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锅炉本体检修试题（中级工） 

一、判断题 

1、经长期运行的碳素钢受热面管子胀粗超过 2.5％，合金钢受热

面管子涨粗超过 3. 

5％时应判废。（×） 

2、锅炉范围内管道和受热面管子的对接焊缝，不允许布置在管子

弯曲部位。（√） 

3、省煤器管磨损超过管壁厚度的 1/3 一般应更换新管。（√） 

4、汽包膨胀指示器只是在每次大修检查是否指示零位。（×） 

5、定期排污应从沉淀物积聚最多的地方（如水冷壁下部联箱、集

中降水管底部的 

分配联箱）排出。（√） 

6、管子对口应避开仪表管等开孔处，一般距开孔处边缘 50mm

以上，且不小于孔 

径。（√） 

7、管子对口不可在支架上，且距支吊架边缘不小于 70mm 。（√） 

8、管子两对接焊之间距离应小于 150mm ，且不得小于管子外径。

（√） 

9、锯齿粗细的选择应根据材料的厚度和硬度来定，?对软材料和

厚材料应采用粗 

齿，这样切削量大，可以加快锯割速度。（√） 

10、若材料硬且薄时，应采用细齿锯条，以利于切入硬质材料和

锯薄材料时不易崩 

齿。（√） 

11、热弯管是预先在管子里装上干砂，再进行加热，然后在红热

状态下对管子进行 

弯曲。（√） 

12、冷弯管不用加热，需装砂，用弯管机弯曲成型。（×） 

13 、管件的对口应内壁齐平，局部错口≯10％壁厚，且≯1mm。



外壁差≯10％薄件 

厚度，且≯4mm。（√）  

14、对接时的弯折程度，在距对口 200mm 处的偏差 a，当管子

公称通径<100mm 时， 

a≯1mm；公称通径≥100mm 时，a≯2mm。（√）  

15、以实际运行中过热器爆管的情况来看，大多数都不是由于管

子长期过热超温而 

引起的。（×） 

16、在锅炉水压试验的升压过程中，应停止锅炉本体内外的一切

检修工作，禁止在 

带压运行下进行捻缝、焊接、紧螺丝等工作。（√） 

17、锅炉进行超压试验时，在保持试验压力的时间内不准进行任

何检查，应待压力 

降到工作压力后，才可进行检查。（√） 

18、过热器蠕胀一般用游标卡尺测量，为提高工效和测量的准确

性，最好用特制的 

外径卡规。（√） 

19、弯制的管材应选用壁厚为正偏差的管子。（√） 

20、合金钢充砂弯管过程中可浇水。（×） 

21、弯管的加热温度≮1050℃，最低温度，对于碳钢为 1700℃，

对合金钢为 1800℃。  

（×） 

22、弯曲半径 R 大于 4D 受热面管子最大允许椭圆度为 12％，弯

曲半径 R 小于 2D 受热 

面管子允许椭圆度为 8％。（×） 

23、低碳钢管子、联箱和管件等受压元件的焊接接头焊后，均不

须进行热处理。 

（×） 

24、汽包水清洗装置与分离装置安装不正确或检修质量不良，将

使蒸汽品质不合 



格。（√） 

25、锅炉范围内管道对接焊缝中心距支吊架边缘不得小于 50mm 。

（×） 

26、冷弯锅炉钢管弯曲半径 R 应不小于管子外径 d。（×） 

27、管子外径×厚度为Φ159×14弯头测量最大直径与最小直径差

为 1.25 毫米，此弯 

管椭圆度超标应判废。（√） 

28、锅炉超压试验，压力为汽包工作压力的 1.5倍。（×） 

29、空气预热器管子中段破坏超过一组的三分之一以上时应整组

更新。（√） 

30、喷燃器一二次风道的对称间隙误差不大于 15mm 。（） 

31、省煤器管局部磨损不超过 2mm2 ，其深度不超过壁厚的30％

时，可进行堆焊补 

强，如果磨损严重或者有普通磨损时，应更接新管。（√） 

32、水冷壁管局部损伤不超过壁厚的 10％时，可以进行堆焊补强。

（√） 

33、对于碳钢水冷壁管，涨粗超过原有直径的3.5％时，应更换。

（√） 

34、过热器局部磨损面积不大于 1cm2 ；厚度不超过壁厚的 30％

者，可用堆焊补强。 

（√） 

35、过热器胀粗管，若超过标准，应更换新管，碳钢胀粗不超过

原有直径的 3.5％， 

合金钢胀粗值不超过 2.5％。（√） 

36、管子外壁加装肋片（俗称散热片），使热阻增加，传热量减

少。（×） 

37、管子对口中心线偏差值在 200mm 长度内不得大于 1mm 。

（√） 

38、受热面管子磨损量与烟速的三次方成正比。（√） 

39、SG-420/13.7-M417 型锅炉的额定压力为 13.7Mpa （绝对压



力）。（×） 

40、锅炉燃煤灰的熔点越高，锅炉内越易结渣。（×） 

41、汽包的弯曲度、倾斜度每六年测量一次。（×） 

42、非沸腾式省煤器的出口水温小于 100℃。（×） 

43、主蒸汽管道保温后，可以防止热传递过程的发生。（×） 

44、凡是有温差的物体，就一定有热量的传递。（√） 

47、受热面管排顺列布置比错列布置磨损严重。（×） 

48、大型锅炉多采用悬吊结构，立柱必须用型钢制作。（×） 

49、管式空气预热器烟气入口磨损的原因是由于烟气的收缩和膨

胀撞击管壁的缘 

故。（√） 

50、锅炉承压部件用钢从使用温度来分，可分为高温钢、中温钢

和低温钢。（×） 

51、汽包的支承支座应设计成固定支座，以保证运行稳定性。

（×） 

52、停炉时只要将锅炉里的水放干净，锅炉就不会遭受腐蚀。

（√） 

53、定期排污是从汽包里含盐、硅量最多的地方排出。（×） 

54、减温器是用来调整主蒸汽温度和压力，使蒸汽参数保持在规

定范围内的一种设 

备。（×） 

55、过热器逆流布置时，由于传热平均温差大，传热效果好，因

而可以增加受热面。 

（×） 

56、物质的导热系数越大则它的导热能力也越强。（√） 

57、在相同的温度范围内，卡诺循环的热效率最高。（√） 

58、当双蜗壳燃烧器的一次风蜗壳防磨内套磨损时，可补焊或更

换新的防磨内套。 

（√） 

59、汽包弯曲最大允许值为 3/1000 ，且全长偏差不大于 15mm 。



（×） 

60、检修时用水冲洗预热器，尚未干燥时便点火运行会引起预热

器堵灰。（√） 

61、锅炉投入运行10 万小时后，应对汽包进行第一次全面检查。

（×） 

62、高温过热器管的监视段的割管检查，应在每次大修时才进行

检查。（√） 

63、热能在一定条件下可冷物体传给热物体。（√） 

64、汽包检修时，汽包内 36V 行灯作照明。（×） 

65、布置在锅炉炉膛内的全辐射过热器的出口汽温，随着锅炉负

荷的增加而略有降 

低。（√） 

66、汽包支吊架每次大修应进行检查。（√） 

67、大小修停炉冷态时锅炉各膨胀批示应校对为零位。（√） 

68、锅炉范围内管道和受热面管子的对接焊缝，允许布置在管子

弯曲部位。 

（×） 

69、汽包上设置的给水管、省煤器再循环管的管接头必须采用管

式管座。（×） 

70、在锅炉的汽水管道中工质的液态一般是层流流动。（×） 

71、屏式过热器从烟气至蒸汽的传热是对流、辐射、传导三种方

式同时存在。 

（√）72、对于碳钢或低合金钢制造的气包，检修中可以在汽包

上焊拉钩及其他附件。 

（×） 

73、锅炉的所有部件均可进行化学清洗。（×） 

74、采用给水压力保护法进行停炉保护时，进入锅炉的给水水质

要合格保持压力在 

1.0~1.5MPa 。（√） 

75、高压锅炉在启动、运行、停炉过程中，汽包壁温上升和下降



的速度不超过 90℃ 

/h 。（×） 

76、合金钢过热器管和再热器管外径蠕变变形超过 2.5% 应及时更

换。（√） 

77、因为锅炉给水已经过化学处理，所以省煤器不会发生腐蚀。

（×） 

78、每次停炉检修时，要检查膨胀指示器是否回零位。（√） 

79、受热面管子的磨损速度与灰粒的特性、烟汽流速及管排结构

无关。（×） 

80、炉门盖与框接合面必须严密，间隙不得大于 0.5mm 。（√） 

81、省煤器的局部磨损主要是由于烟气流速和灰粒浓度分布不均

匀造成的。 

（√） 

82、停用一年以上的锅炉恢复运行时，可不进行超压试验。（×） 

83、管道的公称直径 DN 是表示管道的实际内径。（×） 

84、冷弯锅炉钢管，其弯曲半径 R 应不小于管子外径 2D。（×） 

85、锅炉额定容量是指锅炉每小时生产的具有额定压力、温度的

蒸汽量。（√） 

86、过热器割管检查时，可采用锯管，也可采用火焰切割的方法。

（×） 

87、大修时，应由锅炉检修人员确定高温，低温过热器和再热器

的割管位置。 

（×） 

88、自然循环锅炉蒸汽携带盐量的大小与蒸汽中的带水量成正比。

（√） 

89、汽包水清洗装置与分离装置安装质量的好坏不会影响蒸汽品

质。（×） 

二、选择题 

1、10 号钢表示钢中含碳量为 C。 

A、百分之十； 



B、千分之十； 

C、万分之十。 

2、钢的淬硬性主要取决于 A。 

A、含碳量； 

B、钢件尺寸； 

C、冷却介质。 

3、为了提高钢的硬度和耐磨性，可采用 A。 

A、淬火处理； 

B、回火处理。 

4、游标卡尺，尺框上游标的“０”刻线与尺身的“０”刻度对齐，

此时量抓之间 

的距离为 C。 

A、0.01； 

B、0.1； 

C、0。 

5、造成火力发电厂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 B。 

A、锅炉效率低； 

B、汽轮机排汽热损失； 

C、发电机损失； 

D、汽轮机机械损失。 

6、标准煤的发热量为 C。 

A、20934 千焦； 

B、25230.8 千焦； 

C、29271.2? 千焦； 

D、12560.4 千焦。 

7、锅炉构件的热膨胀受到约束时在构件内将产生 A。 

A、压应力； 

B、拉应力； 

C、弯曲应力； 

D、剪应力。 



8、汽包内集中下降管，管口处加装格栅是为了 B。 

A、防止掉入下降管内较大物品； 

B、防止产生下旋涡带汽； 

C、为保证人身安全防止人掉入大下降管第二事故； 

D、保证水面平稳，防止含高浓度盐份的炉水进入下降管。 

9、如果需要塑性和韧性高的材料应选用 A。 

A、低碳钢； 

B、中碳钢； 

C、高碳钢。 

10、V 型坡口用于 A 的钢管对焊。 

A、壁厚≤16mm；  

B、16mm< 壁厚≤60mm；  

C、10mm< 壁厚≤50mm。  

11、双 V 型坡口用于 B 的钢管对焊。 

A、壁厚≤16mm；  

B、16mm< 壁厚≤60mm；  

C、10mm< 壁厚≤50mm。  

12、当壁厚大于 3mm ，小于 16mm 时，对接接头可制成 V 型坡

口，?这种坡口是在焊 

件端部加工成 A 的斜边。 

A、30°-35°； 

B、35°-50°； 

C、15°-25°。 

13、把淬火后的钢再进行 A 的热处理方法称为调质处理。 

A、高温回火； 

B、正火； 

C、加热、保温、冷却。 

14、焊接是利用加热、加压或者两者兼用，并填充材料时两焊件

达到 B间结 

合，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工艺过程。 



A、分子； 

B、原子； 

C、离子。 

15、为了保证锅炉在不超过规定压力下安全工作，以及防止锅炉

超压发生爆炸，锅 

炉上必须装置 B。 

A、排气门； 

B、安全阀； 

C、锅炉防爆门。 

16、哪种条件下焊接可不产生焊接应力 B。 

A、预热； 

B、能自由收缩； 

C、在加热时能自由膨胀。 

17、在 13.7MPa 锅炉的 12Cr1MoV 钢过热器管焊接，应采用 C

焊条。 

A、奥 132 ； 

B、结 507 ； 

C、热 317 ； 

D、热 407 。 

18、钢厂轧制成鳍片形管制做的水冷壁，在锅炉运行中，壁温最

高点是在管子横断 

面 C 处。 

A、管子向火面凸出部； 

B、圆管与鳍片过渡部； 

C、鳍片端部。 

19、锅炉水冷壁管，管内结垢后可造成 D。 

A、传热增强，管壁温度升高； 

B、传热减弱，管壁温度较低； 

C、传热增强，管壁温度降低； 

D、传热减弱，管壁温度升高。 



、燃煤中灰份的熔融特性用 t1、t2 和 t3 表示，其中 t2 表示B。 

A、熔化温度； 

B、软化温度； 

C、变形温度。 

21、锅炉超压试验压力为汽包工作压力的 B 倍。 

A、2； 

B、1.25； 

C、1.04； 

D、1.4。 

22、水开始沸腾时的温度是 C。 

A、临界温度； 

B、过冷温度； 

C、饱和温度； 

D、过热温度。 

23、合金钢受热面管子胀粗值不得超过原管径的 B。 

A、1% ； 

B、2.5% ； 

C、3.5% ； 

D、4% 。 

24、水冷壁结渣时，水的吸热量 A，排烟温度 B，过热蒸汽温度 

B。 

A、减少； 

B、升高； 

C、降低。 

25、精度为 0.02/1000mm 的水平仪放在 3 米长的直尺上，气泡

偏移三格，则直尺的 

一端比另一端高 C mm 。 

A、09； 

B、0.12； 

C、0.18； 



、0.24。 

26、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 C 的承压管道和部件，如水冷壁、省煤

器管、联箱 

等属于本体金属监督范围。 

A、14ＭＰa； 

B、3.9M Ｐa； 

C、6MＰa； 

D、10M Ｐa。 

28、省煤器在运行中最常见的损坏形式是内腐蚀和 D。 

A、过热； 

B、蠕胀； 

C、外腐蚀； 

D、磨损。 

29、旋流燃烧器的内套管口，一次风喷嘴，二次风风旋的不同偏

差不大于 B。 

A、± 6mm；  

B、± 5mm；  

C、± 4mm；  

D、± 3mm。  

30、水压试验室温度在 5℃以上时，水温以 B℃为宜。  

A、20～60； 

B、30～70； 

C、40～80； 

D、30～80。 

31、流体在管道中流动产生的阻力与流体的平均速度的 C 成正比。 

A、四次方； 

B、三次方； 

C、二次方； 

D、一次方。 

32、汽包人孔门盖和汽包的接触面应平整，两接触面要有 A 以上



 

A、2/3； 

B、3/4； 

C、3/5； 

D、1/2。 

33、过热器管子局部磨损面积大于 2cm2 ，磨损厚度超过管壁厚

度的 C 时应更 

换。 

A、2.5% ； 

B、3.5% ； 

C、1/3； 

D、2/3。 

34、油枪又称为油雾化器，可分为 A 和介质式两大类。 

A、机械式； 

B、离心式； 

C、轴流式； 

D、直流式。 

35、过热器联箱允许弯曲度一般在 C 以下。 

A、1/1000 ； 

B、2/1000 ； 

C、3/1000 ； 

D、4/1000 。 

36、发电厂基本热力循环是 D。 

A、再热循环； 

B、回热循环； 

C、卡诺循环； 

D、朗肯循环。 

37、悬吊式锅炉的热膨胀方向是 A。 

A、总体向上； 

B、水平向上； 



、总体向下。 

38、C 是加热、蒸发、过热三个过程的连续枢纽。 

A、省煤器； 

B、过热器； 

C、汽包； 

D、蒸汽集箱。 

39、焊接时管子两对接焊缝的焊接中心线距离不得小于 B mm 且

不得小于管 

子直径。 

A、100 ； 

B、150 ； 

C、200 ； 

D、300 。 

40、管子对口时，其厚度差不得超过公称厚度的 A，但最大不得

超过 3mm 。 

A、15% ； 

B、20% ； 

C、25% ； 

D、30% 。 

41、运行中的锅炉，每 D 进行一次超压试验。 

A、三年； 

B、四年； 

C、五年； 

D、六年。 

42、汽包内部温度降到 B℃以下时，才允许进去工作。  

A、30； 

B、40； 

C、50； 

D、60。 

43 、现有上海锅炉厂第一次设计的锅炉一台，锅炉蒸发量为



，过热蒸汽压力 

为 13.7Mpa ，过热汽温度为540℃，再热汽流量为 579t/h ，再热

汽压（进口/出口）为 2.75/2.55MPa ，再热汽温（进口/出口）为

323/540℃，给水温度为 245℃，锅炉效率为 91% ，则锅炉型号为 C。 

A、SG—670/137 —540/540 —1； 

B、SG—670/13.7—579/2.55—1； 

C、SG—670/140 —540/540 —1； 

D、以上都不对。 

44、烟气中灰粒对受热面管子的磨损量与烟气速度的 C 成正比。 

A、一次方 

B、二次方； 

C、三次方； 

D、四次方。 

45、弯管时弯头两端留出的直管段长度不小于 D。 

A、30mm ； 

B、40mm ； 

C、60mm ； 

D、70mm 。 

46、炉膛内烟气对水冷壁的换热方式是 A 换热。 

A、辐射； 

B、对流； 

C、导热和辐射。 

47、蛇形管组焊完毕后，需进行 D 倍工作压力的水压试验。 

A、0.8； 

B、2； 

C、1.5； 

D、1.25。 

48、管子弯制前需制作弯曲形状的样板，按图纸尺寸以 A 的比例

制作实样图。 

A、1：1； 



、1：2； 

C、2：1； 

D、3：1。 

49、B 的主要作用是使水吸收热量，加热成为具有一定压力和温

度的蒸汽。 

A、炉内、外水循环系统； 

B、水冷壁； 

C、过热器； 

D、省煤器。 

50、在大型锅炉上，过热器和再热器一般都选用 B。 

A、低碳钢； 

B、合金钢； 

C、优质碳素钢； 

D、工具钢。 

51、过热器管排局部磨损面积大于 D，磨损厚度超过管壁厚度的

D 时， 

应更换新管. 

A、1cm2 ；1/3； 

B、1cm2 ；2/3； 

C、3cm2 ；1/3； 

D、2cm2 ；1/3。 

52、为了查明炉内沉积物，检修时应割管检查，割管位置通常在

A 的部位。 

A、热负荷最大； 

B、热负荷最小； 

C、过热器； 

D、下联箱。 

53、外表面缺陷深度超过管子规定厚度 C 以上时，该管不应使用。 

A、20% ； 

B、15% ； 



C、10% ； 

D、25% 。 

54、12Cr1MoV 是 D 钢种。 

A、马氏体不锈钢； 

B、奥氏体不锈钢； 

C、优质碳素钢； 

D、珠光体热强钢。 

55、锅炉三次风喷口一般布置在锅炉喷口的 A。 

A、最上层； 

B、中间； 

C、最下层； 

D、两二次风之间。 

56、起吊重物时，选用钢丝绳的安全系数是 B。 

A、3～4； 

B、5～6； 

C、6～7； 

D、10。 

57、管子的通球实验选用钢球直径为管内径的 C。 

A、70％~75% ； 

B、75%~80% ； 

C、80%~85% ； 

D、85%~90% 。 

58、V 行坡口管端应加工成 C 斜边。 

A、400 ~450 ； 

B、350 ~400 ； 

C、300 ~350 ； 

D、200 ~300 ； 

59、D 的主要作用是使水吸收热量，加热成为具有一定压力和温

度的水。 

A、水冷壁循环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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