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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罐车容积检定规程

1 范 围

本规程适用于装运液体产品的铁路罐车 (不 包括液化气体铁路罐车和粉状货物铁路

罐车)的 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 。

2 引 用文献

OIMI'R8o ROad and rail tankers

GB/T5600-2006 铁 道货车通用技术条件

JJF1009-2006 容 量计量术语及定义

使用本规程时 ,应 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

3 术 语

3.1 标 记 容 积 (nO耐 l△tal capaoty)

在正常I作 条件下 ,标 准温度 (20C)时 罐体容积标牌位置以下的容积 。

3.2 罐 体 容 积 (total capacity)

在正常丁作条件下 ,标 准温度 (20C)时 罐体内表面顶部水平切面以下的容积 。

3.3 载 重 (lo删 ing cauciiy)

在正常△作条件下 ,铁 路罐车允许装载的最大液体质量 。

3.4 准 装 高 度 范 围 (permissible lOading lleigl△ t mnge)

在正常I作 条件下 ,铁 路罐车允许装载液体液位范围 ,是 铁路罐车装载液体的技术

依据 。

3.5 容 积 表 (∞ libration table)

铁路罐车液位和对应容积值的数据表格 。

3.6 容 积 表 号 (calibratiOn table number)

由罐体型号确定的容积表编号 ,每 一个容积表号对应一个确定的容积表。

3.7 检 定 软 件 (calibratiOn∞ Rware)

根据检定数据计算铁路罐车容积得出容积表的计算机程序。

4 概 述

铁路罐车既是运输工具 ,也 是工作计量器具 。经检定后 ,铁 路罐车可用于液体产品

的贸易结算 。

铁路罐车一般 由罐体 、底架 、转向架 、制动装置、车钩缓冲装置等组成。罐体 由封

头 、筒体 、人孔 、安全装置等组成。封头采用碟形 、椭 圆形或球缺形 ;筒 体采用 圆柱

体 、锥体或其他形体。铁路罐车主要车型基本参数一览表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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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 量性能要求

在准装高度范围内,铁 路罐车容积的扩展不确定度不大于 0.4%(虍 =2)。

6 通 用技术要求

6.1 铁 路罐车设外梯 、车顶走板和车顶栏杆 ;罐 体 内梯根据需要设置 ,内 梯和罐体底

部的联接采用活动联接 。

6.2 人 孔的内径应不小于 衅50mm。

6.3 罐 体的对接接头采用全焊透结构 。

6.4 罐 体不应出现十字焊缝 。

6.5 封 头应整体成形 ,其 表面应无氧化皮 、油污等杂物。

6.6 罐 体应无裂纹 。

6.7 罐 体应无明显的局部变形或缺陷。

7 计 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 。铁路罐车的检定方法有几何测量法 (罐 内

测量法 、罐外测量法)、 容量比较法 (用 标准金属量器或流量计检定铁路罐车)。 一般情

况下 ,铁 路罐车的检定采用几何测量法 ,容 量 比较法用于新型铁路罐车的容积测试和仲

裁检定 。

7.1 ̀ 总 贝刂

7.1。 l 新 制造的铁路罐车必须进行首次检定 ;达 到检定周期的铁路罐车必须进行后续

检定 。

7.1.2 在 实施检定时 ,检 定员应不少于 3人 ,应 做好安全防护 ,保 证人身安全 。

7.2 检 定条件

7.2.1 检 定环境

7.2。 l。1 对 于非新制造铁路罐车采用罐 内测量法检定时 ,罐 体必须经过洗罐作业 ,罐

体 内的有害气体浓度 、含氧量等指标应符合安全要求后才能进入罐体内实施检定 。

7.2.1.2 在 室外采用罐外测量法检定时 ,应 在风速不大于 5.4m/s、 无雪 、无雨的天气

下进行 。

7.2.1.3 采 用容量 比较法检定时 ,实 验室环境温度为 (20± 5)°C,检 定 中实验室环境

温度与水温之差不应超过±5C。 铁路罐车应该停放在水平轨道上 。

7.2.2 检 定设各

检定设各见表 1。 表 1中 的设备必须经检定合格且在检定周期 内使用 ,钢 卷尺检定

证书必须有以米为间隔的修正值 ,使 用时必须修正。

7.3 检 定项 目和检定方法

检定项 目为罐体的外观检查和容积检定 。后续检定与首次检定的项 目和方法相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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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检 定设备表

几
何
测
量
法

设备名称 测量范围 技术要求 备 注

主

套管尺
800̂ˇ 2800)∏ 1rn、

850冖 3̌ 5oo)nlrll(1

允 许 误 差 :± [0.4+0.3(L— L0)]mm

L:示 值 ;L。 :测 量 下 限 ;L— L。 :取

最 接 近 的 较 大 的 整 米 数

钢卷尺 10000nun、  15 000rl△ rn
允许误差 : I级 ,± (0,1+0,1L)mm

L:示 值 ,取 最接近的较大的整米数

要
设
备

超声波测厚仪 (2~200)mm 允许误差 :± 0.1mm

计算机

(含检定软件)
/ 按附录 C编 写并验证

测深钢卷尺 5000nllll
允许误差 :I级 ,± (0.1+o.Ⅱ 冫)mm

L:示 值 ,取 最接近的较大的整米数

激光测距仪 (50-60000)rnrll 允许误差 :± 1.5mm 选 用

配
套
设
备

温度计 (-30~50)· C 允许误差 :± 0,2‘C

钢直尺 150Π nn、  500n1m 允 许 误 差 :± 0.15mm

风速仪 (1~30)m/s 采样时间≥4s

容
量
比
较
法

主
要
设
备

标准金属量器

2000I'、  1 000I'、  500I冫 、

200I'、  100I'、  50I'、

20I'、 10I'、 5I'等
一

组

二 等

流量计 (16~80)m3/h 允许误差 :± 0,1%

磁致伸缩液位计 3 800n、 ln 允许误差 :± 1mm

测深钢卷尺 5000rllnl
允许误差 : I级 ,± (0.1+o.1L)mm

L:示 值 ,取 最接近的较大的整米数

配
套
设
备

温度变送器 (0^ˇ 100)·C 允许误差 :± 0,2C

压力变送器 (0~1)MPa 0.1级

温度计 (-30~50)· C 允许误差 :± 0.2C

7.3.1 外 观检查

检查铁路罐车罐体的外观 ,应 符合 6.6~6.7条 的要求。

7.3.2 容 积检定 (几 何测量法)

7.3.2.1 筒 体为圆柱体时

1)罐 内测量法

(1)测 量竖直径

a)在 距封头和筒体对接焊缝中心
告
Ll(Ⅰ 冫l为 筒体全长)处 、

軎
Ll处 确定 4个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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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 I Ⅱ、 Ⅲ 、Ⅳ ,如 图 1所 示 。

图 1 筒 体为圆柱体时罐内测量法测量截面示意图

b)在 测量截面处 ,将 套管尺的套管测头定位在测量截面的最低点 固定不动 ,套 管

尺的刻度管测头沿筒体横截面圆周方向反复移动至最大值处 ,冉 沿筒体轴线方向反复移

动至最小值时读数 ,该 读数即为测量值。

c)取 4个 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竖直径值 。

(2)测 量横直径

a)同 7.3.2.1 1)(1)a)。

b)在 测量截面处 ,将 套管尺的套管测头定位在筒体横截面半径等高的侧壁上固定

不动 ,套 管尺刻度管测头沿测量截面圆周方向反复移动至最大值处 ,再 沿筒体轴线方向

反复移动至最小值时读数 ,该 读数即为测量值 。

c)取 4个 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横苴径值 。

(3)测 量内总长

a)确 定封头中心 (内 ):取 封头和筒体对接 圆周上的对称两点 ,以 该两点为圆心 ,

超过封头半径的长度为半径画圆弧 ,两 段圆弧交点的中心即为封头中心 (内 )。

b)用 钢卷尺或激光测距仪测量两封头中心问的距离,读 取数据,该 读数即为测量值。

c)测 量两次 ,两 次读数相差不得超过 2mΠ 1。

d)取 两次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内总长值。

(4)测 量内总高

a)测 量位置为罐体人孔上的参照点、罐体底部的检尺点。

b)用 测深钢卷尺或激光测距仪测量参照点和检尺点间的距离 ,读 取数据 ,该 读数

即为测量值 。

c)测 量两次 ,两 次读数相差不得超过 1mm。

d)取 两次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内总高值 。

2)罐 外测量法

(1)测 量外周长

a)在 距封头和筒体X寸接焊缝 中心
+r'l处

确定 2个 测量截面 I Ⅱ,如 图 2所 示 。

b)在 测量截面处 ,将 钢卷尺环绕罐体抖动尺带数次 ,使 尺带围成的圆周与筒体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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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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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筒 体为圆柱体时罐外测量法测量截面示意图

线垂直并与罐体外表面平贴 ,然 后读数。

c)在 每个测量截面处测量两次 ,两 次读数相差不得超过 2mm,取 最小值 为测量

值 。

d)取 2个 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外周长值 。

(2)测 量外横直径

a)同 7.3.2。 1 2)(1)a)。

b)在 测量截面处 ,在 罐体两侧吊线锤 ,使 线绳所在平面与筒体轴线垂直 。

c)当 线锤稳定后 ,钢 卷尺零位对准一侧线绳 ,另 一侧 ,钢 卷尺上下反复移动至最

小值时读数 ,该 读数即为测量值 。

d)取 2个 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外横直径值 。

(3)测 量外总长

a)确 定封头中心 (外 ):取 封头和筒体对接 圆周上的对称两点 ,以 该两点为圆心 ,

超过封头半径的长度为半径画圆弧 ,两 段圆弧交点的中心即为封头中心 (外 )。

b)通 过封头 中心 吊线 锤 ,使 线 绳 与筒 体 轴 线 在 同一 铅 垂 面 内,每 个 封 头 分 别

进行 。

c)将 靠尺放在底架上 ,保 持靠尺在两端定位时的方向、使用面相同。

d)靠 尺的边线对准线锤的顶点并与罐体 的轴线垂直 ,当 线锤稳定后 ,紧 贴靠尺侧

面在两侧梁上画线定位 。

e)用 钢卷尺或激光测距仪测出两侧梁同侧画线之间的距离 ,该 读数即为测量值 。

f)取 2个 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外总长值 。

(逐)测 量内总高

同
7.3.2.1 1)(4)。

(5)测 量壁厚

a)筒 体的上板 、下板厚度测量位置同 7.3.2.1 2)(1)a)。

b)在 每个测量截面的两侧 ,分 别用超声波测厚仪测量筒体 的上板 、下板厚度 ,上

板 、下板各测 4点 。

c)分 别取 4点 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筒体上板 、下板厚度值 。

d)封 头厚度测量位置为封头巾心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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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在 封头中心 (外 ),用 超声波测厚仪测量封头厚度 ,两 个封头各测 1点 。

f)取 2点 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封头厚度值 。

7.3.2.2 筒 体为锥体时

(l)测 量竖直径

a)在 距封头和筒体对接焊缝 中心 100mm(沿 筒体斜底面)处 、距筒体 中间焊缝 中

心 35Omm(沿 筒体斜底面)处 确定 4个 测量截面 I、 Ⅱ、Ⅲ、Ⅳ,如 图 3所 示 。

图 3 筒 体为锥体时测量截面示意图

b)同 7.3.2.1 1)(1)b)。

c)取 距封头和筒体对接焊缝 中心 100mm(沿 斜底面)处 2个 测量截面测量值 的平

均值 、距筒体 中问焊缝 中心 350mm(沿 斜底面)处 2个 测量截面测量值 的平均值作为

竖直径值 (2个 )。

(2)测 量横直径

a)同 7.3.2.2(l)a)。

b)同 7.3.2.1 1)(2)b)。

c)取 距封头和筒体对接焊缝中心 100mm(沿 斜底面)处 2个 测量截面测量值的平

均值 、距筒体 中间焊缝 中心 350mm(沿 斜底面)处 2个 测量截面测量值 的平均值作为

横直径值 (2个 )。

(3)测 量内总长

同
7.3.2.1 1)(3)。

(4)测 量内总高

同
7.3.2.1 1)(4)。

7.3.2.3 将 检定数据按
“
附录 H 检 定记录表

”
做好 记录。

7.3.2。 4 对 罐体 内有加热管等附件 的铁路罐车 ,按 设计尺寸计算其体积 ,在 确定容积

表时应减去附件体积 。

7.3.2.5 将 所得到的值按附录 B“ 温度修正公式
”

进行修正 ,输 入计算机 (含 铁路罐

车检定软件 ,铁 路罐车容积计算公式见附录 C),得 到容积表号 (铁 路罐车容积表号一

览表见附录 D),该 表号即为铁路罐车的检定结果 ,根 据附录 E“ 铁路罐 车准装高度范

围确定方法
”

确定铁路罐车准装高度范围。

7.3.3 用 标准金属量器检定铁路罐车容积见附录 F。

7.3.4 用 流量计检定铁路罐车容积 见附录 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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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检 定结果的处理

7.4.1 经 检定合格的铁路罐车 ,发 给检定证书 ,检 定证书内页格式 见附录 J。

7.4.2 经 检定不合格的铁路罐车 ,发 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并 注明不合格项 日,检 定结

果通知书内页格式见附录 K。

7.5 检 定周期

7.5.1 酸 碱类铁路罐车的检定周期为 饣年 ,其 他类铁路罐车的检定周期为 5年 。

7.5.2 经 过厂修 、罐体大修 、改造的铁路罐车 ,应 进行后续检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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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温 度修 正公 式

B。1 在 检定铁路罐车时,当 测量设各与罐体的材质不相同,应 考虑温度的影响,对 测

量值按公式 (B。1)进 行修正 :

J=J̀ [1+(α 氵—α)(r-20)彐          (B。 1)

式中:J— —温度修正后的值 ,mm;

rj—
—

测 量 值 ,mm;            。

α扌——测量设备的线膨胀系数 ,C̄ ;

α——罐体的线膨胀系数 ,Cl;

扌
— —

罐 壁 温 度 ,C。

注:采 用几何测量法时,罐 壁温度取环境温度;采 用比较法时,罐 壁温度取工作介质的温度。

B.2 在 非标准温度 (20·C)下 使用容积表时 ,应 对容积值按公式 (B.2)进 行修正 :

V=VbE1+̀ (莎 -20)]            (B。 2)

式中 :V— — 温度修正后的容积 ,I';

V汀——容积表的容积值 ,I';

卩
——

罐体的体膨胀系数 ,C1;

扌——罐壁温度 ,·C。

注:罐 壁温度取铁路罐车所装液体产品的温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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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C.1 罐 体容积

式 中 :V一 罐体容积 ,I';

V1—
—

筒 体 容 积 ,I';

V2—
—

封 头 容 积 ,L;

yl=

式 中:α ——筒体端部竖直径 ,

铁路罐车容积计算公式

V=Vl+V2— V3

2考

宁

(拗 +汕 m+α mb+2α mbm)

r11nn;

(C。 1)

y3— — 缺圆圈体体积 ,L。

注:缺 圆圈体为筒体上板和下板厚度差形成的部分圆柱体。

C。2 筒 体容积

C。2.1 筒 体为圆柱体结构 (图 C。1)

图 C。1 圆 柱体结构示意图

vl=詈 汕 L1               (C· 2)

式中:α ——筒体内竖直径 ,mm;

乃——筒体内横直径,mm;

Ll—
—

筒 体 长 度 ,mm。

C。2.2 筒 体为锥体结构 (图 C。2)

图 C,2 锥 体结构示意图 (筒体容积)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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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b— —筒体端部横直径 ,mm;

αm— —筒体中部竖直径 ,mm;

乃m— —筒体中部横直径 ,mm;

Lt-——筒体 (单边)长 度 ,mm。

3 封 头容积

3.1 碟 形封头 (图 C。3)

图C.3 碟 形封头示意图

碟型封头由圆柱体 FJKEF、 回转体 GIJFG、 球缺体 AIGA三 个部分组成。

a)圆 柱 体 习 KEF容 积 V21

V21=π r彳 L2

式中:r1— —
圆柱体内半径,mm;

L2—
—

圆 柱 体 长 度 ,mm。

b)球 缺 体 AIGA容 积 V22

‰=刎←
一扣)

式中 :r— —球面圆弧内半径 ,mm;

a1—

—

球 缺 体 高 度 ,mm。

c)回 转 体 GIJFG容 积 V23

吼 3=π

卜

2卜 G幻 × 勹 幻 +√ T瓦 o~

式中 :幻 —— 过渡圆弧内半径 ,mm;

a2—
—

回 转 体 高 度 ,mm。

( r ,  -  r u ) r S a r c s i n

C。3.2 椭 圆封头 (图 C。4)

y2=2(V21+V22+V23)

叱=鲁o战
式 中 :r1—

—

椭 圆 长 半 径 ,mm;

战——椭圆短半径 ,m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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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缺 圆圈体体积

C.4.1 筒 体为圆柱体结构

V3=(S2— Sl)¤ %          (c。 6)

式 中 :Sl— — 筒体上板厚度 ,mm;

S2—
—

筒 体 下 板 (封 头 )厚 度 ,mm;

C— —筒体下板弧长 ,mm。

C.4.2 筒
体 为 锥 体 结 构 (图 C。 5)

⒕
=:⒆ —

s眠 +O溜 +⑴ m— 02

式 中 :Cm— —筒体 中部下板弧长 ,mm;

C— — 筒体端部下板弧长 ,mm。

(C。 7)

图 C.4 椭 I同封头示意图 图 C。5 锥 体结构示意图 (缺圆圈体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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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铁路罐车容积表号一览表

D.1 铁 路罐车主要车型、罐体型号与容积表号对照表

车辆型号 罐体型号 容积表号 车辆型号 罐体型号 容积表号

Gn G11B FD000— FD999 GAI' GAI' FE000— FE

G" G11J FH000— FH Gc~J~6。 GC— J-60 FF000— FF 999

Glls G11s FJ O00一 FJ999 GFΛ GFA FK000— FK999

G12 G5。 605 C000-— C GI' 605 NC000— NC

G12s G12S M ooo— M999 GLA,GL: 662 NA000— NA

G17,GI7K,G17s,G60,

G6。 κ , Gs,

662 A Oo0— A999 GLA, GI冫 B ()18 NEO00— NE

G17: G17B NI冫 000— NL999 GI'Λ , GI羽 G12S NMO0o— NM999

GI7κ ,G60K 662A P000— P 999 GQ70 GQ70 KA0000— KA9999

G1: G18 E000— E999 GN7。 GN70 KB0000-— KB9999

(16。x∧ G60X FM000— FM 999 G75K G75 KC0000-— KC9999

G7。 G70 FG000— F(Ⅰ 999 GS⒎ GS70 KD0000 KD9999

G70Λ G70A RO00— R 999 GJ7。 ()J70 KE0000— KE9999

D。2 特 型铁路罐车检定单位与容积表号对照表

车  型 检定单位 容积表号

特种铁路罐车 国家铁路罐乍容积计量站 TZ000~TZ999

特种铁路罐车 国家铁路罐车容积计量站丙安分站 TX O00^ˇ T》【999

特种铁路罐车 国家铁路罐车容积计量站沈阳分站 Ts000~Ts999

特种铁路罐车 国家铁路罐车容积计量站包头分站 TM0()0~TM999

特种铁路罐车 同家铁路罐车容积计量站锦州分站 TI'000'`ˇ TI'

特种铁路罐车 国家铁路罐 乍容积计量站吉林分站 TJ000~TJ

特种铁路罐车 国家铁路罐车容积计量站南京分站 TN000~TN 999

特种铁路罐车 同家铁路罐车容积计景站齐鲁分站 TQ000~TQ999

特种铁路罐车 同家铁路罐车容积计岢站茂名分站 TY000~TY 99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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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铁 路 罐 车 准装 高度 范 围确 定 方 法

E。1 铁 路罐车装运液体产品时,必 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1)所 装液体产品的质量不得大于载重;

2)所 装液体产品的体积上限不得大于罐体标记容积的 95%,下 限不得小于标记容

积的 80%。

E。2 设 铁路罐车标记容积为 V:,载 重为 P:,所 装液体产品的密度为 卩,Vl=80%V:、

V2=95%V:、 V3=L,则

卩

1)如 V3≥ V2,根 据检定得到的铁路罐车容积表,查 出 V】、V2对 应的罐体高度

凡l、凡2;则 准装高度范围为 乃l~九 2;

2)如 Vl≤ V3<V2,根 据检定得到的铁路罐车容积表,查 出 V1、 V3对 应的罐体高

度 屁 1、 九 s;则 准 装 高 度 范 围 为 乃 l~凡 3;

3)如 V3(Vl,且 罐体未装防波板 ,则 该铁路罐车不得装运该产品。

E。3 举 例 :

用 G⒃ 装 运 三 种 不 同 密 度 的 液 体 危 险 货 物 ,V:=60m3,P:丁 53t,

V1=80%V:=80%× 6om3=48m3,V2=95%V:=95%× 60m3=57m3。

E。 3。 l 装 运 汽 油 (ρ
=710kg/m3)

1)V3=智 =丙

犭 氇 ‰ 了

≈ 74· 6m3;

2)V3)V2,符 合 E。 2 1)的 条 件 ;

3)查 容 积 表 得 出 V1对 应 的 凡 1=2015mm,V2对 应 的 凡2=2411mm,故 准 装 高 度

范 围 为 2015mm~2411mm。

E。 3.2 装 运 冰 醋 酸 (̀=1050kg/m3)

Dv3=膏
=「

兀 暴 卷 石 了

≈ 50· 5m3;

2)Vl<V3<V2,符 合 E。 2 2)的 条 件 ;

3)查 容 积 表 得 出 V1对 应 的 凡 1=2015mm,V3对 应 的 凡3=2I14mm,故 准 装 高 度

范 围 为 2015mm~2114mm。

E。 3.3 装 运 盐 酸 (ρ
=1190kg/m3)

1)V3=智 =Γ

而 景 毛 石 了

≈ 44· 5m3;

2)V3<Vl,如 果罐体未装防波板 ,则 符合 E.2 3)的 条件 ;

3)该 铁路罐车不得装运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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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标 准 金属 量器 检 定铁 路 罐 车

F。1 检 定铁路罐车标记容积的 80%以 下部分时,选 用较大规格的标准金属量器 (如

2000I');检 定铁路罐车标记容积的 80%~95%部 分时,选 用中等规格的标准金属量器

(如 100I'或 ⒛0I');检 定铁路罐车的标记容积的 95%以 上部分时,选 用标准金属量器

的组合形式。

F。2 根 据检定铁路罐车容积的范围,选 用标准金属量器的规格,确 定它们的注水顺序

和注水次数。

F.3 用 水注满标准金属量器,充 分湿润其内表面,然 后打开放水阀,以 最大排放量方

式将标准金属量器内的水排空;在 滴流状态下等待 2min,关 好放水阀。
l

F.4 将 水注人标准金属量器内至标称容量刻线位置 ,测 量水温。

F.5 将 标准金属量器内的水排入铁路罐车。

F。6 用 磁致伸缩液位计 自动测量铁路罐车内水的液位 、温度。

F。7 重 复 F.4~F。 6的 步骤 ,向 铁路罐车内进行连续注水 ,按 公式 (F。D计 算得到铁

路罐车的部分容积值和罐体容积值 。

v宀 氵
=∑ vhE1+β (r1氵

-20)+F~,(20~r2̀)+民
(扌2i~r1氵 )]   (F。 1)

扌=l

式 中:V加 ——
第 f次 注水 ,铁 路罐车内水的液位为 九氵及温度为 20C时 的容积值 ,I';

VⅡ ——
第 j次 注水 ,所 用标准量器 20C时 的实际容积值 ,I';

扌lj——
第 j次 注水 ,所 用标准量器内水的温度 ,℃ ;

扌2扌——
第 j次 注水 ,铁 路罐车内水的温度 ,C;

β
——标准金属量器的体膨胀系数 ,Cl;

&—
—被检铁路罐车的体膨胀系数 ,CI;

民
——

水的体膨胀系数 ,Cl。

F.8 容 积表的编制采用分段线性 内插法 ,即 在每两个相邻 的检定点之间按线性处理 ,

给出罐体高度 (mm)和 对应的容积值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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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流 量 计 检 定 铁 路罐 车

G。1 检 定铁路罐车标记容积的 80%以 下部分时,可 一次灌注至该容积值;检 定铁路罐

车标记容积的 80%~95%部 分时,罐 体高度的检定点间隔为 10mm~⒛ mm;检 定铁路

罐车标记容积的 95%以 上部分时,罐 体高度的检定点间隔为 10mm~200mm。

G.2 根 据检定铁路罐车容积的范围,确 定流量计的流量值 (一般选用 ⒛耐 /h~30m3/h)

和各部分容积范围的检定点数。

G.3 将 流量计通水并稳定在选用的流量值上,稳 定时间不少于 3min,以 消除管道中的

空气。

G.4 切 换换向器向铁路罐车内注水,测 量流量计处水温、压力。

G。5 当 换向器换出时,用 磁致伸缩液位计 自动测量铁路罐车内水的液位、温度。

G.6 重 复 G。4、 G。5的 步骤 ,向 铁路罐车内进行连续注水,按 公式 (G。1)计 算得到

铁路罐车的部分容积值和罐体容积值。

v加 =∑ vllll El+β (20一 r2∫ )+̀w(扌 2氵
一

rm)+Fw夕 m]     (G.D

=̀=l

式中:V/z 一 第 j次 注水 ,铁 路罐车内水的液位为 凡f及 温度为 20‘C时 的容积值,I';

V而 ——第 f次 注水 ,流 量计读出的注入铁路罐车的水的体积,I';

r2̀ ——第 j次 注水 ,铁 路罐车内水的温度,C;

扌m— —第 J次 注水 ,流 量计处水的温度,·C;

β
——被检铁路罐车的体膨胀系数 ,·C1;

民
——水的体膨胀系数,C1;

Fw—
—

水 的 压 缩 系 数 ,Pal;

pm—
—流量计处水的压力,Pa。

G.7 容 积表的编制采用分段线性内插法,即 在每两个相邻的检定点之间按线性处理 ,

给出罐体高度 (mm)和 对应的容积值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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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1.铁 路罐车标 记

车   号 :

载 重 (t):

介   质 :

1      2.罐 体外观检查 :

3.检 定数据

检定证书 (内页)格 式

车辆型号 :

标记容积 (m3):

端部 内横直径 (mm):

中部内横直径 (mm):

外 横 直 径 (mm):

内   总   长 (mm):

内   总   高 (mm):

筒 体 上 板 厚 (mm):

罐 体 容 积 (I'):

准装高度范围 (mm):

4.检 定结果 :

端部内竖直径 (mm):

中部内竖直径 (mm):

外  周   长 (mm):

外  总   长 (mm):

封 头  壁  厚 (mm):

筒 体 下 板 厚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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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Κ

l。铁路罐车标记

车  号 :

检定结果通知书 (内页)格 式

车辆型号 :

标记容积 (m3):载 重 (t):

介  质 :

2.检 定不合格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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