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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略。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略。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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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规范特种设备检验员的实际操作考试工作，指导各省特种设备检验人员

考试机构高质量地开展检验员的实际操作考试，依据TSG Z8002-2022《特种设备

检验人员考核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特制定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依据《规则》对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的规定，同时借鉴国

内以往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的经验和做法，并综合考虑我国各地特种设备的特点，

从考试场地、设备与器材、人员要求、考试程序、考试项目及要求、评定标准等

方面规定了各检验人员考试机构组织检验员考试的基本要求，为各省检验人员考

试机构公平、公正、公开地组织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提供了基本的实施指南。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第4、第5节对《规则》附件D1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诠释，

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规定了考试相关人员和应试人员的基本要求，

也明确了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用场地、考试用容器和检测仪器等方面的规定。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考试程序对《规则》D2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诠释，在符

合规定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规定了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基本流程、考前准备、

现场考试及成绩评定和发布等方面的要求。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考试项目与内容和综合评定部分对《规则》附件K的内

容进行了细分，科学地指定了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的考核项目、考核主要内容及

参考分值、考核时间等考核基本要求。 

实际操作考试主要考核应试人员以下几个方面知识和技能： 

1) 是否熟悉容器检验技术资料核查的主要内容； 

2) 是否掌握检验安全条件确认和个人劳保防护技能； 

3) 是否熟悉容器结构，能否掌握容器检验的重点内容； 

4) 能否掌握容器检验常见缺陷的类别、原因及处理方法； 

5) 是否能正确使用容器检验常用检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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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容器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规程 

 

1.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 TSG Z8002-2022 《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考核规则》（以下简称《规

则》）规定的压力容器检验员（RQY）实际操作考试，规定了考试场地、设备与器

材、人员要求、考试程序、考试项目及要求、评定标准等内容。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7394.1-2014 金属材料里式硬度试验 

NB/T47013.7-2012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7部分 目视检测 

T/CASEI 017-2023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考试机构管理规范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主考官 principal examiner 

由考试机构资格审查确认，委托负责实际操作考试全过程组织和技术支撑的考评

人员。 

3.2 考官 examiner 

由考试机构资格审查确认，按照主考官的工作安排对应试人员进行实际操作考核

的考评人员。 

3.3 考务人员 examination assistant 

由考试机构派出的、负责实际操作考试现场管理与服务的专职考试管理人员。 

4.考试场地、设备与器材 

4.1 场地条件 

考试机构应设立纳入常态化管理的压力容器实际操作考试场地，场地应设置考试

区（含报告区）和候考区。考试区是应试人员进行实际操作考试的区域，候考区

是应试人员等待的区域。考试区和候考区之间应有明确的界限，防止相互干扰；

考试现场应准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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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考试用压力容器 

考试用压力容器种类、数量应满足附录 A 的要求，且具有满足考试用设计制造、

定期检验、使用管理等资料。 

4.3 考试用检验器材 

考试机构应按考位至少配置测厚仪、便携式硬度计、焊缝检验尺、钢卷尺及强光

手电筒等考试用检验器材。必要时配备内窥镜用于压力容器内表面缺陷检验。所

涉及的器材应符合检定或校准要求。 

5、人员要求 

考试机构应配备 1名主考官，若干名考官，考官人数根据应试人员数量而定，一

般每 20名应试人员至少配备 1名考官；同时配备 1名以上考务人员。 

5.1 主考官 

5.1.1任职条件 

主考官应持有压力容器检验师资格证书（RQS）5 年及以上，具备压力容器检验

工作经历 10 年以上，有担任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资格考试考评人员的经历者优先

选用。 

5.1.2工作职责 

主考官负责实际操作考试命题的组织和实施（含标准答案、评分标准）；对违反

考试秩序人员的处置和记录；负责实际操作考试评分中分歧（若有）的裁定；负

责对考试成绩的统计和确认；对考试全过程进行监督。 

5.2 考官 

5.2.1任职条件 

考官应持有压力容器检验师资格证书（RQS），熟悉实际操作考试相关考试流程、

工作内容和要求，有担任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资格考试考评人员的经历者优先选用。 

5.2.2工作职责 

考官参与实际操作考试命题的组织和实施（含标准答案、评分标准）；负责对应

试人员信息的检查、确认；负责对应试人员进行现场考核、考试结果评定及考试

成绩的登记；负责检查和确认应试人员是否存在违纪行为；协助完成主考官要求

的其他事宜。 

5.3 考务人员 

5.3.1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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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务人员应熟悉考试管理工作，有压力容器培训经历或持有压力容器检验员（RQY）

及以上资格者优先选用。 

5.3.2工作职责 

考务人员负责考场的布置及相关准备工作；负责应试人员的健康状况核查、抽签、

排号和现场引导；负责考试设备的整理、归位；协助完成主考官和考官要求的其

他事宜。 

5.4 应试人员 

（1）应试人员应能辨识检验存在的安全风险，做好检验环境和条件确认。 

（2）应试人员需自行准备实际操作考试用劳保防护用品，进入考试区前应正确

穿戴，确保考试期间的人身安全。 

（3）应试人员需持个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参加所有考试内容。不得携带与考试无

关的物品和设备进入考试区，并按照考官的要求和提问，在规定时间内独立答题，

完成相关考试内容。 

（4）遵守相关考试纪律，服从考评人员管理，维护考场秩序。 

6.考试程序 

6.1 考试流程 

考试流程一般包括考前准备、考试过程、成绩评定，具体流程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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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流程图中括号内为责任人 

图 1 考试流程图 

6.2 考前准备 

6.2.1 实际操作考试前，考试机构组织召开考前会议，宣布纪律要求和注意事项，

进行分工安排。 

6.2.2 所有考试工作人员应统一签署《保密协议书》，对考试全过程有关事项进行

保密，不得对外透露。 

6.2.3 主考官组织考官完成考试命题工作，包括考题、参考答案、评分标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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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记录表等，并由专人管理。 

6.2.4 主考官安排考务人员根据《规则》要求，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布置考试场地，

准备人证对比系统、考试用设备器材等，并在适当位置张贴考试通知、分组安排、

考场纪律等文件。 

6.2.5 主考官安排考务人员提前调试考试现场监控系统，保证全覆盖且清晰可辩，

并且妥善留存视频资料。 

6.2.6 主考官应组织考官、考务人员对考试用压力容器现场条件进行联合检查，

确保安全，联合检查完毕后考场封闭，任何人不得进入。 

6.3 考试过程 

6.3.1 主考官、考官及考务人员应佩戴考试工作证件提前进入考试场地，无关人

员不得进入考试场地。 

6.3.2 应试人员需持个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参加所有考试内容。 

6.3.3 考务人员应根据考试机构提供的应试人员花名册，核对应试人员数量及信

息，并进行人证比对。 

6.3.4 应试人员需依次有序地从候考区进入考试区，禁止随意走动、交谈、喧哗。

采用抽签方式确定应试人员的考试顺序号，并在考试前随机抽取考题号，再依次

进入考试区。 

6.3.5应试人员应根据抽取的考题号对指定压力容器进行现场检验。考试时间一

般为 1个小时（包括资料审查、现场检验、记录/报告出具）。 

6.3.6 考官根据应试人员作答情况，按照评分标准综合评分，及时填写好《压力

容器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成绩评定表》（见表 4），或者在考试机构指定的软件上

录入应试人员的考试成绩 

6.3.7 考官应及时核对实际应试人员人数和考试记录表的份数是否相符，待实际

操作考试全部完成后由主考官进行复核。 

6.3.8 实际操作考试全部完成后，主考官、考官及发证机关监督人员或其委托人

员应在《压力容器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考场情况记录表》（见附录 B）上签字确

认。 

6.3.9 实际操作考试全部完成后，考务人员负责清场，整理并收回考试相关设备

器材，清洁考试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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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成绩评定 

实际操作考试满分 100 分，合格标准为 70 分。若应试人员实际操作考试总分低

于 70 分，考官需详细填写相关评分纪要。 

6.5 成绩发布 

6.5.1由考官根据评分标准进行综合评定，评定方法见本文件第 7部分。 

6.5.2 考试机构在考试结束 20 个工作日内公布考试结果。应试人员向考试机构

查询成绩的，考试机构应告知。 

6.5.3 考试机构应将考试记录（现场检验记录）、考核评定记录资料归档保存。

考试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 10年。 

7.考试项目及要求 

压力容器检验员实操考试项目一般包括资料审查、现场检验、记录/报告出具三

部分。考试项目和内容等见表 1。 

表 1 考试项目及内容 

考试项目 考试形式 主要考试内容 时长 权重 

资料审查 纸笔考试 
核查设备设计制造资料、使

用管理资料和检验检测报告

中的不符合项。 

1 小时 

0.30 

现场检验 
实际操作 
问题质疑 

必考项目：几何尺寸测量、

壁厚测定。 
选考项目（指定部位）

注 1：a：
宏观检验；b：硬度测定；c：
安全附件检验。 

0.55 

记录/报告
注 2 纸笔考试 

掌握压力容器检验结论判

断、许用工作参数填写、安

全状况等级评定、下次检验

日期确定、检验示意图绘制

等。 

0.15 

注 1：选考项目考官可根据设备情况以问题质疑的方式考核应试人员基础知识和检验技

能及缺陷辨识与处理。 
注 2：记录和报告格式，各地可结合本地区检验作业指导书自行编制，也可参照附录 C
表 C6 的格式。 

7.1 资料审查 

7.1.1考核资料应包括设备设计制造资料、使用管理资料和检验检测报告，以上

资料应当设置 3～5个不符合项； 

7.1.2资料审查应当考核应试人员核查资料的齐全性、正确性的能力。应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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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资料审查给出判定不符合项的依据，并填写“资料审查问题表”（见表 2）； 

7.1.3考官根据应试人员填写的答案按百分制进行评分，每题分值分配为：100/

（应当填写的问题数量），其中“存在问题”及“依据”列各占每题分值的 50%。 

表 2 资料审查问题表 

序号 存在问题 依据 得分 

1    

2    

3    

4    

5    

总分  

考 官 签 字 ：               年    月    日 

7.2 现场检验 

7.2.1现场检验应当考核应试人员熟练使用检验器具并给出准确结果的能力； 

7.2.2现场检验项目分为必考和选考项目。必考项目为几何尺寸测量、壁厚测定，

选考项目为下列项目之一：a：宏观检验 ；b：硬度测定；c安全附件检验。 

7.2.3考官根据应试人员填写的答案按百分制进行评分，现场检验评分表详见表

3。 

表 3 现场检验评分表 

序号 部位 项目 数值（mm） 得分 

1  几何尺寸测量（20 分）   

2  壁厚测定（20 分）   

3  

□安全附件检验（10 分） 
□焊缝检验（10 分） 
□硬度测定（10 分） 

  

               操作得分（50 分）  

总分  

阅卷：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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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记录/报告出具 

7.3.1 现场检验应当考核应试人员根据现场检验结果出具检验记录/报告的能力，

考试机构应编制一份符合现场检验项目的检验记录或报告，应确保记录除具有考

核号、考题号及检验信息外，不得留有其他痕迹； 

7.3.2考官根据应试人员填写的答案按百分制进行评分，此项分“检验结论记录

/报告空项”和“附图”，其中“检验结论记录/报告”每空分值分配为：50/（应

当填写的问题数量），“附图”分值为 50 分，具体得分情况由考官根据应试人

员实际绘制情况赋分。“记录/报告出具”总得分为两部分加和。 

8.评定标准 

压力容器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应当综合“资料审查”、“现场检验”、“记录/报告

出具”的考核结果，按公式（1）计算应试人员的综合得分（U），考官应填写压

力容器检验员实操考试评分表（见表 4）。 

 U= α1U1+α2U2+α3U3                           （1） 

式中： 

α1、α2、α3分别取 0.30、0.55、0.15。 

U1、U2、U3分别代表“资料审查”、“现场检验”、“记录/报告出具”的百分制得分。 

表 4 压力容器检验员实操考试评分表 

考核号： 考题号： 

序号 考试项目 分项得分（α） 权重系数 实际得分 

1 资料审查（U1）  0.30  

2 现场检验（U2）  0.55  

3 记录/报告出具（U3）  0.15  

总分（U）  

评分人：                                  日期：   

9.附则 

9.1 保密责任 

考试机构、考试工作人员应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特种设备相关规定，承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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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保密责任。 

9.2 解释权限 

本指南由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负责解释 

10.施行日期 

本指南自 XXXX年 XX月 XX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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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考试用容器及常见缺陷基本要求 

 

序号 容器名称 基本要求及常见缺陷设置 容积 备注 

1 
快开门式压

力容器 

材质可为碳钢或不锈钢，可在

设备本体上设置结构、焊接、

尺寸及安全联锁装置等常见缺

陷。 

不小于 0.5m
3
 

快开门结构应为啮合

式 

2 储罐 

可在设备本体上设置结构、焊

接、尺寸及安全附件等常见缺

陷。 

直 径 不 小 于

800mm 且不小

于 1m
3 

应为立式储罐，并设置

人孔、接管，安全附件

及仪表装配齐全 

3 
管壳式热交

换器 

管程和壳程可分别设置结构、

焊接、尺寸、安全附件及管子

管板连接处等缺陷。 

直 径 不 小 于

600mm 

应为固定管板式，管程

和壳程应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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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压力容器检验员实操考试考场情况记录表 

 

考试班期名称 
 

考试项目 
 

考试日期 
 

应到人数/应考项目数 
 

实考项目数 
 

缺考项目数 
 

考场情况记录 

 

 

 

 

 

 

 

 

相关人员签字 

记录人 
 

考官 
 

主考官 
 

日期 年月日 

员 （发证机关派员巡考时） 

日期 年月日 

注：本表单存入考试班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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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压力容器检验员实操考试示例 

考题号-X 

某台换热器的制造资料详见装配图（图 C1）和设计数据表（表 C1）。 

检验信息为：2019年 3月两名持有压力容器检验资格的检验人员对该换热器进

行了首次定期检验，具体见表 C2。 

 
图 C1 装配图 

 

表 C1 设计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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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上次检验情况信息表 

序号 上次检验信息 

1 检验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1日，设备投用日期为 2017 年 4 月 1 日。 

2 检验前的资料审查中发现，该设备没有进行年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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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设备铭牌信息完整。 

4 检验前拆除该设备的管箱及外头盖。 

5 管箱法兰密封面有一处划伤。 

6 开孔位置符合图样要求，焊缝布置符合 GB151及相关标准要求。 

7 采用内窥镜探查换热管内部，发现有 5 根换热管堵塞，并有腐蚀现象。 

8 在换热管与管板连接处发现泄漏痕迹。 

9 下次检验日期定为 2026年 3 月 1 日。 

根据以上资料，回答以下问题： 

C.1资料审查 

请依据 TSG 21-2016《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相应规定，填写相

关资料审查问题： 

表 C3 审查问题表 

序号 存在问题 得分 理由 得分 

1 设计数据表中的“容器类别”错误  
根据 TSG 21-2016第 A1 条
规定，该容器应为Ⅱ类 

 

2 采用的无损检测标准非现行有效版本  
无损检测应采用

NB/T47013-2015 版标准 
 

3 
使用单位未对该设备进行年度检查，
未缩短检验周期（仍定为 6 年） 

 

根据 TSG 21-2016 第
8.1.7.1 条规定，使用单位
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年度检
查的定期检验周期应当适

当缩短。 

 

     

     

总分  

阅卷： 日期： 

注：斜体字为参考答案。 

C. 2现场检验 

题目：请按要求完成以下现场检验项目并填写“现场检验记录表”： 

表 C4 现场检验记录表 

序号 部位 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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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壳程筒体纵焊缝 测量最大错边量和余高 

2 管箱筒节内表面 测量壁厚 

   

表 C5 现场检验记录表 

序号 部位 项目 数值 得分 

1 壳程筒体纵焊缝 测量最大错边量和余高 2.0mm/1.5mm  

2 管箱筒节内表面 测量异常壁厚值 10.0mm  

3 壳程筒体环焊缝 

□宏观检验（10 分） 
□安全附件检验（10 分） 
☑硬度测定（10 分） 

HB156  

               操作得分（50 分）  

总分  

阅卷                           日期：                               

注：斜体字为参考答案。 

C. 3记录/报告出具 

表 C6 压力容器定期检验结论报告（仅供实操考试用） 

（一）检验结论报告 

设备名称 **** 检验类别 定期检验 

容器类别 **** 设备代码 **** 

单位内编号 **** 使用登记证编号 **** 

安全管理人员 **** 联系电话 **** 

设计使用年限 15  年 投用使用日期 2017年 4月 1 日 

主体结构型式 管壳式 运行状态 **** 

性能 

参数 

换热面积 80 m
2
 内径 600 mm 

设计压力（壳程/管程） 1.6/1.3MPa 设计温度（壳程/管程） 140/65 ℃ 

使用压力（壳程/管程） 1.5/1.2MPa 使用温度（壳程/管程） 93.9/40/32/40 ℃ 

工作介质（壳程/管程） **** / **** 

检验 

依据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21-2016） 

问题 

及其 

处理 
**** 

检验 

结论 

压力容器的安全状况等级评定为****级。**** 

符合要

求 

允许使用参数 

压力（壳程/管程） 1.5/1.2  MPa 温度（壳程/管程） 12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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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斜体字为参考答案。 

  

介质（壳程/管程） 正丁烷/循环水 其他 **** 

下次定期检验日期：**** 

说明 无 

检验人员：** 

编制：      **        日期：**年**月**日 检验机构核准证号 TS**** 

（检验机构检验专用章或者公章） 

**年**月**日 

审核：      **        日期：**年**月**日 

批准：       **       日期：**年**月**日 

得分：  

阅卷：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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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验示意图（附图） 

 

 

 

 

 

 

 

 

 

 

 

 

 

 

检验：**                  日期：**年**月**日 

注：在允许使用参数栏中，设计压力（壳程/管程）填写 1.6/1.3MPa，设计温度（壳程/管

程）填写 140/65 ℃，也正确，同样给分。因为此处按设计参数或最高使用参数填写均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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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指南》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2 年 6 月，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团体标准工作委员会以线上会议的形

式组织召开了特种设备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标准化工作会议。会议上就福建省特

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漳州分院提交的团体标准《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检验员实

际操作考试规程》进行了讨论，并要求各标准化工作组积极开展本领域特种设备

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相关规范要求的团体标准撰写工作。 

 

（二）标准制定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压力容器属于国家监管的特种设备，《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规定：“特

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

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

设备，不得继续使用。”《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特种设备检

验机构接到定期检验要求后，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及时进行安全性能检

验。”第五十一条规定：“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检测人员应当经考核，

取得检验、检测人员资格，方可从事检验、检测工作。”TSG Z8002-2022《特种

设备检验人员考核规则》总则第 1.3款规定：“检验人员应当按照本规则的要求，

取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证（检验人员）》，方可从事相应的检验工作。”以

上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都对从事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的人员提出了要求。保证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考试质量，不断向检验机构输送符合要求的检验检测

人员，维护特种设备管理准入制度，是考试机构的责任和目标。本文件建立在考

试机构质量管理体系下，从质量安全控制的基本原则出发，规定了压力容器检验

员考试过程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考试程序、考试

项目、安全防护、应急处置、设施完善、保密责任等内容。 

（三）起草单位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江苏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湖南省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研究院、芜湖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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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遂宁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上海蓝滨石

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四）主要工作过程 

2022 年 7 月，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受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委托承

担《压力容器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指南》团标的牵头起草单位，明确相关任务后

宁波特检院立即组织专家进行了团标初稿编写； 

2022 年 8 月 12-13 日，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组织召开压力容器检验标准

化工作组主任委员秘书长联席会议，会上由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汇报了该

标准的初稿，并经讨论后初步确定了修改方向及参与编制单位； 

2022年 9月 19日，在压力容器检验标准化工作组主任委员的指导下，宁波

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牵头编写了《压力容器检验员（RQY）实操考试指导意见》，

该意见作为标准的原则性条款； 

2022年 10月 8日，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组织召开了承压类特种设备检验

标准化工作组工作会议，会议就承压类实操考试团标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明确了

相应的修改意见。 

2023年 1月 14日，压力容器检验标准化工作组在南京就本团标再次进行专

家审核，专家对标准主要条款逐条进行审核，提出了完善意见并明确了团标发布

计划。 

2023年 3月 28日，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在宁波组织承压类全体实操团标

编制组对本文件进一步审核，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文件编制的原则是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指南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合理性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依据 TSG Z8002-2022《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考核规则》，建立在

考试机构质量管理实践上，按照质量安全控制原则，分析容器检验员实际操作考

试过程各环节质量及安全控制的因果关系，提出容器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规程的

术语和定义等，适用于考试过程的规范化管理，在法规标准依据上和保证考试质

量的实践方面具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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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用性原则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各特种设备检验考试机构的实际情况，对操作

程序和要求的制定上尽量做到不局限在某一个或几个考试机构的习惯做法，调动

参与单位的积极性，充分吸收考试机构的实践经验，给出的基本要求有一定的认

同度，具有较高的通用性。 

3. 可操作性原则 

容器检验员资格考试，经历过各省（市）分散——全国集中——授权考点又

分散的过程，各阶段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实际操作考试的基本程序和要求未

达成共识。本文件在充分遵守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将实际操作考试的行为规

范化、标准化，减少和避免考核人员个性化偏差，保障考核过程公平、有序、安

全，保证考核质量符合规定，文件制定做到适宜、可操作。 

（二）主要依据 

文件的起草除得益于各起草单位近几年参与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考

试工作经验积累及相关科研项目研究成果，主要依据了下列法律法规及标准。 

a）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49号国务院关于修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的决定 

c）TSG 08-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d）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年 41号） 

e）中检协［2021］秘字第 68号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 

f）T/CASEI 017-2023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考试机构管理规范 

（三）主要内容说明 

本文件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考试场地、设备与器材、

人员要求、考试程序、考试项目及要求、评定标准、附则以及规范性和资料性附

录。 

1.范围 

本章规定了本文件适用于 TSG Z8002-2022 《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考核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规定的压力容器检验员（RQY）实际操作考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5%85%B3%E4%BA%8E%E4%BF%AE%E6%94%B9%E3%80%88%E7%89%B9%E7%A7%8D%E8%AE%BE%E5%A4%87%E5%AE%89%E5%85%A8%E7%9B%91%E5%AF%9F%E6%9D%A1%E4%BE%8B%E3%80%89%E7%9A%84%E5%86%B3%E5%AE%9A/127004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5%85%B3%E4%BA%8E%E4%BF%AE%E6%94%B9%E3%80%88%E7%89%B9%E7%A7%8D%E8%AE%BE%E5%A4%87%E5%AE%89%E5%85%A8%E7%9B%91%E5%AF%9F%E6%9D%A1%E4%BE%8B%E3%80%89%E7%9A%84%E5%86%B3%E5%AE%9A/127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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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规定了本文件需要引用的、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术语和定义 

本章参考相关规范、标准和行业共识，对适用于本文件表述的“主考官”、

“考官”、“考务人员”作了名词定义。 

4.考试场地、设备与器材 

本章规定了为实现考试过程公平、有序、安全，保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

资格考试工作质量符合规定的关于考试场地、考试用容器缺陷设置以及考试用仪

器设备和测量工具的要求； 

5.人员要求 

本章根据容器检验员实际操作科目的特点，对考试相关人员配置、任职要求、

工作职责规定了具体要求；同时对应试人员也提出了相应的职责要求。 

6.考试程序 

本章给出了压力容器检验员实际操作考试的一般流程、考前准备、考试过程、

成绩评定和发布等内容，并明确了具体工作的负责人。 

本部分就每个流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考试合格判定的准则。 

7.考试项目及要求 

本章明确了压力容器实操考试项目一般包括资料审查、现场检验、检验记录

/报告出具三部分。表 1 还明确了考试的形式，具体考试的内容以及考试时长和

各考试项目的权重配比。编制说明的附录 A（资料性）给出了各个考核项目的具

体内容。 

为统一容器员资料审查的能力，该部分给出了审查资料的类别和数量，并设

计了应试人员应填写的内容；并对“资料审查表”如何赋分进行了说明，便于考

官成绩评定。 

容器现场检验项目种类较多，根据容器员应掌握的技能并结合实操考试的可

操作性，本部分明确了容器实操考试中必考和选考的项目，并设计了“现场检验

记录表”，主要考核应试人员测量仪器的正确性和熟练性，同时对表中的分值进

行了规定。 

由于每个考题设置考核内容不一致，检验记录/报告出具表需要各考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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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自考试作业指导书进行编制，故该部分未提供统一表格。但明确了“检验

结论报告”和“附图”的分值设置原则。 

8.评定标准 

为尽量做到考核的公平性和科学性，编制组创新性的引入了“基于权重的层

次分析法”来确定考试项目的权重系数，为最终综合评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压力容器检验员的实操能力评价为目标层，其中“资

料审查（A1）”、“现场检验（A2）、”“检验记录/报告出具（A3）”为准则层的三大

主要因素，根据容器检验专家经验有效权衡，三大因素重要性为： 

A1较 A3“相对重要”，A2较 A1“相对重要”，A2较 A3“比较重要”。 

由以上判断依据得出准则层对目标层的判断矩阵为表 1： 

表 1准则层对目标层的判断矩阵 

实操能力评价 资料审查（A1） 现场检验（A2） 记录/报告出具（A3） 

资料审查（A1） 1 2 1/2 

现场检验（A2） 1/2 1 1/3 

记录/报告出具（A3） 2 3 1 

根据上表得出判断矩阵 A为： 

 

由上述矩阵得出 A=（3.5，6，1 ）， 

对该式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得出 A=（0.31，0.53，0.16）。 

经以上分析，本文件提出在容器检验实操考试项目的成绩综合评定中，将“资

料审查（A1）”、“现场检验（A2）、”“检验记录/报告出具（A3）”分别赋以权重值

为：0.3、0.55、0.15。 

本文件还给出了四个附录，其中附录 A明确了考试用容器及常见缺陷的基本

要求，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B为实操考试的主要项目与内容，为资料性附录。附

录 C 为主考官需填写的“压力容器检验员实操考试考场情况记录表”，为方便理

解，附录 D给出了压力容器检验员实操考试的具体示例，仅供参考。 

三、主要研究过程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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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22年 8月 3日颁布了 TSG Z8002-2022《特种设

备检验人员考核规则》，已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该文件属于纲领性文件

且与原规则有较大变化，压力容器检验员将由各省特种设备监管部门组织考核发

证。按新《规则》要求，容器检验员实践操作考试是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技能考核，

为确保本文件方法科学、合理、操作性强，本文件起草过程也对其他行业从业人

员技能考试（核）的要求、程序、过程控制、评价等活动的标准化描述进行收集、

研究，梳理出有用的内容，转化为本文件的素材。 

本文件的牵头起草人员具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实际操作考核考官

的经历，也曾参与考核细则编写及考核细则验证。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还邀请

了国内其他检验检测机构的人员参与共同研究，最大程度集合各考核机构的认识

和经验，将分散考核的知识和经验采用规范性的标准形式呈现出来，标准文件制

定能够满足检验检测人员考核质量要求的容器实际操作考核规范要求，又具有适

用性、合理性。 

 

四、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通过本文件的制定，填补国内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考试标准的空白，

是预防容器安全事故、保障容器安全运行的基础，使相关的法律法规、安全技术

规范提出的要求有了具体补充和操作方法。 

 

五、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尚未识别涉及专利的情况。 

 

六、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与国际同类标准的对比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未查询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是依据 TSG Z8002-2022《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考核规则》制定，并引

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TSG 08-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21-2016《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 年 41 号）、T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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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7001-2021《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规则》、《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特种设备行政许

可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 年 41 号）的规定，在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框架

内，有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基础上，对容器检验员资格考试的一

般性要求做了具体的明确和细化，本文件制定时充分考虑了和有关法律法规、安

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协调一致性。当有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修订时，

导致本文件中条款中不适宜的，以最新的有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规

定为准。 

 

八、重大分岐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制定过程无重大分岐。 

 

九、标准实施的建议 

建议本文件作为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团体标准发布，并由中国特种设备检

验协会组织宣贯。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暂无废止有关标准的建议。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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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压力容器检验实操考试项目与内容 

A.1 资料审查 

资料审查考核应包括以下内容： 

a)检验前需要审查的资料内容； 

b)查找容器主要参数的方法； 

c)压力容器结构识别； 

d)压力容器级别确定； 

e)压力容器定期检验主要内容和检测比例确定。 

A.2 宏观检验 

宏观检验应包括以下内容： 

a)铭牌的检验; 

b)容器结构的检验; 

c)使用焊缝尺对容器几何尺寸进行检验； 

d)容器内外表面外观检验； 

e)设备法兰、主螺栓、支承、支座、支柱、地脚螺栓、基础的检验。 

A.2.1 宏观检验的范围及内容 

 

表 A1  压力容器目视检验内容 

序号 检查部位 常见缺陷 

1 筒体、封头 
裂纹、鼓包、机械损伤、工卡具焊迹、电弧灼伤、飞溅、

焊瘤、凹坑、变形、泄漏、过热、腐蚀 

2 对接焊缝 
裂纹、咬边、气孔、夹渣、表面成型、焊缝余高、

错边、棱角度、未填满、泄漏、腐蚀 

3 角焊缝 
裂纹、咬边、表面成型、未填满、焊脚高度、泄

漏、腐蚀 

4 法兰 裂纹、腐蚀、密封面损伤、变形 

5 堆焊层（若有） 龟裂、剥离和脱落 

6 接管 
裂纹、咬边、气孔、夹渣、表面成型、未填满、

泄漏、腐蚀、变形 

7 热交换器管束 
裂纹、咬边、气孔、夹渣、表面成型、未填满、

泄漏、腐蚀 

8 衬里层（若有） 破损、腐蚀、裂纹或脱落 

9 开孔补强 大开孔有无补强，补强板信号孔 

10 密封紧固件 螺栓有无裂纹、变形，螺纹有无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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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支承或者支座 
下沉、倾斜、开裂，多支座卧式压力容器的支座

膨胀孔等 

12 
排放(疏水、排污)

装置 
堵塞、腐蚀、沉积物 

13 检漏孔 堵塞、腐蚀、沉积物 

14 隔热层（若有） 破损、脱落、潮湿 

15 安全附件 
超期未检、不完好、无有效标志、联锁功能不符

合 

表 A1 中按照压力容器本体、受压元件、非受压元件、附属物的顺序排列。压力

容器的目视检验分为外部目视检测和内部目视检测，可按照《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7部分 目视检测》（NB/T47013.7-2012）执行。 

A.2.2检测工具选择 

在提供的检测工具中选择所需的检测工具。所提供的检测工具包括：直尺、卷尺、

焊缝检查尺、放大镜、光源、手锤、反光镜、扁铲或刮刀、测量样板等。 

A.2.3压力容器筒体和封头的宏观检验 

对于压力容器的壳体和封头，主要检查表面是否有裂纹、是否有轧制和成形过程

中造成的重皮与皱折等缺陷、是否有凹坑缺陷、是否有焊接过程中造成的缺陷如

焊瘤、弧坑、工卡具焊迹等，还有容器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变形、腐蚀、泄漏、

过热和鼓包等缺陷。 

A.2.3.1裂纹、重皮和凹坑 

容器上可设有裂纹、凹坑，检验员应能够发现要求检测部位的裂纹、重皮和凹坑，

并在示意图中准确标出，在记录中准确给出缺陷的性质、尺寸及分布。 

A.2.3.2变形与尺寸检查 

考核容器设置有一定的不圆度，检验员应能正确选择测量工具、记录测量位置及

结果。 

A.2.3.3飞溅、机械损伤、工卡具焊迹和电弧灼伤 

考核容器上设置有飞溅、机械损伤、工卡具焊迹和电弧灼伤等缺陷，检验员应能

够找出要求区域中的飞溅、机械损伤、工卡具焊迹和电弧灼伤等缺陷并在示意图

中准确标出，在记录中准确给出缺陷的性质、尺寸及分布。 

A.2.3.4鼓包 

考核容器上设置有鼓包缺陷，检验员应会使用灯光辅助检测鼓包，并在示意图中

准确标出，在记录中准确给出鼓包的尺寸及分布。 

A.2.3.5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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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容器上设置有腐蚀缺陷，检验员应能够识别要求区域中的腐蚀，并在示意图

中准确标出，在记录中准确给出腐蚀的性质、尺寸及分布。 

A.2.3.6焊缝裂纹检测 

考核容器上的对接焊缝和接管角焊缝设置有裂纹，检验员应能够发现要求区域中

的裂纹，并在示意图中准确标出，在记录中准确给出裂纹的性质、尺寸及分布。 

A.2.3.7焊缝腐蚀检测 

检验员应能够识别要求区域中的腐蚀，并在示意图中准确标出，在记录中准确给

出腐蚀的性质、尺寸及分布。 

A.2.3.8咬边、焊瘤和弧坑的检查 

考核容器的焊缝上设置咬边、焊瘤和弧坑，检验员应能够识别要求区域中的咬边、

焊瘤和弧坑缺陷，并在示意图中准确标出，在记录中准确给出缺陷的性质、尺寸

及分布。会用焊缝检查尺测量咬边深度。 

A.2.3.9未填满和焊缝余高的检查 

考核容器的焊缝上设置余高和弧坑，检验员应能够识别要求区域中的未填满和焊

缝余高缺陷，并在示意图中准确标出，在记录中准确给出缺陷的性质、尺寸及分

布。会用焊缝检查尺测量未填满深度和焊缝余高。 

A.2.3.10焊缝错边量和棱角度的检测 

考核容器的焊缝设置错边量和棱角度超标的缺陷。检验员应能够识别要求区域中

的错边和棱角度，会使用样板测量错边量和棱角度，在示意图中标出测量点。 

A.2.3.11焊缝表面气孔的检测 

考核容器的焊缝设置表面气孔。检验员应能够识别要求区域中的气孔，并在示意

图中准确标出，在记录中准确给出气孔的性质、尺寸及分布。 

A.2.3.12防腐层检测 

考核容器设置防腐层锈点、鼓包（鼓泡）、起皮和剥落等缺陷。检验员应能够识

别要求区域中的防腐层锈点、鼓包（鼓泡）、起皮和剥落等，并在示意图中准确

标出，在记录中准确给出缺陷的性质、尺寸及分布。 

A.2.3.13密封面和紧固件的检测 

考核容器在接管法兰上设置缺陷，准备足够数量的人孔螺栓，其中应有数个孔螺

栓含有缺陷。检验员应能够检查密封面上有无裂纹、腐蚀、机械损伤等影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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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密封的缺陷。并在示意图中准确标出，在记录中准确给出缺陷的性质、尺寸

及分布。 

检验员应能够检查螺栓和螺母有无裂纹、腐蚀和机械损伤等缺陷，特别是螺纹部

分的缺陷，并做记录。 

A.2.3.14接管检测 

考核容器应在接管外部角焊缝设置缺陷，设置变形的接管，并在接管内部设置缺

陷。检验员应掌握灯光法检查接管内部，并记录检查结果。 

A.2.3.15支座与基础 

考核容器应在支座上设置缺陷，在基础上设置缺陷。 

检验员应能够分辨固定支座和滑动支座。检查支座有无变形，支座焊缝有无开裂

并记录。检验员应观察压力容器的基础有无异常并记录。基础异常包括剥落、开

裂、下沉等缺陷。 

A.2.3.16隔热层检测 

隔热层的检查主要是检查它的完好程度，隔热层的失效形式主要有破损、脱落、

潮湿、跑冷（指结霜、结冰或表面潮湿）等，如果隔热层明显发现破损和缺失，

应进行详细记录。 

A.3 壁厚测定 

应试人员应使用处于正常状态、在检定周期内的测厚仪器，在正确的测厚位

置，进行正确的测厚操作并做好相应记录。 

A.3.1 测量仪器 

A.3.1.1检验人员应确认测厚仪壁厚测定范围能否满足待测工件的要求。 

A.3.1.2检验人员应检查测厚仪的测量精度能否满足待测工件的要求。 

A.3.1.3检验人员应检查测厚仪是否完好、是否在校准有效期内。 

A.3.1.4检验人员应熟悉所选测厚仪的各项功能并能熟练操作。 

A.3.2 探头 

A.3.2.1超声测厚通常采用直接接触式单晶直探头，也可采用带延迟试块的单晶

直探头和双晶直探头。 

A.3.2.2 高温（大于等于 60 ℃）或者低温（低于-20 ℃）试件的壁厚测定需要

特殊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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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3数字式测厚仪的探头一般和仪器配套固定使用，通常制造商为每种仪器

配备几种不同规格的探头。检验人员应根据仪器类型、工件厚度、表面状况等选

择合适的探头。 

A.3.2.4检验人员应检查仪器中探头规格的设置与选用的探头规格是否一致。 

A.3.3 耦合剂 

A.3.3.1选择的耦合剂透声性应较好且不损伤检测表面，如机油、化学浆糊、甘

油和水等。 

A.3.3.2检验人员应根据工件的表面状态及声阻抗，选择无气泡、粘度适宜的耦

合剂。对于表面粗糙的工件应选择较稠的耦合剂，并适当增加耦合剂的用量。 

A.3.3.3用于高温场合时，检验人员应选用适当的高温耦合剂。 

A.3.4 校准试块 

A.3.4.1检验人员应掌握校准试块（阶梯试块）的使用。在符合测量精度条件下，

也可采用其他试块对仪器进行校准。 

A.3.4.2数字式测厚仪一般随机附带校准试块。 

A.3.5 仪器校准 

A.3.5.1仪器校准一般应在与被测材料声速相同或相近的试块上进行。 

A.3.5.2检验人员应掌握数字式测厚仪的校准方法。 

A.3.5.3几种主要材料的声速见表 B1，也可采用仪器制造商提供的推荐声速。使

用时，如有必要应对材料进行实际声速测定。 

表 A2 几种主要材料的纵波声速单位为 m/s 

材料名称 铝 钢 不锈钢 铜 钛 

纵波声速 6260 5900 5790 4700 6240 

A.3.6 检测步骤 

A.3.6.1测量表面上存在的浮锈、鳞皮或部分脱离的涂膜应进行清除，必要时进

行适当修磨。 

A.3.6.2 检验人员应根据待测工件的材料正确地调整好声速值，可以按照表 B1

选择声速，也可采用测厚仪使用说明书中的推荐声速。 

A.3.6.3涂完耦合剂后，将探头垂直地、紧密地压在待测工件表面上。探头与工

件接触时，应在探头上施加一定的压力（20N～30N），保证探头与工件之间有良

好的耦合，并排除多余的耦合剂，使接触面形成极薄的耦合层，减少声波通过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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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层的时间，提高测量精度。 

A.3.6.4 如果仪器已正确校准并设定了正确的声速值，仪器屏幕上显示的数值，

即为待测工件的壁厚值。一个测厚点应测定 3次，3次方向应不同，取平均值填

入记录。壁厚值应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 

A.3.6.5测定位置应当有代表性，有足够的测点数。测定后标图记录，对异常测

厚点做详细标记。 

厚度测点，一般选择以下位置： 

（1）液位经常波动的部位； 

（2）物料进口、流动转向、截面突变等易受腐蚀、冲蚀的部位； 

（3）制造成型时壁厚减薄部位和使用中易产生变形及磨损的部位； 

（4）接管部位； 

（5）宏观检验时发现的可疑部位。 

壁厚测定时，如果发现母材存在分层缺陷，应当增加测点或者采用超声检测，查

明分层分布情况以及与母材表面的倾斜度，同时作图记录。 

A.3.7 填写记录 

壁厚测定结束后，检验人员应将记录内容填写完整，数据记录准确，并在示

意图中清楚地标出测厚点位置、分布。 

A.4 硬度检测 

应试人员应使用处于正常状态、在检定周期内的里氏硬度计，进行正确的硬

度测试操作并做好相应记录。 

A.4.1 硬度检测的时机及内容 

检验员应掌握何种情况下需进行硬度检测，并根据所选工艺规程判断属于何

种损伤模式，判别是否需进行硬度检测。掌握常见材料硬度控制范围。 

表 A3 应力腐蚀倾向压力容器硬度检测要求 

序

号 
损伤模式 受影响材料 硬度控制范围（HB） 检测部位 

1 
氯化物应力腐蚀开

裂 
Cr-Ni 奥氏体不锈钢 

GB/T 4237、GB/T 

3280 

焊缝、母材、热影响

区 

2 
碳酸盐应力腐浊开

裂 
碳钢、低合金钢 ① 

焊缝、母材、热影响

区 

3 碱应力腐蚀开裂 
碳钢、低合金钢、Cr-Ni奥

氏体不锈钢 
① 

焊缝、母材、热影响

区 

4 氨应力腐蚀开裂 铜合金、碳钢 HG/T 20582 或① 
焊缝、母

材、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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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硫化物应

力腐蚀开

裂 

碳钢、低合金钢 
HG/T 

20582 

焊缝、母

材、热影响

区 

 

氢氟酸致

氢应力开

裂 

碳钢、低合金钢 ≤237 

焊缝、母

材、热影响

区 

 

氢気酸致

氢应力开

裂 

碳钢、低合金钢 ≤200 

焊缝、母

材、热影响

区 

 氢脆 

碳钢、低合金钢、

铁素体不锈钢、马

氏体不锈钢、沉淀

硬化不锈钢和部分

高强度镍基合金 

≤235 

焊缝、母

材、热影响

区 

 

高温水应

力腐蚀开

裂 

Cr~Ni 奥氏体不锈

钢、镍基合金 
① 

焊缝、母

材、热影响

区 

 

连多硫酸

应力腐蚀

开裂 

Cr-Ni 奥氏体不锈

钢、INCONEL600、

INCOLOY800 

① 

焊缝、母

材、热影响

区 

注：①指依据设计图样技术要求或材料标准，硬度偏高时倾向性大 

表 B4 材质劣化压力容器硬度检测要求 

序

号 
损伤模式 受影响材料 硬度控制范围（HB） 检测部位 

1 渗氮 

碳钢、低合金钢、Cr-Ni 奥氏

体不锈钢、Cr 系奥氏体不锈

钢 

400~500 
焊缝、母材、热影

响区 

2 珠光体球化 碳钢和低合金钢 ①或 DL/T 674 
焊缝、母材、热影

响区 

3 石墨化 碳钢、0.5Mo钢 ① 
焊缝、母材、热影

响区 

4 渗碳 

碳钢、低合金钢、Cr-Ni 奥氏

体不锈钢、Cr 系奥氏体不锈

钢 

① 
焊缝、母材、热影

响区 

5 脱碳 碳钢、低合金钢 ① 
焊缝、母材、热影

响区 

6 475℃脆化 
双相不锈钢、Cr 系奥氏体不

锈钢 
② 

焊缝、母材、热影

响区 

7 回火脆化 Cr-Mo 钢 ② 
焊缝、母材、热影

响区 

8 应变时效脆化 碳钢、低合金钢 ①、② 
焊缝、母材、热影

响区 

注：①指依据设计图样技术要求，重点关注硬度的变化情况； 

注：②硬度升高时，应怀疑发生劣化。 

A.4.2 硬度检测标准 

推荐采用 GB/T 17394.1-2014《金属材料里式硬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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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 硬度计使用 

在提供的检测工具中选择所需的检测工具：硬度计，并能正确操作。检验员

应能正确识别焊缝、母材、热影响区，能根据所选工艺规程判别硬度异常位置。 

A.5 安全附件 

应试人员检查安全附件的装设位置及校验日期。并记录相关参数信息。 

A.5.1 压力容器安全附件范围 

压力容器的安全附件，包括直接连接在压力容器上的安全阀、爆破片装置、易熔

塞、紧急切断装置、安全联锁装置。 

A.5.2 安全阀 

A.5.2.1 考核要点 

（1）安全阀制造单位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2）安全阀的出厂文件和金属铭牌； 

（3）易爆介质或者毒性危害程度为极度、高度或者中度危害介质的压力容器，

安全阀排除口装设导管的要求； 

（4）安全阀安装位置； 

（5）压力容器与安全阀之间的连接管和管件的要求； 

（6）安全阀选型是否正确； 

（7）安全阀是否在校验有效期内； 

（8）杠杆式安全阀、弹簧式安全阀、静重式安全阀是否完好； 

（9）安全阀与压力容器之间安装截止阀的，截止阀是否处于全开位置及铅封是

否完好； 

（10）安全阀是否有泄漏； 

（11）放空管是否通畅，防雨帽是否完好； 

A.5.3 爆破片装置 

A.5.3.1 考核要点 

（1）爆破片装置制造单位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2）爆破片的出厂文件； 

（3）易爆介质或者毒性危害程度为极度、高度或者中度危害介质的压力容器，

爆破片装置排除口装设导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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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爆破片装置的安装位置； 

（5）压力容器与爆破片装置之间的连接管和管件的要求； 

（6）爆破片是否超过规定使用期限； 

（7）爆破片的安全方向是否正确，产品铭牌上的爆破压力和温度是否符合运行

要求； 

（8）爆破片装置有无渗漏； 

（9）爆破片和压力容器间装设的截止阀是否处于全开状态，铅封是否完好。 

A.5.4 安全联锁装置 

A.5.4.1 考核要点 

（1）安全联锁装置是否完好； 

（2）安全联锁装置功能是否符合要求。 

A.6 记录/报告填写 

应试人员根据实际检验情况在现场实际操作技能考试答题卡中作答（检验示意图

画出正视简图即可）。 

A.7 安全防护 

应试人员应规范穿戴安全帽、防护鞋、工作服、手套、口罩，视情况穿戴安全带、

安全绳、气体报警仪等安全防护用品。 

A.7.1需要进入压力容器内部进行检验，能够确认用盲板隔断了所有液体、气体

或者蒸汽的来源，同时设置了明显的隔离标志（禁止用关闭阀门代替盲板隔断）。

检验前能够确认被捡压力容器内部介质已经排放、清理干净。 

A.7.2能够确认人孔和检查孔打开后，可能滞留的易燃、易爆、有害气体和液体

已经清除，压力容器内部空间的气体含氧量保持在 0.195以上；必要时，能够确

认已经配备通风、安全救护等措施。 

A.7.3进入设备内部检验能够确认有专人监护，并有可靠的联络措施。 

A.7.4能够正确使用安全帽、防护服、安全带等防护用品。检测仪器设备、作业

文件、记录表格能够准备齐全正确。 

A.7.5超过 2米处还应搭设可靠脚手架。高处作业时能够系好安全带，能够掌握

安全带的正确使用方法（如，安全带必须系挂在施工作业面上方的牢固构件上，

不得系挂在有尖锐棱角的部位。安全带系挂下方应有足够的净空。安全带应高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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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低用，不得采用低于腰部水平的系挂方法。安全带未挂时，应将挂绳系牢，

不得拖挂）。 

A.7.6切断与压力容器有关的电源，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检验照明用电电

压不得超过 24V，引入压力容器内的电缆必须绝缘良好、接地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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