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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万象

每天都是一次极限挑

战，特别是夏季高温的日子

里。

有一群人，每天都把自

己置身在不低于 60℃，甚至

超过 200℃的环境中工作

——爬进锅炉，检测排查每

一根钢管，每一个焊接点。

他们知道如果忽略了哪怕是

0.1 平方厘米的地方，有可

能造成的后果就是一次重大

的安全事故。

穿着干的“青蛙服”进

去，拖着湿的衣服出来。一

次并不准确的称重让人吃

惊，这件衣服的进出之间就

重了约 3 斤，如果在 4 小时

内不喝 6 斤水（矿泉水大瓶

约2瓶），他们就可能出现严

重脱水甚至中暑昏迷⋯⋯

很难想象，检测空隙时

间内，这些特种设备（高压

容器、电厂锅炉等具有燃爆

隐患的设备）的安全检测员

觉得比较舒服的，竟是趁检

测空当“溜出来”，站在大太

阳底下纳凉⋯⋯

他们自嘲是黑领，连蓝领都算不上；他们进出一次检测，工作服增重3斤，全是汗

锅炉“虫工”：60℃下的极限检测
只为确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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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锅炉内做检测
机会只有一次

7 月 26 日早上 7 点，浙江海联热电股份公司，6 个杭州市

特检院检验队员正在待命。技术人员穿着“青蛙服”（红色、上

下身一体、全封闭的防烫伤服装），带着手套、口罩和护目镜。

“平均温度有 60 多℃，身边的金属不能碰。”任强今年 39

岁，宁波人，浙大研究生，工程热物理专业毕业，有 10 年的检

测经验。他穿着橘红色工作服、胶鞋，全身上下不留一丝缝

隙。“跟着我，注意脚下，注意身边。”

走进厂房一楼，粉尘、高温。

钱报记者跟随任强一组前往 1 号锅炉。说是锅炉，不如

说是一栋高约 20 米的建筑——从一楼地面爬上去需要经过

至少7个金属梯坡道，踩上去，发出金属和橡胶摩擦的怪异声

响。狭窄的镂空楼梯直角拐弯，粗细不一的管道交错着，趔趄

不稳忙着摸扶手，发烫。

“还好，这个炉子不算高，在 4 楼，室内，不少炉子立在室

外，更烫更高，有‘恐高症’的人不敢上来。”沿着陡直的楼梯拾

阶而上，任强边走边介绍。他们这一次要对这家公司一台锅

炉进行内部检验。这种检验在他们内部被称之为“大活”，需

要花 4~6 小时，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提前拟制了检验方

案，“热电厂的锅炉一般在夏天和春节时才会停炉，当然也是

我们检验高峰。”极高的温度留给检测的机会只有一次。

钱报记者了解到，特检院面对的是 3000 多台锅炉，其中

三分之一会在杭州最热的七八两月检测完毕。

说着就到了锅炉口，温度器显示，炉外的温度是50.6℃。任

强从一个直径只有半米的口子爬进去，里面温度超过60℃——

前后不到5分钟，站在炉外的钱报记者的衣裤已经湿透。

不远处，另一名检验员周建军正钻进电站锅炉的尾部烟

道过热器。“锅炉正常使用的时候，这个地方出来的蒸汽就直

接冲击气压计发电了。”过热器内部，肉眼可见的粉末灰尘在

空中飘飞。周建军拿着手电、检测仪器，记录各个刚刚检测出

的数据。炉内1米高，只能猫腰检查，“里面的管子很细，锅炉

运行起来，烟气里面的灰尘颗粒非常多，会对管子有严重磨

损，所以管子外部有高温耐火泥做成的包裹。主要就是检查

管子是否有变形、磨损，防磨罩有没有脱落、拱起。”他说防磨

罩磨损到一定程度，管子就会爆裂⋯⋯

在里面的技术人员一寸一寸地检测过去，不放过哪怕一

小片位置。“一个小忽略就可能漏掉一个隐患，后果就可能是

极其严重且无法逆转的。”杭州市特检院锅炉检验所副所长潘

鸿说，每一眼看到的都可能是正常，也可能是隐患。

不是蓝领是“黑领”
进出一次出汗约3斤

钱报另一路记者完整记录了三组温度：经通风降温数小

时后的锅炉口沿部位，50.6℃；主操作平台附近，99.5℃；离主

操作平台5米外的工作中设备，表面温度238.4℃！

“检测仪器、6斤重的防烫伤服2瓶大瓶装矿泉水、藿香正气

水是标配。”任强说这些话时声音不高，他了解所里的每一个队

员，包括他们的坚持、认真和辛苦，“我总说我这里的人都是学霸，

我也总说队员们是最不容易的，蓝领都算不上，是‘黑领’。”

9 点 20 分，周建军空手走出来，一身炉灰——沿着管道

从四楼检到一楼，等另一队技术员初检结束后，他就要从另一

侧再沿管道从一楼查验到四楼。

“赶紧到室外去乘乘凉。”任强知道此时已经烈日当空，水

泥地面的温度也已经超过 35℃，但和室内的高温比，大太阳

下已是一处绝好的纳凉地。

钱报记者了解到，和一般传统的体力劳动不同，锅炉检测

工都是高等院校的高材生。这些人的专业基本都是热能、安

全设备管理等，学历高，但工作却脏累叠加。

“钻进黑漆漆的锅炉，我就是‘虫工’。”另一个技术工程师

走到太阳下开玩笑，他们有机会做白领，结果干上了“黑领”。

说是“虫工”，因为他们每天都要爬进爬出“人孔”洞口——太

胖的身躯甚至没有爬这个门的身体资格。“把锅炉的孔门改

大？这怎么可以！必须要满足技术要求的。”他们习惯了爬进

爬出，也习惯了每一个零部件的标准化。

中午11点30分，1号锅炉检测结束。技术人员陆续回到

公司行政大楼，他们需要整合各自手上的数据，并对这台锅炉

进行定性。

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第一，6 个人一共喝水近 20 升（大

瓶装约 13 瓶）；第二，防烫伤服增重（沾上的炉灰、出汗）平均

约 3 斤——这件衣服如此厚重，是为了避免受到罐内有毒有

害气体的腐蚀或烫伤皮肤。

这台运行了 17 万小时、额定出口温度为 450℃的锅炉最

后被发现了问题：锅筒内部进水导致汽箱预埋铁与锅筒连接

焊缝局部开裂，长度约 50 毫米；炉膛水冷壁浇筑料大面积脱

落；水冷壁管局部有磨损。

“会诊”后，特检院检测团队对预先制定的锅炉检验方案

进行紧急修改，并扩大了检验范围⋯⋯“最后被确认为是个

例，轻度缺陷。”潘鸿最后带队轻松离开公司时已近黄昏。

对检测人员来说，每一台锅炉的每一个隐患点都是大事，

他们需要多次反复查验，或者要求整改，或者要求停炉。也正

是这种较真的态度为杭州的大型锅炉安全提供了保障。

钱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杭州市实际在用工业锅炉约

3600台，最大的锅炉额定蒸发量为400t/h。

截至 6 月 30 日，今年市特检院累计发现锅炉重大安全隐

患设备6台，重大隐患率0.3%，发现的重大缺陷主要包括锅炉

管端\管板存在裂纹、焊缝有拉脱现象、锅炉炉胆顶封头失稳

变形反转等。7月以来，市特检院共检验特种设备8724台，其

中锅炉 282 台、压力容器 471 台、电梯 5870 台、起重机械 1014

台、厂（场）内机动车辆 1087 台，开出检验意见通知书和重大

问题告知书 154 份，发现各类隐患 600 多条，其中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设备46台，重大隐患率0.5%。

谁在保护杭州3600台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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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自 嘲 是

“黑领”，每天

这样钻洞。

穿着“青蛙服”的钱报记者鲍亚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