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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钢带液面计测量浮项罐液位

吴 守 伦

�辽 阳 石 油化学纤维工业 总公 司炼 油厂 �

随着石油化工生产的发展
，
节约能源及减少油品的挥发是越来越重要

，
因此对轻质

油罐改为内浮顶或浮顶罐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

但由于浮顶罐液位的变化范 围 大
，
浮顶

�船 �随油面上下浮动
、

储液又是易燃爆的油品
，

这给液位的自动侧量带来一定困难
。

我厂原用 ���
一

帕 防爆液位计测量液位
，
因钢丝绳时常折断和放大器经常失灵

，
不

能保证正常使用
�

后改用 ��� 浮子式钢带液位计
，
以浮顶 �船 �做浮子

，
经过一段时

间的运行又经常发生折断钢带现象
。

而且 �
�

�� 以下液位无法测量
，
灵敏度低

，
满足不

了生产要求
，
也不能正常运行

�

����年 �月我们着手改制了浮顶 �船 �罐钢带液位计
，

解决浮子测量问题
�

其主要技术指标为
� ①测量范围 � ����� � ②输出信号 �

格雷编
�

码 � ③电源 �

��� ��� �� ④测量精度� 土 ��� � ③导轨长� ������ � ⑥浮子孔 �

高 �����
，

直径 �����
�

�
�

工作原理和结构特点

�� �工作原理 �见图 � � 浮子或钢带液位计是利用力平衡原理进行液位自动侧

量
。

当液面上升时引起浮子上升
，
则钢带的张力减小

，
钢带松弛则破坏了整个系统的平

衡
，
作为力平衡源的盘簧受到力距减少

。

因而盘簧做相应收卷
，
把已松弛的钢带盘卷在

液液位转换单元元
���信号转换���

摘摘位表显示部分分

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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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带轮上
，
使钢带张紧

，
这时整个系统重新平衡

。

反之
，
当液面下降时

，
引 起 浮 子下

降
，
则钢带上的张力增大

，
整个系统处于不平衡状态

。

这时由 于钢 带张力 引起盘簧反

卷
，
从而 达到力的重新平衡

�

�� �结构特点 �见图 � � 液位计采用力平衡原理和齿轮转换部分作表头
�

因而

结构简单
，
性能稳定

，
安全可靠

。

为克服导轮轴的摩擦力
，
减小位移损失

，
在导向滑轮

轴上增加了轴承
。

。 �

浮子导轨装置
�

浮顶罐液位的变化范围为 。 ����
，
浮船下降距罐底面�

�

��后
，

再不能往下
。

故导轨长�
�

���
，
采用固定环固定和上面浮子孔盖用螺栓紧固连接

，
这样

便于安装
。

导轨采用币拐不锈钢管
。

���， ��� ������

���������

二二二二� ���

图 � 浮子导向机构组合图

�
�

钢带限位
、

锁紧装置
�

由于钢带较长较宽
，
而且有一部分在罐外

，
受风吹及人为

触碰
，
易出现钢带拉断

、

折扭
。

检修仪表时钢带锁不住
，
易出现跑带

，
对检修人员不安

全
。

为此
，
我们在罐顶护管处制作安装了锁紧装置 �见图 � �

。

在浮子孔盖上安装了限

位杯套及定位盖片 �见图 � �
，
定位盖片开 口尺寸略大于钢带的尺寸 � 当钢带上升时可

���必 ���
才 一 通

梯形螺纹杆�

橡胶密封塞

图 � 锁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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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定位盖片带起来
，
然后靠自重定位盖片又落在限位杯套 上

，
起到一定的密封作用

。

杯套开 口的中心线 �长方向 �与浮子导向耳中心线及导向杯套中心线都居于同一铅垂面

内
，
从而保证浮子升降自如

，
消除了上面提到跑带等问题

。

为了防腐蚀
，
锁紧装置

，
导

轨
，
固定环

，
限位杯套等均采用不锈钢材料

。

。 �

浮子孔装置
�

为了提高仪表灵敏度和精度
，
消除常数汉羞

，
增设了浮子孔

。

由于

油面与浮船 �顶 �紧密相贴
，
若把浮子放到浮船 �顶 �下测量

，
灵敏度显著下降

，
且随

着浮船移动造成一个常数误差
�

当液位超过 �
�

��以上时
，
误差是 ����。

。

在增设浮子

孔后浮子始终被油浸在一半状态
，
液面有大于等于 ��� 变化

，
浮子就有反应

，
仪表就

有显示
�

灵敏度
、

精度 显著提高
，
消除了 �

�

�� 以上或以下的变差和误差
。

�
�

浮子重盆和尺寸的确定

浮子是液位计的测量元件
�

其重量及尺 寸直接关系到液位计能否正常工作及测量的

精度
，
因此应根据仪表结构

、

测量范围及介质密度进行合理选择
。

介质密度不同
，
引起的误差值见表 �所示

�

不同介质密度引起的误差值 表 �

介质密度 ���
�� � �

误 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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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子必须能十分灵敏地反映出液位的变化
，
故要求浮子具有较大的横截面和一定的

圆柱高度
。

浮子的重量应不超过仪表允许的最大受力
，
根据钢带最大受力为�����

，
因

而浮子质量蕊�����
。

浮子的高度要满足液位变化范围
，
因此浮子高度毛�����

�

经过实际使用表明
，

该液位计各部件性能稳定可靠
，
精度高

，
而且改制

、

安装都很

方便
�

根据石油部检尺标准
，
用人工检尺的方法对仪表进行了标定

，
具体数据见表 �

。

人工检尺与仪表指示数据值对比 表 �

��� 击汇

�一阵一…�

……
人二

�

检尺 检尺与仪表指示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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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循环水罐的温度自动调节系统

一浅谈对电加热元件实施的几种控制方法

赵 育 斌

�东北输油管理局科研所 �

随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
从��年代起在工业生产上又开始大量使用把电能直

接转化为热能的电加热元件
�

其中许多种电加热元件在生产制造中采用了新技术
、

新材

料
、

具有设计新颖
、

适用性强
、

材质好
、

转换效率高等特点 � 并具有良好的电阻特性
。

工业生产上大量使用电加热元件
，
势必造成用电量的紧张

�

为了节约电能
，
就要对

电加热元件的工作过程进行控制
，
使其对被加热物体的加热温度既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

又能节约电能
。

利用常规模拟量仪表
，
根据不同工作对象

，
组成一套温 度自 动 调节系

统
，
就可达此 目的

，
在工业生产上有广泛的应用前途

。

特别是我局在庆铁输油管线增输改造
、

抚鞍输油旧管线改造中
，
大量采用电热带对

站内管线进行拌热
，
更感到采用自动调节系统对电能节约的重要

。

本文结合最近为环道试验室完成的 �� “
热循环水罐温度自动调节系统

，
谈 谈 对采

用电加热元件加热的工业生产对象
，
实现温度自动调节几种方案的认识和作法

�

一
、

继电器输出的温度自动调节系统

飞
�

二位式润节系统

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温度自动调节系统
。

一般采用 ���
一

�� 型动圈指示调 节 仪
，

作为控制装置
，
它把生产工艺所要求的温度值定为指示调节仪的控制值

，
当被加热物体

钢带液位计在量程 。����
，
工作压力 �

�

�����。 ，

被测介质密度 �������
“
时

，
其

灵敏度为 ��� ，
测量精度 士 ���

。

从表 �看出
，

可满足其精度
、

灵敏度要求
�

由表 �得知其绝对误差最大值乙 “ 。 � 二 二 ��二
，
则仪表的准确度为 �

�

���
。 。

对于浮子一旦出现问题和断带时
，
可以在不把油品清除的情况下

，
把浮子孔盖和导

轮
，
导轨系统整体拆出检修

。

这样提高了仪表使用率
，
并节省了每次清油刷 罐 的 费用

�约 �千余元 �
，
保证了生产正常进行

，
解决 了浮顶罐钢带液位计的自动测量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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