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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 化 工产 品 采样 通 则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气体化工产品采样的基本原理、采样方案、采样设备和采样技术。

本标准适用于气体、液化气体化工产品采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6678--2003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3723-1999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idt ISO 3165:1976)

    GB/T 4650-1998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词汇(idt ISO 6206:1979)

    GB 16692 便携灶用丁烷气瓶

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部位样品 spot sample

    从物料的特定部位或在物料流的特定部位和时间采得的一定数量或大小的样品。它是代表瞬时或

局部环境的一种样品

3.2

    混合样品 composite sample

    将采集的一组样品混合在一起得到的样品

3. 3

    间断样品 intermittent sample

    一种从物料流中间断取得的样品

3.4

    连续样品 continuous sample

    一种从物料流中连续取得的样品。

3.5

    样品容器 sample container

    用于储存和运送样品的容器。

3.6

    采样设备 sample equipment

    可携带的或固定的用于采取样品的设备

3.7

    液化气体 liquefied gas

    在环境温度和压力适当的情况下，能以液相贮存和输送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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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述

    许多气体化工产品的分析是在仪器上进行的，通常把采样步骤与分析的第一步相结合，但有时还

需要在一单独容器中采取个别样品。气体采样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较少些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较多。

气体容易通过扩散和湍流而混合均匀，成分上的不均匀性一般都是暂时的;气体往往具有压力、易干渗

透、易被污染和难以贮存 本标准致力于一般情况下气体采样的设备和技术。

5 采样方案

5. 1 方案内容

    采样方案包括以下内容:采样单元数(按GB/丁6678-2003中第6.6条和第10章规定);样品类型及

样品量:采样时间、地点、位置;采样方法、步骤和使用的工具等。除瓶装气体外，大部分气体是由管道输送

的，因此采样与时间、流速的关系较大，与采样量的关系较小。在制定采样方案时应考虑下面两个问题:

    a) 采样目的决定采样的类型;

    b) 样品气是处于静态还是流动态

5.2 采样的类型及有关事项

    采样的类型有部位样品、混合样品、间断样品或连续样品。

    最小采样量根据分析方法、被测成分的含量范围和重复分析的需要而定

    依体积计量的样品，必须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体积

53 钢瓶中压缩或液化气体

    钢瓶中的压缩气体基本上是均匀的，采样方案应考虑容器间特性值的差异来选择采样数

(见GB/T 6678)。

    加压状态的液化气体样品根据贮运条件的不同，可分别从成品贮罐、装车管线、卸车管线或钢瓶中

采取。在成品贮罐、装车管线和卸车管线上选定采样点部位的首要因素是必须能在此点采得代表性的

液体样品。由于各种液化气体成品贮罐结构不同，当遇到有的成品贮罐难以使内装的液化气体产品达

到完全均匀时，可按供需双方达成协议的采样方法和采样点采取样品

5.4 贮罐中的气体

    大型贮罐中的气体在不断得到补充的情况下，通常以采取部位样品或在气体离开贮罐出口进行间

断或连续采样。

5.5 管内流动的气体

    引起管内气体特性值差异的原因有:

    a) 气体在断面上不同流动态引起的分层;

    b) 气体在生产过程中，特性值的周期或间断性波动;

    c) 以上两因素的综合作用。

    可采取断面上不同点的样品，检测后确定采样的最佳位置(一般在管中心1/3半径的断面内)。

6 采样设备

    采样设备包括采样器、导管、样品容器、预处理装置、调节压力或流量的装置、吸气器和抽气泵等

对分析之前接触样品的设备材料有如下要求:对样品气不渗透，不吸收，在采样温度下无化学活性，不起

催化作用，机械性能良好，容易加工连接。见表1和表2

    对于污染样品的部件，例如湿式流量计应安装在分析仪器之后。

6.1 采样器

6.1.1 硅硼玻璃采样器

    使用温度不得超过45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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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耐火采样器

    通常用透明石英、瓷器、富铝红柱石或重结晶的氧化铝制成。它们易碎，若无底座在高温下会变形，

除石英外受到突然的温度变化会破裂。石英采样器可在温度900℃以下长期地使用，在1 100℃时尽管

有失去透明性的趋势，仍可使用。在最高温度1 500℃可短期使用。

    由于热灰颗粒能与石英熔融造成采样器的毁坏，石英质采样器可用合金钢保护套保护，但在石英采

样器两端可露出几厘米，不加保护。并推荐将采样器捆上石棉线作绝热层再插人护套中。

    珐琅质采样器一般能耐1 400℃高温，但易受热灰所侵蚀。氧化铝瓷器适于在1 500℃连续使用，富

铝红柱石可在1 700℃使用，而重结晶的氧化铝可在1 900℃使用。

                                表 1 不同材料对气体的适应性

材 料
适 应 性

稀有气体 O, SO, 烃类 CO,CO, CI(干燥) 习O,NO, H, S

  铜/黄铜

  不锈钢

    玻璃

天然橡胶

丁基橡胶

聚四氟乙烯

    铝

a

a

a

c

a

a

a

a

a

a

C

b

b

b

c

a

a

C

C

a

b

b

a

a

C

C

b

a

a

a

a

C

b

b

a

C

b

a

C

l1

b

b

C

b

a

C

C

b

b

1:

注 a表示合适，b表示有保留，c表示不能用.

表 2 分析不同气体所需采样管、导管等的材料

分析气体、共存气体 采样管、导管的材料 包装材料 过滤材料

          嗅

          酚

          毗咙

          苯

        丙烯醛

          光气

      二硫化碳

          硫醇

      一氧化碳

          氮

硫的氧化物及二氧化物

      氮的氧化物

        氟化物

          氯

        氯化氢

        硫化氢

        氰化氢

      1,2,6

    1,2,4,6

      1,2,6

      1,2,6

      1,2

    1,2,4,6

      1,2,6

    1,2,4,6

  1,2.4,5,6,7

1,2,3,4,5,6,7

  1,2,4,5,6,7

  1,2,4,5,6

      4,6

  1,2,5,6,7

  1,2,5,6,7

  1,2,4,5,6,7

1,2,4,5,6,7

  6,8

  6,8

  6,8

  6,8

  6,8

    6

6,8,9

  6

    6

6,8,9

    6

    6

    6

    6

  6

  d、e

  d,e

  d,e

  dle

  d,e

  d,e

  d,e

  d

  d,e

d,e,f

d,e,f

  d,e

  f

d,e,f

d,e,f

d,e,f

d,e,f

注:I-硬质玻璃;2一石英;3一普通钢 4 不锈钢痴-陶瓷;6-氟树脂或氟橡胶;7-氯乙烯树脂 8一硅橡胶;

    9-氯丁二烯; d 无碱玻璃棉或石英棉;e一矿渣棉;f一无定型碳

    所用材料除考虑气体的性质外，还需考虑使用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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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金属采样器

    广泛使用。低碳钢在高于300℃易受气体腐蚀并能渗透氢气。在1工00℃的较高温度，可选用一种

适当的合金，但要注意大气的氧化、还原性能及热的样品气中硫含量对合金的稳定性有影响。

    制造采样器的材料取决于样品气的种类。不锈钢或铬铁可在 950℃使用。一些镍合金适于

1 150℃在无硫样品气中使用。用水冷却可减少采样时产生化学反应的可能性 可燃性气体，如含有可

燃成分的烟道气而且温度高到足以继续反应，或被热采样器所引爆，就特别需要这一措施。

    图1和图2为典型的式样，后者用作测定湿气或硫的氧化物。在保证不堵塞前提下，应选用最小直

径的气体采样管

单位为毫米

气体出口

口
门幻

十

丸2     I ’ 1 内2
- 一一 r 一---门叫 r -

图1 典型的水冷采样器

接水管

单位为毫米

此端插人排气管

50内径

水套管
采样管④

引线 磁环 外包石棉纸的透明石英管

球形石英接合口

约 12内径

镍铬合金线圈
采样管因 氧化铝水泥

图2 典型的带水冷套管的加热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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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导管

    导管采用不锈钢管、碳钢管、铜管、铝管、特制金属软管、玻璃管、聚四氯乙烯或聚乙烯等塑料管和橡

胶管 塑料管、乳胶管和橡胶管不能用于高纯气体的输送。高纯气体的采样，应采用不锈钢管或铜管，

管间用硬焊或活动连接，但必须紧密连接确保不漏 只有在要求不高时才能用橡胶或塑料管。

    磨口玻璃器具，磨口面上应很好地润滑，推荐采用硅酮润滑剂，无水羊毛脂也可用。高真空润滑油

在一般温度可用，温度较低时粘性不合要求不好用。纯凡士林不适于用作润滑剂。用凡士林、石蜡和生

橡胶或凡士林和松香按一定配方混熔可调制出良好的润滑剂。

6.3 样品容器

6.3. 1 玻璃容器

    两头带考克的采样管，带三通的玻璃注射器和真空采样瓶见图3一图5。

a)带直通活塞 b)带双斜孔活塞

            图3 玻璃采样管

图 4 带金属三通的玻璃注射器 图5 真空采样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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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金属钢瓶

    有不锈钢瓶、碳钢瓶和铝合金瓶等，有单阀型、双阀型、

容积管型采样钢瓶应在连通预留容积管的阀门上作有标志

非预留容积管型和预留容积管型。双阀预留

的是小钢瓶，容积为0. 1 L̂ -5 L，一般分耐高压和中压两类

两头带针形阀的比单头的使用方便。常用

。对含微量硫化氢或水等的样品不能较长

期保留

瓶专用

微量水的含量随钢瓶的压力和温度而变。钢瓶必须定期作强度试验和气密性试验 钢瓶要专

见图 6,

进人阀 进人阀

单阀型采样钢瓶 单阀预留容积

管型采样钥瓶

出口阀 D

出 口

提手

钢瓶主体

预留容积管

进人阀 C

进人阀

双阀型采样切瓶

                              (c) (d)

                                            图 6 小钢瓶

6. 3. 3 卡式气罐

    由金属材料制成，瓶口配有气密阀门，容积约为500 mL，其质量必须符合GB 16692的技术要求。

与适当的采样导管和接口相联接，可用于高压气体和液化气体的采样和样品贮存。这种卡式气罐在实

际采样工作中携带方便，经济实用。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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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卡式气罐

6. 3.4 液氮钢瓶

    由适宜的钢材制成，容积可为。. 5 L-10工J，带有一长一短双内管连通双阀门的瓶头，在瓶头上对

应于长管和短管的各阀门上应作好标志。液氯钢瓶经检验符合规定压力的水压试验和规定压力的气密

性试验后方准使用。液氯钢瓶可用于有毒化工液化气体产品如液氯等的采样 见图8(a), [U 8(b)

钢瓶尺寸根据容积
(1 L-10 L)而定

图8 液氮钢瓶

6. 3.5 金属杜瓦瓶

    由金属材料制成，隔热良好，用于从贮罐中采取低温液化气体(例如液氮、液氧和液氨等)的液体样

品。见图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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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液体或气体流向检验设备

排出阀

注人阀

引卜气 圈

螺旋口盖帽

7L铜杜瓦瓶

余属箱

取样的钢毛细管

                                            图 9

6.3.6 吸附荆采样管

    有活性炭采样管(见图10)和硅胶采样管

金属杜瓦瓶

活性炭采样管常用来吸收并浓缩有机气体和蒸气

活性炭 A段装100.R,B段装 m"活性炭

                                    图 10 典型活性炭采样管

6.3.7 球胆

    球胆采样有严重缺陷:球胆易吸附烃类等气体，易渗透氢气等小分子气体，故放置后成分会发生变

化。但因其价廉易得，使用方便，故在要求不高时尚可使用。用球胆采样时必须先用样品气吹洗干净

(至少吹洗三次以上)，采样后必须立即分析，应固定球胆专取某种样品。

6.3.8 塑料袋

    有聚乙烯、聚丙烯、聚醋、聚四氟乙烯或聚全氟乙丙烯制成的袋子。含氟袋子比球胆保存样品时

间长

6.3.9 复合膜气袋

    复合膜气袋优于塑料袋，适于盛装质量较高的气体。

6.4 预处理装置

    见7. 2"气体的处理”

6.5 调节压力和流且的装置

    高压采样，一般可安装两级型式的减压调节器。高压或中压采样，可在采样导管和采样器之间装一

个三通，将三通的一端连接一个合适的安全装置或放空装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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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兹瓶能在内压起伏约10' Pa的情况下，给出一个基本稳定的流速，见图llo

补偿式流量计，其流速是靠改变一个封闭排气管中的液体高度来调节的，见图lle

毛细管

气体

吸湿纸
放v

任意添加装置
用以克服在
华兹瓶毛细
产生冷凝而堵塞

液封管

的障碍
  \
      水 流量调节管

气休

                                      图 11 流f调节装置

66 吸气器和抽气泵

    常压采样常用橡胶制的双联球，但它排气能力低，容积小，某些蒸气与橡胶作用易使双联球腐蚀。

配有出气口阀门的手动橡皮球在使用上与双联球相似。也有用玻璃(或聚乙烯)瓶组成的吸气瓶。见

图 12

                                        图 12 吸气瓶

    使用水流抽引器可方便地产生中度真空。见图13。常用机械式真空泵，它可产生较高度真空。应

根据现有的条件，具体的采样要求来选择合适的装置

    有毒或易燃蒸气采样泵，其放空气应作适当处理或排放到安全区。在易燃、易爆地区操作的真空

泵，应符合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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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水流抽引器

7 采样技术

7.1 产生误差的因素和消除办法

    在采样前应预先分析产生误差的因素，从而采取措施使误差减少到最低程度。

    a) 因分层引起组成的变化。

    在直径较大的管道或容器中，流动速度较低的气体混合物常发生分层，各点的组成可能不同，需要

预先测量管道不同断面上的许多点，才能决定采样点的正确位置。在管道湍流源的下游采样最有利。

应避免在气体静止点采样(如靠近锐孔的下游、尖端障碍物和器壁处)。

    b) 在采样前应严格试漏 影响测定结果的漏气必须消除。

    c) 在取平均样品或混合样品时，流速变化会引起误差。应对流速进行补偿和调整

    d) 系统不稳定引起的误差和消除办法:如热的气体采样后在管内燃烧、爆炸或腐蚀管道;气体冷

        却到露点以下凝结并失去液体成分;气体中某些成分被液体溶解或被管壁吸收。以合适的冷

        凝或加垫部件的方法控制采样系统的温度，可减少上述因素所造成的误差。

    e) 采样导管过长引起采样系统的时间滞后，这样取得的样品没有代表性。应尽量采用短的、孔径

        小的导管。连续采样时，可加大流速;间断采样时，应在采样前彻底吹洗导管

    f) 封闭液造成的误差。

    先用样品气将封闭液饱和，以封闭液充满样品容器，然后用样品气将封闭液置换出去，从而在样品

容器中充满了样品气，完成采样操作。

    但由于气体组成改变、温度改变和振荡的影响，原来饱和的封闭液可能变成不饱和或过饱和，这就

会再溶解一部分气体或释放一部分气体，从而导致样品气组成的改变

    常使用水、稀酸或盐的水溶液作封闭液 应仔细选择封闭液以避免微分溶解效应 表3为工业气

体在水中的溶解度。汞对一般气体溶解度小，但易与含硫、卤化合物等反应，而且毒性大、价格高，用作

封闭液也不理想。气体在稀酸或盐水中溶解度比在水中小，但微量杂质溶于稀酸或盐水中影响检出。

因此本法只能用于常量分析。工业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见表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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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业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

气 体 溶 解 度

  氮气

  氧气

  氢气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硫化氢

  甲烷

  乙烷

  乙烯

  乙炔

0.014 0

0.027 7

0.017 2

0.020 9

  0. 739

  2.225

0.029 4

0.041 5

0. 106 4

  0.811

注:溶解度— 在25℃和101 325 Pa压力下测量出的气体体积毫升数，它与1 mL水达到溶解度平衡。

72 气体的处理

7.2.1 处理的目的、步骤

    为了使气体符合某些分析仪器或分析方法的要求，需将气体加以处理。处理包括过滤、脱水和改变

温度等步骤。

7.2.2 过滤

    装一个过滤器或阱(见图14和图15)，可分离灰、湿气或其他有害物，但应以试验证实所用的干燥

剂或吸收剂不会改变被测成分的组成。颗粒的分离装置主要包活:

    a) 栅网、筛子或粗滤器，可用金属织物、多孔板、烧结块或熔渣物、层片物质制成，能机械地截留

        较大的颗粒(粒径大于2. 5 }gym) o

    b) 过滤器由金属、陶瓷或天然与合成纤维的多孔板制成。

    c) 各种专用的装置:磁的或电的装置、冲击器、鼓泡器、洗涤器、冷凝器、旋风器等。

    为防止过滤器堵塞，常采用滤面向下的过滤器装置。

排气 排气

  }
样品容器

排气

送气

图 14 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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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

毛毡 多孔金属

进口~ 出口

纸过您器夹

毛毡坐垫型表面过滤器

a)灰尘过滤器的两种式样

单位为毫米

带四排孔，每排 19个，每个孔径6 多孔回筒 直径

气体进口一 一 出u 1

丁

旧卜;d125

b)筒状过滤器

                                          图 15 过滤器

7.2.3 脱水方法

    脱水方法的选择一般随给定样品而定。脱水方法有以下四类:

    a) 化学干燥剂 常用的有氯化钙、硫酸、五氧化二磷、过氯酸镁、无水碳酸钾和无水硫酸钙 在最

        佳条件下被干燥空气中水的极限值见表40

                                表4 被干燥空气中水的极限值

千 燥 剂 水的极限值[在标准状态下((00C,101 325 Pa)每立方米被干燥空气中的毫克数己

  五氧化二磷

熔凝的氢氧化钾

无水高氯酸钾

  无水硫酸钙

熔凝的氯化钙

粒状的抓化钙

小于0. 02

      2

      2

      5

    340

  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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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吸附剂 比表面积大，通常为物理吸附。常用的有硅胶、活性氧化铝及分子筛。吸附剂的吸附能

    力取决于使用前的干燥度、气体进人的状态、使用的压力和温度。吸附剂可能吸附气体的其他成

        分。该成分在以后的步骤中可能被气体的其他成分脱附或置换影响气体样品的组成。

    c) 冷阱 对难凝样品，可在。℃以上几度的冷凝器中缓慢通过脱去水分。过程的效率依赖于冷

        凝器的几何形状和工作状态即气流速度和温度。其缺点是某些成分溶解于形成的冷凝液中。

    d) 渗透 用半透膜让水分由一个高分压的表面移至分压非常低的表面。此膜形成为一组管子，

        待干燥的气体在其中通过，干吹洗气在外夹套中通过。在正常操作条件下，有良好的选择性，

        但在每一种单独情况下需要校验气体的渗透性比水蒸气低

7.2.4 改变温度

    气体温度高的需加以冷却，以防止发生化学反应。在可能冷凝为液体的场合，采样导管应往下倾斜

连至冷阱(最小梯度1/12) 0

    为了不使某些成分凝聚，有一时也需加热，如煤气管旁用水蒸气加热以防蔡等凝聚堵塞管道。

7. 3 导管(包括采样器)的处理

    导管内壁要除去润滑剂、油脂、固体渣粒和其他污染物。在采样前还要除去管内残留的气体和痕量

湿气。防止表面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吸附和被残留气体污染。

7.3. 1 表面的处理

    可用化学方法(酸洗、碱洗、钝化或用其他类似的化学表面剂处理)或机械方法(如超声波的方法)进

行净化。金属容器、金属导管内壁进行抛光处理。玻璃容器内用硅烷化试剂处理能减少吸附性。

7. 3.2 导管的清洗

    导管的清洗方法随气体存在的量、压力等而定。一般用10倍以上体积的气体清洗。若样品气体积很小，

可采用真空采样或置换封闭液的方法。若气源是处在负压情况下，可用一个合适的吸气器或泵来采样。

7.3.3 间断的清洗

    减压器、阀和导管都有一定的死体积，使用简单清洗操作并不非常有效。因为残留气体和痕量湿气

在死体积中停留并缓慢扩散人被送人的气体中，采取反复增减压力的清洗操作效果更好。见图16e

一 管道和死体积中充满了一个大气压的空气;

  单一清洗，当空气从管道中排出而未从死体积中排出

3— 压力升高时，残余空气被压缩到管尾的“死胡同”中;

4— 当维持压力时，空气扩散入清洗气中;

5— 气体排出并带出一些残余空气.

                    图 16 间断的清洗— 波顿管的反复清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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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试漏

    导管、螺纹连接或焊接处都应试漏，经过装卸的部件更应试漏。分段试漏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试

漏方法有:

    a) 将系统加压或减压，然后关闭出口，观察压力计(或流量计)的变化;

    b) 将系统加压，用表面活性剂(如肥皂水、洗涤剂溶液)涂抹所有连接点;

    c) 真空管线可用高频火花放电器或氦质谱探漏仪检查

7.5 部位样品的采样

7.5. 1 略高于大气压的气体

    将清洁、干燥的采样器连到采样管路，打开采样阀，用相当于采样管路和容器体积至少10倍以上的

气体清洗，然后关上出口采样阀再关上进口采样阀，移去采样器。

7.5.2 高压气体

    应先减压(装调压器、针阀或节流毛细管等)至略高于大气压，再照7.5.1采样。

7.5.3 等于或低于大气压的气体
    将采样器的一端连到采样导管，另一端连到一个吸气器或抽气泵。抽人足量气体彻底清洗采样导

管和采样器，先关采样器出口再关采样器进口采样阀，移出采样器

    若采样器装着双斜孔旋塞，可在连到采样器前用一个泵将采样器抽空。清洗采样器后，通过旋塞的

开口端转到抽空管，然后在移去采样器之前转回到连接开口端。

    可用定型的采样仪，在规定时间内采取固定流速的气体样品。

7. 6 连续样品的采样

    在整个采样期内需要保持同样速度往样品容器充气。

7.7 间断样品的采样

    间断样品的采样常用手动操作。也可用电子时间程序控制器接到气体采样系统，控制固定间隔时

间自动采样

7.8 混合样品的采样

    混合样品的采样方法通常有两种:

    a) 分取混合采样法

    将不同容器内的气体分别按气体的体积采取等比例的气体样品，然后将其混合 此混合物可代表

这几个容器内的气体混合后得到的样品。

    b) 分段采样法

    对一种气流，按规定距离由几个采样点采取部位样品，同时在每一个采样点测量气体的流速。逐个

分析这些样品，棍合样品中某一成分R的平均浓度可由下式(1)计算。

V, X 十VX:十V X3+⋯⋯+ VnXn
V +叭 十V3十⋯⋯ 十V,

    式中:

    V .V .V I...... .V— 采样点的气体流速(成正比);

  XI , Xz . X3 ........ Xn— 成分的相应比例。
7.9 高纯气体的采样

    高纯气体应每瓶采样。需用15倍以上体积的样品气置换分析导管。

7. 10 液化气体的采样

    气体产品通过加压或降温加压转化为液体后，再经精馏分离而制得可作为液体一样贮运和处理的

各种液化气体产品。几种不同类型液化气体产品的采样方法分述如下:

7. 10. 1 石油化工低碳烃类液化气体产品采样

    根据检验需要的试样量，选用不同规格型号的采样钢瓶或卡式气罐，常用的石油化工低碳烃类液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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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产品的采样设备见6. 3. 2和6. 3. 3。采样钢瓶应保持清洁干燥，对于非预留容积管型的采样钢瓶应

在采样前称定其皮重。卡式气罐应用待采物料冲洗至少3次。用待采物料冲洗采样钢瓶后，采取液体

样品约至采样钢瓶容积的80%

7.10.1.1 冲洗导管和采样器

    将采样钢瓶连接到采样口的管线上，如图17所示。各连接处须严密不漏。通过打开或关闭控制阀

和排出阀用待采物料充分冲洗导管。通过开或关控制阀、排出阀和进人阀充分冲洗单阀型采样钢瓶，单

阀型采样钢瓶在冲洗前，可经连接在排出阀上的真空抽气系统进行适当的减压，以利冲洗顺利进行.同

样冲洗双阀型采样钢瓶。

双阀预留容积
管熨采样钢瓶

试样

进人阀

进入阀

试样
控制阀

排出阀

                (b)

图 17 导管和采样器的冲洗

7. 10. 1.2 采取样品

    冲洗后的单阀采样钢瓶经连接在排出阀上的真空抽气系统进行适当减压后，通过打开或关闭控制

阀和进人阀采满液体样品 冲洗后的双阀型采样钢瓶通过打开或关闭控制阀、进人阀和出口阀采满液

体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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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3 调整采样t

    取下采满液体样品的钢瓶，按下法调整采样量。对于非预留容积管型采样钢瓶，放出过多的液体样

品，用称量法调整液体样品约为采样钢瓶容积的80%。对于预留容积管型采样钢瓶，将钢瓶垂直竖立，

使预留容积管在上面，轻轻地打开连通预留容积管的阀门，排出过多的液体样品，当排出量达到规定的

预留容积量时，观察到排出的液体变成气体时，立即关闭阀门

7.10.2 有毒化工液化气体产品采样

    有毒化工液化气体产品(以液氯为例)的采样方法，使用带有一长一短双内管连通双阀门瓶头的液

氯钢瓶(见6.3.4)，根据计算好的短内管长度可采得预留容积为液氯钢瓶容积12%~15%的液氯样品。

采样方法分为装车管线采样方法和卸车管线采样方法。

7.10.2.1 装车管线采样方法

    清洁干燥的液氯钢瓶按图18连接好，各连接处须严密不漏，所有阀门都是关闭的，打开连接在液氯

贮罐与槽车之间的阀门A，打开阀门2和3，然后打开阀门1，液氯沿图18箭头标示的方向流动。在装

车过程中用阀门1调节液氯流速，当液氯液面到达短内管最低点后，继续使液氯流经液氯钢瓶至少

10min，顺序关闭阀门1、2、3，并立即打开阀门4，使管线中的液氯蒸发掉。关闭阀门4，取下液氯钢瓶。

液氯贮能

毒气阀或含氢氧化钠的洗气器

槽车

液氮钢瓶

图 18 装车管线采样方法

7.10.2.2 卸车管线采样方法

    清洁干燥的液氯钢瓶按图扮连接好，各连接处经检查须严密不漏，所有阀门都是关闭的。打开连

接在槽车与液氯贮罐之间的阀门A，打开阀门3和2，然后打开阀门1，液氯沿图19箭头标示的方向流

动，在卸车过程中用阀门1调节液氯流速，当液氯液面到达短内管最低点后，继续使液氯流经液氯钢瓶

至少10min。顺序关闭阀门3、2和1，并立即打开阀门4，使管线中的液氯蒸发掉，关闭阀门4，取下液

氯钢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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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氛贮魄

毒气阀或含氢氧化钠的洗气器

槽车

液抓钥瓶

图 19 卸车管线采样方法

7.10.3 低温液化气体产品采样

    使用隔热良好的金属柱瓦瓶(见6. 3. 5)通过延伸轴阀门从贮罐中采取低温液化气体(例如液氮、液

氧和液氢等)的液体样品。金属杜瓦瓶使用前应保持清洁于燥。安装在隔热良好的贮罐上的采样点如

图20所示，采样阀门使用闸阀或球形阀，此阀门须装有轴密封盘根，把轴从液体中延伸出来以防冻结。

在采样管线靠近液体处安装一个鹅颈液封，当阀门关闭后此鹅颈液封可防止液体进人阀门 阀门的末

端安装一个接头供连接采样器用。根据对样品要求的不同，可使用下述方法之一采取液体样品。

7.10.3.1 直接注入法

    允许样品可与大气接触的可使用此采样方法。由于注人速度快，样品中易挥发组分蒸发损失很少。

首先卸下金属杜瓦瓶上的盖帽，把连接在采样口上的采样管放人金属杜瓦瓶中，充分打开延伸轴阀门，

当收集到足够的液体样品后，立即关闭延伸轴阀门，取出采样管，把已经打开排气阀的螺旋口盖帽旋紧

在金属杜瓦瓶上 立即送去检验。

7. 10.3.2 通过盖帽注入法

    不允许样品与大气接触的可使用此采样方法，因注人速度慢，由于蒸发造成易挥发组分损失较大。

把旋紧在金属杜瓦瓶盖帽上的所有阀门都关闭好，将注人阀连接在采样口接头上，顺序打开排气阀、注

人阀和采样点上的延伸轴阀门。在注人样品过程中要经常检查排气阀出口是否被凝结物堵塞，以确保

排气阀通畅。当所需体积的液体样品收集完毕后，关闭延伸轴阀门和注人阀，取下金属杜瓦瓶，立即送

去检验。除了为排出液体样品用于检验时关闭排气阀外，自采得液体样品后，排气阀是始终打开着的，

以防金属杜瓦瓶中压力增大造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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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颈液封

延伸轴阀门

图20 低温液化气体产品采样

7. 10.4

      a)

注意事项

采样安全见GB/T 3723的各项规定，采样员应熟悉各种液化气的潜在危险及安全技术。采样

时严防爆炸、火灾、窒息、中毒、腐蚀、冻伤等事故发生。

采样瓶应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气瓶安全监察规程》中的有关规定定期地

进行技术检验。经检验符合规定压力的水压试验和气密性试验后，方准使用。

采样时，采样钢瓶不能装满，通常只装至其容积的80 ，严防试样中低沸点组分挥发和外界杂

质进人样品中。

采样区应有良好通风，远离火源。装有样品的采样器应防止高温、曝晒，存放在阴凉处。

7. 11

  对极低温液化气体液氢、液氦的采样，应用特殊采样器。

样品的预检

山

e)

采样时，应观察样品容器是否有破损、污染、泄漏等现象，容器标记是否符合。有异常现象时必须

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