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卷 ( 4 ) 热 能 力 工 程 2 9 9 0年 7 月

某船用锅炉汽水
.

集箱水部筒体

内壁裂纹的解决措施
龚三省 (海军工程学院 )

〔摘要 〕 某船用锅炉汽水集箱水部筒体内壁发现腐蚀疲劳后
,

本文从设计
、

工艺
、

运行和管

理各方面提出应采取的改进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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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 1 9 8 8年第 6 期上曾介绍过某船用锅 贮存锅水
,

下排污出口离捍缝 105 ~
,

又高

炉汽水集箱水部筒体 内 壁 产生 裂 纹 的 情 出筒内壁
,

下排污时不可能排净这部分锅水
,

况〔幻
。

现 据了解
,

除经中央劳动人事部锅 凹槽也未修圆
,

给应力集中创 造 了 条 件
。

炉压力容器检测中心剖样分析外
,

又经有关 在 〔 1 〕中图示的右边裂纹就发生在此部位
。

方面再作类似分析研究
,

证实腐蚀疲劳破坏 4
.

从水循环来看
,

第 n 循环圈粗下降

这一原始判断是正确的
。

此后
,

按 A S M E规 管的水较难冲刷到焊缝区
,

该区属滞水盲区

定对断裂后继续使用寿命作出估测
。

因为原
,

不象水集箱中因有梨形隔板可以保证下降

始数据短缺
,

只能得出近似的判定
。

水充分冲刷筒体底部
。

产生这种裂纹的主要原因
,

归纳起来属 属于运行管理上的原因有
:

于设计制造上的有
: 1

.

从该锅炉开始运行起
,

锅水质量不

1
.

原始引进的图纸中对焊接接头结构 能充分保证
,

一是船上造水设备出率不足
,

的设计不合理
,

所采用的搭接方式必然使封 码头供水紧张
。

二是化验设备和方法不适宜

头凸肩伸入筒体
,

遮盖住一段内壁
,

两者尺 船用
。

三是化验人员水平不够
,

运行人员怕

寸公差形成的间隙平均为 o
.

38 m m
。

间隙渗 缺水
,

于是排污少
,

换水也少
。

有时仅能分

入锅水
。

该炉每年停炉时间长
,

工作时间又 析盐度和碱值
,

其余指标不测
。

加药 ( 用N as

短
。

该处所积锅水在停炉时 由于筒体析热会 P O 4

和 N a N 0 3

处理 ) 计量亦缺少根据
。

被浓缩
,

锅水属碱性
,

所引起的腐蚀类似垢 .2 该锅炉在运行初期很少打开检查和

下腐蚀
,

属电化学性腐蚀
。

据检测中心报 清洗 (既缺水又未配备清洁工具 )
。

到过热

告
,

断 口也有贝壳状花样
。

因为该处筒体未 器发生严重腐蚀
,

不能不堵管 时 才 打 开维

受过大应力而且裂纹穿晶
,

未发现有沿晶界 修
。

蛛网状细裂纹
,

故原来担心的碱性脆化还不 综上所述
,

这一集箱的腐蚀条件是充分

致于发生
。

的
。

因为集箱属非运动机件
,

疲劳只能是温

2
.

筒体 内壁在原始图纸上没有加工光 度应力引起
。

实船测壁温也证实了这一点
。

洁度的要求
,

因而切削刀痕很明显
。

腐蚀点 圆筒形受压容器产生裂纹无疑是纵 向裂纹先

就在刀痕沟槽处产生
。

有的沿沟槽腐蚀点成 于环向裂纹
,

因环 向应力是纵竺向 应 力 的两

串
,

而这些往往就是裂纹起始处
。

这说明
,

倍
。

现在产生的裂纹是环向的
,

当然只有筒

沟槽给疲劳裂纹创造了条件
。

体内外壁温差引起热应力
。

内壁处于热态
,

3
.

在焊接区附近筒体减薄
,

形成 凹槽 承受拉应力
,

而外壁温度低
,

受压应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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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火
、

停炉一次就要使这种现象出现两次
。

4
.

既然升火阶段存在热疲劳现象
,

是

至于筒体上半部因下降管和上升管均分布在 否可 以延长升火时间
,

以升温不 超过 5 ℃ /

其上
,

而且大部分受到烟气冲刷
,

所 以能迅 m in 为准
。

此法削弱该锅炉的固有特点
,

不

速被加热 (升火阶段 )
,

内外壁温差较小
。

可能被使用者接受
。

建议在粗下降管与第 111

即使在停火过程
,

冷却也较慢
。

筒体下半部 管束上升管之间装一弧形隔板
,

使下降水先

升火阶段内壁因有循环水升温较快
,

外壁虽 冲刷封头
,

后由隔板下部流过集箱底部
,

再

有绝热层包扎
,

在某一时间阶段 内
,

其温升 进入上升管区
。

这样
,

可避免升火阶段筒体

要滞后于内壁
。

尤其在绝热较差时更严重
。

上下加热不均
。

这对第 111 管束上升管的循环

停火后
,

内壁冷却要滞后于外壁
。

这种现象 倍率当然会有影响
,

然而
,

原来的循环倍率

符合于低周热疲劳的模式
。

在全负荷时为 k = 6
.

73 ~ 1 2
.

6
,

在 13 %负荷

针对上述分析
,

应强调指出下列几点
:

时 秃= 8 6一 8 2 , 因此
,

即使增设隔板
,

增加

1
.

以后再造这类锅炉时
,

集箱封头和 了循环回路中的局部阻力
,

还不致使瓦< 2 ,

筒身的焊接应采用对接
。

这可消除积水间隙
,

安全上还是有一定裕度 的
。

避免停炉时引起腐蚀
。

据悉
,

该炉的改型 已 此外
,

还可在升火阶段利用充水泵将汽

作了改进
。

水集箱水部的滞水抽出再注入锅炉
,

以达迅

2
.

严格按规定对锅炉内部进行检查
。

速均匀加热水部筒体底部的目的
。

原使用说明书规定每经工作 1 0 0 0 小时就应 .5 要重视锅炉用水的分 析
、

处 理工

检查一次
。

自发现过热器受热面 严重 腐蚀 作
。

建立和加强岸基的软水供应保证
,

配备

后
,

也 曾建议缩短到 5 00 小时
。

结合本锅炉 好锅炉内外清洁工具
。

的运行特点
,

至少要每半年检查一次
。

对集 6
.

最后
,

要严格炉舱 日志簿的登记工

箱这一部分要特别仔细清洁检查
,

尤其要注 作
。

这次调查之所以数据不确切
,

与不重视

意腐蚀有否发展
,

此工作有关
。

以致事出有因
,

查无实据
。

监

3
.

已有的锅炉在中修期间可削去封头 用部门要督促船上使用人员加强工作的科学

的 凸肩部分
,

因为它不对筒体起加强作用
,

性
。

留此凸肩对清除它下面的腐蚀反而有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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