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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厂锅炉技术监督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火力发电厂锅炉技术监督的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1 25 MW及以上容量电站锅炉， 其他容量等级锅炉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厅 53 10 高压锅炉用无缝钢管

GB厅 16507 （所有部分〉 水管锅炉

GB厅25960 动力配煤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75 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660 大中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

GB厅 5 1106 火力发电厂节能设计规范

DUT 332. J 塔式炉超临界机组运行导则 第 l 部分： 锅炉运行导则

DUT 340 循环流化床锅炉启动调试导则

D山435 电站锅炉炉膛防爆规程

DUT 438 火力发电厂金属技术监督规程

DUT455 锅炉暖风器

DUT466 电站磨煤机及制粉系统选型导则

DUT468 电站锅炉风机逃型和使用导则

DUT561 火力发电厂水汽化学监督导则

DUf586 电力设备监造技术导则

DI.JT 610 200 MW 级锅炉运行导则

DUf 611 300MW～600 MW 级机组煤粉锅炉运行导则

DUI' 612 电力行业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督规程

DUf715 火力发电厂金属材料选用导则

DUf 748 C所有部分〉 火力发电厂锅炉机组检修导则

DUf748.3 火力发电厂锅炉机组检修导则第 3 部分： 阀门与汽水管道系统检修

DUf 748.5 火力发电厂锅炉机组检修导则第 5 部分： 烟风系统检修

DUf 748.7 火力发电厂锅炉机组检修导则第 7 部分： 除渣系统检修

DUf 748.8 火力发电厂锅炉机组检修导则第 8 部分： 空气预热器的检修

DUf 750 团转式空气预热器运行维护规程

DUf 794 火力发电厂锅炉化学清洗导则

DUf 831 大容量煤粉燃烧锅炉炉膛选型导则

DUf 838 燃煤火力发电企业设备检修导则

DUf 852 锅炉启动调试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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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sss 电力基本建设火电设备维护保管规程

DUT869 火力发电厂焊接技术规程

DUT889 电力基本建设热力设备化学监督导则

DUf894 除灰除渣系统调试导则

DUf 895 除灰除渣系统运行导则

DUf903 磨煤机耐磨件堆焊技术导则

DUf936 火力发电厂热力设备耐火及保温检修导则

our 1034 135 MW 级循环流化床锅炉运行导则

our 1035 c所有部分〉 循环流化床锅炉检修导则

our 1os1 电力技术监督导则

our 1os2 电力节能技术监督导则

Dνf ll 15 火力发电厂机组大修化学检查导则

our 1121 等离子体点火系统设计与运行导则

our 1269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蒸汽吹管导则

our 1316 火力发电厂煤粉锅炉少袖点火系统设计与运行导则

our 1326 300 MW循环流化床锅炉运行导则

DUT 1445 电站煤粉锅炉燃煤掺烧技术导则

DL厅 5072 发电厂保温汕漆设计规程

DL厅 5121 火力发电厂烟风煤粉管道设计技术规程

OUT 5142 火力发电厂除灰设计技术规程

our 5145 火力发电厂制粉系统设计计算技术规定

DL5190.2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第2部分：锅炉机组

DL 5190.5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第 5 部分：管道及系统

DUf5203 火力发电厂煤和制粉系统防爆设计技术规程

our 5210.2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规程第 2部分： 锅炉机组

DL厅 5210.6 电力建设施工质盘验收规程第 6部分： 调整试验

DL厅5240 火力发电厂燃烧系统设计计算技术规程

DL5277 火电工程达标投产验收规程

DUf5294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调试技术规范

our 5434 电力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our 5437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启动试运及验收规程

JB厅 1386 钢球磨煤机

JB厅4358 电站锅炉离心式通风机

JB厅4362 电站轴流式迦风机

JB厅 6990 MP型辑盘式踏煤机

JB厅7680 碗式磨煤机

JB/T 7890 风扇磨煤机

JBIT l归40 大型煤粉锅炉炉膛及燃烧器性能设计规拖

JB厅 10519 双进双出磨煤机

NB/T 10127 大型煤粉锅炉炉膛及燃烧器性能设计规范

NB厅47049 管式空气预热器制造技术条件

TSG GOOOl 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05003 锅炉化学消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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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安全（2014 ) 161 号 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

3 总则

3.1 锅炉技术监督应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按照国家、行业有关标准、规
程、规定和反事故措施要求，对锅炉设备及系统的选型、设计、监造、安装、调试、性能验收试验、

运行、检修等进行全过程监督和管理。

3.2 锅炉技术监督应依靠科技进步，推广采用先进可靠的技术、设备和成熟的技术管理经验。

3.3 锅炉技术监督管理应符合 our 10s 1 的规定。

3.4 锅炉技术监督的设备范围包括锅炉本体及其附件， 锅炉尾部受热面（含排烟余热回收利用系统），

锅炉风机及烟风系统，磨煤机、制粉及燃烧系统， 除灰渣系统等。

3.5 锅炉技术监督各阶段监督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设备选型及设计阶段：

1 ）审核锅炉设备招标文件、采购合同， 重点审核设备的技术参数、性能指标、性能保证的考

核项目和验收方式、技术资料提交要求、技术培训要求等。

2）审核锅炉本体设计方案， 重点审核锅炉设计煤种及校核煤种、炉膛选型、燃烧系统设计、

受热面布置和选材、调温方式、相关测点布置、吹灰器选型、脱硝系统设计、锅炉对灵活

性运行的适应性等。

3）审核锅炉辅机及系统设计选型方案， 重点审核制粉系统、烟风系统、除灰渣系统等设计。

4）审核设计联络技术问题及各方工作的接口。

b）监造阶段：

1 ）审核设备监造单位、监造人员资质与业绩的符合性，审核监造大纲、 主要见证项目 ， 监督

监造报告的报送、制造中出现不合格项时的处置、制造和监造单位使用的仪器仪表等。

2）审核监造人员核查制造单位执行供货合同及相关标准的符合性，见证锅炉本体及重要辅机

的重要监造节点。对于制造中出现的重大质量问题，协助制定处理方案。

c）安装阶段：

1 ） 审核工程监理大纲、工程监理报告： 审核施工单位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作业指导

书，核查施工验收记录、验收证书。

2）监督检查入厂主要设备的验收情况， 以及入厂设备（或部件〉的现场保管情况。

3）结合工程安装主要质量控制点，监督检查锅炉本体及辅助设备的安装质量， 主要包括锅炉

构架、空气预热器、受热面、燃烧器、烟风及煤粉管道、燃油系统、磨煤机、风机、给煤

机、排渣机、保温等部件和系统。

的审核水压试验方案和安全措施， 见证水压试验条件、过程、结果。检查炉膛及烟风系统严

密性试验结果。

d）调试阶段：

1) 审核调试方案（措施〉、调试记录、调试报告。

2）对单体调试、分系统调试和整套启动试运阶段的技术指标、主要质量控制点、重要记录进

行监督，重点检查冷态通风试验、首次点火、化学清洗、蒸汽吹管、蒸汽严密性试验及安

全阀校验、整套启动试运行的方案、试验记录及结果。

e）性能验收试验阶段： 审核机组性能验收试验方案，按照合同约定的试验标准对试验仪器、过

程、结果进行监督，并根据试验结果提出完善运行调整措施的监督建议，协助制定设备治理

方案。

f）运行阶段：

1) 监督锅炉设备启动、运行、停运情况， 查看设备的运行参数统计台账和分析报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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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督锅炉运行规程、反事故措施的编制及执行情况， 发现异常时提出监督建议．

3）监督定期试验／操作的内容、方法、周期，必要时可开展针对性专项检查， 对不符合项提

出技术处理意见及建议。

的参与设备故障、事故调查和原因分析，完普反事故措施。

g）检修阶段：

1) 审核检修规程， 查看设备解体检查报告、检修总结、设备台账．

2）审核检修项目，对检修项目及方案提出监督建议．

3）参与锅炉主要设备和系统重大缺陷检修方案的讨论制定，对大、小修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监督。

4）监督检修过程质量控制和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

4 设备选型及设计监督

4.1 锅炉本体

4.1.1 锅炉设计选型应符合 GB 50660、 DUf831 、 DUf5240、 NBff 101 27 等的规定．

4.1.2 锅炉设备的选型应根据设计燃料及校核燃料的燃料特性进行。锅炉设计煤种和校核煤种应委托

具备检验资质的单位按标准化验分析．在炉膛设计选型前，应对设计煤种煤质分析数据做必要的校验

与核算， 并分析锅炉投运后煤质可能的变化幅度。校核煤种应考虑后期可采购的煤源， 且不宜与设计

煤种偏差过大。

4.1.3 锅炉炉膛选型应符合 OUT 83 1 的规定，应控制炉膛主要特征参数在合适范围内 ， 还应满足以下

要求：

a）对于严重结渣性煤种， 当采用墙式或切向燃烧方式时，炉膛轮廓选型应取用有利于减轻结渣倾

向的特征参数值．

b）对于燃用褐煤等新炉型， 设计时应对现役机组进行调研，合理选取设计参数．

c）对于安装在高海拔地区（海拔超过 500 m）的燃煤锅炉机组， 应对炉膛特征参数进行大气压力

修正， 并采取强化燃尽的技术措施。

4.1.4 锅炉燃烧设备应经过优化造型设计， 应合理选择燃烧器数量和单只燃烧器容址。炉脏及燃烧器

的布宜，应考虑减小炉膛出口烟气温度和烟气流速的不均匀程度．

4.1.5 对于切圆燃烧方式的锅炉，应合理设计假想切圆卓径，防止火焰冲刷水冷壁；对于墙式对冲燃

烧方式的锅炉，应合理布置燃烧器， 并采取措施预防侧墙水冷壁高温腐蚀．旋流燃烧器宜设计燃烧器

壁温测点．

4.1.6 锅炉点火及助燃系统的型式应根据燃用煤种、锅炉型式、制粉系统型式、点火及助燃燃料等

条件确定，等离子点火、少油点火、富氧微油点火等节油点火技术应纳入锅炉总体设计，并满足以下

要求：

a）等离子点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DL/T 1 127 的要求－

b）少油点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DL/T 13 16 的要求．

c）锅炉点火及助燃系统的设计应兼顾机组灵活性运行时的燃烧稳定性需要， 必要时可在中、上层

燃烧器上增设助燃系统。

4.1.7 锅炉受热面设计及布置应考虑消除蒸汽温度偏差、机组调峰及灵活性运行、全负荷脱硝的需
要，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4 

a）锅炉高温受热面异种钢焊口位置及受热面结构设计应考虑焊缝的高温抗弯曲性能．

b）锅炉尾部受热面及烟道设计应兼顾脱硝装置全负荷运行的需要。

c）设计煤种为碱金属含盘高、沾污性较强煤种时，应合理选择各级受热面管排间距，并用加吹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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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

d）对于大型超（超〉临界机组锅炉， 应采取防止高温受热面氧化皮快速生成和大面积集中脱落的

技术措施。

4.1.8 锅炉侧管道、集箱及受热面管子用金属材料的选用应符合 GB/T 5310、 DUT 715 的规定。受热

面管子选材时，应调研同类型在役锅炉受热面管材实际抗高温蒸汽氧化性能，合理选择材料等级。锅

炉各级过热器、再热器受热面使用材料的允许使用温度应高于计算壁温并留有裕度， 且应装设足够的

壁温监视测点．

4.1.9 锅炉蒸汽调温方式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a）过热丑事汽系统应设有喷水减温装置，最大喷水量应为设计值的 1.5 倍。

b ） 再热蒸汽植度应设置摆动燃烧器、尾部烟气挡板或烟气再循环等烟气侧调节方式．额定负荷

下， 当燃烧器处于水平位置、烟气挡板处于中间位置或烟气再循环盘较小时，再热蒸汽温度应

能达到额定值。

c）喷水减温器的布置方式应适应机组负荷变动的需要。再热喷水减温器直采用在低温再热器前及

高温再热器前分级布置的方式．

4.1.10 锅炉设计时， 应对低负荷运行时的水动力安全进行校核计算．

4.1.11 直流锅炉启动系统直选用内置式分离器． 对于启动次数较少的机组，宜采用不带循环泵的锅炉

启动系统；对于调峰机组、启停放数较为频繁的机组或空冷机组， 宜选用带循环泵的锅炉启动系统。

4.1 .12 循环流化床锅炉紧急补水系统的设置应根据锅炉设备要求、当地电网可靠性、机组运行方式等

因素综合确定．设置外置换热器的循环流化床锅炉应配置紧急补给水系统．

4.1 . 1 3 锅炉炉顶密封宜采用柔性密封技术。对于严寒地区，锅炉炉顶宜同时采用炉顶大包封闭结构．

4.1 .14 锅炉本体相关测点、测孔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在燃煤锅炉省煤器出口左右侧烟道布置足够数量的氧量测点。对于前后墙对冲燃烧锅炉和

W火焰燃烧锅炉， 氧最测点数量不宜少于 4个．

b）宜在燃煤锅炉尾部烟道的合适位置设置一氧化碳（CO）测量装置．

c） 宜在前后墙对冲燃烧煤粉锅炉炉膛两侧墙的合适位置预留烟气取样测孔。

d） 应按验收试验标准要求预留足够的锅炉性能试验测点。

e） 大型煤粉锅炉应配置必要的炉膛出口至空气预热器沿程各受热面两侧烟气温度测点．

f）燃烧器区域和炉膛上部受热面区域应设计必要的观察孔。

4.1.15 应合理选择和布置吹灰器， 具体要求如下：

a）对于一般结渣特性的燃料，炉膛吹灰器可采用蒸汽吹灰器－

b）对于严重结渣且渣质疏松的燃料， 可采用ll<JJ吹灰器。

c） 对于燃用沽污性较强煤种及烟道宽度较大的锅炉， 应优化水平烟道区域吹灰器的型式、位置和

数盘．

4.1.16 锅炉范围内管道的设计应符合 GB厅 16507 （所有部分〉的规定．

4.1.17 锅炉安全附件应配置合理， 安装位置应适当．

4.1.18 应根据煤质特性、环保排放要求和经济性比较，合理选择脱硝工艺．
a）脱硝系统烟道设计时应进行流场优化计算。

b） 应对氨啧嘴的布置和型式进行优化设计。

c）脱硝系统应有防止大粒径灰进入脱硝反应辖的措施， 并应设置吹灰设施。

4.2 锅炉辅机及系统

4.2.1 制粉系统的设计选型应符合以下要求：
a ） 磨煤机及制粉系统的设计选型应满足GB 50660、 DLJT 466、 DL厅 5145、 DUf 5203、 《防止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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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等规定．

b）对敬性大、有悬挂结拱倾向的煤， 原煤仓出口段宜采用内衬不锈钢板、光滑阻燃型耐磨材料或

不锈钢复合铜板。宜装设预防和破除培塞的装置， 必要时可选择扩大落煤口的小煤斗设计或带

给料机的给煤机系统。

c）当煤的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大于 25%或煤的爆炸性指数大于 3.0 时，不宜采用中间储仓式制粉系

统： 如必要时， 直抽取炉烟干燥或者加入惰性气体。

d）制粉系统（全部烧无烟煤除外〉应有防爆和灭火措施．对煤粉仓、磨煤机，应设有通情化介质

和灭火介质的装置。

e）磨煤机出力直根据可能的煤质变化情况留有足够的裕度。

f ) 中速磨煤机宜采用动态分离辑．

g）磨煤机入口一次风道直管段的长度应满足一次风风量测量装置准确测量的要求－

h）磨煤机出口粉管宜安装一次风速在线测量装置．

i) 对大容量锅炉机组，直在磨煤机出口与燃烧器之间设置煤粉分配器， 并配置一次风调平装置。

j ) 按照惰性气氛设计的制粉系统，磨煤机出口宜设置氧量连续监测装置， 并将信号引至控制室。

4.2.2 烟风系统的设计选型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一次风机、送风机、引风机应按照 GB 50660、 GB厅 51106、 our 468 等标准进行选型设计，

应选用与烟风系统相匹配的风机及调节方式．

b）新建机组应优先采用脱硫增压风机与引风机合并方案。引风机压头提高后， 宜对炉膛及烟风道

进行防内爆校核计算．轴流式风机应设计失迷保护。对于大容盘机组， 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

时， 引风机可考虑采用汽力驱动方式。

c）空气预热器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l ）应设计足够的换热面积， 井宜预留增加受热面的空间。

2） 应选择防培性能较好的换热元件型式和材料， 冷端直采用耐低温腐蚀的搪瓷换热元件．

3 ）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应采用密封效果好的密封技术，密封系统的设计应考虑调峰需要．

4）回转式空气预热器应设有可靠的停转报警装置及完善的水忡洗系统、 消防系统、吹灰系

统．回转式空气预热都停转保护信号应取自空气预热器主轴．

5) 1草根据煤质情况合理选择空气预热器吹灰形式．

d）宜设计空气加热系统。回转武空气预热器采用热风再循环时，热风再循环风率不宜大于 8%。

采用暖风器时， 暖风器结构设计和布置应满足降低阻力的要求；对年使用小时数不高的暖风

器，应采用旋转式结构；对于严寒地区，暖风器宜布置在风机入口并设置可靠的疏水装置．

e）烟风、煤粉管道的设计应符合DUT 5121 的规定．

l ）应对煤粉管道和烟道中易磨损的弯管和零件采取防磨措施。当敷设防磨材料时，应避免增

加阻力和造成煤粉沉积．

2）燃煤锅炉除尘器前的烟道内撑杆应采取防磨措施。

f) 风机出口包括过被段的直管段长度不应小于 2.5 倍～6 倍管路当盘直径，具体视管道内气流速

度而定，否则应考虑系统效应的影响。

4.2.3 除灰渣系统的设计选型应符合以下要求：

6 

a ） 除灰渣系统的设计应满足 GB 50660、 DL厅 5 142 的规定。除灰渣系统的设计应充分考虑灰渣

量、水盘、灰渣综合利用、环保等要求，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合理选择．

b）循环流化床锅炉除渣系统冷渣器的受热面应设计安全门和相关保护装置，并设置冷却水量调节

装置。循环流化床锅炉底滔不宜采用气力输送系统．

c）石子煤输送系统应根据右子煤盘、输送距离、磨煤机布置和机组台数等条件合理选用；石子煤

系统应充分考虑系统设备的密封性，防止粉尘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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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造监督

5.1 锅炉制造及监适应按照 our ss6、 DL厅 612、 供货协议、监造单位出具的监浩大纲、制造厂的企

业标准等进行。制造厂的企业标准应满足国家、行业标准的要求。

5.2 监造单位应按技术标准和规范、合同文件、设备技术资料等， 编制监造大纲和质量控制计划， 并

经批准后实施。

5.3 锅炉及辅机设备制造质量主要见证项目及见证方式应依据 our 586 确定，可根据具体情况协商增

加设备的监造部件、见证项目和见证方式．

5.4 应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合同文件、供货协议要求进行产品制造。制造过程中，在质量见证点实
施前应及时通知监造代表参加见证；未按规定提前通知监造代表导致不能如期参加现场见证的，应重
新安排见证。

5.5 应规范管理制造、监造过程中使用的仪器、仪表和盘具，井经有资质的计量单位校验合格，在有
效期内使用。

5.6 监造时应查阅制造单位的设备制造工艺、技术标准和生产计划，井及时提出意见． 对出现的重

大质量问题或重要检验／试验项目 ，应协助进行检测、分析，确定处理方案， 并监督处理，直至满足

要求．

5.7 应按监造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交监造工作简报。
5.8 应，定期检查监造验收报告和设备监造报告，检查内容应包括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验收情况、 出

现的问题和处理方法、结论及建议。

5.9 监造工作结束后 ， 应提交设备监造工作报告及总结，在监造总结中对设备质量和性能做出明确

评价．

5.10 锅炉及其辅助设备、附属机械均应签发质量证明，作为交货时质量证明文件的组成部分。

5.11 管式空气预热器、钢球磨煤机、双进双出磨煤机、辑盘式磨煤机、碗式磨煤机、风扇磨煤机、暖
风器、离心式风机、轴流式风机的监造验收还应分别符合 NB厅 47049、 JB厅 1386、 JB{f 10519、 mrr

6990、 JB厅 7680、 JB厅 7890、 DUf455、 JB厅 4358 、 JB厅 4362 的规定。

6 安装监督

6.1 锅炉安装管理

6.1.1 锅炉本体及辅机安装应符合 DL 5190.2、 DL 5190.5 、 DUf 438、 DUT 869 、 DL/r 52 10.2 等标准

和设备安装指导书、图纸等文件的规定－

6.1.2 锅炉安装工程施工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应有经审批的施工
组织设计、施工方案、作业指导书等文件。

6.1.3 监理单位应依据 our 5434，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和专业特点编制监理大纲、监理实施细则。

6.2 设备入厂验收和保管

6.2.1 应制定设备入厂验收管理办法．
6.2.2 锅炉设备或部套入厂后，由相关单位组织，按照装箱消单、有关合同及技术文件对设备进行验
收， 井做好验收记录．

6.2 .3 锅炉设备应符合技术协议要求，设备或部套入厂时应提供质量证明书－

6.2.4 设备在安装前应按照 DUf 855 和设备技术文件的要求做好’保管工作。

6.2.5 锅炉受压部件、压力容器及管道在未安装前，应按标准和设备技术文件的要求， 做好防腐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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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工作， 特别应防止受热面掉入异物、变形、受损、腐蚀．

6.3 锅炉构架及有关金属结构安装

6.3.1 锅炉开始安装前，应根据验收记录进行基础复查，基础应符合设计文件和 GB 50204 的规定。基

础划线允许偏差、垫铁的尺寸及安装要求应符合 DL5190.2 的规定。

6.3.2 锅炉钢构架组合件的允许偏差应符合DL 5190.2 的规定．构架吊装后应复查立桂垂直皮、主梁挠

曲值和各部位的主要尺寸．

6.3.3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终拧完成 l h~48 h 内应对终拧扭矩进行检查。
6.3.4 钢构架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 DL 5 190.2 的规定．

6.3.5 应在锅炉大板梁承重前、水压试验前、水压试验上水后、＊压试验完成放水后、锅炉点火启动
前测在其垂直挠度， 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6.3.6 锅炉钢架吊装过程中，应按设计要求安装沉降观测点．

6.4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安装

6.4.1 转子圆度、 定子圆度、上下端板组装平整度、主轴垂直度的允许偏差应符合 DL 5190.2 和设备技

术文件的要求。

6.4.2 换热元件应在转子盘军合格后安装，换热元件装入扇形仓内不应松动，换热元件间不应有杂物
堵盛．换热元件安装完毕后，应做好’防止杂物落入的措施。

6.4.3 轴向、径向和周向密封的冷态密封间隙应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调整和验收。

6.4.4 密封间瞟跟踪装置的安装应符合图纸要求。

6.5 受热面安装

6.5.1 受热面安装前应根据供货清单、装箱单和图纸进行全面清点，检查表面有无裂纹、撞伤、龟

裂、压扁、砂眼和分层等缺陷．

6.5.2 对于合金钢材质的部件，在组合安装前应进行材质复查，并在明显部位做出标识；安装结束后

应核对标识， 标识不清时应重新复查。

6.5.3 受热面管在组合军ll安提前应分别进行通球试验，通球试验应符合DL 5 1 90.2 的规定．

6.5.4 受热面管在安装过程中应保持内部洁净，不应掉入任何杂物。受热面管或集箱上设宜的节流装

置应保证通畅，并采用内窥镜检查．

6.5.5 汽包、汽水分离器、集箱吊装应在锅炉构架找正和阴定完毕后进行；汽包、汽水分离器、集箱

的安装偏差应符合DL 5190.2、 DL 5 190.5 的规定。

6.5.6 不应在汽包、汽水分离器及集箱上引弧和施焊：如需施焊，应经制造厂同意，焊接前应进行严

格的焊接工艺评定试验．安装过程中，应避免对承压及承载部件进行敲击。

6.5.7 受热面组合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a）水冷壁组合应在稳固的组合架上进行。螺旋水冷壁的安装应分层找正定位。

b）水冷壁应按设各图纸要求进行拼装焊接，不应有漏炜、错焊。循环流化床（CFB）锅炉密相

区， 或设备技术文件有明确要求的部位密封焊应进行浩透检查。

c）水冷壁、过热器、再热器和省煤器受热面在运输和起吊过程中不应产生永久变形．

d）过热器、再热器和省煤器等蛇形管安装时，应先找正固定集箱。

e）受热面组合安装偏差应符合 DL 5190.2、 DL 5190.5 的要求．过热器、再热器应重点检查管排

间距、边缘管与外墙间距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存在管子出列现象。

f ) 受热面组合安装应杜绝强制对口焊接。

6.5.8 折焰角、水平烟迫与上部管屏底部的距离不应小于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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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 受热面吊挂装置弹簧的锁紧销在锅炉水压试验期间应保持在锁定位置，直到锅炉点火前．

6.6 燃烧设备安装

6.6.1 旋流燃烧器安装前， 燃烧器区域水冷壁、刚性梁及大风箱街架等设备应安装完毕或己临时固

定； 直流燃烧器组件与水冷壁角部管屏找正焊接应在水冷壁整体调整后进行．

6.6.2 燃烧设备与水冷壁的相对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并保证有足够的膨胀间隙。

6.6 .3 旋流燃烧器安装时， 应确认燃烧器旋流方向与图纸一致。

6.6.4 与燃烧器相连接的风、粉管道，不应阻碍燃烧器的热态膨胀和正常位移，接n处应严密不漏，

风、粉管道等重量和轴向推力不应附加在燃烧器上．

6.6.5 燃烧器喷口标高，燃烧器问距离， 旋流燃烧器一、 二次风筒同心度， 直流燃烧器喷口与一、 二

次风道间隙偏差应符合DL 5190.2 的规定。

6.6.6 泊点火装置炉外管道应采用带螺纹的金属软管连接，软管的裕盘应能满足自身活动和锅炉膨胀要

求。点火油枪的金属软管应经 1.25 倍工作压力下的水压试验合格， 金属软管的弯曲半径应大于其外径的 10

倍，接头至开始弯曲处的最小距离应大于其外径的 6倍，油枪进退动作时金属软管不应产生扭曲变形。

6.7 水压试验

6.7.1 锅炉受热面安装完成后，应进行整体水压试验．
6.7 .2 水压试验前， 应按照 TSG GOOOl 、 our 889 等标准、设计图纸、设备技术文件编制水压试验作

业指导书．

6.7.3 水压试验压力应符合 TSG GOOOl、锅炉安装说明书的规定。

6.7.4 水压试验宜采用制造厂提供的水压堵阀或专用临时封堵装置， 并应经强度校核计算．

6.7.5 锅炉水压试验水质和进水温度应符合 DL/T 889、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 所用压力表计应经校验

合格，其精度A刻度极限值应符合 DL 5190.2 的要求．

6.7 .6 锅炉水压试验前，可进行一次 0.2阳a～0.3 MPa 的气压试验，试验介质为压缩空气．

6.7.7 水压过程中， 升降压速率应严格按 DL5190.2 的规定执行。

6.7.8 对于寒冷地区，水压试验期间应采取可靠的防冻技术措施。

6.7.9 水压试验后的废水排放应满足环保要求．

6.8 锅炉附属管道及附件安装

6且1 锅炉排污、疏放水管道应有不小于 0.2%的坡度， 不同压力的排污、疏放水管道不应接入同一母

管．锅炉疏水、放气点附近的管道应设置膨胀弯头， 保证锅炉热态运行条件下管道膨胀不受阻．

6.8.2 锅炉水位计的安装应符合设备图纸和 DL 5190.2 的规定。水位计安装后应做好标识，水位计不参

加超压试验．

6.8.3 锅炉安全阀及 PCV 阀的安装应符合 DL 5190.2 和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

6.8.4 汽水系统阀门的安装位置应便于操作和检修， 应核对执行机构行程位置， 并进行过扭矩保护试验。

6.8.5 吹灰器与受热丽的问距应符合设备图纸要求：伸缩式吹灰器应根据对应的膨胀位移盘偏装．
6.8.6 蒸汽吹灰系统管道安装时， 应考虑锅炉膨胀补偿： 燃气脉冲吹灰可燃气管道安装、严密性试验

应按照DL 5190.5 的规定执行，可燃气集中供应点应设置泄漏报警装置．

6.8.7 膨胀指示器应按照设备国纸要求安装，零位应经过调整．

6.8.8 调节闽、流量计等节流装置应在管道酸洗、冲洗、吹扫后安装．

6.9 锅炉烟凤道、燃料管道安装

6且1 烟风迫在安装前应经检查验收，其所用材料、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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