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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锅炉内部检验准备工作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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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电站锅炉内部检验准备工作关乎锅炉运行安全及检验质量。本文围绕此展开，先是阐述其重要性，随后

深入剖析常见问题，涵盖资料准备、停炉冷却、检验现场清理以及检验工具与设备准备等方面的诸多不足。在此基础

上，针对性地提出注意事项，从资料完善到各环节操作规范等给出建议，旨在助力电站锅炉内部检验准备工作更科学

合理，保障检验工作顺利进行，确保电站锅炉安全可靠运行，为相关实践提供有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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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电站锅炉在电力生产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其安全稳定运行是保障电力供应的关键。内部检验

作为把控锅炉安全状况的重要手段，而准备工作又是检

验的前提基础。良好的准备工作能让检验人员充分掌握

锅炉各方面情况，为精准检验方案制定提供依据，且保

障检验环境适宜、工具可靠。然而在实际中，准备工作

常出现各类问题，影响检验效果，故而深入探讨其常见

问题及注意事项十分必要，对保障锅炉安全意义重大。

1��电站锅炉内部检验准备工作的重要性

电站锅炉内部检验准备工作是确保锅炉安全稳定运

行以及检验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石，具有多方面至关重要

的意义。第一，全面的准备工作能为检验人员提供锅

炉详尽的“背景资料”。从设计图纸明晰结构布局与技

术参数，到制造安装记录了解初始状态，再到运行维修

档案掌握设备“履历”，这些信息有助于精准制定检验

策略，明确重点检验部位与潜在风险点，使检验有的放

矢。第二，恰当的停炉冷却准备是保障检验精度与人员

安全的关键。合理的冷却时间与规范操作可避免因温度

不适导致的热变形掩盖缺陷或引发安全事故，同时确保

检验设备正常运行，进而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第

三，检验现场的有效清理不可或缺。彻底清除积灰、结

垢与杂物，既能防止其对缺陷的遮蔽，又能避免对检验

工具造成损害，还可排除杂物在锅炉运行时引发故障的

隐患，为检验创造良好的可视与操作条件。第四，充足

且精准的检验工具与设备准备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

齐全的工具可覆盖各项检验任务，而校准维护后的设备

能有效避免因仪器误差造成的误判，确保对锅炉状况评

估的准确性，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维持电站锅炉

的安全高效运行[1]。

2��电站锅炉内部检验准备工作常见问题

2.1  资料准备方面

2.1.1  资料缺失或不全
在电站锅炉内部检验时，资料缺失或不全的问题较

为突出。部分老旧锅炉原始设计与制造安装资料因年代

久远、保管不善而残缺，像关键的强度计算书、材质证

明等丢失。一些企业历经改制、搬迁，资料管理混乱，导

致部分记录无从查找。这使得检验人员难以掌握锅炉初始

设计制造的精确信息，无法准确判断结构合理性及确定

重点检验区域，极大地阻碍了检验工作的有效推进。

2.1.2  资料更新不及时
电站锅炉运行中维修改造频繁，但资料更新常滞

后。例如，受热面更换、燃烧器改造等工程完成后，相

应的施工记录、材质变更情况未及时录入资料档案。检

验人员依据陈旧资料检验，会对改造部位的现状及潜在

风险误判。在评估焊缝质量时，因不知焊接工艺已变，

仍按旧标准检查，可能遗漏新出现的缺陷，无法为锅炉

安全运行提供精准的评估依据。

2.2  停炉冷却方面
2.2.1  冷却时间不足
电站锅炉停炉后，若冷却时间不足，锅炉内部温度

过高。这对检验人员安全构成直接威胁，高温环境易致

中暑、烫伤等事故。高温会干扰检验设备正常运行，如

电子元件受热可能失灵，测量数据出现偏差。而且，过

热状态下锅炉部件可能发生热胀变形，一些微小缺陷如

裂缝、磨损痕迹会被掩盖，使检验人员难以察觉，从而

导致无法及时发现锅炉潜在安全隐患。

2.2.2  冷却速度过快
当电站锅炉冷却速度过快时，锅炉受压部件会因急

剧的温度变化产生较大热应力。尤其是合金钢材质部

件，其对冷却速率敏感，过快冷却易使金相组织改变，

降低材料力学性能，引发部件裂纹。这不仅给锅炉运行

带来长期风险，在检验时也会因新产生的裂纹与原有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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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难以区分，增加了缺陷判断难度，干扰检验人员对锅

炉真实安全状况的评估，可能造成错误的检修决策。

2.3  检验现场清理方面
2.3.1  内部积灰、结垢清理不彻底
电站锅炉运行中受热面会堆积大量积灰与结垢。若

清理不彻底，积灰可能遮蔽受热面的缺陷，如腐蚀坑

洼、磨损减薄处，使检验人员难以发现潜在危险。结垢

严重时会影响热传递，导致局部过热，而这一隐患可能

在积垢掩盖下被忽视。清理过程掉落的积灰还可能污染

检验仪器，影响其精度与正常使用，如堵塞无损检测探

头的检测通道，造成检测数据不准确。

2.3.2  杂物未清理干净
锅炉内部可能留存各类杂物，如维修后遗落的工

具、零部件以及破损的保温材料碎片等。这些杂物会干

扰检验工作，阻碍检验人员的视线与行动路径，降低检

验效率。更为严重的是，在锅炉重新启动后，杂物可能

随介质流动，堵塞汽水管道、损坏阀门密封面等，引发

汽水循环不畅、泄漏等故障，对电站锅炉的安全稳定运

行构成极大威胁，甚至可能导致停机事故[2]。

2.4  检验工具与设备准备方面
2.4.1  工具设备不齐全
电站锅炉内部检验涉及多种复杂项目，需配备齐全

的工具设备。然而实际准备时，常出现短缺情况。例

如，在检测厚壁管道焊缝时，缺少合适规格的超声波探

伤仪探头，无法深入探测内部缺陷；对狭小空间检查，

缺乏专用内窥镜，难以全面查看。缺少必要工具设备，

会导致部分检验项目无法开展，检验数据不完整，影响

对锅炉整体状况的准确评估，可能使潜在安全隐患无法

及时被发现。

2.4.2  工具设备未校准或维护
检验工具设备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依赖于定期校准与

维护。若忽略此环节，设备性能将大打折扣。如压力计

未校准，测量锅炉压力时数据偏差大，可能误判运行参

数是否正常；无损检测设备长期未维护，关键部件老化

或损坏，会使检测灵敏度降低、结果不准确，导致缺陷

漏检或误判。这不仅无法保障检验质量，还可能因错误

数据引导错误维修决策，给电站锅炉安全运行埋下巨大

隐患。

3��电站锅炉内部检验准备工作注意事项

3.1  资料准备
3.1.1  全面收集与整理资料
为确保电站锅炉内部检验顺利且精准，全面收集与

整理资料是首要任务。应组建专业资料收集小组，从多

源头搜集，涵盖锅炉设计单位获取设计蓝图、技术规

范；制造厂家处取得制造工艺、质量证明；安装公司那

里拿到安装记录、调试报告；以及运行部门的日常运行

日志、故障处理记录等。将这些资料按锅炉结构、运行

历史、维护事件等分类整理，建立电子数据库并辅以纸

质档案柜，方便快速检索查阅。特别要重视对老旧锅炉

资料的挖掘，可联系退休老员工、咨询行业专家或查阅

历史企业档案库等补充缺失内容。通过全面梳理，使检

验人员清晰把握锅炉全生命周期信息，为制定详尽检验

方案、确定重点检验环节筑牢根基，让检验工作有章可

循，避免因资料盲点导致检验疏漏与误判。

3.1.2  及时更新资料信息
电站锅炉在持续运行过程中，改造升级、维修保养

等活动频繁，及时更新资料信息极为关键。设立专门的

资料管理员岗位，在锅炉每次有重大变动后，如受热面

材质更换、燃烧系统优化、安全保护装置升级等，督促

相关部门及时提交详细报告，内容包括变动原因、施工

方案、所用材料及部件规格参数、施工人员资质信息以

及变动后的调试数据等。资料管理员在接收资料后，第

一时间将其录入档案系统，并标注更新时间与版本号，

同时在原资料基础上做好修订记录，以便追溯查看历史

信息。检验人员在开展工作前，仔细核对资料更新情

况，针对变动部位重点研究分析，依据最新资料制定检

验策略与方法，从而确保对锅炉当前真实状况的评估准

确可靠，有效提升检验工作的有效性与针对性。

3.2  停炉冷却
3.2.1  合理控制冷却时间
电站锅炉停炉后，需依据锅炉的结构特性、材质类

型、运行参数及容量大小等因素，科学规划冷却时间。

一般而言，大型电站锅炉自然冷却时间不少于72小时，
期间要密切监控各部位温度变化，可通过在炉膛、受热

面等关键区域布置热电偶来实时监测。当温度降至40℃
左右时，方可进入内部检验环节。若冷却时间过短，高

温不仅危及检验人员安全，还会使设备因热胀而隐藏缺

陷，影响检验准确性；而过度延长冷却时间则会降低电

站运营效率。因此，精准把控冷却时间，是保障检验工

作安全高效开展的重要前提[3]。

3.2.2  规范冷却操作
在停炉冷却过程中，应严格遵循既定的操作规程。

对于采用自然冷却方式的锅炉，要确保通风系统正常运

行，合理控制通风量，避免因通风不良造成局部冷却不

均。若采用强制冷却，如蒸汽排放或通水冷却，需精确

控制冷却介质的流量、压力与温度。以通水冷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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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控制水温与水流速度，防止因水流过快、水温过

低引发受压部件产生过大热应力，进而导致部件损坏或

产生裂纹。在冷却期间，安排专人定时巡查并记录各部

位温度与冷却状态，确保冷却过程平稳、有序进行，为

后续检验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3.3  检验现场清理
3.3.1  彻底清理积灰与结垢
电站锅炉长期运行后，受热面会附着大量积灰与结

垢，彻底清理极为关键。在清理积灰时，对于水平烟道

等大面积区域，可先使用机械振打装置初步松动积灰，

再用大功率吸尘器吸除，防止灰尘弥漫污染环境。对于

垂直受热面，可采用压缩空气喷枪自上向下吹扫，使积

灰顺利落下收集。针对结垢问题，需先分析垢样成分，

对于以碳酸盐为主的水垢，可采用化学酸洗法，选用合

适浓度的盐酸溶液，配合缓蚀剂，按照严格的工艺程序

进行清洗，清洗后用大量清水冲洗并进行钝化处理，防

止金属表面二次腐蚀。而对于硫酸盐等难溶垢，可能需

采用高压水射流清洗或其他特殊工艺，确保受热面清

洁，无积灰结垢残留，使检验人员能清晰观察受热面真

实状况，准确判断是否存在腐蚀、磨损等缺陷。

3.3.2  清理杂物并检查确认
电站锅炉内部空间复杂，容易遗留各种杂物，清理

并确认无杂物残留至关重要。在停炉后，组织专业清理

小组，携带照明工具与检查设备进入锅炉内部。对汽

水系统管道，仔细检查各个管段、弯头、阀门处，查看

是否有维修工具、旧垫片、螺栓等遗留。在炉膛及燃烧

器区域，排查是否有耐火材料碎片、掉落的燃烧器喷头

部件等。烟风系统中，检查风道、烟道内有无保温材料

脱落物、废旧挡板等杂物。每清理完一个区域，做好标

记与记录，全部清理完毕后，采用工业内窥镜对一些狭

小、隐蔽空间如管束间隙、人孔内侧边缘等进行复查，

确保无任何杂物。

3.4  检验工具与设备准备
3.4.1  确保工具设备齐全
在电站锅炉内部检验前，依据检验项目与锅炉结构

特点详细列出所需工具设备清单是关键一步。清单应涵

盖通用工具，如各类扳手、螺丝刀、钳子用于拆卸与安

装锅炉附属部件；量具如卡尺、千分尺、测厚仪用于精

确测量部件尺寸与厚度；检测仪器像硬度计、光谱分析

仪用于检测金属材料性能与成分。对于特殊部位与复杂

结构，还需配备专用工具，如内窥镜用于观察狭小管道

与炉膛内部难以直接触及区域，超声波测厚仪探头需准

备多种规格以适应不同厚度管壁检测。此外，无损检测

设备如超声波探伤仪、磁粉探伤仪、射线探伤仪等更是

不可或缺，且要配备足够的耦合剂、探伤磁粉、胶片等

消耗品。

3.4.2  校准与维护工具设备
检验工具设备的准确性与可靠性直接影响检验结果

的有效性，因此校准与维护工作必不可少。对于测量类

仪器仪表，如压力计、温度计、流量计等，按照国家计

量标准要求，定期送至专业计量机构进行校准，校准周

期依据设备使用频率与精度要求而定，一般为半年至一

年。校准后取得校准证书并妥善保存，以供检验结果溯

源。无损检测设备，如超声波探伤仪，每次使用前需检

查探头性能、仪器灵敏度与分辨率，定期由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全面维护，包括清洁仪器内部灰尘、检查电路连

接是否稳固、更新软件版本等。对于机械类工具，如扳

手、螺丝刀等，定期检查是否有损坏、变形，及时进行

修复或更换。通过严谨的校准与维护措施，确保检验过

程中工具设备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为获取精准检验

数据奠定坚实基础[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电站锅炉内部检验准备工作意义非凡，

虽面临资料、停炉、现场清理及工具设备等多方面问

题，但只要遵循相应注意事项，就能有效化解。重视资

料管理，确保信息完整准确；科学停炉冷却，防范热应

力风险；彻底清理现场，营造良好检验环境；保障工具

设备精良，提升检验精度。如此，方能为电站锅炉内部

检验筑牢根基，及时察觉隐患并妥善处理，有力推动电

站锅炉安全、稳定、高效运行，为电力事业稳健发展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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