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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是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锅炉、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均承载承压介质，通常是高温、高压、有毒、易燃、易爆介质，存在爆炸
危险性、（二次）燃烧危险性、有毒介质泄漏及扩散危险性，故将锅炉、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归类为
承压类特种设备。
根据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我国对承压类特种设备从生产（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
修）到使用、报废的全过程实施监管。
　　编者参与承压类特种设备全过程监管工作多年，涉及承压类特种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维修
、改造、使用、检验检测及其监督检查等各环节，根据多年经验，特编写《承压类特种设备实用技术
》。
本书包括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金属材料基础知识、焊接、无损检测、法定检验、安全附件、
承压设备的失效事故与预防、质量体系、安全监察等内容。
主要包括金属学基础，材料性能，承压设备常用钢材、焊接方法，常用焊材及焊接工艺评定，五种常
用无损检测方法（RT、uT、PT、MT、ET）及无损检测新技术（AET、TOFD），承压设备结构、生
产（制造、安装、维修、改造）及质量控制，承压设备使用管理等，紧扣《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和锅炉、压力容器及压力管道相关法规、标准，对承压类特种设备的设计、选材、制造、检测及使用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本书由韩树新、盛水平主编。
第1章绪论由韩树新编写，第2章锅炉由盛水平和赵辉编写，第3章压力容器由韩树新、杜清和陈海云编
写，第4章压力管道由韩树新和夏福勇编写，第5章金属材料基础知识由李伟忠编写，第6章焊接由韦新
华编写，第7章无损检测由夏福勇编写，第8章法定检验由盛水平和杜清编写，第9章安全附件由盛水平
编写，第10章承压设备的失效、事故与预防由韩树新和盛水平编写，第1l章质量体系由李伟忠编写，
第12章安全监察由韩树新和李伟忠编写。
全书由盛水平统稿，韩树新审定。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不妥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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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承压类特种设备实用技术》包括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材料与热处理、焊接、无损检测
、法定检验、安全附件、事故分析与预防、质量体系、安全监察等内容。
具体介绍金属学基础、常用钢材、材料性能，焊接方法、常用焊接材料及焊接工艺评定、常用无损检
测方法及无损检测新技术，承压设备结构、制造、安装、维修、改造及质量控制，承压设备监督检验
与定期检验、使用管理等。
《承压类特种设备实用技术》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概括了承压类特种设备的主要实用技术。
　　《承压类特种设备实用技术》适合于从事承压类特种设备设计、制造、安装、维修、改造、使用
、检验检测、使用单位技术人员及安全监察机构管理人员，同时也可作为相关专业人员、大专院校师
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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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锅炉　　2.1 概述　　2.1.1 锅炉的工作过程　　锅炉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热能供应设备，电
力、机械、冶金、化工、纺织、造纸、食品等行业都需要锅炉供给大量的热能。
　　锅炉是一种利用燃料燃烧后释放的热能或工业生产中的余热，传递给容器内的水，使水达到所需
要的温度（热水）或一定压力蒸汽的热力设备。
它是由“锅”（即锅炉本体水压部分）、“炉”（即燃烧设备部分）、附件仪表及附属设备构成的一
个完整体。
水进入“锅”以后，在汽一水系统中，“锅”受热面将吸收的热量传递给水，使水加热成一定温度和
压力的热水或生成蒸汽，被引出应用。
在燃烧设备“炉”部分，燃料燃烧不断放出热量，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通过热的传播，将热量传递给
“锅”的受热面，最后由烟囱排出。
“锅”与“炉”一个吸热，一个放热，是密切联系的一个整体设备。
　　在锅炉中进行着三个主要过程：燃料在炉内燃烧，其化学贮藏能以热能的形式释放出来，使火焰
和燃烧产物（烟气和灰渣）具有高温；高温火焰和烟气通过“受热面”向工质传递热量；工质被加热
，其温度升高，或者汽化为饱和蒸汽，或再进一步被加热成为过热蒸汽。
　　以上三个过程是互相关联并且同时进行的，实现着能量的转换和传递，并伴随着物质的流动和变
化：工质，例如给水（或回水）进入“锅”，最后以蒸汽（或热水）的形式供出；燃料，例如煤进入
“炉”内燃烧，其可燃部分燃烧后连同原含水分转化为烟气，其原含灰分则残存为灰渣；空气送入炉
内，其中氧气参加燃烧反应，过剩的空气和反应剩余的惰性气体混在烟气中排出。
水一汽系统、煤一灰系统和风一烟系统是锅炉的三大主要系统，这三个系统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
通常将燃料和烟气这一侧所进行的过程（包括燃烧、放热、排渣、气体流动等）总称为“炉内过程”
；把水和汽这一侧所进行的过程（水和蒸汽流动、吸热、汽化、汽水分离、热化学过程等）总称为“
锅内过程”。
　　锅炉在运行中由于水的循环流动，不断地将受热面吸收的热量全部带走，不仅使水升温或汽化成
蒸汽，而且使受热面得到良好的冷却，从而保证了锅炉受热面在高温条件下安全地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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