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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导则部分采用了美国国家标准 ANSI/ASMEB31.1—1995《动力管道》的附录 V1《动
力管道系统运行、维护和改装的推荐实施规定》中的有关内容，并根据中国电力工业的实际

情况、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补充了若干内容。本导则的主要技术要求接近美国国家标准和国

家标准相关科目的有关规定。 
    本导则规定了汽水管道与支吊架的维修调整基本要求，也规定了汽水管道与支吊架出现

异常的处理办法。它与火力发电厂现有的设计、安装与监察标准相协调，使我国火力发电厂

汽水管道从设计、安装到运行的全过程，都有章可循。 
    本导则与 DL483—91《火力发电厂金属技术监督规程》分别从管系受力与元件材质两
方面对火力发电厂四大重要管道进行科学的寿命管理。这样，火力发电厂四大重要管道的寿

命预测就有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本导则的附录 A、B均是提示的附录。 
    本导则由电力工业部科学技术司提出。 
    本导则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部归口。 
    本导则参加起草单位：西北电力试验研究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部、西北电力

建设总公司。 
    本导则主要起草人：陈世哲、姜求志、李学记。 
    本导则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部负责解释。 
  
1  范围 
1.1  本导则规定了为保证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安全运行所必须进行的检查、维修与调整的
基本要求，也规定了汽水管道与支吊架异常的处理办法。 
1.2  本导则适用于火力发电厂主蒸汽额定温度为 540℃及以上机组的主蒸汽管道、高温再热
蒸汽管道、低温再热蒸汽管道、主给水管道、高低压旁路管道与启动旁路管道等。 
1.3  主蒸汽额定温度为 540℃及以上机组的其他汽水管道以及其他机组的汽水管道可参照
执行。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在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

的可能性。 



    DL 483—91  火力发电厂金属技术监督规程 
    DL 5007—92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火力发电厂焊接篇) 
    DL 5031—94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管道篇) 
    DL/T 5047—95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锅炉机组篇) 
    DL/T 5054—1996  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设计技术规定 
    DL 612—1996  电力工业锅炉压力容器监察规程 
    SD 230—87  发电厂检修规程 
    SDGJ 6—90  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应力计算技术规定 
    DL/T 5072—1997  火力发电厂保温油漆设计规程 
    ANSI/ASME B31.1—1995  动力管道 
3  名词术语 
    支吊装置(支吊架)：管部、连接件、功能件与根部等零部件集合的总称。 
    管部：支吊装置与管道直接连接的零部件的总称。 
    连接件：用以连接管部与功能件、功能件与根部，或管部与根部及自身相互连接的各种

零件的总称。 
    功能件：实现各种支吊类型功能的零部件的总称，如变力弹簧支吊架、恒力弹簧支吊架、

减振器或阻尼器等。 
    根部：支吊装置与承载结构直接连接的各种辅助钢结构。 
    支吊点(吊点)：管道上装设管部部位承受力的代表点。 
    着力点：承载结构上装设根部部位承受力的代表点。 
    减振器：用以控制管道低频高幅晃动或高频低幅振动，对管系的热胀、冷缩有一定约束

的装置。 
    阻尼器：用以承受管道冲击荷载或地震荷载，控制管系高速振动位移，允许管道自由热

胀、冷缩的装置。 
    接口：管道与设备或甲管道与乙管道设计分界的连接环节，它可以是焊缝、法兰或其他

连接方式。 
    偏装：为了改善由于冷热位移引起不利受力而在安装时使支吊点与着力点在一维或二维

坐标上设计规定的不一致数值。 
    失载(脱载)：由于非正常原因引起承载支吊架完全失去荷载的现象。 
    超载：超过支吊架设计最大额定荷载的现象。 
    过应力：由于非正常原因使管道元件的某局部位置或支吊装置某局部位置的工作应力超

过许用应力的应力。 
    附加位移：设备由冷态到热态引起接口处坐标值的增量。 
    补刚处理：增加构件抗变形或抗振动能力所进行的结构改进。 
    水锤：管道内因压力波动、流量或流向突然变化引起的冲击荷载现象。 
    汽锤：蒸汽管道系统中因流动条件和流动状态的急剧变化而产生的动荷载现象。 
    冷态线：管道安装后，在室温情况下空间位置的几何线。 
4  管道系统 
4.1  管系的膨胀 
4.1.1  新机组首次升温，应及时检查管道膨胀是否受阻。出现受阻，应作好记录，并及时与
设计单位联系处理。 
4.1.2  除限位装置、刚性支吊架与固定支架外，应保证管系自由膨胀。两相邻管道保温表面
间的冷间距，应足以保证管道膨胀不相互阻碍。对管道周围的其他设施进行改造时，应保证

管道膨胀不受阻碍。 



4.1.3  高温管道应在热位移较大、测量方便处装设三向位移指示器。设计单位应提供该处热
位移的理论计算值。 
4.1.4  新机组首次启动前和启动后蒸汽参数达到额定值 8h,以及停机后管道壁温降至接近环
境温度时，应各记录一次三向位移数值。 
4.1.5  机组大修停机后待管道壁温降至接近环境温度时，以及重新启动待蒸汽参数达到额定
值 8h后，应各记录一次三向位移数值。 
4.1.6  各支吊点的实际热位移值与设计计算值一般不会完全相符。如果相差不多，可以认为
管系膨胀正常。如果相差太大，应查明原因，必要时应予以纠正。 
4.2  管系的推力与力矩 
4.2.1  与管道连接的设备出现明显的变形或非正常的位移时，应分析管系的推力与力矩对设
备的影响。 
4.2.2  与管道连接的设备接口焊缝出现裂纹，应查清管道是否发生过瞬间剧烈振动，分析焊
接质量，对附近的支吊架进行检查，必要时按实际情况进行管系推力与力矩核算。 
4.2.3  固定支架的混凝土支墩发生损坏，应分析损坏原因，并及时进行处理。 
4.2.4  与锅炉或汽轮机接口附近的限位装置，应严格按设计图纸施工。运行单位发现推力与
力矩异常时，应立即进行处理。 
4.2.5  运行中经常泄漏的法兰结合面，应考虑管系推力与力矩的影响。 
4.2.6  厂房或设备基础发生异常沉降或遭受地震后，应对管道系统进行测量与记录，并请有
关单位进行管端附加推力与力矩核算，必要时提出处理措施。 
4.3  管系的冲击与振动 
4.3.1  300MW及以上机组的管系，如发生明显振动、水锤或汽锤现象，应及时对管系进行
目测检查，并记录发生振动、水锤或汽锤的时间、工况、支吊架零部件是否损坏与管道是否

变形。并分析原因，采取措施予以防止。 
4.3.2  地震后，应及时对管系进行察看，检查管道与设备接口焊缝是否异常，支吊架零部件
是否损坏与管道是否变形，出现异常应及时进行处理。 
4.3.3  管系出现较大振幅的低频振(晃)动，应检查支吊架荷载是否符合设计规定。严禁未经
计算就用强制约束办法来限制振动。常用的消振办法为： 
    a)请设计单位用提高管系刚度的办法来消振，并应对支吊架进行认真的调整； 
    b)请设计单位用增设减振器的办法来消振，在振动管道沿线试加减振附加力，以确定消
振的最佳位置； 
    c)如用增设阻尼器的办法消振，应请设计单位确定装设位置，根据该位置的位移量、位
移方向及惯性荷载选择型号、连杆长度与根部布置。 
4.3.4  因汽、液两相不稳定流动而振动的管道，一般不用强制约束的办法来限制振动，应从
运行工况、系统结构布置与适当的支吊架改进来综合治理。 
4.4  管系过应力 
4.4.1  根部或管部钢结构或连接件刚度或强度不足引起管系过应力时，应按汽水管道支吊架
设计原则进行补刚处理。 
4.4.2  严禁利用管道作为其他重物起吊的支吊点，也不得在管道或吊架上增加设计时没有考
虑的任何永久性或临时性荷载。 
4.4.3  管道个别部件损坏时，除进行损坏部件的材质分析外，必要时还应根据管系的实际状
况，对管系重新进行应力分析，以确定部件的失效原因，并采取相应对策予以纠正。 
4.4.4  当管道某一焊口多次发生裂纹，应进行如下工作： 
    a)分析焊接及管材质量； 
    b)检查裂纹焊口邻近支吊架状态是否正常，并测定其热位移方向和位移量； 



    c)根据管系的实际状况进行应力分析，然后进行焊口损坏原因的综合分析，并采取有效
措施予以纠正。 
4.4.5  当更换管子、管件或保温材料在重量、尺寸、外形布置或材质等方面与原设计不同时，
应进行应力分析，以防管道系统任何部位产生过应力。 
4.4.6  管道上多处支吊架弹簧被压死，常造成管系过应力，应根据管系实际状况，对管系重
新进行应力分析，以确定支吊架弹簧压死的原因，并采取相应对策予以纠正。 
4.4.7  蒸汽管道水压试验时，应将弹性支吊架进行锁定保护弹簧。如无法锁定或锁定后其承
载能力不足时，应对部分支吊架进行临时加固或增设临时支吊架，加固或增设的支吊架要经

计算核准。如管系设计未考虑水压试验工况，在水压前，应通过计算增设临时支吊架。 
4.4.8  对母管制的蒸汽管道系统，当发生过异常情况或进行换管改造时，应根据管系实际状
况，进行机、炉运行方式的方案验算。对有旁路系统的蒸汽管道系统，必要时也应进行运行

方式的方案验算。 
4.5  管道保温 
4.5.1  在主蒸汽管道、高低温再热蒸汽管道上，严禁使用技术参数达不到要求的各种保温材
料，以保证保护层表面温度与管系受力不超限。 
4.5.2  检修时局部拆除的保温，应按原设计的材料与结构尺寸恢复。使用代用材料使邻近支
吊架工作荷载超过±10%时，须进行支吊架荷载调整。 
4.5.3  大范围更换保温，不得使用与原设计容重相差过大或改变原保温结构尺寸。如需变更，
应重新进行支吊点荷重分配、热位移、管系应力及推力计算，并对支吊架逐个进行调整，必

要时更换一些不能适应的支吊架。当大部分支吊架无法适应或管系受力超限时，不允许改变

原保温设计。 
4.5.4  大范围拆除保温前，应将弹性支吊架暂时锁定，保温恢复后应解除锁定。 
4.5.5  严禁主蒸汽管道、高低温再热蒸汽管道的任何部位因保温脱落而裸露运行。严禁把弹
簧、吊杆、滑动与导向装置的活动部分包在保温层里。 
4.6  管系的改造与检修施工 
4.6.1  对超期服役的管道进行全部或部分换管时，应根据管系的实际状况，重新进行设计计
算与支吊架调整。 
4.6.2  水平管道过度挠曲影响疏水时，可采用增设弹性支吊架办法解决，但应进行荷载分配
与热位移计算。水平管坡度数值或坡度方向不能满足疏水要求时，应与设计单位研究解决。 
4.6.3  当管道系统发生下沉时，应查明原因，必要时应请设计单位协助处理。 
4.6.4  更换管道元件前，应对作业部位两侧管子进行定尺寸、定位置的临时约束，待作业全
部结束后，方可解除约束。 
4.6.5  大量更换支吊架，改变支吊架的位置、定向、类型、荷载或增加约束，应进行管系设
计计算。 
4.6.6  支吊架施工，应由有经验的有必备技术力量的部门承担。施工前应熟悉有关图纸及资
料，认真核对，在施工中应精心调整，严格工艺要求。 
4.6.7  支吊架的更换必须执行 DL 5031—94《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管道篇)》的有
关规定。对单线管道，应由一端按顺序作业；对多线管道，还应平行推进作业。 
4.6.8  管道支吊点的定位与设计的偏差值：对水平管道，不应超过 50mm；对垂直管道，不
应超过 100mm。着力点的定位与设计的偏差值，不应引起根部辅助钢结构或承载结构超设
计规定的应力水平或偏心受载。 
4.6.9  支吊点与着力点需要偏装时，偏装值为水平冷、热位移之和的 1/2。利用根部偏装，
偏装方向与位移同向；利用水平管管部偏装，偏装方向与管子轴向位移反向。热态时出现吊

杆倾角比冷态时同向增大，应查明原因，并进行处理。 



4.6.10  与管道直接接触的管部零部件，其材料应按管道的设计温度选用，接触面应不损伤
管道表面。应保证管部与管道之间在预定约束方向，不发生相对滑动或转动。 
4.6.11  支吊架施工焊接必须执行 DL 5007—92《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火力发电厂
焊接篇)》的有关规定。与管道直接焊接的管部零部件，其材料应与管道材料相同或相容。
根部及管部的焊缝应符合图纸要求。支吊架的全部安装焊缝，均应进行外观检查。 
4.6.12  为避免焊接高温影响混凝土与预埋件的连接强度，在预埋件上焊接辅助钢结构时，
应采用小规范焊接工艺，也可采用间歇焊接等工艺。 
5  支吊架检查、维修与调整 
5.1  一般规定 
5.1.1  支吊架调整的主要内容是调整管道标高、荷载分配、规定间隙数值、减振器防振力与
阻尼器行程分配等。 
5.1.2  大范围更换保温与大数量更换支吊架后，在弹性支吊架锁定装置未解除前，应对全部
支吊架进行检查与首次初调，使所有吊杆不受力过大或过小。 
5.1.3  支吊架的冷态调整，对单线管道，应由炉顶向下按顺序进行；对多线管道，还应平行
按顺序进行。而且这种调整要反复多次才能达到支吊架各自的安装荷载。 
5.1.4  管道冲管前，应拆除弹性支吊架的锁定装置，冲管时对所有支吊架进行一次目视检查，
出现问题应及时处理，不能把问题留在机组运行后处理。 
5.1.5  汽水管道首次试投运时，在蒸汽温度达到额定值 8h后，应对所有支吊架进行一次目
视检查，对弹性支吊架荷载标尺或转体位置、减振器及阻尼器行程、刚性支吊架及限位装置

状态进行一次记录。发现异常应分析原因，并进行调整或处理。 
5.1.6  300MW及以上机组的主蒸汽管道、高低温再热蒸汽管道的支吊架，每年应在热态时
逐个目视观察一次，并记入档案。观察内容包括： 
    a)变力弹簧支吊架是否过度压缩、偏斜或失载； 
    b)恒力弹簧支吊架转体位移指示是否越限； 
    c)弹性支吊架总成是否异常； 
    d)刚性支吊架状态是否异常； 
    e)限位装置状态是否异常； 
    f)减振器及阻尼器位移是否异常等。 
5.1.7  本标准适用范围的汽水管道，每次大修应对重要支吊架进行检查，检查内容为： 
    a)承受安全阀、泄压阀排汽反力的液压阻尼器的油系统与行程； 
    b)承受安全阀、泄压阀排汽反力的刚性支吊架间隙； 
    c)限位装置、固定支架结构状态是否正常； 
    d)大荷载刚性支吊架结构状态是否正常等。 
    其他支吊架按 5.1.6条进行目视观察。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检查、观察与处理情况应
记录存档。 
5.1.8  300MW 及以上新装机组的主蒸汽管道、高低温再热蒸汽管道运行 3～4 万 h 后的大
修时，应对所有支吊架的根部、功能件、连接件和管部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5.1.9  本导则适用范围内的汽水管道，运行 8～12万 h后的大修时，应对支吊架进行一次全
面检查。 
    支吊架全面检查内容： 
    a)承载结构与根部辅助钢结构是否有明显变形，主要受力焊缝是否有宏观裂纹； 
    b)变力弹簧支吊架的荷载标尺指示或恒力弹簧支吊架的转体位置是否正常； 
    c)支吊架活动部件是否卡死、损坏或异常； 
    d)吊杆及连接配件是否损坏或异常； 



    e)刚性支吊架结构状态是否损坏或异常； 
    f)限位装置、固定支架结构状态是否损坏或异常； 
    g)减振器结构状态是否正常，阻尼器的油系统与行程是否正常； 
    h)管部零部件是否有明显变形，主要受力焊缝是否有宏观裂纹。 
5.1.10  本导则规定的检查周期和检查内容在确认不对安全造成威胁时，经发电厂总工程师
批准，可以适当延期检查。 
5.1.11  运行中发现支吊架损坏，在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后，经发电厂总工程师批准，可以
在近期停机时检修。危及管道安全运行时，应立即停机进行检修。 
5.2  变力弹簧支吊架 
5.2.1  只更换支吊架的弹簧时，订购的弹簧应要求生产厂提供每个弹簧的实测刚度与自由高
度，以此确定弹簧安装高度。安装高度按下式计算： 

　
H H P

Paz
az= −
′0

 

式中：H az——安装高度，mm; 
       H0——自由高度，mm; 
       Paz——安装荷载，N； 
      P′——实测刚度，N/mm。 
5.2.2  更换变力弹簧支吊架组件，订购时应要求支吊架生产厂逐台按设计的安装荷载标定安
装刻度。 
5.2.3  更换被压死或压断的弹簧，若要变更弹簧的规格号，应考虑设计规定的荷载变化系数。
荷载变化系数按下式计算： 

　

C Y P
Pt

gz

= ×
′

∆
 

式中：C——荷载变化系数； 
    ΔYt——该支吊架的垂直热位移，mm; 
　  P′——该支吊架的弹簧刚度，N/mm； 
　   Pgz——该支吊架的工作荷载，N。 
5.2.4  弹簧组件的标牌，应安置在便于观察的方位。吊杆螺纹旋入长度应适当，吊杆最上方
或横担下方的螺纹应留有辅助调整的裕度。 
5.2.5  安装荷载的调整应通过松紧螺母来进行，必要时可用吊杆最上方或横担下方的螺纹作
辅助调整。不宜用吊杆连接附件的螺纹作辅助调整，安装荷载的增减按下式计算： 
  

± = ± × ′∆ ∆P H P  
  

    式中：ΔP——安装荷载的增(+)减(-)值，N； 
          ΔH——标牌刻度尺读数的增(+)减(-)值，mm； 
          P′——该支吊架的弹簧刚度，N/mm。 
5.2.6  变力弹簧吊架的吊杆与垂线间夹角应小于 4°，不能满足时，可调整偏装值来实现。 
5.2.7  串联弹簧吊架，应采用同荷载范围的弹簧，调整时以下方吊架的荷载为准。 
5.2.8  并联弹簧支吊架，应采用规格号相同、实际刚度相近的弹簧。热态时左侧荷载 PL与

右侧荷载 PR可能不相同，当｜PL-PR｜＞0.1(PL+PR)时，对偏离设计值大的一侧弹簧支吊架
应进行荷载调整。 



5.2.9  支吊架全部调整结束后，所有六角扁螺母均应锁紧。应逐个检查变力弹簧支吊架的锁
定装置是否均已解除。 
5.3  恒力弹簧支吊架 
5.3.1  恒力弹簧支吊架公称位移量的选用，应比计算垂直位移量大 20%，且至少大 20mm。 
5.3.2  更换有较大水平位移的立管恒力弹簧吊架，宜选择有较大的位移量裕度。安装时，吊
杆平面应垂直于水平位移的合成方向。 
5.3.3  更换恒力弹簧支吊架，订购时应要求支吊架生产厂逐台提供恒定度、规定荷载离差和
超载三项试验数据。 
5.3.4  带有转体上下限位器的恒力弹簧支吊架，应留出位移行程值的 5%为冷态的起始状态，
以防管系长期运行后管线变化造成冷态时转体与限位器相碰。 
5.3.5  恒力弹簧支吊架转体位置的调整，应通过松紧螺母进行。其荷载的调整，应通过调荷
器进行。荷载的增减应满足下列计算： 

    

± =
±

×∆
∆P PN
γ

γ
0

0  

      -0.1PN≤ΔP≤+0.1PN 
式中： ΔP——荷载的增(+)减(-)值，N； 
     Δγo——弹簧力矩转动半径的增(+)减(-)值，mm； 
       γo——弹簧力矩转动半径，mm； 
       PN——公称荷载，N。 
5.3.6  并联恒力弹簧支吊架，宜采用规定荷载离差相接近的支吊架。热态时两侧转体位置指
示可能不相同，只要在位移量行程范围内，可以不进行转体位置调整。 
5.3.7  恒力弹簧吊架的吊杆与垂线间夹角应小于 4°，不能满足时，应调整偏装值来实现。 
5.3.8  支吊架全部调整结束后，所有六角扁螺母均应锁紧。应逐个检查恒力弹簧支吊架的锁
定装置是否均已解除。 
5.4  刚性支吊装置 
5.4.1  投运后的管道需要增设刚性支吊装置，或要变更刚性支吊装置的位置或约束类型，应
请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5.4.2  刚性吊架安装，其安装定位、安装工序应严格按设计图纸及技术要求进行，以防运行
中出现吊架失载或超载。 
5.4.3  单吊杆刚性吊架，冷、热态均不允许失载。双吊杆刚性吊架，冷、热态均不应一侧失
载。出现失载现象，应分析原因，并设法纠正。 
5.4.4  刚性支吊架的吊杆与垂线间夹角应小于 3°，不能满足时，应调整偏装值或根部标高
来实现。 
5.4.5  承受排汽反力的刚性支吊架，必须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安装，按规定进行冷、热态间
隙调整。 
5.4.6  滑动支架的工作面应平整、无卡涩或脱空现象；导向装置的工作面应平整、无卡涩、
无脱空或管部滑动底板越限，出现上述问题，应分析原因，并设法纠正。 
    对于带聚四氟乙烯板的滑动支吊或导向装置，其管部的滑动底板在冷、热态均应覆盖着

聚四氟乙烯板。 
5.4.7  限位装置安装，其安装定位、安装工序应严格按设计图纸及技术要求进行，并认真进
行调整。定期检查其结构功能状态，发现损坏或异常，应分析原因，及时采取措施纠正。 
5.4.8  导向装置在预定的约束方向或限位装置在不预定的约束方向，应考虑管道与管部的热
膨胀，热膨胀后的最终间隙一般应有 2～3mm。 



5.4.9  固定支架安装，其安装定位、安装工序应严格按设计图纸及技术要求进行。定期检查
其结构功能状态，发现螺栓松动、主要受力焊缝产生裂纹或其他异常，应分析原因，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 
5.5  减振器与阻尼器 
5.5.1  投产后的管道需要增设弹簧减振器的，可根据管道直径选择适当的规格，但必须选用
可调节型的，以便现场调整防振力。在应力分析中，应考虑减振器在规定工况下对管道和设

备的影响。 
5.5.2  弹簧减振器的最大工作行程应比其防振力调整量与管道位移在减振器的轴向分量之
和大 20%，且至少大 20mm。 
5.5.3  投产后的管道需要增设阻尼器的，阻尼器的型式应与管道动荷特性及阻尼要求相适
应，阻尼器的规格应按动力荷载选用。 
5.5.4  补装液压或机械阻尼器，必须使冷、热态均有足够的位移裕度，以防阻尼器位移超限
损坏。 
5.5.5  减振器与阻尼器一般应在管道处于冷态线时安装。安装前应核对图纸尺寸与管线实际
位置，如管线实际位置偏差过大，应对安装尺寸进行适当修正。 
5.5.6  补装减振器后，必须进行热态调整，保证弹簧压缩后的行程裕度大于因管道位移在减
振器位置的轴向分量，并使无附加力作用在热态的管道上。 
5.5.7  每次大修要对 50%的液压或机械阻尼器进行维护，维护内容按生产厂规定要求进行。
对液压阻尼器，要及时更换密封垫及老化的工作液，并定期检查液位及动作行程。 
5.5.8  用于承受排汽反力的液压阻尼器，必须每年检查一次，也可在安全阀动作后及时检查。
检查是否漏油、液位及工作行程，并把检查结果记入技术档案。 
5.5.9  管道出现水锤、汽锤冲击后，应对出现冲击部位的所有阻尼器进行一次检查，发现问
题应及时处理。 
6  人员职责与技术档案 
6.1  汽水管道与支吊架专职或兼职工程师职责： 
    a)熟悉本厂汽水管道系统与支吊架的详细资料，熟悉管系的寿命管理与寿命预测的基本
知识； 
    b)参加新装机组汽水管道的竣工验收，参加设计与安装资料的移交工作； 
    c)负责对从事管道与支吊架维修的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d)组织人员建立基础档案及运行管理档案； 
    e)编制汽水管道与支吊架检修计划，审核检修总结与专题技术报告； 
    f)定期分析主蒸汽管道、高低温再热蒸汽管道及主给水管道的安全运行情况，并以书面
形式向发电厂总工程师汇报。发现异常应进行核实，并立即汇报。 
6.2  下述工作应由有经验的或经过培训的人员担任： 
    a)管道系统与支吊装置的目视观察、检查、测量和记录； 
    b)支吊装置的维修和更换； 
    c)弹性支吊架荷载或转体位置的调整，刚性与限位装置结构状态的调整。 
6.3  建立设计资料档案，它包括： 
    a)设计图纸与设计修改通知单； 
    b)管道的设计参数与工作参数； 
    c)管道用材的钢号、规格及材料的物理参数； 
    d)主要管件与阀门的型号、规格、钢号、重量与尺寸； 
    e)管道保温设计与保温材料的物理参数； 
    f)管端的附加位移，管道对设备接口的推力与力矩； 



    g)各管系的最大应力点位置与应力值； 
    h)支吊架的冷、热荷载及热位移汇总表等。 
6.4  建立安装资料档案，它包括： 
    a)主要部件的金属检验，冷紧作业情况与安装变更记录； 
    b)标注位移指示器、焊口及支吊架实际位置及尺寸的主蒸汽管道、高低温再热蒸汽管道
及主给水管道系统的单线立体图； 
    c)管道支吊架产品质量证明书及随箱资料，支吊架安装、检查及调整记录； 
    d)位移指示器安装记录。 
6.5  建立投产后的技术档案，它包括： 
    a)简明的吊点分布单线立体图及管系尺寸分段图(参见附录 A)； 
    b)全厂统一的支吊架编号、型号规格、热位移及荷载的支吊装置检查记录表(参见附录
B)； 
    c)同一管系不同保温结构标志与尺寸图； 
    d)运行小时数、启停时间与次数记录表； 
    e)支吊架检修记录与位移指示器检查记录； 
    f)支吊架的全面检查与管系异常的专题技术报告。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主蒸汽管道吊点分布图及尺寸分段图 



 
图 A1  主蒸汽管道吊点分布图 



 
图 A2  主蒸汽管道尺寸分段图(一) 



 

图 A3  主蒸汽管道尺寸分段图(二) 



 
图 A4  主蒸汽管道尺寸分段图(三) 

  
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支吊装置记录表 

厂名：                机组号：        管道名称： 



吊架编号   吊架位置   吊架名称   
吊架型号 
安装刻度 

  吊点热位

移与荷载 
  

检查日期 管道工况 刻度读数 其    他    记    录 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