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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油气采祥的可靠性和可比性，保证作业环境、劳动条件评价和防毒工程措施评价的科学性，

根据国内原油、成品油在生产、贮运、使用过程的性质及特点，参考国内外有关标准、研究工作以及实验

室的实际验证实验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安全监督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敏燕、徐宏伟、张远平。

    本标准委托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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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采样方法 .1T/T 315一 1997

Sampling method of oil vapour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原油、成品油油气的采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原油、成品油在生产、贮运、使用过程中逸散出气体的采集。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在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723。一87 气体检测管装置

    GB 13733-92 有毒作业场所空气采样规范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油气 oil vapour
    原油、成品油在生产、贮运、使用过程中逸散出的气体，包括蒸气和气溶胶，化学组分为C3}CIc的烃

类物质 。

原理

    一定体积的油气样品被抽过装有活性炭的采样管，油气组分可被吸附，带回实验室经加热解吸，定

量注入气相色谱中进行分析。

器材

5.1 采样动力

    在非爆炸性气体环境中，使用经标准皂膜流堂计校对过的具有稳定低流量(0. 1L/min-1. 5L/min)
的电动采样器;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宜使用符合GB7230的手动采样器，采样器应在连接活性炭采样

管的条件下，定期校对，误差小于15 0a

5.2 活性炭采样管

    采用外径6mm、内径4mm、长105mm的玻璃管，内装100mg经400 C下活化4h的椰壳活性炭(20

-40目)，用玻璃棉塞紧，玻璃管两端熔封 整个制备过程应保持在清洁环境中.以防污染。熔封管可长

期保存。

    活性炭采样管可重复使用3次。重复使用前，抽查10%，其空自值应小于或等于初次使用时的空白

值。将两端玻璃棉压紧后，套上塑料帽可短期保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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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除湿管

    在内径4mm、外径6mm、长l00mm的玻璃管中，装入20̂-40目变色硅胶200mg，两端用玻璃棉塞
紧，玻璃管两端拉成锥形，用塑料帽盖紧，用后在清洁空气中110℃下烘干2h,
5.4 热解吸装置

    热解吸装置主要由加热器、控制器、测温表及气体流量控制器等部分组成。控温范围为200,C

400'C，解吸气体为氮气或清洁空气，流量控制范围为50mL/min-loomL/min，所用热解吸装置结构应

使活性炭采样管能方便地插入，并应保证活性炭受热均匀。

55 其它仪器

    温湿度计、气压表、风向仪、风速仪、马福炉。

6 果样

6.1采样点的设定、采样频率、采样时机均应执行GB13733的规定。

6.2 对油气逸散源的采样，应采用两根活性炭采样管串联采样;或采用注射器集气采样法，当天分析。

了 采样橄作程序

7.1 采样前应确保采样体系不漏气，活性炭采样管应与热解吸器匹配。

了.2 对活性炭采样管进行编号。

7.3 采样前截断活性炭采样管的两端，内径不小于2mm,

7.4 将活性炭采样管与采样器连接。

7.5 当空气相对湿度大于60写时，在活性炭采样管前通过乳胶管连接除湿管。

7.6 活性炭采样管应处于垂直位置，拉动手动采样器若干次，每次拉动间隔时间为30，左右;或开启电

动采样器，调整好流速，流速宜控制在0. 2L/min-1. OL/min,
7.7采样体积:手动采样器为0. 1L-1. OL;

              个体采样器为1. OL̂-10L.
7.8 采样停止前应再次检查流速，采样后立即用塑料帽将活性炭采样管的两端封闭，适当捆绑、包装，

避免挤压，以确保携带安全。

8 采样记录

    采样时应填写采样记录表，采样记录表见附录A(标准的附录)。

9 样品保存

    活性炭采样管存放时，应避免高温、潮湿和直晒，放在密封干燥的金属或玻璃容器里，4̀C ̂-25℃下

可保存5天，00C-4̀C 下可保存2个月。

10 样品解吸

10.1 开启热解吸装置，使温度恒定在300C.

10.2 用经检验合格的100mL医用注射器作为解吸气体接收器。使用前，将其与热解吸装置出口连接，
用备用M-性炭采样管检查，确保体系不漏气。

10.3 选高纯氮气或清洁空气作载气，流速为50mL/min-IOOmL/min。当温度恒定后，关闭载气，插人

活性炭采样管(注意采样时的进气口与解吸气体接收器连接)，预热30s，打开载气，注射器同时接收解
吸气体至满刻度，此时应再次检查解吸体系是否漏气，漏气时的数据要舍去。

11 空 白

11.1 空白试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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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采样条件(如时间、地点)，不同批号的活性炭采样管均应分别做空白试验，并与样品同步进

行 。

11.2 空白校正

    由于空气中含有一定量的c�c:气体，该气体不被活性炭采样管所吸附，造成空气空白往往大于解

吸空白。因此，应分别测定并作相应校正。

12 解吸效率

    为保证油气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各实验室均应做解吸效率实验，解吸效率的测定与计算见附录

s(标准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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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标准的附录 )

采 样 记 录 表

油品名称 : 总编号(采样点):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

采样仪器型号 装卸工艺特点:

采样布点 布点图要求

I.作业场所面积

2.生产示意图

3.逸散源位置

4.通风净化措施位置及运行状况

5.操作人员位置

6.采样点位置

祥品号与

采样管编

号 一致

采样
点位置

采样

时}司

现场气象条件 采样情况   测定

  结果

(mg/m')

温度 压 力 湿度 风速 风 向 采气流量 采气时间 采气总量

(C) (kPa) (%) (m/s) (L/min) (min) (I)

采徉 单位 采样 日期 : 采样人 员:



附录B(标准的附录)

解 吸效 率

Bi 解吸效率测定

    每个实验室均应在标准曲线的浓度范围上，针对不同批号的活性炭采样管选三个点(通常为。5,

1.012.。倍的卫生标准)做解吸效率实验，每个浓度点应做5-6次，并用解吸效率对测定结果进行校

正，解吸效率应达75%以上。

B2 解吸效率D的计算

n_解吸后测得的标样量(f'&)./，    nos
L，一一而仄丽丽甭画五万一n ivv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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