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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储罐检修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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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极值统计原理，提出了原油储罐检修周期的评价方法，包括储罐腐蚀检测数据统计、腐蚀速率分析和不停产检修可使用
寿命评估方法等。根据某原油库１８座在役储罐的腐蚀检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储罐底板、壁板的减薄量及其腐蚀速率的统计
值，评估了这些储罐的可使用寿命。结果表明，储罐的可使用寿命在８年以上，适当加厚底板或采取其他措施可延长储罐的检修周
期。基于评价结果，建议延长原油储罐的停产检修周期，特别是将原油储罐的第二次及以后的检修周期由ＳＹ／Ｔ５９２１—２０００标准
中规定的５～７年延长至８～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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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罐是储存原油的专用设施，广泛用于石油、石化
等行业。由于储存的原油量大，且原油具有易燃、易
爆、污染环境的特性，大型原油储罐一旦发生事故，将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而且可能酿成重大
火灾及爆炸事故。为了确保储罐完整性及其使用安
全，在原油储罐的实际运营中，需要定期停产检修。中
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ＳＹ／Ｔ５９２１—２０００规定：新建
油罐第一次开罐检修的时间最长不超过１０年，第二次
及以后开罐检修周期一般为５～７年［１］。２００９年新版
美国石油学会标准ＡＰＩ　６５３规定：储罐第一次检修周
期不应超过１０年，如果罐底板厚大于８　ｍｍ、有阴极保
护或玻璃内衬等情况时可相应延长至１２～１５年；第二
次及以后的检修周期，建议通过腐蚀速率和ＲＢＩ技术
确定，其相应的最大检修周期分别不能超过２０年和

２５年，具有防泄漏装置并同时采用ＲＢＩ技术时最大检
修周期不能超过３０年［２］。欧洲工程材料应用协会标
准ＥＥＭＵＡ１５９中则规定：对原油储罐区的一组储罐
来说，在温暖湿润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多雨多风的温

带地区，最长检修周期为８年；在温暖干燥的地区，最
长检修时间为１０年［３］。

检修储罐必须停产，且检修作业耗时长、费用高，影
响油库储油生产，因此合理确定储罐的检修周期非常重
要。过长和过短的检修周期都是不合适的：如果检修周
期过长，储罐因得不到及时检修而处于高风险之中；而
过短的检修周期，会造成不必要的检修损失，增加生产
成本。对比国内外关于储罐维修周期的技术标准可以
看出，国内对储罐维修周期的要求比较保守，使储罐企
业面临繁重的检修任务，也妨碍了储油生产。目前，国
内外对原油储罐检修周期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有限的
研究主要是在储罐腐蚀检测数据统计［４－６］以及可靠性分
析方法上［７－９］，此外，有关在役原油储罐腐蚀状况检测的
第一手资料也十分缺乏。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在原油储
罐腐蚀状况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原油储罐检修周
期的评价方法，根据某原油库１８座在役大型原油储罐
可使用寿命的分析与验证，提出了延长原油储罐检修
周期的建议，供在制订原油储罐检修方案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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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储罐腐蚀检测

腐蚀被认为是影响储罐使用寿命的重要因素［１０－１２］，
储罐腐蚀检测数据的统计分析是评估储罐检修周期的
重要依据。按照相关标准［１］，对罐底中幅板，每块板检
测１０点，且每平方米不少于２点；罐底内边缘板每块检
测１０点，罐底外边缘板每米１点；麻坑区根据腐蚀面
积，每平方米布４点；此外，要求对罐底板进行１００％漏
磁扫描检测。罐壁板检测范围为底圈壁板１　ｍ以下，罐
内每块板检测１０点，罐外每块板测６～１０点。按照上

述检测要求，一次检测能获得大量的储罐腐蚀数据。图

１是一储罐底板示意图，罐底板分中幅板和边缘板，部
分检测点标于图中。罐底板中幅板、边缘板和罐壁板的
检测数据分布如图２所示，其中，中幅板测厚数据２　２４２
个，最小厚度为７．０　ｍｍ，最大厚度为１０．６　ｍｍ，均值厚度
为９．８３２　ｍｍ，标准差０．４７１　７；边缘板测厚数据共２５６
个，最小厚度为１２．２　ｍｍ，最大厚度为１４．９　ｍｍ，均值厚
度为１４．６８　ｍｍ，标准差为０．２４７　２；壁板测厚数据共１８０
个，最小厚度为３０　ｍｍ，最大厚度为３１．９　ｍｍ，均值厚度
为３１．０８　ｍｍ，标准差为０．３８５　７。

图１　储罐底板的排板及检测布点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ａｎｋ　ｂｏｔｔｏｍ

图２　储罐检测数据分布

Ｆｉｇ．２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ａｎｋ



　第１期 帅　健等：原油储罐检修周期 １５９　　

２　储罐腐蚀速率统计分析

储罐的检测数据能够反映储罐被腐蚀的程度。然
而，储罐使用寿命并不取决于腐蚀的平均程度，而是局
部腐蚀。引起储罐穿孔的是最深的蚀孔，一旦穿孔，即
发生原油泄漏事故，所以最大蚀坑深度才是评定储罐
穿孔破坏的重要指标。常采用极值分布的分析方法得
到最大蚀坑深度，这种统计分析不是研究全部数据，而
仅仅研究数据的最大值或最小值集合的分布特征。其
分析原理是：对最大值或最小值进行极值统计，构造实
际问题的统计分析模型，采用统计方法推断获得最大极
值或最小极值的估计值，作为评估或预测评估的依据。

假设最大腐蚀坑深的统计规律服从Ｇｕｍｂｅｌ极值

Ｉ型分布［１３］（最大极值分布），其累积概率函数为

Ｆ（ｘ）＝ｅｘｐ －ｅｘｐ －ｘ－ｋ（ ）［ ］η
（１）

式中：η为尺度参数；ｋ为位置参数。
极值分布统计分析的步骤为：将检测区域分为若

干个子区域，在每个子区域的检测数据中取出一个最
大值，即子区域的极值，这些极值的集合将服从极值分
布规律；采用 Ｍｉｎｉｔａｂ软件对这些极值进行累积概率
统计，绘制出这些极值的概率图，并采用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Ｄａｒｌｉｎｇ方法来检验这些数据服从最大极值分布的程
度。ＡＤ值越小，说明这些数据与最大极值分布拟合
得越好。

选取中幅板上厚度的最小值，按照建罐时的底板
厚度原始数据，求得相应点上从建罐到检测的最大腐
蚀深度，以此除以使用年限，即可得出该点的腐蚀
速率。

３　储罐可使用寿命预测

区别于储罐的设计（使用）寿命，储罐的可使用寿
命是指储罐一次不需开罐检修所能运行的最长时间。
因此，定义可使用寿命的目的是为储罐检修周期的确
定提供直接依据，储罐的可使用寿命往往由储罐底板
被腐蚀至最小允许厚度所需的时间决定。

关于储罐底板的最小允许厚度，ＡＰＩ　６５３中规
定［２］：当储罐罐底／基础没有泄漏探测设施时，罐底的
最小允许厚度为２．５４　ｍｍ；当储罐罐底／基础设计有泄
漏探测设施时，罐底的最小允许厚度为１．２７　ｍｍ。按
照储罐设计的相关标准，原油储罐基础一般都设有泄
漏检查孔，罐底的最小允许厚度可取为１．２７　ｍｍ。
但为安全起见，取保守值，即取底板最小允许厚度为

２．５４　ｍｍ。
基于储罐腐蚀的极值模型，储罐可使用寿命预测

公式为［４－６］

Ｎｆ＝ Δ
ｖｘ｛１－Ｃｘ［０．７７９　７ｌｎ（－ｌｎＲａ）＋０．４５０　１］｝

（２）
式中：Δ为腐蚀裕量，ｍｍ；ｖｘ 为腐蚀速率的平均值，

ｍｍ／ａ；Ｃｘ 为腐蚀速率的变异系数；Ｒａ为目标可靠度；

Ｎｆ为储罐的可使用寿命，ａ。

４　在役储罐检修周期评价

收集某油库１８座大型浮顶原油储罐的底板（中幅
板、边缘板）和罐壁板的腐蚀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这些储罐的在用时间或检测周期如图３所示。其中６
号罐做过两次检测，其第一次检测是投产后的第６年，
第二次检测在第一次检测后的第１２年。

图３　储罐的在用时间

Ｆｉｇ．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ａｎｋｓ

　　１８座储罐的检测与分析结果如表１、表２和表３
所示。各个储罐的腐蚀状况差别较大，其中４号罐底
板中幅板平均减薄量为壁厚的２６．０２％，是所有储罐
中最大的，原因之一是其使用年限较长。平均减薄量
超过１０％的还有１０号、１３号、１５号和１７号罐的中幅
板。此外，４号、７号和１３号罐的边缘板的平均减薄
量也超过１０％。相比之下，罐壁板的腐蚀程度要低
得多，１４号罐的壁板减薄量最大，也仅为其厚度的

８．６３％。

　　考虑在用时间，由表１～３中统计的腐蚀深度可以
计算储罐相应的腐蚀速率。图４是１８座储罐腐蚀速
率的平均值和变异系数的对比，其中６号罐（第一次检
测）的腐蚀速率达０．７９　ｍｍ／ａ；而从腐蚀速率的变异
系数来看，中幅板的变异系数都较大，表示腐蚀速率的
分散性大，发生腐蚀失效的风险也大。相对于底板，罐
壁板几乎全是轻微腐蚀，不决定维修周期，故不对罐壁
板的可使用寿命进行预测计算。

　　分别取目标可靠度９９％和９９．９％，两种情况下储
罐底板中幅板和边缘板的可使用寿命预测结果如图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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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ａ）是中幅板的可使用寿命，其中不少储罐的
腐蚀相当轻微，９９％和９９．９％的目标可靠度下预测的
可使用寿命均超过２０年；而对于腐蚀较严重的部分储
罐，其预测的可使用寿命较短，如３号罐、第一次检测
的６号罐和１０号罐，特别是第一次检测的６号罐，

９９％的可靠度下可使用寿命仅３．３７年。实际上，这几

个储罐在检测中发现有多个严重的腐蚀深坑，腐蚀程
度严重。其中，３号罐中幅板腐蚀深度在３．０　ｍｍ以上
的蚀坑有１３个［图６（ａ）］，最大腐蚀深度达到７．４　ｍｍ；
第一次检测的６号罐的腐蚀深度在４．０　ｍｍ以上的蚀
坑１０个［图６（ｂ）］，最大腐蚀深度达６．２　ｍｍ；１０号罐
的最大腐蚀深度分布如图６（ｃ）所示，

表１　底板中幅板的腐蚀统计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ｂｏｔｔｏｍ　ｓｋｅｔｃｈ　ｐｌａｔｅｓ

储罐 中幅板厚度／ｍｍ 板厚平均 腐蚀深度极值分布
编号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均方差 减薄／％ 最大蚀深／ｍｍ 位置参数 尺度参数

１　 １３．１　 １２．１　 １２．５５　 ０．１５　 ４．２０　 １　 ０．８０　 ０．０７

２　 １２．９　 ３．３　 １２．２８　 ０．４５　 ４．８１　 ９．６　 １．１０　 ０．７１

３　 １２．８　 ５．４　 １２．４２　 ０．４４　 ２．９７　 ７．４　 １．２２　 １．５９

４　 ８．５　 １．８　 ６．２９　 ０．７５　 ２６．０２　 ６．７　 ２．８１　 ０．８６

５　 ８．９　 ４．７　 ８．１４　 ０．７６　 ８．５１　 ４．２　 １．８５　 ０．６４

６旧 ８．８　 １．４　 ７．９６　 ０．７１　 ９．５１　 ７．４　 ３．８４　 １．５９

６新 ８．２　 ７．５　 ７．８５　 ０．１６　 ４．２４　 ０．７　 ０．６８　 ０．０３

７　 １０　 ５．６　 ９．５５　 ０．４５　 ４．５０　 ４．４　 １．０６　 ０．９３

８　 １０．６　 ７　 ９．８３　 ０．４７　 ７．２５　 ３．６　 １．５７　 ０．５３

９　 １０．２　 ６．６　 ９．６８　 ０．７１　 ５．１３　 ３．６　 １．３８　 １．０３

１０　 ８．４　 ３．４　 ７．２１　 １．２５　 １４．２３　 ５　 ２．４１　 １．５９

１１　 ８．２　 ７．１　 ７．８６　 ０．１５　 ４．２１　 １．１　 ０．６８　 ０．０５

１２　 １０．１　 ７．２　 ９．６６　 ０．４４　 ４．３９　 ２．９　 ０．８２　 ０．５５

１３　 １０．９　 ４　 ９．１７　 ０．８９　 １５．８３　 ６．９　 ３．７０　 ０．９０

１４　 ９．９　 ６　 ９．５８　 ０．１９　 ３．２４　 ３．９　 ０．５６　 ０．３３

１５　 １１．２　 ８．５　 ９．８２　 ０．２２　 １２．３６　 ２．７　 １．８１　 ０．１４

１６　 １０．２　 ６．３　 ９．５３　 ０．８８　 ６．６１　 ３．９　 １．７８　 １．１１

１７　 １１．９　 ８　 １０．３８　 ０．３３　 １２．７７　 ３．９　 ２．０９　 ０．１９

１８　 １１．９　 １０　 １１．００　 ０．２１　 ７．５６　 １．９　 １．２２　 ０．１５

表２　底板边缘板的腐蚀统计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ａｎｎｕｌａｒ　ｂｏｔｔｏｍ　ｐｌａｔｅｓ

储罐 边缘板厚度／ｍｍ 板厚平均 腐蚀深度极值分布
编号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均方差 减薄／％ 最大蚀深／ｍｍ 位置参数 尺度参数

１　 １６．２　 １４　 １５．６２　 ０．２６　 ３．５８　 ２．２　 ０．８５　 ０．３０

２ — — — — — — — —

３　 １４．６　 ８．４　 １４．４３　 ０．５９　 １．１６　 ６．２　 ０．２６　 ０．５１

４　 １３．５　 ８　 １１．９１　 ０．４８　 １１．７８　 ５．５　 １．８６　 ０．３８

５　 １３　 １０．２　 １２．３３　 ０．７０　 ５．１５　 ２．８　 ０．８５　 ０．６０

６旧 — — — — — — — —

６新 １２．８　 １１．１　 １１．９１　 ０．２５　 ６．９５　 １．７　 １．１５　 ０．１２

７　 １４．５　 ８．１　 １２．８５　 １．５７　 １１．３８　 ６．４　 ２．８０　 １．７８

８　 １４．９　 １２．２　 １４．６８　 ０．２５　 １．４８　 ２．７　 ０．４３　 ０．２２

９　 １４．６　 １３．７　 １４．２５　 ０．１８　 ２．４０　 ０．９　 ０．５３　 ０．１０

１０　 １３．１　 １２．６　 １２．８８　 ０．１２　 １．６８　 ０．５　 ０．３４　 ０．０６

１１ — — — — — — — —

１２　 １４．８　 １３．６　 １４．３７　 ０．２２　 ２．９１　 １．２　 ０．６３　 ０．１２

１３　 １６．４　 １１　 １４．００　 ０．９１　 １４．６３　 ５．４　 ３．３４　 ０．４９

１４　 １４．８　 １４　 １４．６２　 ０．１０　 １．２２　 ０．８　 ０．２８　 ０．０５

１５ — — — — — — — —

１６　 １４．８　 １３．７　 １４．２５　 ０．５９　 ３．７２　 １．１　 ０．７３　 ０．１０

１７　 １５．８　 １４．６　 １５．２５　 ０．２２　 ３．４８　 １．２　 ０．７５　 ０．０９

１８　 ２１．７　 ２０．１　 ２０．７３　 ０．３０　 ４．４７　 １．６　 １．２２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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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罐壁板的腐蚀统计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ｓｈｅｌｌ

储罐 罐壁板厚度／ｍｍ 板厚平均 腐蚀深度极值分布
编号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均方差 减薄％ 最大蚀深／ｍｍ 位置参数 尺度参数

１ — — — — — — — —

２ — — — — — — — —

３　 ２２．９０　 ２１．１０　 ２１．８０　 ０．２０　 ４．８０　 １．８　 １．２７　 ０．０９
４　 ３２．００　 ３１．００　 ３１．３７　 ０．２９　 １．９７　 １　 ０．９３　 ０．１４
５　 ３２．８０　 ２９．２０　 ３１．３０　 ０．５９　 ４．５７　 ３．６　 １．６７　 ０．４０
６旧 — — — — — — — —

６新 ３３．４０　 ３１．９０　 ３２．６９　 ０．２６　 ２．１３　 １．５　 １．００　 ０．１７
７　 ３１．８０　 ３０．２０　 ３０．６２　 ０．１９　 ３．７１　 １．６　 １．３９　 ０．０９
８　 ３１．９０　 ３０．００　 ３１．０８　 ０．３９　 ２．５７　 １．９　 １．２０　 ０．１９
９　 ３１．３０　 ２９．７０　 ３０．６０　 ０．３６　 ２．２４　 １．６　 １．０２　 ０．２８
１０　 ３２．８０　 ２９．２０　 ３１．１９　 ０．６６　 ４．９１　 ３．６　 １．７８　 ０．４６
１１ — — — — — — — —

１２　 ３１．９０　 ３０．００　 ３１．３１　 ０．４７　 １．８５　 １．９　 １．０５　 ０．４７
１３　 ３１．６０　 ２９．５０　 ３０．６３　 ０．４２　 ３．０７　 ２．１　 １．４８　 ０．２５
１４　 ３２．８０　 ２９．５０　 ２９．９７　 ０．５５　 ８．６３　 ３．３　 ３．２１　 ０．１１
１５　 ３２．７０　 ３０．００　 ３１．０１　 ０．４６　 ５．１７ — ２．０３　 ０．２１
１６　 ３１．３０　 ３０．１０　 ３０．７２　 ０．２８　 １．８５　 １．２　 ０．８８　 ０．１３
１７　 ３２．８０　 ３１．００　 ３１．５３　 ０．３３　 ３．８７　 １．８　 ０．１６　 ０．１５
１８　 ３３．９０　 ３２．１０　 ３３．０９　 ０．３８　 ２．３９　 １．８　 １．２０　 ０．２３

图４　中幅板、边缘板和罐壁板的腐蚀速率与变异系数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ｔｔｏｍ　ｓｋｅｔｃｈ　ｐｌａｔｅｓ，ａｎｎｕｌａｒ　ｂｏｔｔｏｍ　ｐｌ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ｅｌｌ

也有很多数据点的测量值在４．０　ｍｍ以上，最大腐蚀
深度５．０　ｍｍ。另外，对比３号罐的１２．８　ｍｍ的中幅板
厚度，６号罐的中幅板的最大厚度仅有８．８　ｍｍ，因而
计算得出的可使用寿命较短；与６号罐类似，１０号罐
可使用寿命较短的原因也是中幅板较薄，仅为８．４　ｍｍ。
而实际检测的储罐中幅板的最大厚度为１３．１　ｍｍ，如果

将底板厚度增加到１３．０　ｍｍ，则在９９．９％可靠度下上
述储罐的可使用寿命都能增加到１０年以上。实际上，
在第１次检修后，６号罐和１０号罐的中幅板都已更换
为较厚的钢板。

图５　储罐中幅板和边缘板的可使用寿命

Ｆｉｇ．５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ａｎ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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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部分储罐最大腐蚀深度分布

Ｆｉｇ．６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ａｎｋｓ

　　图５（ｂ）是底板边缘板的可使用寿命，除７号罐
外，所有底板边缘板的可使用寿命都在２０年以上。原
因在于７号罐边缘板上的蚀坑较深，最大腐蚀坑深达

６．４　ｍｍ［图６（ｄ）］。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腐蚀情况相对较
严重的３号、第一次检测的６号、１０号和１６号罐，在

９９％的可靠度下，储罐的可使用寿命都在１２年以上；

在９９．９％的可靠度下，储罐的可使用寿命都在８年以
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６号罐检修后腐蚀得
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腐蚀速率大大降低，基于第二次
检测数据预测的可使用寿命已超过２０年。此外，绝大
多数边缘板由于腐蚀较轻以及本身厚度较厚的原因，

使得边缘板的可使用寿命明显要长很多，所以储罐可
使用寿命主要由中幅板的可使用寿命来决定。

５　关于原油储罐检测周期的讨论

上述典型油罐腐蚀检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可使用

寿命预测结果表明，原油储罐合理的检修周期是８～
１０年。同时应该看到，通过第一次检修，可以进一步
明确储罐的失效机理和腐蚀速率，从而采取有针对性
的措施来降低风险。所以，建议新建油罐第一次开罐

检验修理的时间仍然维持ＳＹ／Ｔ５９２１—２０００规定的

１０年不变，而第二次及以后开罐检验与修理的周期，由

ＳＹ／Ｔ５９２１—２０００规定的５～７年延长到８～１０年。

需要指出的是，在决定储罐的检修周期时，还需要
考虑储罐附件的使用寿命等，如加热原油储罐的内部
蒸汽盘管泄漏，就必须开罐检修。此外，延长储罐检修
周期，还可以采取增加底板厚度、实施阴极保护等措
施，也可以采用声发射等不开罐监测方法，监测储罐底
板腐蚀。声发射的检测方法主要是利用载荷变化时，

罐体腐蚀减薄区产生一定的变形或由此引起的腐蚀层
脱落与开裂产生的声发射信号，对罐体整体腐蚀状况
做出实时判断，但声发射检测主要用于定性的风险评
价，并不能定量检测储罐腐蚀缺陷，仅作为在决定是否
开罐检修时参考［１４］。另外，由于实际使用状况和维护
管理措施不同，储罐的腐蚀状况差别很大，如果采用基
于风险的评价方法［１５］，可以进一步延长一些储罐的检

修周期。

６　结论与建议
（１）建立了原油储罐检修周期评价方法，包括油

罐底板及罐壁板等腐蚀情况的统计分析、基于检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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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腐蚀速率分析方法、腐蚀失效准则以及基于可靠
性的油罐可使用寿命的计算方法等，利用该方法可以
合理预测储罐的可使用寿命，确定检修周期。

（２）储罐底板中幅板、边缘板以及罐壁板腐蚀
检测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储罐底板和壁板受到不
同程度的腐蚀，特别是底板中幅板，受到的腐蚀最
为严重。根据统计分析结果，中幅板最大腐蚀减薄
量达２６．０２％，最大的局部腐蚀速率达０．７９　ｍｍ／ａ，
并且有较大的分散性。与罐底板相比，罐壁板腐蚀
轻微。

（３）储罐实际检测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可适当
延长储罐的检修周期，建议将原油储罐的第二次及以
后的开罐检修周期，由ＳＹ／Ｔ５９２１—２０００规定的５～７
年延长到８～１０年。

（４）采用基于风险的评价方法，可以进一步延长
储罐的检修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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