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锅炉范围内管道定期检验》 

目的 

锅炉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至 2015 年

全国锅炉总量 57.92 万台，其中工业锅炉约 56万台，总容量 351.29

万 MW，电站锅炉约 1.2 万台，总容量 1.43 亿 MW。我国 2015 年能源

消费总量 42.6 亿吨标准煤，其中锅炉消耗 18.6 亿吨，占全国能源消

耗 42%。由于锅炉是危险性大、耗能高的特种设备，在我国锅炉安全

一直是特种设备安全控制的重点，而锅炉范围内管道的安全在锅炉的

安全控制中更是重中之重。锅炉范围内管道一旦发生事故危害性极大，

2016年湖北当阳“8.11”锅炉管道爆炸事故死亡22人就是血的教训。 

现阶段，工业锅炉范围内管道、母管制电站锅炉管道的检验尚未

明确，也没有考虑细化锅炉范围内管道检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常规

检验的周期和检验项目很难实现。由于锅炉范围内管道的安全运行涉

及到高温高压、悬吊承重、阀门组件、防腐保温、热力膨胀等诸多因

素，其结构和布置也复杂多样，与锅炉本体相比存在很大的区别。例

如：母管制锅炉的主蒸汽管道常常为几台锅炉的共用管道，在非全部

锅炉停炉的状态下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内部检验，其检验时机、检验

周期、检验报告出具按现行规定执行的难度较大；热电联产锅炉中存

在从主蒸汽管道上开设蒸汽支路管道的情况，蒸汽支路管道的检验范

围及检验内容也没有明确。另外，全国各省市对锅炉范围内管道的制

造、设计、安装、使用以及定期检验的管理和执行存在诸多差异，其

安装验收、注册登记、使用管理和定期检验的工作模式也不统一。 

因此，为保证锅炉范围内管道的安全运行，需要针对锅炉范围内

管道的特点，制订专用的定期检验规则，明确该类管道界限、检验时

机、检验周期和检验检测方法，指导检验人员更有效的开展定期检验

工作，避免锅炉事故的发生，提高锅炉运行的经济性和安全性。 

 

意义 

1）《锅炉范围内管道定期检验》团体标准的制订可进一步增强锅



炉范围内管道检验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大力促进锅炉检验检测

工作，保障锅炉运行安全； 

2）明确锅炉范围内管道界限、检验时机、检验周期，检验检测

项目； 

3）结合锅炉范围内管道具有自身的特点，利用现有的检验检测

设备及技术方法能够发现其易产生的各种缺陷，并综合分析； 

4）弥补现行的锅炉检验技术规范和标准的不足。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 TSG 11-2020《锅炉安全技术规程》规定的锅炉范

围内管道的内部检验、外部检验及水（耐）压试验。 

 

 

《垃圾焚烧炉定期检验》 

目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建设的逐步推进，产生的固体

废物问题日趋严重。固废处理技术主要包括了焚烧、填埋、堆肥等手

段。垃圾焚烧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已逐渐成为固废处理的主要手段。

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逐年增加，到 2015 年底，投产和在建的垃圾焚

烧发电厂已达到 300 余座。 

垃圾中不可燃成分比例大，垃圾热值低、水分含量高，而且垃圾

的成分因地域、季节、城市消费水平以及年份的不同而变化，因此要

求垃圾焚烧炉对于垃圾成分的变化（特别是水分和热值的变化）具有

很强的适应性，需要根据垃圾成分的波动对燃烧过程进行及时、有效

的调整，以保证垃圾的及时引燃和稳定燃烧。因此相比常规燃煤、燃

气锅炉而言，其燃烧方式、炉型结构、受热面布置、运行管理等方面

都存在很大的区别。由于燃料的特殊性，锅炉受热面存在磨损、高温

腐蚀及氯腐蚀，烟气中含有有毒气体等特点。 

因此，为保证垃圾焚烧炉的安全运行，及时处理大量的垃圾，需



要针对垃圾焚烧炉的特点，制订专用的定期检验规则，提出合理的检

验检测方法，更有效的利用检验检测资源，避免或减少锅炉事故的发

生，提高机组运行的经济性和安全性。 

 

意义 

1）《垃圾焚烧炉定期检验》团体标准的制订可进一步保证垃圾焚

烧炉的安全运行，及时处理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大量垃圾，大力促进全

国环境保护工作。 

2）针对垃圾焚烧炉的特点，尤其是安全防护、腐蚀，利用现有

的检验检测设备及技术方法能够发现其易产生的各种缺陷； 

3）现行的锅炉检验技术规范和标准，通常都是针对电力系统传

统的炉型来制订的，覆盖面较广但缺乏针对性、具体性。根据垃圾焚

烧炉的结构、燃烧方式及易产生的缺陷类型，结合近年来对垃圾焚烧

炉的检验案例，在现有锅炉检验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基础上，制订针对

性更强的垃圾焚烧炉定期检验规则是符合趋势的。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垃圾焚烧锅炉定期检验的有关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特种设备目录》所定义的，以垃圾为燃料的固定

式蒸汽锅炉。 

注 1-1：本标准适用于蒸汽出口额定压力≤4.0MPa 且额定温度≤

400℃的余热锅炉，以及蒸汽出口额定压力≤5.3MPa且额定温度≤485℃

的流化床锅炉。 

注 1-2：锅炉蒸汽出口额定压力及额定温度超出此范围的，可以

参照本标准。 

注 1-3：燃料为危险废物的锅炉不在此范围。 

 

 

 



《生物质锅炉定期检验》 

目的 

近年来，秸秆焚烧造成的空气污染给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了非

常大的影响，政府在治理雾霾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为了配合国

家的环境保护和再生能源政策，生物质锅炉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由于燃料种类不同，生物质锅炉跟常规燃煤、燃气锅炉在燃烧方

式、炉型结构、受热面布置、运行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同。且生

物质锅炉燃料化学成分复杂、燃料燃烧值低、燃烧系统稳定性差，再

加上启、停炉次数频繁、燃料供给不充分等因素，更易造成生物质锅

炉出现安全事故，给机组的安全运行带来了较大影响。生物质锅炉由

于燃料热值较低，为达到设计参数，锅炉受热面布置较多，结构更为

紧凑，尾部烟道也更易产生磨损、腐蚀等缺陷。此外，生物质碱金属

含量较高，更易在受热面产生积灰、腐蚀等现象。 

因此，为保证生物质锅炉的安全运行，更高效的利用生物质燃料，

迫切地需要针对生物质锅炉的特点，制订专用的定期检验规则，提出

合理的检验检测方法，更有效的利用检验检测资源，避免或减少生物

质锅炉事故的发生，提高机组的整体经济性和安全性。 

 

意义 

1）截至 2016 年 6 月底，仅安徽省投入运行的生物质电厂已达

21 座，总装机容量 60 万千瓦。《生物质锅炉定期检验》团体标准的

制订可进一步保证生物质发电机组的运行安全和电力供应，减轻全国

秸秆焚烧治理的工作压力，同时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也会产生非常大

的积极影响。 

2）虽然生物质燃料种类繁多，但其主要成分、热值以及灰渣组

分目前的检测技术和手段，均可实现检测分析； 

3）虽然由于生物质锅炉具有自身的特点，但其易产生的缺陷种

类与常规锅炉基本相似。现有的检验检测技术方法和手段基本都能够

发现生物质锅炉易产生的各种缺陷； 



4）现行的锅炉检验技术规范和标准，通常都是针对电力系统传

统的炉型来制订的，覆盖面较广。根据近年来生物质锅炉的检验案例、

生物质锅炉燃烧方式、炉型布置、燃料种类以及各个部件易产生的缺

陷类型，在现有锅炉检验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基础上，制订针对性更强

的生物质锅炉定期检验规则也是符合当前趋势的。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质锅炉内部检验、外部检验及水压试验的检验

项目、内容及要求。 

本标准依据 TSG 11-2020《锅炉安全技术规程》的有关要求，结

合生物质锅炉的特点制定，标准适用于《特种设备目录》所定义的以

固体生物质为燃料,介质额定出口压力≤13.7MPa，额定出口温度≤

540℃的固定式蒸汽和热水锅炉。 

有机热载体生物质锅炉的定期检验按照《有机热载体锅炉定期检

验》团体标准要求进行，其他种类和参数的生物质锅炉的定期检验可

参照本标准执行。 

 

 

《锅炉主要承重部件定期检验》 

目的 

现在的大型电站锅炉主要采用悬吊式结构，由于锅炉受热面、汽

水联箱、管道、烟风煤粉管道都通过支吊架、梁、桁架，由钢柱承重；

并以膨胀中心为零点，向下、向四周膨胀。一旦承重系统失效，部件

附落，部件的几何形状即发生变化，同样可以导致锅炉部件故障失效。

因为需要制定专门的标准用于规范锅炉主要承重部件的检验。 

 

意义 

一．本规则主要内容为电站锅炉的主要承重部件，对承重部件的

检验方法、检验部位、判断是否正常及维修调整提供依据，具有现实



意义。 

二．本规则主要针对电站锅炉的承重部件的定期检验，国内国际

还没有专门针对这一部分有专业的指导标准，具有应用意义。 

 

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的 TSG 11-2020《锅炉

安全技术规程》要求的锅炉主要承重部件（受拉部件、受压部件和受

弯部件）定期检验。 

 

 

《烟道式余热锅炉定期检验》 

目的 

余热锅炉是利用各种工业过程中的废气、废料或废液中的显热或

（和）其可燃物质燃烧后产生的热量的锅炉。随着节能减排政策的不

断推行，和更严格的环保的要求，余热锅炉在的应用越来越多，余热

锅炉的种类也更加丰富。目前现有的检验规则是针对传统锅炉检验经

验积累而建立起来的，而余热锅炉的失效原因、应用环境、锅炉结构

与传统锅炉差别较大；在有些低温腐蚀性气体的余热利用设计中，还

采用了大量的翅片管和热管等，其设备运行检修要服从于工艺设备的

运行要求。因此在余热锅炉检验时，现有标准缺乏针对性。为了规范

余热锅炉检验，特制定本规则。 

 

意义 

根据所利用的余热的特性，余热锅炉的结构型式、使用材料、运

行管理等均与常规锅炉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对带有腐蚀性或其他特殊

性质的化工类余热，其失效模式和损伤机理更是多样化。多年来我国

对锅炉压力容器的失效模式和失效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出台了

相应的国家标准，对余热锅炉而言，结合锅炉的结构、材料及运行条

件，详细分析各种类型的锅炉可能具有的损伤模式、损伤机理，有针



对性的提出检验规则，可以提高余热锅炉检验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提

高设备的安全性。 

我国从 80 年代开始开发和制造余热锅炉，现今余热锅炉的设计、

制造已比较成熟，开发和应用的余热锅炉涉及各个行业。余热锅炉的

大量应用和足够的在用时间，使制造、运行、检修人员和检验人员对

余热锅炉的各类问题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具备了对余热锅炉检验规则

的编写条件，使得这部团标的落地切实可行。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烟道式余热锅炉的内部检验、外部检验的项目、内

容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特种设备目录》规定范围内的以水为介质的各类

烟道式余热锅炉定期检验工作，对于补燃型余热锅炉除燃烧系统外的

部件和设备按本规程执行。 

 

 

《锅炉改造监督检验》 

目的 

锅炉改造是关系到锅炉的安全性、经济性、节能性、环保性，以

及锅炉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近期，由于国内环境保护工作提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和《锅炉节能技术监督管理规程》的修订，锅炉改造工

作量大量增加，主要有燃烧设备改造（如燃煤炉改为燃气炉、链条炉

改为循环流化床）、节能改造、部件改造（增加尾部受热面）及环保

改造（脱硫、脱硝改造），为提高锅炉改造质量、保证锅炉安全经济

运行，及早制定《锅炉改造监督检验》标准是非常必要的。 

锅炉改造的监检工作中，由于国家没有明确的标准、规范，各地

区要求的宽严不一，有松的有严的，检验人员无所适从，监检工作质

量难以保证，使改造锅炉存在安全隐患，从安全角度来说及早颁布《锅

炉改造监督检验》也是非常必要的。 



意义 

河南省内已改造的 500 余台锅炉均经过我院监督检验，主要包括

链条炉改为循环流化床、手烧炉改为燃气炉、链条炉改为燃气炉、燃

煤炉改为燃生物质炉、燃生物质炉改为燃气炉、锅炉脱硫改造、脱硝

改造、炉拱改造、蒸汽锅炉改为热水锅炉、热水锅炉改为有机热载体

锅炉等，部分改造锅炉已安全运行多年，我院检验人员积累并具有一

定的锅炉改造监督检验经验，将现有改造监督检验的经验汇总成团体

标准，有助于行业交流和经验推广，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锅炉改造监督检验的项目、内容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锅炉安全技术规程》范围内锅炉改造的监督检验。 

 

 

《有机热载体锅炉定期检验》 

目的 

有机热载体锅炉，也称导热油锅炉，是指载热工质为高温导热油

（也称热媒体、热载体）的新型热能转换设备，具有在较低压力下获

得高温介质的工作特性。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有

机热载体锅炉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以河南省为例，据统计，

2005 年在用有机热载体锅炉为 217 台，2015 在用有机热载体锅炉为

1618 台，10 年增加了 1401 台，同比增幅为 645.6%，并有继续增加

的趋势。有机热载体锅炉的工作压力虽然比较低，但炉内热传导液温

度高，且大多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锅炉在使用中受压部件由于结构

设计、使用不当等原因会产生腐蚀、磨损及内部积碳缺陷，造成炉管

减薄或过热，一旦在运行中发生泄漏，将会引起火灾、爆炸等事故，

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做好有机热载体锅炉的定期检验

工作显得十分重要。 

由于我国现行规程规范虽对有机热载体锅炉的定期检验有一些



规定要求，但规范中缺少对有机热载体锅炉系统性、针对性、全面性

的要求，并且针对有机热载体液相锅炉的内容较多，针对有机热载体

气相锅炉内容较少。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关于有机热载体锅炉定期检

验的规则，对有机热载体锅炉的定期检验工作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定。 

 

意义 

目前，我国已有 TSG 11-2020《锅炉安全技术规程》对有机热载

体锅炉定期检验工作做了一些相关规定，作为依据一直对全国有机热

载体锅炉的定期检验起着指导作用。但是现有规程对有机热载体锅炉

定期检验的相关要求不够细致，所以制定一部专门的定期检验标准，

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有机热载体液相、气相锅炉的内部检验、外部检验

及耐压试验的项目、检验内容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特种设备目录》规定范围内的有机热载体锅炉的

内部检验、外部检验及耐压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