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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介绍 了范各庄矿选煤厂 浓缩机澄清水池

、

旋流器合格介质捅液位计在使用 过程中

存在的 问题
,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技术改造
,

验证了改造后的使用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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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位控制是选煤厂水循环控制系统中的一个

关键环节
,

而液位计的选型至关重 要
,

若选 型存在

问题
,

往往会制约生产
,

不能正常指导生产
。

范各庄矿选煤厂浓缩机澄清水池主要采用压

力膜式液位计
,

由于受现场条件制约
,

主要 为户外

使用
,

由于安装方式特殊
,

使用效果差
,

不能正常指

导生产
。

末煤重介旋流器车间合格介质桶主要采

用超声波液位计
,

由于使用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
,

主要针对液位控制系统研究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技术改造并验证了改造后的使用效果
。

, 改造前存在问题

浓缩机澄清水池水源主要 为浓缩机溢流澄清

水或由外部水厂补水
,

当外部停止补水
,

而溢流水

严重不足时
,

就需要循环水池补水到澄清水池
,

液

位计在这个控制系统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

液位计

设计安装主要采用压力膜式液位计
,

现场安装主要

为露天户外安装
,

传感器探头通过预置中心桶到达

水池底部
,

通过测量压力变化来测量液位
。

由于传

感器质量问题
,

导致液位控制 系统常年闲置
,

液位

长期显示无效值
,

不能正常指导生产
。

新厂房末煤重介旋流器车间
,

合格介质桶主

要采用 Th e P r o b e
超声波液位计

,

Th e P r o b e
是集传

感器和 电子电路于一体的超声波液位计
,

它可 以

测量敞开或密闭容器 中的液位
,

液位计发生 回波

不可靠
,

导致液位计测量不准确
,

可能的原因主要

有
: ①液体或物体与传感器辐射面相接触 ; ② T he

orP b e
离加液 口太近 ; ③hT

e p r o b e
没有与液体表面

垂直 ;④液位变化太快 ; ⑤测量值超出范围 ; ⑥液

体表面存在泡沫 ; ⑦安装构件中产生强振动 ; ⑧液

体进人闭锁区
。

在使用过程中
,

液位计 由于受现场环境的影

响
,

不能正确显 示介质仓液位情况
,

主要 由于 ①
,

④
,

⑥
,

⑦等的影响
,

表现为液位显示 忽高忽低
,

显

示不跟踪等情况
,

对洗煤液位
、

比重 闭环控制系统

产生极大的影响
。

经过技术改造
,

对其进行重新选

型
、

改造
,

满足 了洗煤生产的要求
。

2 改造后液位计主要优缺点

PM c 系列产品采用先进的电子陶瓷技术
、

无中

介液的干式压力测量技术
、

厚膜电子技术
、

S M T 技

术和 P FM 信号传输技术
。

压力传感器外形结构如

图 1 所示
。

它与电容式压力变送器 比较
,

有 2 个显

著的特点
:
一是测量元件采用新兴的陶瓷材料 ;二

是测量元件中无中介液
,

是完全中空 的
。

其主要技

术特点是
: ①抗过载和抗冲击力强 ; ②具有较高的

机械强度 ;③稳定性好 ; ④温度偏移小 ; ⑤安装维修

简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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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如口. . . 眼

操作按钮对其零点和最大测量压力( 满度) 进行标

定
,

压力传感器接线布置如图 3 所示
。

测试4

零点

… 2 0 m A

显示

图 1 压力传感器外形结构

P M c 压力传感器测量原理
:
静压式液位计是

利用容器内液位变化时
,

由液体高度产生 的静压

也相应变化的原理工作
。

介质压力直接作用 于 陶

瓷膜片
,

使测量膜片产生偏移
。

陶瓷传感器是一

种干式传感器
,

其功能不需要填充液
。

过程压力

直接 作 用 在波 纹 陶 瓷膜 片上
,

使 其 偏移 最 大

0
.

02 5 m m
。

超压状态也只能使膜片偏移 0
.

1 m m
。

由基片电极和膜片电极检测出与压力成 比例的膜

片位移产生 的 电容变化量
,

并由与其直接连接 的

电子部件放大和转换为标准信号输出
。

量程由陶

瓷膜片厚度决定
。

陶瓷传感器的主要优点为
:

①保证抗过载能力达到标称压力的 40 倍 ;

②高的耐化学性能
,

可与哈氏合金或担相 比 ;

③适用于真空
。

一般压力 变送器以外螺纹连接方式安装于与

桶垂直的桶壁 口
。

压力传感器安装示 意如图 2

所示
。

内部接地端子

图 3 压力传感器接线布置

同时连续 2 次按下零点或满度按钮
,

便可对零

点和满度进行设定
。

通常压力变送器不需要额外

的维护
,

只需要定期对其进行检验和对外部线路进

行常规检查即可
。

改造过程中的技术难点为由于浓缩机澄清水池

主要为混凝土结构
,

传感器安装位置至关重要
,

改造

后的传感器主要安装在旧浓缩机增压泵进料管上
,

进

料管位置较低
,

容易堆积淤泥
。

为解决这个技术难

题
,

现场添加手动闸板 1套 (可用于控制
、

调节压力传

感器 )
,

压力传感器安装在阀门后端
,

利用三通将传感

器置于管路上方
,

用于检测液位压力
,

末端接放料管

路
,

用于防止淤泥堵管道
。

4 一 2 0 m A 信号一方面通过 P cL 接到调度室组

态显示画面上
,

另一方面接到现场浓缩机旧控制仪

表上 (用于显 示液位 O 一 100 % )
,

通过仪表设定最

高
、

最低液位
,

用于报警
,

以便提醒现场岗位司机及

时发现液位不足并及时采取措施
。

改造后
,

主要采用 P M C45 压力传感器
,

其与

T h e rP ho e
一体型超声波液位计及压力膜式液位计

(受现场环境制约较大
,

在振动严重的厂房不易选

用 )相比
,

对测量 厂房合格介质桶及各种水仓液位

情况
,

存在很多优点
,

可靠性
、

准确性也高
。

U 型管
3 结 论

图 2 压力传感器安装示意

根据 尸 =

枷 g
,

(在人为认定介质仓内液体比重

为恒定值的条件下 )测算液位高度
:

式中 P一检测的压力值
,

aP ;

p一容器内液体的密度
,

k岁 m , ;

g一重力加速度
,

N k/ ;g

刀
-

一由工程设计确定的液位检测高度
,

m
。

日常维护
: PM C 压力变送器可根据接线腔内的

经过技术改造
,

P M C 压力变送器能够准确显示

合格介质桶及浓缩机澄清水池 的液位变化情况
,

一

方面使洗煤厂合格介质泵 的密度闭环系统以及液

位闭环控制系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

自动控制系

统中电气信号各个环节基本能够满足自动调节的

需求 ;另一方面给洗煤厂调度员以及洗煤工提供了

可靠的数据支持
,

保证了正常的洗煤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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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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