3———报警器(灯光及声频);

4———检验阀。

图 A.3 不含真空生成器的非集成型储罐真空检测系统

A.1.4 含压力发生器的集成型压力检测系统,见图A.4。

  说明:

  1———试验连接器;

2———压力检漏器;

3———报警器(灯光及声频);

4———减压阀;

  5———氮气瓶;

6———检验阀;

7———双层管道;

8———压力管。

图 A.4 含压力发生器的集成型压力检测系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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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不含压力发生器的非集成型管道压力检测系统,见图A.5。

  说明:

  1———试验连接器;

2———压力检漏器;

3———报警器(灯光及声频);

4———减压阀;

  5———氮气瓶(首次注气后移去);

6———检验阀;

7———双层管道;

8———压力管。

图 A.5 不含压力发生器的非集成型管道压力检测系统

A.1.6 含真空生成器的集成型管道真空检测系统,见图A.6。

  说明:

  1———截止阀;

2———真空检漏器;

3———报警器(灯光及声频);

4———三通阀;

5———排气管;

  6———测量管;

7———检验阀;

8———双层管道;

9———吸气管。

图 A.6 含真空生成器的集成型管道真空检测系统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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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渗漏检测系统———Ⅱ级

储罐或管道的液体检测系统(图示为储罐),见图A.7。

  说明:

  1———检测液罐;

2———液体传感器;

3———渗漏指示器;

  4———报警器(灯光及声频);

5———检验阀;

6———充注检测液的双层间隙。

图 A.7 储罐或管道的液体检测系统(图示为储罐)

A.3 渗漏检测系统———Ⅲ级

A.3.1 用于双层间隙的液体及蒸气传感器检测系统,见图A.8。

  说明:

1———渗漏指示器;

2———报警器(灯光及声频);

3———传感器。

图 A.8 用于双层间隙的液体及蒸气传感器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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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用于防渗漏设施的液体或蒸气传感器检测系统,见图A.9。

  说明:

  1———注入管;

2———防护管道;

3———渗漏指示器;

  4———报警器(灯光及声频);

5———防渗漏设施;

6———传感器。

图 A.9 用于防渗漏设施的液体或蒸气传感器检测系统

A.4 渗漏检测系统———Ⅳ级

A.4.1 储罐液位仪测漏系统———A类,见图A.10。

  说明:

  1———加油量指示器;

2———数据传输线;

3———储罐液位仪测漏;

  4———报警器(灯光及声频);

5———储罐液位计。

图 A.10 储罐液位仪测漏系统———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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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储罐液位仪测漏系统———B类,见图A.11。

  说明:

  1———加油量指示器;

2———数据传输线;

3———储罐液位仪测漏;

  4———报警器(灯光及声频);

5———储罐液位计。

图 A.11 储罐液位仪测漏系统———B类

A.5 渗漏检测系统———Ⅴ级

监测井中的传感器系统(装置),见图A.12。

  说明:

  1———渗漏指示器;

2———报警器;
  3———监测井;

4———传感器。

图 A.12 监测井用传感器显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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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渗漏检测系统防爆部件的设备分类

B.1 渗漏检测系统及部件应能在各种危险区域和非危险区域安装。参见EN1127-1识别可引发爆炸

的危险区域的方法以及符合安全要求的设计和安装方法。分区和分类的定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详见该

标准。用户有责任在特定区域选择安装适当种类的设备。

B.2 若储存液体的闪点低于55℃,安装于特定位置的设备应符合EN1127-1中所定义的设备种类之

一。表B.1列出了特定区域典型使用的设备种类。应用其他普通规则或施加约束条件时,以上分类可

能有所变化。
注1:应用于双层间隙外的设备可降低要求,见表B.1。

注2:若渗漏检测系统的双层间隙及部件对接触的液体不具有化学抵抗性,则有产生爆炸性气体的危险。

B.3 安装位置的潜在爆炸性环境升级时,应放弃上述推荐方案,首先满足防爆要求。

表B.1 设备分类

系统区域定义 设备种类

储罐内部 1

监测井 2

双

层

间

隙

内壁可能渗入

储存介质的

监控介质为空气 1

监控介质为

惰性气体

有安全再充气设备 无要求

无安全再充气设备 2或3

内壁不可能渗入

储存介质的

监控介质为

空气

真空条件 1或2

压力条件下无安全再充气设备 2

压力条件下有安全再充气设备 3

监控介质为

惰性气体

有安全再充气设备 无要求

无安全再充气设备 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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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合格评估体系

C.1 概述

C.1.1 本附录规定了渗漏检测系统合格评估的程序和要求。

C.1.2 渗漏检测系统通过合格评估,应经过以下内容:

a) 产品初始型式试验;

b) 工厂生产控制。

C.1.3 初次应用时应实施初始型式试验。若先前所做的试验符合本部分条款(相同的产品、特点、试验

方法、抽样程序、合格证明体系等)亦可视为有效。此外,在新的渗漏检测系统生产初期或新的生产方法

(可能影响上述特性)应用初期也应进行初始型式试验。

C.2 产品初始型式试验

C.2.1 按本标准第4章分级的所有级别的渗漏检测系统都应进行试验。试验内容和条款见表C.1。

表 C.1 试验内容表

型式试验名称 章、条

渗漏检测系统中的电气设备 5.2.2

渗漏指示装置 5.3

声频报警器传送性能试验 5.4

设备检查 5.6

标志 6

C.2.2 Ⅰ级,见GB/T30040.2—2013
C.2.2.1 压力及真空检漏器

压力及真空检漏器试验的内容,见表C.2。

表 C.2 压力及真空检漏器的试验内容表

型式试验名称 章、条

真空和压力检漏器的压力限制开关试验 8.1.3

真空和压力检漏器的可靠性试验 8.1.4

检漏器的压力试验 8.1.6

C.2.2.2 真空检漏器附加试验

真空检漏器附加试验的内容,见表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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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真空检漏器附加试验内容表

型式试验名称 章、条

真空检漏器警报器的性能试验 8.1.5

截止阀的试验 8.2

冷凝器的试验 8.3

C.2.2.3 压力检漏器附加试验

压力检漏器附加试验的内容,见表C.4。

表 C.4 压力检漏器附加试验内容表

型式试验名称 章、条

压力安全阀的型式试验 附录A

C.2.3 Ⅱ级,见GB/T30040.3—2013
C.2.3.1 检漏器

检漏器试验的内容,见表C.5。

表 C.5 检漏器的试验内容表

型式试验名称 章、条

部套试验 7.1

功能试验 7.3

C.2.3.2 检漏液

检漏液试验的内容,见表C.6。

表 C.6 检漏液的试验内容表

型式试验的名称 章、条

凝点和黏度的测定 7.4.4

热膨胀系数的测定 7.4.5

闪点的测定 7.4.6

抗菌性质的测定 7.4.7

离析的测定 7.4.8

与金属材质兼容性的测定 7.4.9

对所接触地下水的有害影响试验 7.4.10

C.2.4 Ⅲ级,见GB/T30040.4—2013
C.2.4.1 液体传感器

液体传感器试验的内容,见表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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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7 液体传感器内容表

型式试验名称 章、条

适应性试验(反应及恢复时间) 10

C.2.4.2 液体识别传感器

液体识别传感器试验的内容,见表C.8。

表 C.8 液体识别传感器的试验内容表

型式试验名称 章、条

适应性试验(反应及恢复时间) 11

C.2.4.3 蒸气传感器

蒸气传感器试验的内容,见表C.9。

表 C.9 蒸气传感器的试验内容表

型式试验的名称 章、条

适应性试验(含反应及恢复时间的检测下限) 12

C.2.4.4 水下蒸气传感器

水下蒸气传感器试验的内容,见表C.10。

表 C.10 水下蒸气传感器的试验内容表

类型检测名称 章、条

适应性检测(反应及恢复时间) 13

C.2.5 Ⅳ级,见GB/T30040.5—2013
C.2.5.1 A类和B(1)类

A类和B(1)类试验的内容,见表C.11。

表 C.11 A类和B(1)类的试验内容表

型式试验名称 章、条

文件分类和选择 9.3.2

模拟储罐渗漏(常量) 9.3.3

模拟储罐渗漏(变量) 9.3.4

模拟管道渗漏(自吸泵和潜泵) 9.3.5

模拟渗漏速率———定量系统 9.3.6

模拟渗漏速率———定性系统 9.3.7

试验顺序 9.3.8

试验结果分析和报告 9.4

统计分析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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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2 B(2)类

B(2)类试验的内容,见表C.12。

表 C.12 B(2)类的试验内容表

型式试验的名称 章、条

稳定化和试运行 10.4.2

试验程序 10.4.3

试验结果 10.5

统计分析 10.6

C.2.6 Ⅴ级,见GB/T30040.6
C.2.6.1 液体识别传感器

按照C.2.4。

C.2.6.2 蒸气传感器

按照C.2.4。

C.2.6.3 水下蒸气传感器

按照C.2.4。

C.2.7 双层间隙、防渗漏衬里及防渗漏外套,见GB/T30040.7—2013
C.2.7.1 双层间隙

双层间隙试验的内容,见表C.13。

表 C.13 双层间隙的试验内容表

型式试验名称 章、条

双层间隙的密闭性和强度试验 5.4

液体自由通道试验 5.5

空气自由通道试验 5.6

中间层的流速试验 5.7

流阻的测定 5.8

Ⅰ级系统双层间隙的容积测定 5.9

C.2.7.2 柔性防渗漏衬里的附加试验

柔性防渗漏衬里的附加试验的实验内容,见表C.14。

表 C.14 柔性防渗漏衬里的附加试验内容表

型式试验名称 章、条

材质试验 6.3.5.2

防护软片或衬里本身(如果安装时不使用防护软片)的冲击试验 6.3.5.3

C.2.7.3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glassreinforcedplastics;GRP)———硬质防渗漏衬里的附加试验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GRP)———硬质防渗漏衬里的附加试验的实验内容,见表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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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5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GRP)———硬质防渗漏衬里的附加试验内容表

型式试验的名称 章、条

材质试验 6.4.5

C.2.7.4 防渗漏外套的附加试验

防渗漏外套的附加试验的实验内容,见表C.16。

表 C.16 防渗漏外套的附加试验内容表

型式试验名称 章、条

材质试验 7.4.1

外套的冲击型式试验 7.4.2

C.3 工厂生产管理

C.3.1 概述

C.3.1.1 工厂的生产管理应保证渗漏检测系统作为安全仪器的组成部分具有稳定的质量,应包含以下

内容:

a) 制造商应为工厂的生产管理建立并维持一个质量体系;

b) 根据本标准C.3.2对检漏器、防渗漏衬里、防渗漏外套及双层间隙进行定期检查;

c) 应根据检漏器的序列号对定期检查的结果进行文件存档。相关文件应至少保存5年。

C.3.1.2 与ISO9001的相关部分一致,且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工厂生产管理体系,可视为满足本项要求。

C.3.1.3 一旦出现产品不合规定,应对该产品进行隔离,并采取措施对违规原因进行纠正。在问题解

决之前不得对产品进行后续处理。

C.3.2 工厂产品控制的要求

C.3.2.1 适用于本标准第4章分级的所有级别的渗漏检测系统

C.3.2.1.1 电气性能的常规试验。

C.3.2.1.2 报警器和运行指示灯的目测检验。

C.3.2.2 Ⅰ级,见GB/T30040.2—2013
C.3.2.2.1 压力及真空检漏器:

a) 压力控制开关试验(包括压力检漏器的减压阀试验在内)应按照GB/T30040.2—2013中的

8.1.3,但只能在(20±5)℃下进行。

b) 在工作压力及预期检漏介质存在的情况下,对检漏器的密闭性试验应满足以下条件,见
式(C.1)和式(C.2):

1≥QLM =
(pPA-p1)×V

t
…………………………(C.1)

0.05≥QLO=
(pPA-p1)×V

t
…………………………(C.2)

式中:

QLM———含压力发生器的集成型压力检漏器所允许的渗漏速率,单位为帕升每秒(P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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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O———不含压力发生器的非集成型压力检漏器所允许的渗漏速率,单位为帕升每秒(PaL/s);

pPA———检漏器的工作压力,单位为帕(Pa);

p1 ———压力值,小于或等于pPA,单位为帕(Pa);

V ———试验时包括关联试验在内的检漏器(含连通管道和测量工具)容积,单位为升(L);

t ———检测时间,单位为秒(s)。

c) 为进行测定密闭性缺陷的试验,制造商应给出压力值p1 或试验时间t。
注:若压力值p1 给定,从以上公式可得出压力降到p1 值所需的试验时间t。若试验时间t给定,可从以上公式得

出工作压力pPA在试验期间降到的最低压力值p1。

d) 设定报警器时,流量的试验按照GB/T30040.2—2013中的8.1.3,应具有一个可接受的质量水

平(AQL),根据GB/T2828.1,在Ⅱ级检查水平下,AQL值应为4.0。

C.3.2.2.2 双层间隙,但不包括GB/T30040.7—2013所述的防渗漏外套的双层间隙:

a) 密闭性及强度试验;

b) 空气自由通道试验。

C.3.2.2.3 防渗漏外套的双层间隙,见GB/T30040.7—2013:

a) 空气自由通道试验;

b) 使用以下方法对密闭性及工作压力进行试验:
安装完成后,应对防渗漏外套进行30min的20kPa的耐压试验。用肥皂水对结合部位进行最终

检漏,成功完成耐压试验后,应建立起一个-40kPa的真空,其真空度不得降到-13.5kPa以下。

C.3.2.2.4 柔性防渗漏衬里,见GB/T30040.7—2013
焊接处的拉伸试验。

C.3.2.2.5 防渗漏外套,见GB/T30040.7—2013
外套的冲击试验。

C.3.2.3 Ⅱ级,见GB/T30040.3—2013:

a) 检漏器按照GB/T30040.3—2013的7.3.1~7.3.3进行性能试验。

b) 检测液的密度测定。

c) 双层间隙,见GB/T30040.7—2013:
———双层间隙容积的测定;
———密闭性和工作压力的验证;
———液体自由通道试验。

C.3.2.4 Ⅲ级和Ⅴ级,见GB/T30040.4—2013和GB/T30040.6
C.3.2.4.1 产品样品需按照以下相应的试验方法予以全面试验:

a) 液体传感器:根据GB/T30040.4—2013第10章进行型式试验;

b) 液体识别传感器:根据GB/T30040.4—2013第11章进行型式试验;

c) 蒸气传感器:根据GB/T30040.4—2013第12章进行型式试验;

d) 浸没型蒸气传感器:根据GB/T30040.4—2013第13章进行型式试验。

C.3.2.4.2 产品设计或生产方法改动,如果可能对性能要求有所影响,以上试验应重复进行。

C.3.2.4.3 为确保生产的每只传感器都正常工作,制造商应在首次型式试验后引入常规生产试验程序,
该程序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已试验产品的识别;

b) 适用的试验方法;

c) 试验及检查的结果;

d) 试验日期;

e) 校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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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5 Ⅳ级,见GB/T30040.5—2013
C.3.2.5.1 概述

这部分内容涉及的产品包含软件(储存于磁盘、光盘或预编程序的硬件内)在内。每件产品都应从

主控文档(存储于磁盘、光盘及硬件)复制。应当针对主控文档的另一独立副本作已知校验,或者通过性

能试验对每份副本进行校验。

C.3.2.5.2 A类动态检漏和B(1)类静态统计检漏

此情况中的产品仅包括软件,其生产应符合以上概述的要求。

C.3.2.5.3 B(2)类静态储罐渗漏检测器

B(2)类静态储罐渗漏检测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产品由储罐自动容积仪(ATCG)及附带的计算机辅助软件组成,应按照EN13352生产;

b) 产品的软件部分应按照其概述要求生产;

c) 储罐自动容积仪(ATCG)的渗漏指示装置应符合EN1335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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