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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成品油销售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环

境，对管理自动化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成品油油库管理自

动化是相关企业管理的关键环节，成品油油库必须认识到

信息管理的关键性，在成品油批发以及零售等各个环节当

中，利用自动化管理措施来强化成品油销售途径，保证成

品油品质以及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1、成品油油库信息管理自动化分析

油库与成品油的各个生产环节、销售业务管理等保

持相对独立的状态，各个系统独立运行从而导致生产数

据以及各项基本信息无法保证及时性与准确性。油库生

产的各个操作环节产生的数据信息主要以手动输入系统

为主，并未实现油库管理的信息化以及自动化。在大型

成品油油库当中，储油罐的数量庞大，需要将不同的储

油罐进行划分然后分区域储存，各个罐区间必须保持合

理的间距。因为储油罐数量庞大，成品油类型相对较多，

因此成品油管理工作量以及工作难度较大。部分成品油

生产企业为了保证油品相关数据的准确性，规避数据计

算过程中出现人为误差等问题，在油品交接过程中产生

的各项数据需要完成大量计算，详细检查之后才能够上

报。油品数据在采集以及传输环节中没有实现网络自动

化管理，并且产生统一化、标准化的数据测量系统，各

项数据间并未达到数据的共享以及高度利用，直接影响

到成品油各项测量数据的高效利用。在部分成品油信息

自动化管理当中，自动化管理系统与管理业务之间没有

有效的衔接，各项成品油数据无法实现相互衔接，从而

直接影响到油库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以及标准化展开。成

品油进行接货以及卸货作业的时候，主要依靠人工完成，

并未落实油品的全自动化管理，油品到货前针对移动油

品以及储油罐选择等环节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直接导

致油品混合等情况的发生，都是因为欠缺全方位的监管

所导致。此外，因为各项数据信息没有实现共享，导致

各个系统之前欠缺安全连锁保护机制，在某个系统或者

点位出现问题的时候，相关点位无法做出快速反映，直

接影响到作业安全性。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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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石油资源产量与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品油油库

管理向现代化、高效率的方向不断发展，各大油库必须

加快自动化管理系统的搭建 [1]。

2、成品油油库信息管理自动化系统设计实现

2.1 系统功能框架

成品油油库自动化管理系统中，涉及到油库区油品

接收、油品自动化监控、成品油罐区自动计量、实时监

控，安防系统等各个模块。为了满足于成品油油库管理

以及生产业务需求，充分考虑到油库以及设备等环节的

不同之处，自动化系统的功能性划分主要包含了现场设

备层、智能感知层、作业监控层、业务运营层以及商业

智能层等内容。

2.2 系统总体设计

结合成品油油库自动化管理系统目标和功能性方面

的需求，自动化系统设计主要包括库级信息管理系统和

通信系统的设计实现。其中，库级信息管理系统主要用

于油库日常生产以及各项操作环节的管理，而后台通信

系统当中包括了装车一体化管理系统以及库区自动化管

理平台两大部分。库级信息管理系统主要结合模块化设

计思路设计实现，能够和各个功能模块之间连接整合，

保证系统整体扩展性以及灵活性。系统可以通过计算机

以及互联网来访问控制，系统能够与其他浏览器之间相

互兼容。工作人员可以利用计算机、个人电脑等访问系

统进行相关操作。系统界面友好，便于实现人机交互，

能够保证操作的便捷性。用户通过访问权限认证之后，

可以利用智能手机以及笔记本等进入库级信息管理系统

内部，能够实现随时随地油库的实时监控管理。在装车

一体化管理功能模块当中，可以连接门禁终端、装车台

终端以及 ERP 实现数据交互，装车区的司机可以自主通

过门禁以及换票提油等操作流程的管控。在库区自动化

集成平台当中，可以实现油库内部现行的安防系统、油

气回收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相互连接，实时采集库区内

各项生产数据信息，可以利用传输接口来实现各项数据

的交互共享 [2]。

2.3 系统功能模块分析

2.3.1 库级信息管理系统

用户可以查看相关业务数据，针对系统设置以及个

人信息进行修改。设计权限管理模块，用户登录系统设

置了权限控制，用户角色权限与报警权限实现动态配置，

达到用户页面操作权限的管理。基于模块、页面、功能

等环节管理可以保证系统功能的针对性，从而满足于各

个油库的生产需求。在基础信息管理模块中，主要管理

系统内各项基础信息。出库业务管理模块主要管理油库

内各项出库业务。针对自动化集成平台与装车一体化管

理系统中采集数据展开统计分析。可以利用手动输入来

补充无法自动化采集的各项数据，设置了手工录入数据

功能。交易单需要完成复核审批才可以继续提油，超有

效期的交易单据可以完成锁定。对于油品发布密度可以

展开管理，手工录入与上传单据可以分开管理，针对作

业中各个关联事件可以实现关联查询。可以进行装车流

量计的管控。在库存平衡管理模块中，油库的实时库存

与油库各个阶段的具体经营情况展开深入分析以及管理。

可以及时查询油库当前以及历史库存数据，查询油罐中

实际罐存情况信息，利用油品出入库模块进行库存情况

的人工管控。对于阶段性进销存报表展开统计。可以设

置盘存频率与触发时间，保证系统能够完成一个或者是

多个不同时间片的数据统计与查询。在重大作业管理模

块中，油库内进油作业、内输作业以及出油作业可以统

一管理，生成以及打印重大作业的通知单，同时结合油

罐自动化生成工艺以及标准化操作流程，在复核审批通

过之后自动化生成重大作业登记表，通过人工确认之后

执行重大作业通知单相关内容。可以查询具体作业情况

与相关历史数据，并且能够生成作业需求的相关报表，

其中包括《重大作业通知单》、《重大作业登记表》、《管

道交接计量记录表》以及《油罐盘存表》等报表。库区

实时监控模块中，可以针对库区的具体运行情况展开分

类监控，其中涉及到装车作业、库区工艺、重大作业、

罐存监控、流量计、安防监控以及消防报警监控等各项

内容。安全管理功能，可以统一管理油库作业人员、单

据有效期、油库区域管理、门禁设备、门禁权限以及视

频监控设备等，通过远程方式来控制门禁系统。工艺设

备管理中，可以进行库区内各个工艺设备运行情况的管

理，可以基于重大作业管理自动化的生成各个作业流程

路径相关数据信息。针对各个生产设备配置的 MODBUS

地址等进行配置，随后通过集成平台发送到 SCADA 系统

进入流程执行环节。报表管理模块中，设置报表与日志

并且可以查询。在系统中设置了物理打印机、逻辑打印

机，并且完成相应设置。外部操作人员可以通过应用程

度进行移动监管。利用 NFC 与二维码技术进行库区内工

艺设备巡检，巡检发生异常情况可以利用移动端及时上

传到供库级信息管理系统中，保证能够随时随地了解库

区内的实际情况 [3]。

2.3.2 装车一体化控制系统

门禁终端控制器主要针对装车区的出入口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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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终端主要利用读卡器、显示屏以及语音设备等装

置设计完成。入口位置的门禁控制器主要设置于门口专

门的支架上，方便司机能够便捷地完成刷卡动作。可以

利用装车一体化控制系统来自动化地匹配到司机的提油

计划以及打印出相应的提油指导书，提示车辆进入相应

位置装车，控制油库进口位置的道闸开启，系统中自动

化监测到油槽车进入道闸之后便会自动关闭。出口安装

的门禁终端控制器可以在司机不离开驾驶位的时候完成

刷卡。验证车辆的具体提油情况，在不存在异常情况的

时候便会打印出本次发油的单据，控制油库出口位置的

道闸开启，系统在自动化监测出油槽车离开道闸之后便

会自动关闭。车辆司机确认不存在问题的时候在单据上

签字确认。门卫保安留下单据的第一联与第二联，而第

三联则由司机保管。油库入口与出口位置道闸可以实现

装油车辆的管理，同样能够管理油库中其他车辆，系统

设置了油库内部车辆卡的管理功能，可以自动化记录下

车辆进出油库的实际情况。在装车台模块中，装车台的

控制设备可以利用画面与声音来引导车辆驾驶员做好装

车前期的准备工作，检查移动挡车器时候正常开启，检

查鹤管与静电溢油是否正常连接，随后刷卡装车做好装

备工作，装车环节中自动化监测人员的到位情况，控制

割断阀装置开启，完成装车操作之后引导司机把设备归

位，确定无误之后将移动挡车器移开，在设备没有归位

的时候便会声光报警。检测出静电、溢油以及可燃气体

等情况时，控制暂停装车动作。控制装置和流量计之间

通信，在超量以及通信数据没有在标准范围的时候，必

须暂停装车，实现报警提示。在 ERP 数据交互模块中，

和中石化统一 ERP 系统之间连接，系统能够根据油槽车

卡以及密码等制订订单以及编制装车计划。车辆驾驶员

确定订单之后可以接收到 ERP 发送的订单详情，发油的

实际情况与相关数据上传到 ERP 系统中 [4]。

2.3.3 库区自动化集成平台

生产工艺模块中，主要与站场与罐区中的电动阀系

统、油气回收系统之间连接，实现储罐计量、密度计计

量以及智能化泵控系统的集成控制。在安全保障控制模

块当中，连接了可燃气体检测设备、油污水处理系统、

视频实时监控系统、火灾报警装置、自动化巡更系统以

及电子铅封系统各个系统平台。油库数据传输模块中，

利用标准化 API 接口，和各个系统之间实现数据交互，

涉及到各个生产设备的实时数据以及历史数据。安全联

锁模块中，针对库区中自动化设备设置了预警提示与安

全锁定机制，报警信息能够上传到库级信息管理系统中，

提示相关的安全管理员 [5]。

2.4 安全消防系统

油库是储存以及管理油品的重要场所，具备易燃易

爆的特点，油库内安全管理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基于油

库生产安全角度出发，油库安全消防管理系统中必须设

计安全巡检管理模块、可燃气体报警模块、火灾报警模

块、消防水池液位实时控制模块、防雷击防静电模块。

针对成品油油库展开全方位的安全消防自动化管理，从

根本上避免火灾以及可燃物体造成的安全事故问题，降

低成品油油库生产安全风险，保障成品油油库生产管理

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3、结束语

综上所述，成品油油库全面落实信息自动化管理，

能够通过自动化信息技术实现油库管理的创新与优化，

满足于生产企业的实际需求。通过现代化计算机、互联

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达到油库控制与销售的一体化

集成式管理，最大限度上规避安全事故，提高油库管理

的整体效果，为成品油自动化管理的全面落实提供基础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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