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23.020.01

G93

备案号：29517-2011

湖 北 省 地 方 标 准

DB42/T 650—2010

钢制固定式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

定期检验规范

Steeliness type dangerous chemical stationary atmospheric pressure reservoir

vessel periodical inspection regulation

2010 – 10 –12 发布 2010 – 12 –01实施

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 布

DB42





DB42/T 650—2010

Ⅰ

目 次

前言 .....................................................................................................................................................................Ⅲ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总则................................................................................................................................................................... 1
5 检验前的准备................................................................................................................................................... 2
6 检验要求........................................................................................................................................................... 3
7 检验结果........................................................................................................................................................... 7
附录 A 常压容器检验意见通知书......................................................................................................................8
附录 B 容器的修理.............................................................................................................................................. 9
附录 C 壁厚校核................................................................................................................................................ 10
附录 D 检验报告格式........................................................................................................................................11





DB42/T 650—2010

Ⅲ

前 言

本规范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范由湖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提出。

本规范起草单位：湖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杨笑峰、李新成、董钳工、陈向前、杜杨武、宋永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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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制固定式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定期检验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设计压力（表压）小于 0.1MPa，且几何容积不小于 0.5m
3
用于储存液态危险化学品

的钢制焊接固定式常压储存容器及其附件（以下简称“容器”）的定期检验，其它金属制常压容器定

期检验可参照执行。

本规范所称危险化学品是指《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危险化学品。

本规范不适用于无法进行外表、内表检验检测的埋地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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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Z 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T 539-2008 耐油石棉橡胶板

GB/T 3805-1993 特低电压(ELV) 限值

GB 50128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56-2002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HG/T 2183-1991 耐稀酸碱橡胶软管

JB/T 4730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JB/T 4735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JB/T 10764-2007 无损检测 常压金属储罐声发射检测及评价方法

JB/T 10765-2007 无损检测 常压金属储罐漏磁检测方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344号令）

3 术语和定义

3.1

危险化学品 dangerous chemicals

本规范所称危险化学品是指《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危险化学品。

3.2

授权签字人 authorized signatory

经检验资质核准机构考评认可和本检验机构法人授权的检验报告批准人。

3.3

埋地容器 euried 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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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直接覆土或罐池充沙(细土)方式埋设在地下，且罐内最高液面低于罐外4m范围内地面的最低

标高0.2m的卧式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

4 总则

4.1 检验机构与检验人员

4.1.1 检验机构应为质监部门认可的检验机构。检验人员应为经本检验机构考核合格的人员。

4.1.2 检验报告应经检验人员签字，由相应资格的检验人员审核，授权签字人签发。

4.2 定期检验周期

4.2.1 盛装介质为剧毒化学品的常压容器， 一般 2 年一次。

4.2.2 盛装介质为其他危险化学品的常压容器，一般 4 年一次。

4.2.3 使用单位按上述周期要求，向当地经认可的检验机构申报定期检验。使用单位在发现容器受到

严重损伤、重新使用停用时间超过一年的容器、经对容器安全评价发现有问题时，应提前申报定期检

验。

4.3 检验项目

4.3.1 检验项目一般包括资料审查，宏观检查（外观检查、结构检查、几何尺寸检查）、壁厚测定、

磁粉、渗透检测、接地电阻测试、安全及附件（通气阀测试、仪表）检验等，必要时可以采用超声、

射线、漏磁、声发射检测、压力（渗漏）试验等。

4.3.2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容器，定期检验时应当进行压力（渗漏）试验：

a) 容器对接焊缝补焊深度大于二分之一壁厚厚度的；

b) 按照 4.2.3 条要求提前申报定期检验的；的；

c) 使用单位或者检验机构对容器的安全状况有怀疑的。

4.4 经检验发现不允许的缺陷，检验机构应发出检验意见通知书（见附录 A）通知使用单位，使用单

位应按附录 B 要求进行修理。

5 检验前的准备

5.1 检验前，检验机构应进行现场实地勘察，根据容器运行状况和资料审查情况制定检验作业指导书，

检验作业指导书由检验机构授权的相关责任人审查批准，对于有特殊要求容器的检验作业指导书，检

验机构应征求使用单位及原设计单位的意见。检验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检验作业指导书进行检验

工作。

5.2 容器内部介质必须排放、清理干净，用盲板从被检容器的第一道法兰处隔断所有液体、气体或者

蒸汽的来源，同时设立明显的隔离标志。禁止用关闭阀门代替盲板隔断。

5.3 储存酸性或碱性介质的罐体，必须进行中和、清洗；储存易燃、助燃、有毒介质的罐体，必须置

换、消毒、清洗，并取样分析，分析结果应符合 GBZ 2 的规定。

5.4 对需要检验的罐体表面，特别是腐蚀部位和可能产生其它缺陷的部位，应彻底清除任何有碍检测

的附着物。

5.5 有保温层的容器，根据检验需要可全部或局部拆除保温层。当能够进入容器内部检查时，并证明

容器表面状况良好，外部保温可不必拆除；当外部保温层出现破损，有可能出现局部腐蚀时，应拆除

破损部位保温层检查。

5.6 检验用照明电源电压应符合 GB/T 3805-1993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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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进入容器内部检验时，容器内部空间的气体含氧量应当在 18%～23%（体积比）之间。必要时，

还应当配备通风、安全救护等设施。

5.8 应根据容器的具体情况搭设安全牢固的检验脚手架。

5.9 容器内部检验时应设外部监护人，监护人应由有经验的人员担当。监护人应认真负责，并与容

器内部人员保持有效联络。

6 检验要求

6.1 资料审查

检验人员在检验前应审查下列资料:

a) 相应技术标准中规定的全部竣工资料及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许可资料；对报检时不能

提供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许可资料的容器，由使用单位和检验机构召集有关方面的专

家对该容器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进行安全评价，评价前可参照本规范进行检验。

b) 容器基础的设计施工图纸；

c) 容器的修理和改造记录；

d) 容器的运行记录，包括储存介质成份及其变化情况、最大液位水平、操作温度变化范围、可能

发生的过载或异常情况等；

e) 历次检验报告、安全评价报告；

f) 使用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或任命文件；

g) 其他有关资料。

6.2 宏观检查

6.2.1 外观检查

6.2.1.1 容器表面裂纹、泄漏、变形、机械损伤等

容器内外表面不得存在裂纹、泄漏。发现容器变形的，应分析原因，并确定能否满足强度和安全

要求。

6.2.1.2 内外表面的腐蚀

内表面有异常腐蚀的应对罐体材质与储存介质的相容性进行评价。分散的点腐蚀深度不得超过壁

厚（扣除腐蚀余量）的 1/3。

6.2.1.3 容器防腐衬里层

检查容器防腐衬里层是否完好，有无脱落、老化、鼓包、脱层、裂纹、机械损伤、微孔渗漏等现

象。如果发现衬里破损、龟裂、脱落或者有穿透性裂纹，应当局部或全部拆除衬里层，查明本体的腐

蚀状况或者其他缺陷。

6.2.1.4 焊缝表面成型质量

焊缝表面成型质量应符合相关设计、制造技术规范要求，表面不应有裂纹、夹渣、弧坑、气孔等

缺陷。

6.2.1.5 立式圆筒形储罐底板

重点检查底板腐蚀、变形和焊接质量以及底板和壁板的角焊缝外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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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6 容器基础

主要检查地脚紧固螺栓是否有严重锈蚀、松脱；基础或支撑物是否牢固可靠，有无下沉、开裂。

6.2.1.7 容器接管

容器接管布置应符合技术规范和图样要求,接管角焊缝部位不应有裂纹、泄漏等缺陷。

6.2.2 结构检查

6.2.2.1 封头型式及封头与筒体的连接

封头应采用椭圆形封头、碟形封头、或带折边平封头。角焊连接的无折边平板封头和锥形封头应

采用加强结构。

封头与罐体的对接接头焊接应采用全焊透形式。

6.2.2.2 焊缝布置

不应采用十字焊缝，相邻筒节的纵焊缝弧长距离或封头拼接焊接接头的端点与相邻筒节纵焊缝弧

长距离均不应小于 100mm。

筒节的长度应不小于 300 mm。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焊缝布置应符合 GB50128 中相关规定。

6.2.2.3 人孔和液体进出口

人孔的设置应符合图样要求，其孔径大小应方便检修人员进出的要求。

人孔盖和液体进出口法兰密封垫片应采用耐油或耐酸碱橡胶或相应耐腐蚀材料制作，其性能应分

别符合 HG/T 2183-1991 和 GB/T 539-2008 规定。

人孔盖和液体进出口法兰的紧固螺栓数量应与直径相匹配；人孔盖紧固螺栓的数量应不少于八个，

强度应满足承压要求。

6.2.2.4 罐体和封头加强装置

筒体和封头的加强装置应符合图样要求，加强板与被加强母体材料应紧密接触（间隙不得大于

2mm），加强装置的焊接应符合图样和标准要求。

6.2.3 几何尺寸检查

6.2.3.1 纵、环焊接接头对口错边量及棱角度

容器纵向对接接头的对口错边量应不大于对口处名义厚度的 1/4 倍，且不大于 3mm；环向对接接

头的对口错边量应不大于对口处名义厚度的 1/4 倍，且不大于 5mm。复合钢板对口错边量应不大于钢

板复层厚度的 50%，且不大于 2mm。

容器纵向对接接头及环向对接接头棱角度均不得大于对口处名义厚度的10%加2mm，且不大于5mm。

立式圆筒形储罐壁板对接接头的对口错边量应符合 GB50128 的要求。

6.2.3.2 焊缝余高

立式圆筒形浮顶及内浮顶储罐罐壁内测焊缝的余高不应大于 1mm。其他对接焊缝的余高一般应在 0

—4mm。

6.3 容器壁厚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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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测定位置应当有代表性和足够的测定点数。测定后标图记录，对异常测厚点做详细标记。

6.3.2 壁厚测量点的位置，一般应当选择以下部位：

a）液位经常波动的部位；

b) 易受腐蚀、冲蚀的部位；

C）制造成型时壁厚减薄部位和使用中易产生变形及磨损的部位；

d）表面缺陷检查时，发现的可疑部位；

e）接管部位；

f）立式圆筒形储罐底板及底圈壁板。

6.3.3 对容器壁厚减薄情况不明时，应有针对性进行多点测量。对于只能进行内部检验的埋地容器

和立式圆筒型储罐的底板，在容器内部测量时应增加一定数量的测点。

6.3.4 厚度要求

6.3.4.1 当检验人员对容器的强度、稳定性和刚度有怀疑时，应按附录 C 对容器进行壁厚校核。

6.3.4.2 圆筒形容器壁厚除应满足强度、稳定性和刚度的要求外，还应满足 JB/T 4735 最小壁厚的

要求：对碳素钢及低合金钢筒体为 3mm，对高合金钢筒体为 2mm；汽车加油站埋地油罐的罐体还应符合

GB50156－2002 的规定，其罐体所采用钢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5 mm。

6.3.4.3 立式圆筒形储罐壁厚除应满足强度、稳定性和刚度的要求外，还应满足下列最小壁厚的要求：

a) 罐壁板的最小厚度见表 1；

表 1 mm

储罐内直经 Di
罐壁板最小厚度

碳素钢 奧氏体不锈钢

Di≤16000 5 4

16000＜Di≤32000 6 5

b) 顶板的最小厚度 4.5mm(不包括腐蚀裕量)；

C) 罐底边缘板的最小厚度见表 2；

表 2 mm

底层壁板名义厚度
边缘板最小厚度

碳素钢 奧氏体不锈钢

≤6 6 同底层壁板

7～10 6 6

11～20 8 7

21～25 10 －

d) 罐底中幅板的最小厚度见表 3；

表 3 mm

储罐内直径 Di
中幅板最小厚度

碳素钢 奧氏体不锈钢

Di≤10000 5 4

10000＜Di≤20000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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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20000 6 4.5

6.4 无损检测

6.4.1 采用磁粉或渗透检测方法检查容器内部焊接接头表面缺陷，如发现容器在使用过程中有严重的

表面缺陷，应进一步增加检测比例或辅以焊接接头内部无损检测(射线或超声检测)及采用其它方法进

一步检查。

6.4.2 对容器的纵、环焊接接头、开孔接管的角焊接头、T 型接头及其它宏观检查的怀疑部位进行表

面无损检测。首次定期检验的容器对接接头表面无损检测数量不应低于焊缝总长度的 10 %。立式圆筒

形储罐的对接接头表面无损检测数量由检验机构和使用单位协商确定。

6.4.3 无损检测按 JB/T 4730 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不允许存在裂纹性缺陷。对其它缺陷，根据缺陷

自身高度及缺陷修磨后的厚度测定情况按附录 C 进行壁厚校核结果评定。

6.4.4 对立式圆筒形储罐底板检测时, 检验人员和使用单位认为必要，可采用 JB/T10765-2007 进行

漏磁快速扫查检测。

6.4.5 检验人员和使用单位认为必要时，可采用 JB/T10764-2007 在做压力试验时或利用储存介质以

在线方式进行声发射检测与评价。

6.5 压力（渗漏）试验

容器压力（渗漏）试验应根据容器的设计文件规定及储存介质、结构型式、所处场所条件等选择

以下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时如有渗漏，应修理后重新试验。试验液体一般用水,需要时也可使用不会导

致发生危险的其他液体。试验用气体需用干燥、洁净的空气、氮气或其他惰性气体。对高合金钢制容

器，用水试验后，应立即将水渍去除干净，当无法达到这一要求时，就应控制用水的氯离子含量不超

过 25ppm。

6.5.1 盛水试漏

试验前应将焊缝的外表面清除干净，并使之充分干燥，试验的时间应根据观察与检查所需的时间

决定，但不应少于 1h，试验中容器应无渗漏。

6.5.2 液压试验

6.5.2.1 试验时使用两块经检定合格且量程相同的压力表，其精度不低于 2.5 级，量程为试验压力的

1.5～4 倍。

6.5.2.2 试验液体的温度应当不低于 5℃。

6.5.2.3 试验压力应符合相应容器的技术规范要求。卧置密闭容器一般取最高工作压力的 1.25 倍和

0.1 MPa 两者中的较大值为试验压力，加油站埋地容器试验压力为 0.1 MPa。

6.5.2.4 试验前，应在容器顶部设置排气孔，进液时将容器内气体全部排尽。试验过程中应保持容器

外表面干燥。

6.5.2.5 试验时，应缓慢升压，达到规定的试验压力后，保持时间应不小于 30 min，同时检查所有

焊接接头和连接部位，以无渗漏、无可见的变形、试验过程中无异常的响声为合格。

6.5.2.6 试验完毕后，应立即将液体排除干净，并使之干燥。

6.5.3 煤油渗漏试验

对不能进行盛水试漏的容器，可用煤油渗漏试验代替，试验方法如下：

将焊缝能够或方便检查的一面清除干净，涂以白粉浆，晾干后，在焊缝另一面涂以煤油，使表面

得到足够的润湿，经 30 min 后以白粉上没有油渍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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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气密性试验

试验压力为容器最高工作压力。试验时，封闭容器所有接管，缓慢注入试验介质，达到试验压力

后保压 10min，然后进行检查，以无泄漏为合格。

6.5.5 立式圆筒形储罐罐底焊缝严密性试验

罐底焊缝采用真空箱法进行严密性试验，试验负压值不得低于 53kPa，以无渗漏为合格。

6.6 接地电阻测试

6.6.1 使用接地电阻测量仪，对每个容器单独测量。当容器几何容积不小于 50m
3
时，测量点应不少

于二点。接地电阻值应符合图纸和相应技术规范要求，且不大于 100Ω。

6.6.2 加油站埋地容器的防静电接地应符合 GB50156—2002 中 10.2 和 10.3 的规定。

6.7 通气阀试验

6.7.1 密闭储存危险化学品液体的容器，为防止装卸物料时内部压力增大或降低（真空）导致容器失

效，应装设通气阀，其数量和公称通径应符合技术规范和图样要求。

6.7.2 通气阀外观应完好，合格证、铭牌应齐全完整。易燃、易爆介质用通气阀应具有阻火功能。

6.7.3 在试验台上，分别对通气阀的出气阀和进气阀进行测试，其结果应符合原设计要求。如缺少原

设计资料时，按 GB50156—2002 的要求测试，且最高排气压力不应大于 3 kPa，最低吸气压力不应低

于-2 kPa。

6.8 仪表及附件

6.8.1 罐体上选配的液面计、压力表、温度计及其他仪表等附件均应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并应有经计

量检定的有效合格证。

6.8.2 容器的阀门 、通气管、油气回收管、进出口阀、阻火器等附件应完好无破损、无渗漏等情况。

7 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分为允许使用、停止使用:

a）允许使用：全部检验项目合格或修理后检验合格，在规定的检验周期内能安全使用。

b）停止使用：容器缺陷严重不能保证安全使用，不能继续用于储存危险化学品。

检验结束后应及时出具检验报告，报告格式参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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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常压容器检验意见通知书

（填写受检单位名称）：

经检验，你单位（填写容器名称）（容器内部编号： ），存在以下问题，请于 年 月 日

前将处理结果报送我机构：

问题和意见：

检 验 员： 日期：

授权签字人： 日期： （检验机构检验专用章）

受检单位接收人： 日期：

处理结果：

受检单位主管负责人： 日期： （受检单位章）

注：本通知书是作为检验中发现问题，需要受检单位进行处理而出具，一式三份，一份检验机构存档，两份送受

检单位，其中一份受检单位应当在要求的时间内返回给检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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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 录 B

容器的修理

B.1 修理单位应有与其修理工作相适应的技术力量、工装设备技术质量规章制度和修理质量管理

体系。

B.2 修理单位在进行主要部件修理前，应制定修理方案和返修工艺，并经检验机构审查同意。

B.3 修理过程应接受使用单位和检验机构监督。

B.4 修理合格后由修理单位出具修理质量证明书，修理合格后由原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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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附 录 C

壁厚校核

C.1 壁厚校核按容器的原设计规范进行，如原设计规范不清楚时按JB/T 4735-1997 标准校核。

C.2 当校核部位材质不明时，按Q235 材料强度级别校核。

C.3 受内压作用的容器除考虑其工作时最高表压力外，还应考虑液体的静载荷和其它外加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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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附 录 D

检验报告格式

报告编号：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

定期检验报告

使用单位：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工作介质：

检验日期：

下次定期检验日期：

检验机构：

检验机构地址： 邮编：

电 话 ：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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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检验机构对检验的公正性和抽样的真实性及检验工作质量负责。

2、本检验报告一式二份，正本一份交使用单位，副本一份检验机构存档。

3、本检验报告书无检验、审核、批准的人员签章和检验机构的检验专用章无效。

4、复制本报告未重新加盖检验机构的检验专用章无效。

5、受检单位对检验结果如有异议，应在收到本检验报告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检验机构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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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 号 报告名称 页码

表 D.1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检验结果报告

表 D.2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资料审查报告

表 D.3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宏观检查报告

表 D.4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壁厚测定报告

表 D.5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磁粉检测报告

表 D.6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渗透检测报告

表 D.7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射线检测报告

表 D.8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超声波检测报告

表 D.9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接地电阻测试报告

表 D.10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安全附件检验报告

表 D.11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压力（渗漏）试验报告

注：出具报告时，从封面起按此序号顺序装订，未检验项目则空缺，并在此目录的序号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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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检验结论报告

报告编号：

使用单位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容器名称 设备编号

工作介质 结构形式

检验依据 DB42/T650—2010《钢制固定式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定期检验规范》

本 次

检 验

项 目

□资料审查 □宏观检查 □壁厚测定 □磁粉检测 □渗透检测

□射线检测报告 □超声波检测 □导静电装置及接地电阻测试 □通气阀试验 □仪

表及附件检查 □压力（渗漏）试验 □（其它）

存 在

的 问

题 和

建 议

对检出缺陷的性质、尺寸、位置描述及处理意见：

检验结果 ○允许使用 ○停止使用

结果说明

下次检验

日 期

检 验 审 核

检验机构专用章

审 批 日 期

注：1此报告签字不齐和无检验机构印章无效。

2未经本单位同意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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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资料审查报告

报告编号：

设计单位 设计日期

制造单位 制造规范

制造日期 产品图号

安装单位 投用日期

容器规格 （径×长） mm 公称容积 m3

主体结构 封头形式

设计压力 MPa 实际使用时间 年 月

设计温度 ℃ 通气阀型号/规格

主体材质 封头： 筒体： 通气阀数量 只

材料厚度 封头： mm筒体： mm 液面计型式

腐蚀裕度 mm 实 际

操 作

条 件

压力 MPa

防腐形式 温度 ℃

防腐材料 介质

资料审查问题记载：

检 验： 审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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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宏观检查报告

报告编号：

容器名称 容器编号

检查项目、内容及检查结果（缺陷位置详见附图）

序

号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单项评价 备注

1

外观

检查

容器本体表面裂纹

2 容器泄漏

3 容器变形

4 容器本体机械损伤

5 容器表面腐蚀

6 防腐衬里层脱落、老化、鼓包、脱层、

裂纹、损伤、微孔渗漏等

7 焊缝表面裂纹

8 焊缝表面气孔、夹渣、弧坑

9 立式圆筒形储罐底板腐蚀、变形、底板

与壁板角焊缝外观质量

10 容器基础紧固螺栓锈蚀、松脱；基础或

支撑物是否下沉、开裂

11 容器接管角焊缝裂纹、泄漏等

12 其他

13

结构

检查

封头型式 m

14 封头与筒体连接型式

15 焊缝布置

16 人孔和液体进出口

17
加强装置（加强板与被加强母体材料间

隙不得大于 2mm）

18 其他

19
几何

尺寸

检查

焊缝错边 纵 mm 环 mm

20 焊缝棱角度 纵 mm 环 mm

21 焊缝余高 mm

22 其他

问题说明：

检验结果：

检 验： 审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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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壁厚测定报告

报告编号：

容器名称 容器编号 材 质

仪器型号 仪器精度 仪器编号

耦 合 剂 表面状况 砂磨 实测点数

公称壁厚 ｍｍ 实测最小壁厚 封头 ｍｍ；筒体 ｍｍ

测厚点部位图：

测厚记录（表格不够时，可增加续页） mm

测点编号

测点厚度

测点编号

测点厚度

测点编号

测点厚度

测点编号

测点厚度

测点编号

测点厚度

检测结果：

检 验： 审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注：

第 页 共 页

表 D.5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磁粉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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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

容器名称 容器编号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磁粉类型 磁悬液

灵敏度试片 磁化方法

提升力 N 喷洒方法

检测标准 检测比例 ％ mm

检测部位（区段）及缺陷位置示意图：

磁粉检测结果评定表（表格不够时，可增加续页）

区段编号 缺陷位置 缺陷磁痕尺寸 mm 缺陷性质 评定 备注

检测结果：

检 测： MTⅡ№:TS 审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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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6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渗透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容器名称 容器编号

渗透剂型号 表面状况

清洗剂型号 环境温度 ℃

显像剂型号 对比试块

渗透时间 min 显像时间 min

检测标准 检测比例 % mm

检测部位及缺陷位置示意图

渗透检测结果评定表（表格不够时，可增加续页）

区段编号 缺陷位置 缺陷痕迹尺寸 mm 缺陷性质 评定 备注

检测结果：

检 测： PTⅡ№:TS 审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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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7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射线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源种类 增感方式 探伤机型号

仪器编号 管电压/源活度 kV/Ci 管电流 mA

象质计型号 象质计指数 透照方式

曝光时间 min 焦距 mm 焦点尺寸 mm

胶片类型 底片黑度 检测比例 ％ mm

检测标准：

检测部位（布片示意图）：

射线检测底片评定表（表格不够时，可增加续页）

底片编号 一次透照长度 mm 缺陷位置 缺陷性质及缺陷尺寸 mm 评定 备注

评片结果：

检测: RTⅡ№:TS 日 期: 年 月 日

评片： RTⅡ№:TS 审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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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8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超声波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检测仪器型号 检测仪器编号

探头型号 试块型号

评定灵敏度 dB 检测方法/扫查面

耦合剂 补偿 dB

检测标准 检测比例 ％ mm

检测部位（区段）及缺陷位置示意图：

超声波检测结果评定表（表格不够时，可增加续页）

区段编号 缺陷位置
缺陷埋藏深

度 mm

缺陷指示长

度 mm

缺陷高度

mm
缺陷反射波幅

评定

级别
备注

检测结果：

检 测： UTⅡ№:TS 审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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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9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接地电阻测试报告

报告编号：

容器名称 容器编号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测量精度

测点位置 实测点数 点

测点位置图：

测点数据（Ω）：

测点编号

实测值

测试结果：

检 验： 审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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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0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安全附件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

容器名称 容器编号

压力表

量程 MPa 精度 级 数量

有效期 铅封 外观

液面计

型式 数量 容器充装量 m
3

安装位置 外观 误差

温度计 型号 有效期 外观

阻火器 型号 外观

通气阀 型号规格 数量 外观

通气阀性能试验

试验装置 测量

系统

压力表 量程： MPa,精度：

设备编号 真空表 量程： MPa,精度：

通气阀编号 出气阀开启压力 (kPa) 进气阀开启压力 (kPa) 评 定

其他阀门、附件检验：

安全附件检验结果：

检 验： 审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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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1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存容器压力（渗漏）试验报告

报告编号：

容器名称 容器编号

试验压力 kPa 主体材质

试验介质 介质温度 ℃ 环境温度 ℃

压力表 kPa 量程 精度 机泵型号

试验过程记录：

升压速率： kPa /min

保压时间： min

检查压力： kPa

试验过程曲线：

T(min)

试验结果：

检 验： 审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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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使用单位或者检验机构对容器的安全状况有怀疑的。


	4.4  经检验发现不允许的缺陷，检验机构应发出检验意见通知书（见附录A）通知使用单位，使用单位应按附录B

	5  检验前的准备
	5.2  容器内部介质必须排放、清理干净，用盲板从被检容器的第一道法兰处隔断所有液体、气体或者蒸汽的
	5.3  储存酸性或碱性介质的罐体，必须进行中和、清洗；储存易燃、助燃、有毒介质的罐体，必须置换、消
	5.4  对需要检验的罐体表面，特别是腐蚀部位和可能产生其它缺陷的部位，应彻底清除任何有碍检测的附着
	5.5  有保温层的容器，根据检验需要可全部或局部拆除保温层。当能够进入容器内部检查时，并证明容器表
	5.6 检验用照明电源电压应符合GB/T 3805-1993规定。
	5.7  进入容器内部检验时，容器内部空间的气体含氧量应当在18%～23%（体积比）之间。必要时，还应当配
	5.8  应根据容器的具体情况搭设安全牢固的检验脚手架。
	5.9  容器内部检验时应设外部监护人，监护人应由有经验的人员担当。监护人应认真负责，并与容器内部人员保持

	6  检验要求
	6.1  资料审查 
	a) 相应技术标准中规定的全部竣工资料及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许可资料；对报检时不能提供危险化学
	b) 容器基础的设计施工图纸；
	c) 容器的修理和改造记录；
	d) 容器的运行记录，包括储存介质成份及其变化情况、最大液位水平、操作温度变化范围、可能发生的过载或
	e)历次检验报告、安全评价报告；
	f) 使用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或任命文件；
	g) 其他有关资料。

	6.2  宏观检查


	不应采用十字焊缝，相邻筒节的纵焊缝弧长距离或封头拼接焊接接头的端点与相邻筒节纵焊缝弧长距离均不应小于
	筒节的长度应不小于300 mm。
	容器纵向对接接头的对口错边量应不大于对口处名义厚度的1/4倍，且不大于3mm；环向对接接头的对口错边
	6.3  容器壁厚测量
	6.3.1测定位置应当有代表性和足够的测定点数。测定后标图记录，对异常测厚点做详细标记。
	6.3.2壁厚测量点的位置，一般应当选择以下部位： 
	a）液位经常波动的部位；
	b) 易受腐蚀、冲蚀的部位；
	C）制造成型时壁厚减薄部位和使用中易产生变形及磨损的部位；
	d）表面缺陷检查时，发现的可疑部位；
	e）接管部位；
	f）立式圆筒形储罐底板及底圈壁板。

	6.3.3对容器壁厚减薄情况不明时，应有针对性进行多点测量。对于只能进行内部检验的埋地容器和立式圆筒型储罐的底
	6.3.4厚度要求
	6.3.4.1当检验人员对容器的强度、稳定性和刚度有怀疑时，应按附录C对容器进行壁厚校核。
	6.3.4.2  圆筒形容器壁厚除应满足强度、稳定性和刚度的要求外，还应满足JB/T 4735最小壁厚的要求：对碳
	6.3.4.3 立式圆筒形储罐壁厚除应满足强度、稳定性和刚度的要求外，还应满足下列最小壁厚的要求：


	6.4  无损检测
	6.4.1  采用磁粉或渗透检测方法检查容器内部焊接接头表面缺陷，如发现容器在使用过程中有严重的表面
	6.4.2  对容器的纵、环焊接接头、开孔接管的角焊接头、T型接头及其它宏观检查的怀疑部位进行表面无
	6.4.3  无损检测按JB/T 4730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不允许存在裂纹性缺陷。对其它缺陷，根据
	6.4.4  对立式圆筒形储罐底板检测时, 检验人员和使用单位认为必要，可采用JB/T10765-2
	6.4.5  检验人员和使用单位认为必要时，可采用JB/T10764-2007在做压力试验时或利用储

	6.5  压力（渗漏）试验
	6.5.2  液压试验
	6.5.2.1  试验时使用两块经检定合格且量程相同的压力表，其精度不低于2.5级，量程为试验压力的
	6.5.2.2  试验液体的温度应当不低于5℃。 
	6.5.2.3  试验压力应符合相应容器的技术规范要求。卧置密闭容器一般取最高工作压力的1.25倍和
	6.5.2.4  试验前，应在容器顶部设置排气孔，进液时将容器内气体全部排尽。试验过程中应保持容器外
	6.5.2.5  试验时，应缓慢升压，达到规定的试验压力后，保持时间应不小于30 min，同时检查所
	6.5.2.6  试验完毕后，应立即将液体排除干净，并使之干燥。

	6.5.3煤油渗漏试验
	6.5.4气密性试验
	6.5.5立式圆筒形储罐罐底焊缝严密性试验

	6.6  接地电阻测试
	6.6.1  使用接地电阻测量仪，对每个容器单独测量。当容器几何容积不小于50m3时，测量点应不少于
	6.6.2  加油站埋地容器的防静电接地应符合GB50156—2002中10.2和10.3的规定。

	6.7  通气阀试验
	6.7.1  密闭储存危险化学品液体的容器，为防止装卸物料时内部压力增大或降低（真空）导致容器失效，
	6.7.2  通气阀外观应完好，合格证、铭牌应齐全完整。易燃、易爆介质用通气阀应具有阻火功能。
	6.7.3  在试验台上，分别对通气阀的出气阀和进气阀进行测试，其结果应符合原设计要求。如缺少原设计

	6.8  仪表及附件
	6.8.1  罐体上选配的液面计、压力表、温度计及其他仪表等附件均应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并应有经计量检
	6.8.2  容器的阀门 、通气管、油气回收管、进出口阀、阻火器等附件应完好无破损、无渗漏等情况。

	7  检验结果
	a）允许使用：全部检验项目合格或修理后检验合格，在规定的检验周期内能安全使用。
	b）停止使用：容器缺陷严重不能保证安全使用，不能继续用于储存危险化学品。
	检验结束后应及时出具检验报告，报告格式参见附录D。


	附　录　A常压容器检验意见通知书
	附　录　B容器的修理
	B.1　修理单位应有与其修理工作相适应的技术力量、工装设备技术质量规章制度和修理质量管理体系。
	B.2　修理单位在进行主要部件修理前，应制定修理方案和返修工艺，并经检验机构审查同意。
	B.3　修理过程应接受使用单位和检验机构监督。
	B.4　修理合格后由修理单位出具修理质量证明书，修理合格后由原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

	附　录　C壁厚校核
	C.1　壁厚校核按容器的原设计规范进行，如原设计规范不清楚时按JB/T 4735-1997标准校核。
	C.2　当校核部位材质不明时，按Q235材料强度级别校核。
	C.3　受内压作用的容器除考虑其工作时最高表压力外，还应考虑液体的静载荷和其它外加载荷。

	附 录 D检验报告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