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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陈春刚.王毅.杨振坤 利用假设检验理论进行管道泄漏检测 -石油化工设备2004,33(2)
    受检测系统误差影响,利用动态质量平衡进行管道泄漏检测灵敏度较低.通过对一种假设检验方法--序贯概率比检测的性能进行分析,考虑描述其性能

的2个参数--操作线和平均样本数函数,提出了将序贯概率比检测应用于管道泄漏判断的方法.实际应用表明,该方法克服了序贯概率比检测的原有缺点,用

其进行管道泄漏检测提高了检测灵敏度和报警速度.

2.学位论文 陈春刚 基于动态质量平衡的管道泄漏检测方法研究 2003
    为了及时发现管道在输送过程中的泄漏,该文基于质量平衡原理设计了管道实时泄漏检测系统. 该文建立了管道系统的动态质量平衡关系,并在此基

础上进行泄漏检测,提高了泄漏检测系统的灵敏度、降低了泄漏检测中的误报警率.为了准确计算管道内的质量平衡关系,该文提出通过求解流体一维瞬变

流动方程组来计算管内油品存余量的方法.在瞬变计算中,与前人不同的针对中国原油加热输送的特点,考虑了原油在管道内的温度分布对原油物性参数的

影响以及管道内油品的温度瞬变过程,使得管道瞬变流动计算的精度得以提高.

3.期刊论文 蒋仕章.蒲家宁.Jiang Shizhang.Pu Jianing 用动态质量平衡原理进行管道检漏的精度分析 -油气储

运2000,19(2)
    在动态质量平衡原理的基础上,讨论了判断管道泄漏的方法,分析了影响管道检漏精确性的因素.指出流量计的精度和对管道油品存余量的估计误差是

动态质量平衡管道检漏技术中的两个关键因素,也是影响动态质量平衡原理管道检漏精确性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提高管道泄漏检测精确性应采取的技术措

施.

4.学位论文 白莉 基于流动辨识的长输油气管线泄漏监测方法研究 2004
    该课题的研究目标是针对海底管道油气运输的安全问题,探求用于海管监测系统可靠有效的泄漏检测方法和技术.针对研制和开发一个具有实用检测

性能的长输管线流动监测系统的核心——泄漏检测的有效性问题(精确性、敏感性、可靠性和稳健性)展开方法研究.第一章回顾了长输管线在工业应用中

的发展和现状以及一些重大泄漏事故的回顾.综述国内外研究方法和实际应用中的问题.第二章给出了基本管内瞬变流动力学方程组,考虑到输送流体的性

质,如粘性、可压缩性、状态相变等的不同,分别给出了相应的控制方程组.第三章提出一种基于自适应滤波的管道泄漏统计监测方法,视泄漏为目标信号

,引入通过新息进行有色噪声中复合信号检测的思想.对观测序列中的有色噪声进行自适应滤波,使问题转化为白噪声中未知信号幅值的检验问题.给定误

警概率和漏报概率,施行具有一致最大功效的似然比检验(Uniformly Most Powerful Test,UMPT).给出的平稳和非平稳运行的管道泄漏试验,UMPT都能以

95%的检测概率迅速给出准确判决,误警概率低于5%.体现该方法对泄漏的敏感性和对非平稳运行的稳健性.引用国际上著名基于统计分析的泄漏检测系统

所给算例进行分析对比,UMPT的改进在于明显缩短了检测时间.第四章首先将管道流动监测与泄漏检测问题归为有压瞬变流反问题的求解——系统在线辨

识.第五章主要根据泄漏导致管道流动水力要素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也具有特征发展趋势,扩展了进出口流量差中泄漏信号统计检测的思想,对四个

观测序列分别构造时间差序列,进行准一致最大功效似然比检验,进一步提出基于信息融合的多传感器观测序列分布式广义似然比检测与决策融合

(Distribution Detection and Decision Fusionbased on Generally Likelihood Ratio Test,D-GLRT)进行长输油气管线泄漏监测的算法.第六章侧重

进行水力模型试验验证基于UMPT、CMEKF和D-GLRT三种泄漏检测方法的性能.第七章总结全文的工作,并展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5.期刊论文 吴海霞.蒋耘晨.赵显利 运用虚拟仪器实现输油管道泄漏监测和定位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24(2)
    为了有效地检测输油管道泄漏并准确定位,运用负压波和质量平衡原理,采用模糊算法和逻辑判断法,利用压力、流量和输差三重机制实现了对原油管

道的泄漏监测及定位、原油渗漏监测和报警.系统集成了传感器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和虚拟仪器技术.系统在对小压力、小流量和温度波动较大的高凝稠

输油管道的泄漏监测方面有所突破.利用数据库结构,再现泄漏记录,回放历史数据并具有对历史数据进行统计、查询和打印等功能.采用无线通讯网络传

递现场工作站的数据,并实现局域网内对管道的监测.

6.学位论文 朱芸 天然气长输管道泄漏检测与定位方法研究——基于小波分析与SPRT法 2005
    本文首先针对管道泄漏时所采集的含噪声的负压波信息,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波变换技术的自适应滤波算法,通过逐层的白化检验和选取一个有效门限

阈值的规则,自适应地确定小波消噪的分解层数和各层的门限阈值并滤波,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不仅具有良好的滤波效果,而且可以加快响应速度.其次针

对小波变换技术对压力信号奇异点过于敏感,易产生误报警的问题,基于动态质量平衡原理,利用序贯概率比检验方法,在确保泄漏检测的误报率和漏报率

性能要求的情况下,使检验样本个数最小;文中还对序贯概率比检验方法(SPRT)中的延迟问题,采用了相应的补偿算法,从而提高了泄漏检测速度,缩短了响

应时间;针对泄漏量未知或估计不够精确的问题,提出了利用多个SPRT并行检漏的设想,仿真证明了其可能性和有效性.最后针对负压波定位公式中管道传

输介质采用平均流速影响定位精度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变介质平均流速的循环迭代算法,仿真结果表明此算法较原算法定位精度有所提高.

7.期刊论文 刘恩斌.彭善碧.李长俊 现代管道泄漏检测技术探讨 -管道技术与设备2004,""(5)
    介绍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现代管道泄漏检测及定位技术,它基于管道SCADA系统,运用现代分析方法和控制理论,通过对所采集的管道运行数据进

行处理并结合管道内流体的流动状态而实现泄漏的检测及定位,包括质量平衡法、负压波检测法等.随着对检测精度要求的不断提高,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

支持下,瞬态模型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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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会议论文 唐江华.张思俊.茹惠灵 超声波流量计在管道检漏中的应用 2002
    本文介绍了超声波流量计检漏法与管道瞬变模型法和负压波检测法的对比,超声波流量计具有其他流量测具无可比拟的优势.并着重介绍了由超声波

流量计组成的泄漏检测系统的结构及作用原理.

9.学位论文 李学军 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管道泄漏检测系统设计 2006
    随着石油管道运输业的不断发展，管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随着管道服役期的增长，在输送过程中发生油品泄漏的可能性越来

越大。油品的泄漏不仅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造成泄漏区域的环境污染；由于油品的易燃性，泄漏还将直接威胁管道、设施

的安全运行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长输管道的安全运行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管道泄漏造成的巨大破坏使管道泄漏实时监测定位成为当前越来越重要

的课题。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以抚顺石化分公司的抚顺—营口成品油长输管道为研究对象，研制开发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管道泄漏监测系统。本课题研究了抚

顺—营口成品油长输管道系统的特征，以瞬变流理论为基础，根据管道和泵站的能量、质量平衡原理，给出了基本管内瞬变流动力学方程组。考虑到输

送油品的性质，如粘性、可压缩性等，给出了相应的不稳定流微分方程，通过特征线法将其转化为有限差分形式，并将其线性化，建立了数学模型。

    本文还介绍了模糊神经网络的一些基础理论、常用模型，阐述了常用的网络结构，并给出了建立模糊神经网络模型的一般步骤和方法。本论文结合

实际管道特点，建立了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管道泄漏检测模型，对管线的各种运行状态和故障进行自动分析，区别管道正常调节状态和泄漏状态，提高

了管道泄漏检测系统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根据管道输油工况和瞬变流理论来分析计算管道内压力波的传播速度并进行实时修正，以提高对泄漏点的定位

精度。最后介绍了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输油管道泄漏监测系统的整体结构、硬软件特点和应用情况。

10.期刊论文 付道明.孙军.贺志刚.喻西崇 国内外管道泄漏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石油机械2004,32(3)
    对国内外近10年中管道泄漏检测技术的研究状况做了跟踪分析.泄漏检测分为直接检测技术和间接检测技术2类,前者分为8种,后者分为9种.简要分析

了各种检测技术的检测原理和优缺点;对各种检测方法进行了比较,得到各种检测方法的适用范围.由于工作环境、工作对象的不同,应选择合适的检漏方

法.如在长距离管道检测中,应采用机载红外线检测法、压力点分析法、压力波法、质量平衡法等,而在油田管网或场内管网的短距离管道输送中,宜采用

PPA法、压力波法、噪声检漏法和空气取样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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