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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 ? ?本标 准 同时代替 faN ?s ?VXQOM ?RL PXXU《施 工升 降机 术语H K faNs ?POOTQL PXXU《施工 升降机 分
类 》K fa ?POOTRL PXXU GG 施 工 升 降 机 检 验 规 则 H K ?faN丁 POOTSL PXXU ?p施 工 升 降 机 技 术 条 件 》和
faNs ?POOTUL PXXU《施工 升降机试验方法 》。

? ? ? ?本标 准与 f 川’「VXQOM ?RL PXXU 等 T 个标准相 比主要变化如下Y
? ? ? ?— 第 R 章术语和定义 的内容 ，参照欧洲标准 d m ?PQPTX YQOOOGG带垂直导轨式 吊笼 的人货两用施工

? ? ? ? ? ? ? ?升 降机 》对 faNs ?VXQOM ?RL PXXU 施工升降机 术语X作 了增删和修正 Z
? ? ? ?一 一参 照欧洲标准 dm ?PQPTX YQOO以带垂 直导轨式 吊笼的人货两用施 工升降机》和 dm WPL P‖电梯

? ? ? ? ? ? ? ?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对 产品技术 、安全方面的相关内容作 了修改或增添 Z 并按“ 齿轮齿条式施
? ? ? ? ? ? ? ?工升降机” 和“ 钢丝绳式施工升降机”分别叙述 Z

? ? ? ?— 取消 〕 原标准中施工升降机的规格系列Z
? ? ? ?— 参照 i f ?PQPL QOOOGG施工升降机齿轮锥鼓形渐进式 防坠安全器 》，对原标准中的 防坠安全器动

? ? ? ? ? ? ? ?作速度的取值 范围进行了修 改 ，并增加了制动距离等相关 内容Z
? ? ? ?— 取消了原标准试验方法中“ 电动机功率测定” 的试验项 目Z

? ? ? ? ? ? ? ?本标准的编写格式和表述方法按照 f aN ?s ?… M ?P 一QOOO 的规定 。
? ? ? ?本标 准的附录 ` 、附 录 a、附录 b 、附录 c 为资料性附录。
? ? ? ?本标准 由中国机械工业 联合会提 出。
? ? ? ?本标 准由北京建筑 机械化研究院归 口，
? ? ? ?木标 准起 草单位Y 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 、长沙中联重工科 技发 展股份有 限公 司、上海 宝达工程机械

有 限公 司 。

? ? ? ?本标准 主要起 草人 Y 涂幼新 、何振础 、周迎春
? ? ?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 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Y
? ? ? ?L f a ?VXQOM ?RL PXWVK f aN s ?VXQOM RL PXXUZ

? ? ? ?— ? ? ? ?f a ?POOTQL PXWW Kf a Ns ?POOTQL PXXUZ

? ? ? ?L f a ?POOTR ?L PXWW Kf a ?POOTRL PXXUZ

? ? ? ?L f a ?POOTSL PXWW M ?f a Ns ?POOTSL PXXUZ

? ? ? ?— ? ? ? ?f a ?POOTUL PXWW Kf a Ns ?POOTUL PXX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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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升 降 机

范 围

? ? ? ?本标准规定了施工升降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 存。

? ? ? ?本标准适用于齿轮齿条式 、钢丝绳式和混合式施工升降机。
? ? ? ?本标准不适用于 电梯 、矿井提升机、无导轨架 的升降平 台。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

? ? ? ?下列文件 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 的引用而成 为本 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 日期的 引用文件 ，其 随后所 有
的修改单 G不包括勘误 的内容H或修订版均不适用 于本标准 ，然而 ，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凡是不注 日期 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 。

? ? ? ?faN s ?PXTTL QOOQ 建筑卷扬 机
? ? ? ?faN s ?RWPP 起重机设计规 范
? ? ? ?faN s ?TXVQ 起重机 械用钢 丝绳 检验和报废实用规范G 〃̌》 ?hrn ?SROXZ PXWPH
? ? ? ?faN s ?WXPW 钢丝绳 G 〔̌》 ?hrn ?QSOWZ PXWTH
? ? ? ?i fNs ?TOPQ 建筑机械与设备 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 ? ? ?i fNs ?TOTOL PXXS 建筑机械与设备可靠性考核通则

术 语 和 定 义

i fNs ?TOTOL PXXS 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施工升降机 。《—…ˉ 〕̌F〈 ?々“—〈〉
用吊笼载人 、载物沿 导轨做上下运输的施工机械 。

R M Q

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 〕、・‖ ?、’̄ ?”—’—“’ ?々“—〈〉
采用齿轮齿条传动的施工升降机 。

钢丝绳式施工升降机 〕“ ”ˇ ?〈《〈” ’̌ˉ̌ ˉ ?々 “—〈〉
采 用 钢 丝 绳 提 升 的 施 工 升 降 机 。

混合式施工升降机 ・“‘。—’ˇ̄ ?々“—〈〉
一个 吊笼采用齿轮齿条传动 ，另一个 吊笼采用钢丝绳提升的施 工升降机。

货用施工升降机 ‘、〉 〕̌ —、… ?々“—〈〉
用 于运载货 物，禁止运载人 员的施工 升降机。

人 货 两 用 施 工 升 降 机 …̌ ?、’ ˉ ?‘、 〉ˇ〕 — 、… ?々 “— 〈 〉

用 于运载人员及货物的施工升降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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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M V

? ? ? ?额定载重¨ ?? ?〕、〉̌ ˉ ?…“、̄
? ? ? ?工作工况下 吊笼允许 的最 大载荷 。

R M W

? ? ? ?额定安装载重¨ ?? 〕、〉̌ ˉ ?̌〕 ・̌〉—“’ ?…“、̄
? ? ? ?安装工况下 吊笼允许 的最 大载荷。

R M X

? ? ? ?额定乘员数 〕、〉̌ ˉ ?”、〈〈̌ ’〃̌ 〕〈
? ? ? ?包括司机在 内的吊笼 限乘 人数

R M ?PO

? ? ? ?额定提升速度 〕、〉ˇ̄ ?…— 〉̈—’〃 ?〈”̌ ˇ̄
? ? ? ?吊笼装载额定载重量 ，在额定功率下稳定上 升的设计 速度 。

R M ?P P

? ? ? ?最大提升高度 ‘、」—‘《‘?…— 〉̈—’〃 ?々̌ —〃 〉々
? ? ? ?吊笼运行至最高上限位位置 时，吊笼底板与底架平面 间的垂直距离 。

RM PQ

? ? ? ?最大行程 ‘、」—‘《‘?〉〕、》 …̌
? ? ? ?吊笼允许的最大运行距 离

R M ?PR

? ? ? ?最大独立高度 ‘、」—‘《‘?̈〕ˇ̌ ?〈〉、’̄ —’〃 ?々̌ —〃 〉々
? ? ? ?导轨架在无侧面附着时 ，能保证施工升降机正 常作业 的最 大架设高度 。

R M ?PS

? ? ? ?工作循 环 “” 〕̌、〉—“’ ?・『・…ˇ
? ? ? ?吊笼按 电动机接电持续率 ，从下限位上升至上 限位，制动暂停 Z而后 反 向下行 至下 限位 ，制 动暂 停。

这个 过程称为一个工作循环
R M ?PT

? ? ? ?基本工作循环次数 ’《‘。̌ 〕 ?“̈ ?“” 〕̌、〉—“’ ?・『・…ˇ
? ? ? ?可靠性试 验中 ，规定 应完成的总的工作循环次数 。

R M ?PU

? ? ? ?导 轨 架 ‘、〈〉

? ? ? ?用 以支撑和引导 吊笼 、对重等装置运行 的金属构架 。
R M ?PV

? ? ? ?底 架 。、〈ˇ ?̈〕、‘ˇ

? ? ? ?用来安装 施工升降机导轨架 及围栏 等构件的机架。
R M ?PW

? ? ? ?地 面防护围栏 。、〈ˇ ?… 》̌ …̌ ?̌’・ …“〈《〕ˇ
? ? ? ?地 面上包 围吊笼的防护 围栏 。

R M ?PX

? ? ? ?附 墙 架 ‘、〈〉 ?〉—ˇ

? ? ? ?按一定 间距连接导轨架与建筑物或其 他固定结构 ，从而支撑导 轨架 的构件 。
R M QO

? ? ? ?标准节 ‘、〈〉 ?〈 ・̌〉 —“’
? ? ? ?组成导轨架 的可以互换 的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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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M Q P

吊笼 ・、〃̌
用来运载人员或货物 的笼形 部件，以及用来运载物料 的带有侧护栏 的平 台或斗状容器的总称 。

天 轮 ・、〉 ?々ˇ、 ˉ

导 轨 架 顶 部 的 滑 轮 总 成 。

RM QR

对重 ・“《’〉 〕̌「 —̌〃々 〉
对 吊笼 起 平 衡 作 用 的重 物

层站 …、’ —̄’〃
建 筑 物 或 其 他 固 定 结 构 上 供 吊笼 停 靠 和 人 货 出人 的地 点 。

R M QT

层 门 …、’̄ —’〃 ?〃、〉ˇ
层 站 上 通 往 吊笼 的可 封 闭 的 门 。

RM QU

层站栏杆 …、’̄ —’〃 ?。、〕
层 站 上 通 往 吊笼 出人 口的 栏 杆 。

R M Q V

防坠安全器 〈、̈ 〉̌『 ?̄̌ 》—・̌
非电气、气 动和手 动控 制的防止吊笼或对重坠落的机械式安全保护装置 。

R M Q W

瞬时式安全器 —’〈〉、’〉、’̌ “《〈 ?〈、̈ 〉̌『 ?̄̌ 》—・̌
初始制动力G 或力矩 H不可调 ，瞬间即可将 吊笼或对重制停 的防坠安 全器

渐进式安全器 ”〕“〃〕 〈̌〈—》̌ ?〈、̈ 〉̌『 ?̄̌ 》—・̌
初始制动力G 或力矩 H可调 ，制动过程 中制动力G 或力矩 H逐渐增大 的防坠安 全器。

R M RO

匀速式安全器 ・“’〈〉、’〉 ?〈、̈ 〉̌『 ?̄̌ 》—・̌
制 动 力 G 或 力 矩 H 不 足 以制 停 吊笼 或对 重 ，但 可 使 它 们 以较 低 速 度 平 缓 下 滑 的 防 坠 安全 器 。

RM R P

安全器动作速度 〉〕—〃〃̌ 〕—’〃 ?〈”ˇ̌ ˉ ?“̈ ?〈、¨̌ 〉『 ?̄̌ 》—・̌
能触发防坠安全器开始动作 的吊笼或对重 的运行速度 。

R M R Q

限速器 “》̌ 〕〈”̌ ˇ̄ ?〃“》 〕̌’“〕
当 吊笼运行速度达 到限定值 时，激发安全钳动作的装置 。

RM RR

安全钳 〈、¨ 〉̌『 ?〃̌ 、〕
由限速器激发 ，迫使吊笼制停的安全装置。

R M ?RS

缓冲器 。《̈ ¨ 〕̌
安装在底架上 ，用 以吸收下降吊笼或对重的动能 ，起缓 冲作用的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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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M RT

? ? ? ?安装吊杆 ～ —。 ?、〉〉、・々 ‘̌ ’〉
? ? ? ?施工升降机上用来装拆标 准节等部件 的提升装置 。

R M RU

? ? ? ?安全钩 〈、̈ 〉̌『 ?々““‖
? ? ? ?防止 吊笼倾翻 的挡 块。

R M R V

? ? ? ?随行电缆 〉〕、》̌ …—’〃 ?・、。…ˇ
? ? ? ?吊笼和 固定供 电系统之间的连接 电缆 。

R M RW

? ? ? ?电缆导向架 ・、。…ˇ ?〃《— —̄’〃 ?̄̌ 》—・̌
? ? ? ?用以防止随行 电缆缠挂并引导其准确进人 电缆储 筒的装置。

S 分 类

SM P 型 式

? ? ? ?施工 升降机按其传动型式分为 Y 齿轮齿条式 、钢丝绳式、混合式三种 。
SM Q 型 号

SM QM P 编制方法
SMQM ?PM P 施工升降机型号由组、型、特性、主参数和变型更新等代夸组成。

型 号 说 明如 下 Y

? ? ? ? ? ? ? ? ? ? ? ?口 口 口 △ 口

变型更新代号 Y 用大写汉语拼音字母 表示

主参数代号Y额定载重量w ?POLF K ‖〃
特性代号 Y 对重代号或导轨架代号

型代号 Y bL
? ? ? ? ? ? ? ? ? ?r 一

齿轮齿条式
钢 丝 绳 式

? ? ? ? ? ?匕一一L 一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 L 混 合 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代号 Z r一 施工升降机
SM QM PM Q 主参 数代号 Y 单吊笼施工升 降机 只标注一个 数值 ，双 吊笼 施工 升降机标 注两个数 值 ，用符号
，’N ”分开 ，每个数值均 为一个吊笼的额定载重量 代号。对于 rg 型施 工升降机 ，前者 为齿轮齿条 传动 吊
笼 的额定载重量代号 ，后者为钢丝绳 提升 吊笼的额定载重量代号 。
SM QM PM R 特 性代号 Y 表示施工升降机两个 主要特性的符号。

? ? ? ?、H 对重代号 Y 有对重时标注 c ，无对 重时省略。
? ? ? ?。H 导轨架代 号 Y对 于 rb 型施工升降机 Y 三角形截面标注 s ，矩 形或片式截 面省略 Z倾 斜式或曲线

? ? ? ? ? ? ? ?式导轨架 则不论何种截面均标注 p。对于 rr 型施工 升降机 Y 导轨架 为两柱时标 注 d ，单柱导
? ? ? ? ? ? ? ?轨架 内包 容吊笼时标注 a，不包容时省略 。

SM QM Q 标记 示例
SM QM QM ?P 齿 轮齿条式施工升 降机 ，双 吊笼有对 重，一个 吊笼的额定载重量为 Q ?OOO ?‖〃，另一个吊笼的额
定 载重量为 Q ?TOO ?‖〃 ，导轨架横截面 为矩形，表示 为Y

? ? ? ?施工升降机 rbcQOON QTO ? f aN s ?POOTS
SM QM QM Q 钢 丝绳 式施 工升 降机 ，单 柱导轨 架横 截面为 矩形 ，导轨 架 内包 容一 个 吊笼，额定 载重量 为

R ?QOO ?‖〃 ，第一 次变型更新 ，表示为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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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升降机 rraRQO` ?? ? ?faNs ?POOTS

T 技 术 要 求

TM P 一般要求
TM PM P 施工升 降机应 能在环境温度为一QO℃一 J SO℃条件下正 常工作。超 出此范围时 ，按特殊 要求 ，
由用 户与制造商协商解决 。
TM ?PM Q 施工升 降机应能在顶 部风速不大于 QO ?‘N 〈 下正 常作业 ，应能在 风速不大 于 PR ?‘N〈 条件下进行
架设 、接高和拆卸导轨架作业 。如有 特殊要求时 ，由用户与制造 商协商解决 。
TM ?PM R 施工升降机应能在 电源电压值 与额定电压值偏差 为士TD 、供 电总 功率不小 于产品使 用说明书
规定值 的条件下正常作业 。
TM PM S 施工升降机 的设计计 算应 符合 faNs ?RWPP 中的有关 要求 ，对 于人货 两用 的整 机工 作级别 为
` T} ?̀ UZ 对于货用的整机工作级别 为 `S L `T。计算 中应注意 以下几点 Y

? ? ? ?、H 动载荷的影响应计算 出总的载荷 G与吊笼一起 运动的所有部件 自重和载荷 H ，并 乘 以冲击系数
? ? ? ? ? ? ? ?G PM ?PLPLOM ?QUS》H ，式中 二是额定提升速度G‘N 〈H M 防坠安全器动作时的载荷冲击系数见TM QM QM VK

? ? ? ?。H 计算时应考虑不小于 。M T。的安装垂直度 。
? ? ? ?。H 安装 、拆卸工况的计算 ，不允许考虑对重的作用 。

TM ?PM T 用于施工升降机 的材 料应有其制造商的出厂合格证。
TM ?PM U 施工升降机用钢丝绳应 符合 faNs ?WXPW 的规定 ，且按 faN s ?TXVQ 的规定进行检验 和报废。
TM PM V 制造商应对施工 升降机主要结构件的腐蚀 、磨损极限作 出规 定，对 于标 准节立管 应明确其 腐蚀
和磨损程 度与导轨架 自由端高度 、导轨架全高减少量 的对应关 系。当立管壁 厚最大减 少量为 出厂厚度
的QTD时，此标准节应予报废或按立管壁厚规格降格使用。
TM PM W 人货两用或额定 载 重量 SOO ?‖〃 以上 的货用 施工 升降机 ，其底 架上 应设 置 吊笼 和对 重用 的缓
冲器 。
TM ?PM X 施工升降机上 的电动机及电气元件G 电子元 器件部分 除外H 的对地绝缘 电阻不应小 于 OM ?T ?lpK
电气线路 的对地绝 缘电阻不应小于 P ?l、 “

? ? ? ?施工 升降机 金属结构和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均应接地 ，接地电阻不大 于 S ?̄QK
施工升 降机的基础应能承受最不利工作条件下 的全部 载荷。
施工 升降机 应装有 超载保 护装置 ，该装 置应对 吊笼 内载荷 、吊笼 自重载荷 、吊笼顶部 载荷均

施工升降机应设置层楼联络装置 。
施工升降机可靠性试验的工作循环次数为 PM ?O ?w ?POS。可靠性 指标为 Y 首次故 障前 工作时间不

’
t

h

丹
乙

P
︺

PM

PM
效

P，

〉

TM
TM
有
TM
TM
小 于 。M S 〉“G 〉。为累计工作时间H Z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 间不小 于 。M T ?〉“Z 可靠度不小于 WTD M
TM ?PM ?PS 当施工 升降机具有转场拖运功能时 ，在拖运 过程中拖运轮轴 承的温度不应 超过 PQOOb Z 紧 固件
不应有 松动现象 。
TM PM 巧 施工升降机的标志应齐全，其附属设备、备件及专用工具、技术文件均应与制造商的装箱单
相 符 。

TM ?PM PU 外 观质 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Y
? ? ? ?、H 漆层应干透 、不粘手 、附着力强、富有弹性 。
? ? ? ?。H 漆层不应有皱皮 、脱皮、漏漆 、流痕 、气 泡。
? ? ? ?・ H 焊缝应饱满 、平整 ，不应有漏 焊、裂缝 、弧坑 、气孔 、夹渣 、烧 穿、咬 肉及未焊透等缺 陷。

? ? ? ?ˉH 焊渣 、灰渣应清 除干净 。
? ? ? ?ˇH 标 准 节 、传 动 系统 、吊笼 立 柱 和上 下 承 载梁 等 重要 部 件 的 焊缝 ，除需 符 合 TM ?PM ?PUM ?・ H 和

? ? ? ? ? ? ? ?TM ?PM ?PUM ?ˉH 的要求 外 ，焊缝 的几何形状 与尺寸应符合制造标准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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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H 铸件表面应 光洁平 整 ，不应 有砂眼、包砂 、气孔 、冒 口，飞边 毛刺应铲 除磨 平Z 锻 件非加工表面 毛
? ? ? ? ? ? ? ?刺应 清除干净

? ? ? ?XH 紧固件 应充分紧 固并应 可靠锁 定。
TM Q 齿轮齿条式施工升 降机
TM QM ?P 性能要求
TM Q ，M P 施工升降机在 工作或非工作状态均应具有 承受各种 规定载荷而不倾 翻的稳定性 。
T M Q M PM Q

T M Q M PM R

运 行 。

T M Q M ?PM S

T M Q M PM T

施工升降机 在最大独立高度时的抗倾 翻力矩不应小于该工况最大倾 翻力矩的 PM ?T 倍 。
施工升 降机在动态 试验 时，应 有超载 QTD 的能 力。但施 工升 降机 在正 常作业 时 ，不应 超载

有对重 的施工升降机在安装工况下 ，对应其额定安装载重量应 有静态超 载 QTD 的能力。
吊笼在额 定载重量 、额定提 升速度状态下 ，按所选 电动机 的工 作制工作 P ?々 K 蜗轮蜗杆 减速器

油 液温升不应超过 UOOb ，其 他减速器和液压 系统 的油 液温升不应超过 ST ?Ob ?“
TM QM ?PM U 施工升 降机的传动系统 、液压系统不应 出现滴油现象 GGPT ?‘—’ 内有油珠滴落为滴 油H 。
TM QM PM V 施工升 降机正常工作时 ，防坠安全器不应 动作 。当 吊笼超速 运行 ，其 速度达 到防坠安全 器的
动作速度时 ，防坠安全 器应立即动作 ，并可靠地制停 吊笼。防坠安全器 动作后 ，其 电气联 锁安全开 关应
可靠地 切断传动系统的控制 电源，该安全开关 应以常闭的方式连接。
TM QM PM W 吊笼在某 一作业高度停 留时，不应 出现下滑 现象 Z 在空 中再次起动上升时 ，不应出现瞬时下滑
的现 象 。

TM QM PM X 防坠安全 器标定动作速度取值范 围应符合表 P 的规定 Z渐进式 防坠安全 器的制动距离应符合

表 Q 的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P 防坠安全器标定动作速度 单位为米每秒

施工升 降机额定提升速度 ，二 防坠安全器标定动作 速度K》 K

《 镇 OM UO u K 蕊 PM OO

OM ?UO [ 二G PM RR u K G 》 J ?OM ?SO

》 ?] ? PM RR u K G PM R》

注 Y 对于额定提 升速度低 、额定载重量 大的施工升降机 ，其 防坠安 全器可采用较低的动作速度 。

表 Q 防 坠 安 全 器 制 动 距 离

施工升降机额定 提升速度 ，》N G‘N〈H 防坠安全器制动距 离N‘

》 蕊 OM UT O M P T 】 P M S O

OM UT [ 》 毛 PM OO O M ?Q T 一 P M U O

PM OO [ 》 ?f ? PM ?RR O M ?R T 一 P M W O

》 ] ? PM RR OM TT 一 QM OO

TM QM PM PO 施工 升降机外露并需拆卸 的销轴 、垫圈 、把手、链条等零件 ，应进行表面防锈处理 。
TM QM ?PM ?PP 施工 升降机 传动系统 、导轨架、附墙架 、对重 系统、齿条 、安全 钩及 吊杆底 座等的安 装连接螺
栓 的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 WM ?W 级
TM QM ?PM ?PQ 施工升 降机 的提升速度误差不应 大于 WD 、
TM QM ?PM ?PR 人货两用施工 升降机悬挂对重 的钢丝绳 不应少于 Q 根 ，且相互 独立。
TM QM ?PM ?PS 悬挂对重 的钢 丝绳为单绳 时，安全 系数不应 小于 W Z采 用双绳时 ，每绳 的安全系数 不应小于
U Z 直径不应小于 X ?‘‘M
TM QM ?PM ?PT 安装 吊杆提 升钢丝绳的安全 系数 不应小 于 W ，直径 不应小于 T ?‘‘M



f aNs ?POOTSL QOOT

TM QM ?PM ?PU 施工升降机正常作业状态下的噪声应符合表 R 的规定 。
表 R 噪 声 限值 单位 为分 贝G ` 计 权H

测 量 部 位 单 传 动 并 联 双 传 动 并联 三传 动 液 压 调 速

吊 笼 内 簇 W T 簇 WU 提 WV G XW

离 传动系统 P ?‘处 镇 W W 蕊 XO 簇 XQ G PPO

TM QM ?PM ?PV 悬挂对重用滑轮的名义直径与钢丝绳直径之 比不应小于 ROK
TM QM ?PM ?PW 滑轮应有防止钢丝绳脱槽的措施 。
TM QM ?PM ?PX 钢丝绳绳头应采用可靠的连接方式 ，绳 接头的强度不低 于钢 丝绳强度 的 WOD M
T QM Q 导轨架
TM QM QM ?P 导轨架轴心线对底座水平基准 面的安装垂 直度偏差应符合 表 S 的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S 安 装 垂 直度 偏 差

导轨架架设高度 ，々… M 々成 VO VO[ 々G POO POO[ 々 G PTO PTO[ 々 镇 QOO 々 ] Q O O

垂直度偏差N‘‘
不 大于导轨架架
设高度的 PN POOO

镇 VO G XO 夏 PPO G PRO

TM QM QM Q 对重的导轨可 以是导轨架 的一部分 ，柔性物件G如钢丝绳 、链条H 不能用 作导轨。
TM QM QM R 各标准节 、导轨之间应有保持对正的连接接头。连接接头应牢固 、可靠 。
TM QM QM S 标准节应保证互换性 。拼接 时，相邻标准节的立柱结合 面对接应 平直 ，相互错位 形成的 阶差
应 限制 在 Y

? ? ? ?— 吊笼导 轨不大于 。M ?W ?‘‘Z
? ? ? ?— 对 重导轨不 大于 。M ?T ?‘‘M

TM QM QM T 标准节上的齿条联接应牢 固，相邻两齿 条的对接处 ，沿齿 高方 向的阶差不应 大于 OM ?R‘‘K沿
长度方 向的齿距偏差不 应大于 OM ?U ?‘‘K
TM QM QM U 当一台施工升降机 的标准节有不 同的立管壁厚 时，标准节应有标识 ，以防标准节安装不正确。
TM QM QM V 计算防坠安全器动作下导轨架 和齿条 的强度 时，载荷冲击系数的取值应为 Y

? ? ? ?— 渐进式安全器 为 QM ?T ?Z
? ? ? ?— 瞬时式安全器 为 T K

TM QM R 吊笼
TM Q M R M P 总 则

TM QM RM ?PM ?P 吊笼应有足够 刚性 的导 向装置 以防脱落或卡住 。
TM QM RM ?PM Q 吊笼应具有有效 的装置使 吊笼在导 向装置失效 时仍 能保 持在导轨 上。当采用安全钩时 ，最
高一对 安全钩应处 于最低驱动齿轮之下。
TM QM RM ?PM R 应有 防止 吊笼驶 出导轨 的措施 。
TM QM RM ?PM S 上述设施不仅在正 常工作时起作用 ，在安装、拆卸 、维护时也应起作用 。
TM QM RM ?PM T 吊笼若设 司机室 ，应有 良好视野和足够的空间 。
TM QM R M Q 吊 笼 底 板

TM QM RM QM ?P 吊笼底板应能防滑 、排水 。其强度 为Y 在 OM P ?‘」 OM P ?‘ 区域 内能承受静载 PM ?T ?‖m 或额定
载重量的 QTD G 取两者 中较大值，但最大取 R ?‖mH 而无永 久变形。
TM QM RM QM Q 吊笼的可载人数为额定载重量除 以 WO ?‖〃，舍 尾取 整。 吊笼底板 的人均 占地 面积不应小于
OM ?PW ?‘QZ 当吊笼仅用 于载人的场合时 ，人均 占地面积不应 大于 。M QT ?‘F ?̌
TM Q M RM R 吊 笼 顶

TM QM RM RM ?P 载 人 吊 孩 应 封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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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QM RM RM Q 封顶吊笼的 内净高度不应小 于 Q ?‘K
TM QM RM RM R 吊笼顶上 可 开一面 积不 小于 。M S ?‘w OM U ?‘ 的天 窗 ，作为 紧急 逃离 出 口。天 窗上应 有
窗 盖 。

TM QM RM RM S 如果吊笼顶作为安装 、拆卸 、维修的平台或设有天窗 ，则顶板应抗 滑且周 围应设护栏。该护
栏的上扶手高度不小 于 PM ?OT ?‘，中间高度应设横杆 ，护脚板高度不小于 POO ?‘‘。护栏 与顶板边缘的距
离不应大于 POO ?‘‘K
TM QM RM RM T 如果另一 吊笼或 对重 的运 动件距 离护 栏在 OM ?R ?‘ 以内，则 沿该运 动件 宽度 方 向应设置
QM O ?‘高 的附加护栏 ，且 每侧 应 比运动件宽出 POO ?‘‘、
TM QM RM RM U 若顶板 用作 安装 、维修 或有紧 急出 口，则在 任一 。M P ?‘w OM P ?‘ 区域 内应 能承受 不小于
PM ?T ?‖m的力而无永久变形。
TM QM RM RM V 若 顶板不允许站人 ，则按任一 OM ?P ?‘?w ?OM ?P ?‘ 的区域可承载 PM ?O ?‖m 设计 。
TM QM RM RM W 若 顶板是网板结构 ，孔径应小于 QT ?‘‘M
TM Q M RM S 吊 笼 立 面

TM QM RM SM ?P 吊笼底板与 吊笼顶之间应全 高度有立 面。
TM QM RM SM Q 网孔立面应符合表 T 的规定 。

TM QM RM SM R 吊笼立面在下述试验 中应无永 久变形 Y 在任一 TOO ?‘‘Q 的方形或 圆形面积上 ，作用 ROO ?m
的法 向力 Z 在框架顶端任一点作用 PM ?O ?‖m 的垂直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T 孔 眼 或 开 口 尺 寸 单位 为毫米

与相 近运动部件的间距 ，、 孔眼或开口的尺寸 ，。

、 镇 QQ 。 G PO

QQ [ 、 簇 TO PO [ 。 镇 PR

TO [ 、 成 POO PR [ U G QT

注 若孔 眼或开口是长方形 ，则其宽 度不应大于表 内所列最大数值 ，其长度可大 于表 内最大数值M

TM Q M R M T 吊 笼 门

TM QM RM TM ?P 载人吊笼门框的净高度 至少 为 QM ?O ?‘，净宽度至少 为 。 U ?‘。门应能 完全遮蔽开 口，其 开
启高度不应低于 … M ?W ?‘。网孔门应符合表 T 的规定 。
TM QM RM TM Q 载人吊笼采用实板 门时，实板 门应有视窗 。视窗面积不小于 QT ?OOO ?‘‘Q，其位置应与人 的
视线相适应 ，可看见层站边缘 。
TM QM RM TM R 门的设计应符合 TM ?QM ?TM ?QK TM ?QM ?TM ?S KTM ?QM ?TM ?T 中相关 的要求 。
TM QM RM TM S 吊笼 门应装机械锁 钩以保证运 行时不会 自动打开。
TM QM RM TM T 水平或垂直滑动 的门应有导 向装 置，其运动应有挡块 限位 。
TM QM RM TM U 吊笼门的强度应符合 TM QM RM SM ?R 的要 求 ，且在 试验时门不会 脱离导轨 ，其弹性 变形不大 于
R O ?‘‘ M

TM QM RM TM V 当吊笼翻板门兼作运货用跳板 时，必须具有足够 的强度和刚度 。
TM QM RM TM W 吊笼 门应设 有电气安全开关 。当门未 完全关闭时 ，该开关应 有效切断控 制 回路 电源，使 吊
笼停止 或无法起动 。

TM QM RM U 紧急逃 离
TM QM RM UM ?P 载人 吊笼上 至少有一扇 门或天 窗可供 紧急逃离。
TM QM RM UM Q 紧急逃 离门应有电气安全开关联锁 。当门未 锁紧时吊笼应停止、无法起动 Z 在重新锁上后，
可恢复施 工升降机正常工作 。
TM Q M R M U M R 若 在 吊 笼立 面 上 设 紧急 逃 离 门 ，其 尺 寸 应 是 Y 宽 度 不 小 于 OM ?S ?‘K 高 度 不 小 于 PM ?S ?‘，且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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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吊笼 内侧打开或是滑 动型的门。
TM QM RM UM S 吊笼顶上的天窗盖不应 向笼 内侧打开 。抵达天窗 的梯 子应始终 置于吊笼内。
TM Q M S 防 护 围 栏 和 底 架

TM QM SM ?P 施工升降机应设置高度不 低于 PM ?W ?‘ 的地面防 护围栏 ，地面防护 围栏应 围成一周 。围栏登
机门的开启高度不应低于 PM ?W ?‘Z 围栏登机 门应具有机械锁紧装置 和电气安全 开关 ，使 吊笼只有位于底
部规定位置时 ，围栏 登机 门才能开启 ，而在该门开启后 吊笼不能起 动。围栏门的电气安全开关可不装在
围 栏 上 。

TM QM SM Q 对重应置于地面 围栏之 内。
TM QM SM R 为便于维修 ，围栏可另设人 口门 ，该 门只能从里面打开 。
TM QM SM S 基础底架应能承受施工升降机作用在其上 的所有载荷 ，并能有效地将 载荷传递到其支承件基
础表面 ，不应通过弹簧或充气轮胎等弹性体来传递载荷 。
TM QM SM T 防护 围栏 的任一 Q ?TOO ?‘‘F 的方形或 圆形 面积上 ，应能承受 RTO ?m 的水 平力而不产生 永久
变 形 。

TM QM T 层 门

TM QM TM P 总则
TM QM TM PM ?P 施工升降机的每一个登机处应设置层 门。
TM QM TM ?PM Q 层门不得向 吊笼通道开启 ，封闭式层门上应设有视窗。
TM QM TM PM R 水平或垂直滑动的层 门应有导 向装置 ，其运动应有挡块限位。
TM QMTM ?PMS 垂直滑动的层门两侧均应有悬挂装置。悬挂绳或悬挂链相对于最小破断强度的安全系数
不应小于U，且有将其保持在滑轮或链轮槽中的措施。滑轮的名义直径应不小于钢丝绳直径的PT倍。
TM QM TM PM T 层门的平衡重应有导 向，且有 防止其滑 出导轨的措施 。门与平衡 重的重量差不 超过 T ?‖〃K
且有保护人的手指不被 门压伤 的措施 。
TM QM TM PM U 不应 利用由吊笼的运动所控制的机械装置来打开或关闭层 门。
TM QM TM Q 全高度层门
TM QM TM QM P 层门打开后的净高度 不应小 于 QM ?O ?‘。在特殊 的情况 下，当进人建筑 物 的人口高度小 于
QM ?O ?‘时 ，则允许 降低层 门框 架高度 ，但净高度不应小于 PM ?W ?‘K
TM QM TM QM Q 装载和卸载时 ，吊笼门与登机平台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TO ?‘‘M
TM QM TM QM R 除了门下部间隙不应大于 TO ?‘‘外 ，各门周 围的间隙或 门各 零件间 的间隙应符合 表 T 的
规 定 M

TM QM TM QM S 正常工况下 ，关 闭的吊笼门与层门间的水平距 离不应大于 QOO ?‘‘K
TM QM TM R 高度降低的层 门
TM QM TM RM ?P 层门高度不应小于 PM P ?‘ˇ
TM QM TM RM Q 层门与正常工作 的吊笼运动部件 的安 全距离不 应小于 OM ?WT ?‘Z 如果额定 提升速度 不大于
OM V ?‘N〈 时 ，则此安全距离可为 。M TO ?‘K
TM QM TM RM R 层 门应全宽度挡住开 口，与地 面的最大间隙为 RT ?‘‘K
TM QM TM RM S 层门两侧应设置高度不小于 PM ?P ?‘的护栏 ，护栏的 中间高度应设横杆 ，护脚板高 度不小于
PO O ?‘‘ K

TM QM TM RM T 吊笼与侧面护栏的间距不应小于 POO ?‘‘K
TM QM TM RM U 装载和卸载时 ，吊笼 门与登机平 台边缘 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TO ?‘‘K
TM Q M T M S 层 门 强 度

TM QM TM SM ?P 对于全高度层门 ，在其锁住的位置，一个 ROO ?m 的法 向力作用在任一 面上 的任何位置 ，力作
用在 T ?OOO ?‘‘，的方形 或圆形面积上 ，门应 Y

? ? ? ?、H 能 承 受 且 无 永 久 变 形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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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 弹性 变形不大于 RO ?‘‘Z
? ? ? ?・H 试验之后工作正常 。

TM QM TM SM Q 对于高度 降低 的层门 ，当用 P ?‖m 的法向力作 用到 门或侧面 护栏 顶部 的任一点 ，用 ROO ?m
的法 向力作用 在顶杆 、中间杆、护脚板任一 点时 ，门或侧面护栏应 Y

? ? ? ?、H 能够承受且无永久 变形 Z
? ? ? ?。H 试验之后工作正常 。

TM QM TM T 层 门锁止装置
TM QM TM TM ?P 层 门应装备 可以人工打开的 自锁装置 。
TM QM TM TM Q 只有在 吊笼底板离某一登机平台的垂直距离在 士OM ?QT ?‘ 以内时 ，该平 台的层 门方可打开。
TM QM TM TM R 层 门锁止装 置应安装 牢固 ，紧 固件应有 防松装 置。锁止装 置和紧固件在 锁紧位置应能承受
P ?‖m 沿开 门方 向的力。
TM QM TM TM S 锁止装置若 有拆卸式 罩盖 ，则罩 盖的拆除不应 干涉任何 锁止机构或导线 。所有可拆卸式罩
盖应 由紧固件固定 。
TM QM TM TM T 锁止元件应借助 弹簧或重力保持在锁紧 的位置。若用弹簧 ，则应是受 压弹簧且 有导 向，弹
簧 的失效 不应导致不安全。
TM QM TM TM U 所有锁止元件 的嵌人 深度不应少于 V ?‘‘K
TM QM U 机械传动 系统
TM ?Q M ?U M ?P 总 则

TM QM UM ?PM ?P 每个吊笼至少应有一套 驱动装置。
TM ?QM ?UM ?PM ?Q 驱动电机应通过不会脱 离啮合的直接传动系统与驱动齿轮相连接 。
TM QM UM ?PM R 吊笼在工作 中应始终 由动力驱动上升或下降。
TM QM UM ?PM S 传动系统和制 动系统 中所有 易疲劳 的承载零 件、连 接件应作 疲劳应 力分析 ，如轴 和齿轮 。

分析时需考虑应力 幅和应力 循环次数 。应力循环 次数为 Y
? ? ? ?、H ?? TOD 额定载重量时 ，吊笼运行 WO ?OOO 次 Z
? ? ? ?。H 空载 时，吊笼运行 WO ?OOO 次 。

TM QM UK ?PM T 人货两用施工升 降机 的工作循环次数宜取 PM U w POF M
TM QM UK ?PM U 考虑所有裂痕 的影 响，每根轴相对 于疲劳极 限的最小安全 系数应为 Qˇ
TM ?QM ?UM ?Q 保 护装置和可接近性
TM QM UM QM ?P 应设置固定 的保护装 置以防止可能引起传动系统零件损坏的物质进人 。
TM QM UM QM Q 齿轮 、传动带、链 轮、飞轮 、导轮、联轴器及类似 的旋转零件应 设置有效 的保护 ，但设计和 定
位时 已经 考虑 了安全保护的零件 、已设计成易接近作检查和维 护的零件除外 。保护板上 网孔及开 口尺
寸应符合 表 T 的规定 。
TM QM UM R 齿轮和齿条传动
TM QM UM RM ?P 驱动齿轮和防 坠安全器齿 轮应 直接 固定在轴上，不能采用摩擦 和夹紧 的方法 连接 。
TM QM UM RM Q 防坠安全器齿轮位置应低 于最低的驱动齿轮。
TM QM UM RM R 应采取措施防止异物进入 驱动齿轮或防坠安全器齿轮与齿条的啮合区间 。
TM QM UM RM S 齿轮计算时 Y

? ? ? ?、H 应 考虑 TM ?QM ?UM PM ?SL LTM ?QM ?UM PM ?U 的要求 Z
? ? ? ?。H 接触疲劳强 度安全系数应选取大于或等 于 PM ?SZ
? ? ? ?・H 弯 曲疲 劳强度安全系数应选取大 于或 等于 Q ，并考 虑制造 商的使用 手册所 确定的最大磨 损量。

TM QM UM RM T 齿 条应满足以下条件 Y
? ? ? ?、H 应 采用 与之相啮合的齿轮磨损情况相适应 的材 料制造 ，计算 时应考虑 TM QM UM PM S} TM QM UM PM U

? ? ? ? ? ? ? ? ? ?的要 求 Z
? ?P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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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 静强度安全 系数应选 取大于或等于 Q，并考虑制造商的使用 手册所确定的最大磨损量
TM QM UM RM U 当有多个齿轮与齿条啮合时 ，应有 自动调节措施合理 分配每个驱 动齿轮上 的载荷 ，或驱动
系统本身按符合载荷分 配通常工 况设计。
TM QM UM RM V 齿轮与齿条的模数应满足 Y

、H 当背轮或其他啮合控制装置直接作用 到齿条 上而没有其他 中间装 置时 ，不小于 S Z
。H 当啮合控 制装置间接作用到齿条上时 ，不小 于 UM

TM QM UM RM W 考虑齿条与齿轮啮合时 Y
? ? ? ?、H 应采取措施保证在各种工况下齿条和所有 驱动齿轮 、防坠安 全器齿轮 的正确啮合 。这样的措

? ? ? ? ? ? ? ?施不应仅仅依靠 吊笼导轮或滑靴 。正确 的啮合应 是 Y齿 条节线 和与其平行 的齿轮节 圆切线重
? ? ? ? ? ? ? ?合或距离不超出模数的 PN R。上述 方法失效 时应进一步采 取措施 ，保证 齿条节 线和 与其平行
? ? ? ? ? ? ? ?的齿轮节圆切线的距离不超 出模数 的 QN RK

? ? ? ?。H 应采取措施保证 齿轮 与齿条啮合的计算宽度 ，通常齿条应全 宽度参 与啮合 。在上述方 法失效
? ? ? ? ? ? ? ?时应进一步采取措施 ，保证有 XOD 的计算 宽度 的啮合 。

? ? ? ?・H 接触长度 G除 曲线式导轨架 的施工升 降机外 H ，沿齿 高不应小 于 SOD Z 沿齿长不应小 于 〈“ ?D Z 齿

TM QM U M S

TM ?Q M ?UM ?S

面侧隙应为OM ?Q ?‘‘L OM ?T ?‘‘M
悬挂 吊笼和对 重的钢丝绳

当悬挂使用 两根或两根以上相互独立的钢丝绳时 ，应设 置自动平衡 钢丝绳张力 的装置 。当
单根钢丝绳过分拉长或破坏时 ，电气安全装置应停止吊笼的运行。
TMQM UM SM Q 为防止钢丝绳被腐蚀应采用电镀或涂抹适当的保护化合物。
TMQM UM SM R 对用做以后改变吊笼运行高度的多余钢丝绳的贮存，应遵循以下要求Y

? ? ? ?、H 如果 被固定的钢丝绳截面以后是悬挂绳的一部分 ，则 固定 用的连接件 或装 置不 应损伤 这些 固
? ? ? ? ? ? ? ?定 截 面 Z

? ? ? ?。H 卷筒节径与钢 丝绳直径 的比值不应 小于 PTZ
? ? ? ?・H 在 张紧力下贮存 的多余 钢丝绳 ，应卷绕 在带有螺旋槽 的卷 筒上 ，螺旋槽式 卷筒的槽宽应使相 邻

? ? ? ? ? ? ? ?的钢丝绳有间隙 Z
? ? ? ?ˉH 多层卷绕 的钢 丝绳可采用无槽卷筒 ，但 钢丝绳 不应受 张紧力 ，且其 弯 曲直 径不应 小于钢 丝绳

? ? ? ? ? ? ? ?直径的 巧 倍 Z
? ? ? ?Ȟ 卷筒两端应装有挡板 ，挡板边缘应大于最上层钢丝绳直径的 Q 倍 Z
? ? ? ?¨ H 当过多的多余钢丝绳贮存在 吊笼顶上 时，应有限制 吊笼超载 的措 施。

TM QM UM T 滑轮
TM QM UM TM ?P 绳槽 应为弧形 ，槽底半 径 q 与钢丝绳半 径 〕 关 系应为 Y PM ?OT ?〕 [ q[ ?PM ?OVT ?〕 ，深 度不少 于
PM ?T倍 钢丝绳 直径。
TM QM UM TM Q 具有钢丝绳导向装置的滑轮应防止异物进人 。
TM QM UM TM R 应 采取有效的方法防止钢丝绳脱槽 。
TM QM UM TM S 钢 丝绳与滑轮轴平面法线的夹角不超过 QM ?TF M
TM QM UM U 制动系统
TM QM UM UM ?P 每个 吊笼都应配有制动系统 ，在下 列情况下应能 自动动作 Y

? ? ? ?、H 主电源断电 Z
? ? ? ?。H 电控或液控 系统失电或失压。

TM QM UM UM Q 制 动系统中至少要有一个机一电式或机一液式制动 器，也允 许有其他 型式的制 动装置 G如 电L
液式H 。制动器应 是摩擦 型的 。
TM QM UM UM R 不应使 用带式制动器。
TM QM UM UM S 制动 器应能使装有 PM QT 倍额定载重 量、以额定提升速度运 行的吊笼停 止运行 Z 也能使装 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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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载重量而速度达 到防坠安全器触发速度 的吊笼停 止运行 。在任何 情况下 ，吊笼 的平 均减速度 都不

应 超过 P ?〃 “K
TM QM UM UM T 制动作 用应 由压簧产生 。压簧应有足够的支持力 ，且其应 力不应超过 材料的扭转弹性极限

的 WOD K
TM QM UM UM U 在正常工况下 ，应用连续 的电流供应或 液压压力来 维持制动器 的打开 。对 于机一电式 制动
器 ，切断制 动器电流至少应用 两个独立的电气装置来实现 ，不论这些装置与用来 切断施工升降机驱动主
机电流的电气装置 是否为一体 Z对 于机一液式制动器 ，压力的中断至少应用两个独立 的阀来实现 ，不论这
些 阀与用来 中断施 工升降机驱动液压系统压力 的阀是否为一体 。当施工升降机 静止时 ，如果其 中一个
装 置未能切断制 动器的电流或压力油 的供应 ，则最 迟到下 一次运 动方 向改变 时 ，应 防止施 工升 降机再
运 行 。

TM QM UM UM V 只要切断 了对制动器 的电流或压力油供应 ，制动器应无附加延迟地 动作。
TM QM UM UM W 制动器应有表面磨损 补偿调整装置 。
TM QM UM UM X 制动器的防护 等级 至少为 hoQRK
TM QM UM UM ?PO 每个 制动器都应可手动释放 ，且需 由恒力作用来维持 释放状 态。
TM QM UM UM ” 传动 系统中的制动器应是常 闭式的，其额定 制动力矩对 于人货两用 的施 工升降机 不应小
于额定力矩的 PM ?VT 倍 Z 对于货用施工升降机 不应小于额定力矩的 PM ?T 倍 。
TMQM UM UM PQ 当传动系统具有两个以上传动单元时G并联双传动、并联三传动等H ，每个传动单元均应有
各 自独立的制动器 。
TM QM UM V 对 重

TM QM UM VM ?P 吊笼不能作为对重 。
TM QM UM VM Q 对重两端应有 滑靴 或滚轮导向 ，并设有防脱轨保护装置 口
TM QM UM VM R 若对重使用填 充物 ，应采取措施 防止其窜动 。应有 详细的提示 以说 明所需 对重 的总质 量 ，
而每一个单独填充物 也应 在其上标明 自重 。
TM QM UM VM S 对重应根据有关规定 的要求涂成警告色 。
TM QM UM VM T 如果制造商允许使用 施工升降机的进 出通道在对重 的下方 ，则对重应装有超速安全装置 。

TM QM V 液 压系统
TM QM VM P 制动器应保持在 制停 位置直到泵达到正 常工作压力 。
TM QM VM Q 当驱动齿轮 由液压 马达驱动时 ，制动系统既可以 由电控打开也可 以由液控打开 。
TM QM VM R 每个泵或泵组都应装 有溢流阀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Y

? ? ? ?、H 在液压 回路 中溢 流阀应直接位于泵之后 ，其类型和安装应使该 阀不会 与整个液压 系统 隔离 Z
? ? ? ?。H 溢 流阀的压力应可调 ，调节到正确压力后 ，应将其位置封好 Z
? ? ? ?・H 在不大于泵满载压 力的 PSO D时 ，溢流阀就应该打开 Z
? ? ? ?ˉH 溢流 阀的尺寸和油道应足够大 ，以保证在通过泵 的额定流量 时不会使溢 流阀的开启压 力增高

? ? ? ? ? ? ? ?QOD 。为满足此要求 ，可 同时使用两个 或多个溢 流阀。
TM QM VM S 油路应尽可 能采用软管 以减小噪声 ，若采用硬管 ，其屈 服强度 不应小于 R 倍的满载压力。
TM QM VM T 对于软管及其接 头，爆破压力应 是满载压力的 S 倍。
TM QM VM U 硬管和软管都应加 防护以防受到破坏 ，尤其是机械损坏 。
TM QM VM V 在油的回路 中，应装有符合泵所 要求精度的滤清器或类似装置 。油缸应有排气装置 。这些部

件应 便于检查与维护 。
TM QM VM W 控 制回路设计应考虑避 免在马达起泵的作用时造成危 险
TM QM VM X 在司机易见 的地方应设 有油压表 ，显示泵的工作压力 和制动 回路 的压力 G当采用液 压制动器
时 H 。

TM QM VM PO 应设有旁 通阀和制动器的手 动松 闸装置 ，使 吊笼在事故状 态时可 以通 过连续地施 加有意 的
? ?P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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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实现手动下降 。
TM QM VM PP 油箱 的液位应便于检查 。
TM QM VM ?PQ 油管排列应 整齐，且便于装拆 。油 管尺寸应 符合系统压 力和流量 的要求 。硬 管的弯 曲半径
应大于油管外径 的 R 倍 。
TM QM VM ?PR 液压 系统工 作应平 稳 ，无抖振 ，并应保证 吊笼在工 作行程的任 意位置上 准确而平 稳地停 止，
在空 中再起动性能应满 足 TM QM PM W 的要求。
TM QM VM ?PS 传动系统 中液 压油 固体颗粒污染 等级不允许超过 QONPU M
TM QM W 防坠安全装置
TM QM WM P 每个 吊笼上应装有渐进式 防坠安全器 G以下简称防坠安全器H ，不允许采用瞬时式安 全器 。额
定载重量为 QOO ?‖〃 及 以下 、额定提升速度小于 。M SO ?‘N〈 的施工升降机允许采用匀速式 安全器 。
TM QM WM Q 防坠安全器只能在有效 的标定期 限内使用 ，防坠安全器 的有效标定期 限不应超 过两年。
TM QM WM R 防坠安全器装机使用时 ，应按吊笼额定载重量进行坠落试验 。以后 至少每 R 个 月应进行 一次
额定载重量 的坠落试 验
TM QM WM S 对重质量大于 吊笼质量 的施工升 降机应加设 对重的防坠安全器。
TM QM WM T 防坠安全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起作用 ，包括安装和拆卸工况 。
TM QM WM U 防坠安全器应能使以触发速度运行 的、带有 PM ?R 倍 额定载重量 的 吊笼制停 和保持停 止状态 。
在 吊笼空载或带有额 定载重量时 ，防 坠安全 器的平 均减速度应在 OM ?Q ?〃K L … M ?O ?〃。之间 ，且尖峰减速度不
超过 QM ?T ?〃M 、持续 时间不超 过 。M ?OS ?〈K
TM QM WM V 一旦防坠安全器触发 ，正常控制下的吊笼运动应由电气安全装置 自动中止 。
TM QM WM W 防坠安全器复位需要 由专 门人员实施使施工 升降机恢 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
TM QM WM X 防坠安全器试验时 ，吊笼不允许载人。
TM QM WM ?PO 应有防止对 防坠安全器 动作速度 作未经授权的调节的措施 G如Y 有效 的铅封或漆封 等H 。
TM QM WM ?PP 防坠安全器 不应由电动、液压或气 动操纵 的装 置触发。
TM QM WM ?PQ 防坠安全 器的触发 速度 应符合表 P 的规定。
TM QM WM ?PR 在所有承载条件下 G超载除外H ，在 防坠安全器 动作后 ，施工升降机结构和各连接部分应无任
何损坏及永久性变形 ，吊笼底板在各个方 向的水平 度偏差改变值 不应大于 RO ?‘‘N‘，且能恢复 原状而
无永久变形 。
TM QM X 超 载保 护装置
TMQMXMP 超载检测应在吊笼静止时进行。超载保护装置应在载荷达到额定载重量的XOD时给出清晰
的报警信号 Z 并在 载荷达 到 额定 载重 量的 PPOD 前 中止 吊笼 起动 G对 于货 用施 工 升降机 可 不设 报 警
功 能 H 。

TM QM XM Q 在设计 和安装超载指示器 、检测器 时 应考虑 到进行超载检测 时不拆卸 、不影响指示 器和检 测
器 的 性 能 。

TM QM XM R 应防止超载保护装置在经受冲击 、振动 、使用 G包括安装 、拆卸 、维护H及 环境影响时损坏 。
TM QM ?PO 电气部件和安装
TM Q M ?POM ?P 总 则

TM QM ?PO ，M P 电气部件和安装应符合 国家有关 电气标准的规定 。
TM QM ?POM ?PM Q 对于 电子元件 ，应考虑其制造商给出的使用 环境温度 ，当使用 环境温度 超出规定 时 ，须 使
用加热或散热装置 。
TM QM ?POM Q 电气故障 的防止
TMQM ?POMQM ?P 下列发生在施工升降机电气设备中的故障，就其本身来说，不应成为施工升降机产生危险
动作的原因 Y

? ? ? ?、H 没有电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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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 地面或金属构件的绝缘 问题Z
? ? ? ?・H 短路或断路 Z
? ? ? ?ˉH 接触器 或继电器可动衔铁不 吸合 。

TM QM ?POM QM Q 在 电源错相或断相 的情况下 ，施工升 降机应该无法起 动
TM QM POM QM R 如果方 向控制装置 的电源断相 ，吊笼应停止运动 ，至少不应达到防坠安全器 的动作速度 。
TM QM POM QM S 对变 频调速施工升 降机 ，控制 回路应采取措施避免 当驱动电机起 发电作用时引起的危险。
T QM ?POM QM T 电气安 全装置的 回路若对金属构 件或对地短路 ，吊笼应 马上停止 运动。应 由专业 人员来
使 施工升降机恢 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
TM QM ?POM R 外 界干扰防护

? ? ? ?对 电气装置应 注意防止外界G 如 Y雨 、雪 、泥浆 、灰尘等H 造成危害 。防护等级至少 Y

? ? ? ?、H 便携式控制装 置应 为 hoUTM
? ? ? ?。H 控制盒 和开关 、控制 器、电气元件 应为 hoTRK
? ? ? ?・H 电动机应为 hoSSK

TM QM ?POM S 电缆
? ? ? ?施工升降机上 的所 有电缆电线在布线 和安装 时应 注意防止机械损伤 。尤其要注意 吊笼上悬挂 电缆

的强度和气候的影响 。为防止不正确的插人 ，插头插座应有防止误插 的机械 配对 设计。
TM QM ?POM T 接触器 、继电器
TM QM ?POM TM ?P 交流或直 流电机的主接触器 的使用类别 不应低于 `bLR 或 cbLRM
TM QM POM TM Q 用作 主接 触器 的继电器 ，控制交流电磁铁 的使用类别不应低 于 ` bLPTZ 控制直流 电磁铁 的
使用类别不应低于cbLPRM
TM ?QM ?POM ?TM ?R 在采取措施且 符合 TM QM POM QM P 后 ，主接触器 和继电器都应 Y

? ? ? ?、H 只要有一个“ 常闭触点” 闭合 ，则所 有“ 常开触点” 分离 Z
? ? ? ?。H 只要有一个“常开触点” 闭合，则所有“ 常闭触点”分离。

TM QM ?POM U 电气安全装 —〉
TM QM ?POM UM ， 在正常工 作时，任何 电气设备都不应与电气安全 回路 的触点并联 。
TM QM ?POM UM Q 电气安全装置 的控制元件在承受 连续正常工作 时的机械应 力后 ，应始终功能 正常。不应
用一些简单手段使 电气 安全 装置不工作 。
TM QM ?POM UM R 对于使用类别 为 `b ?PT 和 cbLPR 的接触 器，其额定绝缘 电压不应小 于 QTO ?u M
TM Q M ?PO M V 照 明

? ? ? ?只要施工升降机 在工作 ，吊笼 内都应 有照明 ，在控制装 置处 的照度不应小于 TO ?…」ˇ
TM QM ?PP 控制和 限位装皿
TM QM ?PPM ?P 行程 限位 开关

? ? ? ?每个吊笼应装有上 、下 限位开关 Z 人货两用施工升 降机的 吊笼 还应装 有极 限开关 。上 、下 限位开关
可用 自动复位型 ，切断的是控制 回路 Z 极限开关不允许用 自动复位型，切断的是总 电源。

TM QM ?PPM Q 行程限位开 关的安装位置
TM QM ?PPM QM ?P 上限位开关 的安装位置应符合 以下要求 Y

? ? ? ?、H 当额定 提升速度小于 。M WO ?‘N 〈 时，上 限位开关 的安装位置应 保证 吊笼 触发该开关 后 ，上 部安
? ? ? ? ? ? ? ?全距离 不小于 PM W ?‘Z

? ? ? ?。H 当额定提升速度 大于或等于 OM ?WO ?‘N 〈时 ，上限位开 关的安装位置应保 证 吊笼触发 该开关后 ，
? ? ? ? ? ? ? ?上部安 全距离能满足公式 GPH 的计算值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 PM WJ OM P铲 ························⋯ ⋯ G P H

? ? ? ?式 中 Y

? ? ? ?k — 上部 安全距 离的数值 ，单位为米 G‘H Z
?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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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提升速度的数值，单位为米每秒G‘N〈H M
TM QM ?PPM QM Q 下限位开关的安装位置应保证 吊笼 以额定载重量下降时 ，触板触发该开关使 吊笼制停 ，此
时触板 离下极限开关还应有一定行程 。
TM QM ?PPM QM R 上 、下极 限开关 的安装 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Y

? ? ? ?、H 在 正常工作状 态下，上极限开关 的安装位置应保 证上极限开 关与上 限位开关之 间的越程 距离
? ? ? ? ? ? ? ? ? ?为 OM ?PT ?‘Z

? ? ? ?。H 在正常工作 状态 下 ，下 极 限开关 的 安装 位置 应保 证 吊笼在 碰 到缓 冲器 之前 下极 限 开关 先
? ? ? ? ? ? ? ?动作 。

TM QM ?PPM QM S 上 、下限位开关应能 自动地将 吊笼从额定速度上停止 。不应以触发上 、下 限位开关来作为
吊笼在最 高层站 和地 面站停站的操作。
TM QM ?PPM QM T 极限开关不应与限位开关共用一个触发元件 。
TM QM ?PPM QM U 行程限位开关均应由 吊笼或相关零件的运动直接触发 。
TM QM ?PPM R 钢丝绳松弛装皿

? ? ? ?用 于对 重的钢丝绳应装有防松绳装置G如 Y 非 自动复位型的防松绳开关 H ，在发生松 、断绳 时，该装置
应 中断 吊笼的任何运 动，直到 由专业人员进行调整后 ，方可恢复使用 。
TM QM ?PPM S 急停 开关

? ? ? ?在 吊笼 的控制装置 G含便携式控制装置H 上应装有非 自动 复位型的急停 开关 ，任何 时候均可切 断控
制 电路停 止吊笼运行 。
TM QM ?PPM T 架设 、拆卸和维护操作
TM QM ?PPM TM ?P 在进行架设 、拆卸和维护时 ，若采用便携式控制 装置在 吊笼 顶上进行 控制操作 ，其他 操作
装置均不应起作用 ，但吊笼的安全装置仍起保护作用 。
TM QM ?PPM TM Q 在进行架设 、拆卸和维护操作 的过程 中，吊笼最大速度不应大 于 OM V ?‘N〈 M
TM QM ?PQ 故 障
TM Q M ?PQM ?P 报 ， 装 置

TM QM ?PQM ?PM ?P 为便于 吊笼 内的乘 客寻求外部救助 ，应在 吊笼 内明显位 置装设易于接近的报警装置 。
TM QM ?PQM ?PM Q 报警装 置可以是响铃或类似装置 ，也 可以是对讲 系统。对讲系统 应保证在 施工升 降机断
电后 P 々 内维持正常工作 。
TM QM ?PQM Q 人工 紧急操作

? ? ? ?如果 吊笼装有人 工紧急下降装置 ，则应符合下列条件 Y
? ? ? ?、H 驱动系统 的制动器应可用 人工方法打开 ，维持制动器打开所需 的力不应 大于 SOO ?m Z
? ? ? ?。H 人力移动带额定载重量的 吊笼所需的力不应大于 SOO ?m“ 这种措施应 由专业人员来执行 。

TM ?R 钢丝绳式施工升降机
TM RM ?P 性能要求
TM R M PM P 应 符 合 TM QM PM P} TM QM PM U KT M Q M PM PO K T M QM P M PQ K TM QM ?PM ?PS K TM QM ?P M PT K T M Q M ?PM PV 和 TM ?QM PM ?PW

的要 求 。

TM RM ?PM Q 卷扬机或曳引机在正 常工作 时 ，其 机外 噪声 不应 大于 WT ?̄aG ` H ，操作 者耳边 噪声不应 大于
WW ?̄ a G ` H K

TM RM PM R 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驱动 吊笼 的钢丝绳不应少 于两根 ，且是相互独立 的。钢 丝绳的安全系数
不应小于 PQ K 钢丝绳 直径不应小于 X ?‘‘K
TM RM PM S 货 用施工升降机驱动 吊笼的钢丝绳允许用一 根 ，其安全 系数不 应小于 WK 额 定载重量 不大于
RQO ?‖〃 的施工升 降机 ，钢丝绳直径不应小 于 U ?‘‘Z 额定载重量大 于 RQO ?‖〃 的施工升 降机，钢 丝绳直径
不应小于 W ?‘‘M
TM RM PM T 防坠安全装置若包含钢丝绳 ，则钢丝绳的张紧力应 是安全装置 起作用所 需力 的 Q 倍 、且 不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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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ROO ?m K
TM RM PM U 人货 两用施工升降机 的驱 动卷筒节径、滑 轮直径 与钢 丝绳直径 之比不应小于 ROZ 对于 u 形或
底部切槽的钢丝绳 曳引轮，其节径 与钢丝绳直径之 比不应小于 RP M
TM RM ?PM V 货 用施工升降机 的驱 动卷筒节径 、曳引轮节径、滑轮直径与钢丝绳直径之 比不应小 于 QOK
TM RM PM W 提 升钢丝绳采用多层缠绕 时 ，应有排绳措施 。
TM RM PM X 滑 轮、曳引轮 应有防止钢丝绳脱槽 的措施 。
TMRM PM PO 传动系统各个零部件应装配良好，滑轮应转动灵活并能保证钢丝绳不脱槽，钢丝绳绳端在卷
筒上的 固定应牢 固可靠 ，钢 丝绳卷人卷筒时应排绳整齐 。
TM R M Q 导 轨 架

TM RM QM ?P 导轨架轴心线对底座 水平基 准面的安装垂直度偏差值不应大 于导轨架高度 的 PM ?T ?D“ ?O
TM RM QMQ 导轨架结构应符合TM ?QM ?QM ?QK TM ?QM ?QM ?R的要求。
TM RM QM R 标准节截面 内，两对角线长度 的偏差 不应大于最大边长的 ROO O
TM RM QM S 导轨接点截面相互错 位形成 的阶差不大于 PM ?T ?‘‘M
TM R M R 吊 笼

TM RM RM ?P 吊笼应符合 TM ?QM ?RM ?PM ?P KTM ?QM ?RM ?PM ?R K TM ?QM ?RM ?PM ?T 和 TM QM ?RM U 的要求 。
TM RM RM Q 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 吊笼的底板 应符合 TM ?QM ?RM ?Q 的要 求Z 货 用施工 升降机 吊笼的底板 应防
滑、能排水 ，其强度应满 足使用要求 。
TM RM RM R 人货 两用 施工 升降 机 吊笼顶应 符合 TM ?QM ?RM ?R 的要求 Z 货 用施 工升降 机当其安 装高 度小 于
TO ?‘时 ，可 以不 封顶。
TMRMRM S 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吊笼立面应符合TM ?QM ?RM ?S 的要求Z货用施工升降机当其安装高度小于
TO ?‘时 ，吊笼立 面的高度不应低于 PM T ?‘M
TM RM RM T 人 货两用施工升降机 吊笼 门应 符合 TM QM RM ?T 的要求 。
TM RM S 防护 围栏和底架
TM RM SM ?P 人货 两用施工升降机 防护 围栏 和底架应符合 TM QM S 的要求 。
TMRMSMQ 货用施工升降机应设置高度不小于PM ?T ?‘的地面防护围栏，地面防护围栏应围成一周。围
栏登 机门的开启高度不 应小于 PM ?W ?‘Z 围栏登机 门应具有 电气安全开关 ，使 吊笼 只有在 围栏 登机门关好
后才 能起 动 。对重应全部 置于地面 围栏之 内。
TM RM SM R 货用 施工升降机 的基 础底 架应符合 TM QM SM S 的要求
TM R M T 层 门

TM RM TM ?P 各停 层处应设置层 门或层 站栏杆 。
TM RM T Q 层 门或层站栏杆不应 突出到吊笼的升降通道 内。
TM RM TM R 层 门应保证在关 闭时人员 不能进出。
TM RM TM S 层 门或层站栏杆 的开、关可采用手动 ，但不能受 吊笼运动 的直接控制 。
TM RM TM T 人货 两用施工升 降机 的层 门或层站栏杆应与 吊笼电气或机械联锁 。

TM RM U 机械传 动系统
TM R M U M ?P 曳 引驱 动

TM RM UM ?PM ?P 提 升钢丝绳与曳 引轮绳槽 之间应有足够 的摩擦 力 ，当吊笼装载额定 载重量 时，钢丝绳 与曳
引轮绳槽 之间的单位压力 应在允许范 围之 内。
TM RM UM ?PM Q 当吊笼 或对 重停 止在 被其 重量 压缩 的缓 冲器上 时 ，提升 钢 丝绳不 应松 弛。 当吊笼超 载
QTD并 以额定提升速度上 、下运行和制动 时，钢丝绳在曳 引轮绳槽 内不应 产生滑动。

TM RM UM Q 卷扬驱 动
TM RM UM QM ?P 卷扬 驱动只允许用于 Y

? ? ? ?、H 无对 重的施工升降机 Z
? ?P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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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 货用施工 升降机 Z
? ? ? ?・H 吊笼额定 提升速度 不大于 。M UR ?‘N〈 的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 。

TM RM UM QM Q 人货两 用施工升降机采用卷筒驱动时 ，钢丝绳 只允许绕 一层 ，若使用 自动绕绳 系统 ，允许绕
两层 Z货 用施工升降机采用卷筒驱动时 ，允许 绕多层 。
TM RM UM QM R 当吊笼停 止在最低位置时 ，留在卷筒上 的钢 丝绳 不应小 于 R 圈。
TM RM UM QM S 卷筒 两端应有挡板 ，挡板边缘应 大于最上层钢丝绳直径 的 Q 倍 。
TM RM UM QM T 人货两用 施工升降机的驱动卷筒应开槽 ，卷筒绳槽应符合 下列 要求 Y

? ? ? ?、H 绳槽 轮廓应为大于 PQOO的弧形，槽底半径 q 与钢丝绳半径 〕 的关系应为 PM OT ?〕G q~[ PM OVT〕 Z
? ? ? ?。H 绳槽 的深度不小 于钢丝绳直径 的 PNR Z
? ? ? ?・H 绳槽 的节距应大于或等于 PM PT 倍钢丝绳 直径 。

TM RM UM QM U 钢丝绳出绳偏角 、 Y有排绳器 时 、【[ SOZ 自然排绳时 、[ QLM
TM RM UM QM V 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钢丝绳在驱动卷筒上的绳端应采用楔形装置 固定 ，货用施工升 降机 钢
丝绳在驱动卷筒上 的绳端可采用压板 固定 。
TM RM UM R 悬挂吊笼和对重的钢丝绳
TM RM UM RM ?P 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悬挂吊笼和对重的钢丝绳应符合 TM QM UM S 的要求 。
TMRMUMRMQ 钢丝绳的末端固定应可靠G钢丝绳绳夹不应用手悬挂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吊笼H ，在保留
R 圈的状 态下 ，应能承受 PM ?QT 倍 的钢丝绳额 定拉力。
TM RM UM S 滑轮

? ? ? ?滑轮应符合 TM ?QM ?UM ?T 的要求 。
TM RM UM T 制动系统

? ? ? ?制动系统应符合 TM ?QM ?UM ?UM ?P}LTM ?QM ?UM ?UM ?RK TM ?QM ?UM ?UM ?T KTM ?QM ?UM ?UM ?PP 和 TM ?QM ?UM ?UM PQ 的要求。
TM RM U U 对重

? ? ? ?对重应符合 TM QM UM VM P} TM QM UM VM S 的要求 。
TM RM V 防坠安全 装—〉
TM RM VM ?P 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每个吊笼应设置兼有防坠、限速双重功能的防坠安全装置。当吊笼超速
下行 、或其悬 挂装置 断裂 时，该装置应能将 吊笼制停并保持静止状态 。
TM RM VM Q 如果制造 商允许 使用 施工升降机的进出通道在对重 的下方 ，则 对重也应设 置兼有防 坠、限速
双重功能的防坠安全装置 。当对重超速下行 、或其悬挂装置断裂时 ，该装置应能将对重制停并保持静止
状 态 。

TM RM VM R 上述防坠安全装置的使用条件为 Y
? ? ? ?、H 对于吊笼 ，其额定 提升速度 大于 。UR ?‘N 〈时应 采用渐进式 防坠安全装置 Z 额定提 升速度小 于

? ? ? ? ? ? ? ?或等于 。M UR ?‘N〈 时可采用瞬时式防坠安全装置 Z
? ? ? ?。H 对 于对重 ，其额定提升速度大于 P ?‘N 〈 时应采用渐进式防坠安全装置 Z额定提升速度小 于或等

? ? ? ? ? ? ? ?于 P ?‘N〈 时可采用瞬时式防坠安全装置 ，瞬时式防坠安全 装置允许借 助悬 挂装置 的断裂或 借
? ? ? ? ? ? ? ?助一根安全绳来动作 Z

? ? ? ?・H 不应由电气、液压或气动操纵 的装置来触发 防坠安全装置 Z
? ? ? ?ˉH 吊笼防坠安全装置 的标定动作速 度可参照 表 P，对重 防坠安全装置 的动作速度 应大于 吊笼 防

? ? ? ? ? ? ? ?坠安全装置的动作速度，但不得超过PODZ
? ? ? ?Ȟ 在装有 额定载重量的吊笼 自由下落、或对重 自由下落 的情况下 ，渐进式防坠安全装置制动 时的

? ? ? ? ? ? ? ?平均减速度应在。M ?Q ?〃= L PM ?O ?〃。之间。
TM RM VM S 货 用施工升 降机 每个 吊笼至少应装 有断绳保护装置。当吊笼提升钢丝绳松绳或断绳时 ，该 装
置应能制停带有额定载重量 的吊笼 ，且不造成结构严重损坏。对于额定提升速度大于 。M ?WT ?‘N 〈 的施工
升降机 ，该装 置应是非 瞬时式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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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RM VMT 对于仅装有TM RM VM S所述的断绳保护装置的货用施工升降机，每个吊笼还应装有停层防坠落
装置。在吊笼停层后 ，人员出人 吊笼之前 ，该装置应动作 ，使 吊笼的下降操作无效 Z 即使此 时发生 吊笼提
升钢丝绳断绳 ，吊笼也不会坠落 。
TM RM VM U 在 载荷均匀分布的情况下 ，吊笼防坠安全装置动作后 吊笼底板在各个方 向的水平度偏差改变

值不应大于 TO ?‘‘N‘M
TM RM VM V 只有将吊笼G 或对重H 提起 ，方有可能使 吊笼G 或对重H 的防坠安全装置释放 Z 释放后 ，防坠安全

装置应处于正常操纵状 态。
TM ?RM VM W 防坠安全装置释放后，应由专业人员调整，施工升降机方可恢复使用。
TM RM W 超 载保护装置

? ? ? ?超载检测应在 吊笼静止时进行 ，超载保 护装置应 在载荷达到额定载重量的 PPOD 前 中止 吊笼起动 。

TM RM X 电气部件和安装
? ? ? ?电气部件 和安装 应符合 TM QK POM ?P 和 faNs ?PXTTL QOOQ 中 TM ?RM ?U 的要求 。

TM RM ?PO 控 制和限位装置
TM RM ?POM ?P 行程 限位开关 应 符合 TM ?QM ?PPM ?P 的要求 ，行 程 限位开关 的安装 位置 应符合 TM ?QM ?PPM ?QM ?PK

TM QM PPM QM Q的要求 。
TM RM ?POMQ 上、下极限开关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Y

? ? ? ?、H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 ，上极限开关的安装位置应保 证上极限开 关与上限位 开关之间 的越程距离

? ? ? ? ? ? ? ?大于或等于。M T ?‘M
? ? ? ?。H 下极限开关 的安装位置应符合 TM ?QM ?PPM ?QM ?R ?。H 的要求 。

TM ?R M ?PO M ?R ?? B Z制 《̈ 限 位 装 「 应 符 合 TM ?Q M ?PPM ?Q M ?S} L TM ?QM ?PP M ?Q M ?U K T M ?QM ?PPM ?S 和 TM QM PPM T 的 要求 。

U 试 验 方 法

UM ?P 试验方 法划分
? ? ? ?试验方法分性能试验 、结构应力测试 和可靠性试验

UM Q 性能试验
UM QM ?P 试验样机

? ? ? ?样机应装备设计所规定 的全 部装置及附件 ，其安装高 度不小于设计 规定的第一 次附着高度 与导轨

架顶部 自由端最大高度 之和或 最大独立高度 ，吊笼 的工作行程不 应小于 PO ?‘，附墙 架间距按设 计位置
装 置 。

UM QM Q 试 验条件
UM QM QM ?P 环境 温度为一QO℃一十SOFb M
UM QM QM Q 现场风 速不应 大于 PR ?‘N〈 M
UM QM QM R 电源 电压值偏 差为士TD O
UM QM QM S 备齐所需 的技 术文件
UM QM R 试验仪器及 工具
UM QM RM ?P 试验 仪器 的精 确度 ，除有特 殊规定 外应符合下列偏差范围 Y

— 质量 、力 、长度 、时 间和速度为士PD Z
— 电压、电流 为士PD Z
? ? ? ?— 温度为士QD M

UM QM RM Q 试验用 的仪器 和量具 ，应具有产 品合格证 ，且在计 量部门检定 合格的有效 期内 Z试 验过程 中，
应使用 同一 仪器和工具 。

? ?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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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QM S 试 验项目
UM QM SM ?P 检 查 与 测 ¨

UM QM SM ?PM ， 检查传 动系统 、电气 系统、防坠安全器 G或防坠安 全装置— 含 限速器 、安全钳 H、制 动器及
操作系统 。
UM QM SM ?PM Q 检查导轨架 、附墙 架等金属结 构件的完好情况 。
UM QM SM ?PM R 检查金属结构件的连接件是否牢 固、可靠 。
UM QM SM ?PM S 测量吊笼内净空高度及底板 的长 、宽尺寸。
UM QM SM ?PM T 测量附墙架的间距及倾斜角度。
UM QM SM ?PM U 测量导轨架 自由端的长度 。
UM ?QM ?SM ?PM ?V ?? rb 型施工升降机应在额定载重量 的情况下 检验其传动齿 轮 、防坠安全器齿 轮与齿条 的啮
合 精 度 。

UM QM SM ?PM W 检查与测量 结果记人表 `M ?h M
UM QM SM Q 标 准节互换 性检验
UM QM SM QM ?P 以一台施工 升降机最 大提升高度所需的标准节数量为受检总数 ，随机抽检其中的 T 节。受
检标准节组合不应少于 S 次 ，并检查所有连接处。
UM QM SM QM Q 每节能否不用锤击等强制方法顺利装配 。
UM ?QM ?SM ?QM ?R ?? rb 型施工升降机标准节组合时，检查每根立管接缝处的错位阶差和对重导轨处的错位
阶 差 。

UM ?QM ?SM ?QM ?S ?? rb 型施工升 降机标准 节组合 时，检杳各齿 条联接处 相邻两齿 的齿距偏 差 和齿高方 向的
阶 差 。

UM ?QM ?SM ?QM ?T ?? rr 型施工升降机标准节组合 时，检查导轨接点截面的错位 阶差 。
UM QM SM QM U 检验结 果记人表 ` M PM
UM QM SM R 安全装里检查
UM QM SM RM ?P 吊笼门及 围栏门机械锁钩和电气安全装置 ，松 G断H绳保 护 ，上 、下 限位 和极限 限位 ，急停 等
电气安全开关的正确性 、有效性。机械锁止装置锁止元件的嵌人深度 。
UM ?QM ?SM ?RM ?Q ?? rr 型施工升降机手动或 自动安全装 置的灵活性 、可靠性 。
UM QM SM RM R 各缓 冲器 的齐全性，安装正确性及功 能。
UM QM SM RM S 超 载保护装 置的可靠性。
UM QM SM RM T 检 查结果记 人表 ` M ?PM
UM Q M SM S 绝 缘试 验

UM QM SM SM ?P 在电源接 通前 ，测量 主电路及控制 电路 的绝缘 电阻值 。
UM QM SM SM Q 测 量主体金 属结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 的接地 电阻值 。
UM QM SM SM R 试 验结果 记入表 `M PM
UM QM SM T 稳定性试 验

? ? ? ?对于无 固定基础 的施工 升降机应进行无 附着最大独 立高度时的稳定性试验。试验可按下列的任一
种方法进行 Y

? ? ? ?、H 吊笼位于无附着最大提升高度 ，笼内装有均布的 PTO D额定载重量 ，判定施工 升降机稳定性 Z
? ? ? ?。H 吊笼空笼 位于无附着最大提升高度 ，导 轨架顶部 加一水平 力 ，该 力产生 的倾覆 力矩值应 等于

? ? ? ? ? ? ? ?吊笼内装 PTOD额定载重量 时对施工 升降机所产 生的倾 覆力矩值 。判定施工升降机稳定性 Z
? ? ? ?bH 试 验 结 果 记 人 表 ` M PM

UM QM SM U 安装试验
UM QM SM UM ?P 安装工况 不少于两个标准节的接高试验 。
UM QM SM UM Q 有对重 的施 工升降机在不带对重的安装工况下 ，以 PQTD 的均布额 定安 装载重量作静 态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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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试验，吊笼距地 P ?‘ 高，试验 PO ?‘—’，观测吊笼有无下滑现象及施工升降机有无其他异常现象 。
UM QM SM UM R 试验结 果记人表 `M ?PK
UM Q M SM V 空 载试 验

UM QM SM VM ?P 每个 吊笼应分别进行空载试验 。
UM QM SM VM Q 应全行程 进行不少于 R 个工作循环 的空载试验 ，每一工作循环 的升 、降过程 中应 进行不少
于两次的制动 ，其 中在 半行程 应 至少进 行一 次 吊笼上 升和下 降 的制 动试 验 ，观 察有 无制 动瞬 时滑移
现 象 。

UM QM SM VM R 试验结 果及试验 中的问题记人表 ` M ?PK
UM QM SM W 载荷试 验
UM QM SM WM ?P 额定载孟M 试验
UM ?QM ?SM ?WM ?PM ?P 双笼施工升降机应按左 、右 吊笼分别进行额定载重量试验 。
UM ?QM ?SM ?WM ?PM ?Q 吊笼内装额定载重量 ，载荷重心位置按 吊笼宽度方 向均 向远离导轨架方 向偏六分 之一宽
度 ，长度方 向均向附墙架方向偏六分之一长度 的内偏 G 以下 简称内偏H 以及反 向偏 移六分之一 长度 的外
偏 G 以下简称 外偏 H ，按所选电动机的工作制 ，内偏和外偏各做全行程连续运行 RO ?‘—’ 的试验 ，每一工作
循 环的升 、降过程应 进行不少于一次制动 。
UM ?QM ?SM ?WM ?PM ?R 额定 载重量试验后 ，应 测量减速器和液压系统油的温升 。
UM QM SM WM Q 超载试 验

? ? ? ?超载试验取 PQTD 额定 载重量 。载荷 在 吊笼 内均 匀布置 ，工 作行程 为全行 程 ，工作循 环不应 少于
R 个 ，每一工作循环的升 、降过程中应进行不少于一次制动 。
UM QM SM WM R 载荷 试验结果及试验 中的问题记 人表 ` M ?PK
UM QM SM X 安装垂直 度的测定

? ? ? ?吊笼空笼降至最低点 ，从垂直于 吊笼长度方 向Gu 向H与平 行于吊笼长 度方 向GGo 向H分别测 量导轨
架 的安装垂直度G见 图 PH ，重复 R 次取平 均值，记人表 aM ?P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P 导轨 架安装垂直 度测定方向示意图
UM QM SM PO 噪声的测定
UMQMSM POM ?P 传动系统设置在吊笼上的施工升降机
UM ?QM ?SM ?POM ?PM ?P 对于传动系统设置在吊笼上的施工升降机，当传动系统在吊笼内时，测传动系统处的噪
声 Z 当传动系统在 吊笼 顶上时 ，则 分别测 吊笼内与传动系统处的噪声 。
UM QM SM ?POM ?PM Q 测定 吊笼 内噪声 时，吊笼装载额定 载重量 ，以额 定提升速度 上升 ，声 级计位于 吊笼宽度
方 向距传动板内壁 P ?‘、长度方 向的中点 、距 吊笼内底板 PM ?U ?‘ 高度位置 ，声级计 G` 计权 H 的传 感器如
图 Q 分别指向 ` Ka Kb K c 四个方 向 ，各测量 R 次 ，取最大的噪声值 ，记人表 aM ?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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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Q 吊笼 内噪 声 测 定 时声 级 计 传 感 器 方位 示 意 图

UM QM S M POM Q 传 动 系 统 设 置 在 吊 笼 外 的 施 工 升 降 机

? ? ? ?施工升降机为额定载重量，以额定提升速度上升工况，按faNs ?PXTTL QOOQ 中UM VM Q 的要求进行
噪声 的测定 ，测量 R 次 。测量结果记人表 aM ?RK
UM QM SM ?PP 速度测定
UM QM SM ?PPM ?P 在额定 载重量 时测 量吊笼额定提升速度。提升距离为全行程 ，次数不应少于 R 次 ，计算其
平均值。测定结果记人表aM ?S ?K
UM QM SM ?PPM Q 对 于 rr 型施工 升降机 ，其提升 速度按 实测层 钢丝绳 的平均 速度折 算为基 准层 的提 升
速 度 。

UM QM SM PQ 吊笼坠 落试 验
UMQMSM ?PQM ?P 坠落试验时，应在额定载重量和额定安装载重量中选择最不利的工况作为试验条件。
UM QM SM ?PQM Q 坠落试验前 ，不应解体或更换 防坠安全器 。
UM QM SM ?PQM R 对 rb 型施 工升降机进行 坠落试验时 ，通过操作按 钮盒驱动 吊笼 以额定提升 速度上升约
R ‘L》 PO ‘。按坠落 试验按钮 ，电磁制 动器松闸 ，吊笼将呈 自由状 态下落 ，直到达到试验 速度时防 坠安
全器动作 ，测量制动距离 。试验结束后应将 防坠安全器 复位，对于防坠安全器不能制停 吊笼 的施工升 降
机 ，应立即停机检修 。
UM QM SM ?PQM S 在 rb 型施工 升降机坠落试验中 ，当防坠安全器动作时 ，其电气联锁安全开关也应动作 。
UM QM SM ?PQM T 对 rr 型施 工升降机进 行坠落试验时 ，将 吊笼上 升约 R ?‘后停住 ，作模拟 断绳试验 〔应是
突然断绳 、不能以松绳代替断绳H ，试验 防坠安全装置 的可靠性 。
UM QM SM PQM U 坠落试验后应检查 Y

? ? ? ?、H 结构及连接 有无损坏及永 久变形 Z
? ? ? ?。H 吊笼底板在各个方向的水平度偏差改变值 。

UM QM SM ?PQM V 吊笼坠落试验及检查结果记人表 `M ?PM
UM QM SM ?PR 拖运试 验G 当施工升降机具有转场拖运性能 时H
UM QM SM ?PRM ?P 试验 速度应为最 大拖运速度的 PM Q 倍 ，连续拖运 T ‖。 以上 ，拖运 总里程不应少于 QO ?‖‘K
试验时检查拖运轮轴 承温度及各 零部件的紧固情况。
UM QM SM ?PRM Q 拖运试 验期间，应根据施工升 降机使用 说明书的规 定进行技术保养 ，施工 升降机各部件 的
装配 、调整和技术状态应保持正常 。试验结果记人表 ` M ?P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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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R 结 构 应 力 测 试

UM RM P 试验样机
? ? ? ?应是 已按 UM Q 要求完成性能试验 的样机。

UM RM Q 试验条件
UM RM QM P 环境温度 为一QOOb ?L J SOOb ?K
UM RM QM Q 现场风速不大 于 PR ?‘N 〈 M
UM RM QM R 电源 电压值允 差为士TD M
UM RM QM S 载荷 的质 量允 差为士POK ˇ
UM RM QM T 备齐所需 的全 部技术文件 。
UM RM R 试验仪器及 工具

? ? ? ?试验仪 器及工具应符合 UM QM R 的要 求。

UM RM S 测试工 况
UM RM SM ?P 结构应 力测试工 况与项 目见表 UK
UM RM SM Q 特殊形式或有特殊要求的施工升降机应增补的测试项 目，按相应的技术文件规定的工况进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U 结 构 应 力 侧 试 工 况 与 项 目

序 号 侧 试 工 况 测 试项 目

P 安装领定载重 量
附墙架 、导轨架 的动

? ? ? ? ? ?态 应 力

Q

单吊笼工作无对重

额定载重量
内 偏

附墙架 、导轨架及 吊
? ?笼 的动态应力

R 外偏

S

PQTD 的倾定载重量
内偏

T 外 偏

U

单吊笼工作有对重

倾定载重量
内偏

V 外偏

W

PQT肠的额定载重量
内偏

X 外偏

PO

双吊笼同时升 降无对重

双 吊笼额定载重量

双吊笼内偏

附墙 架、导轨架的动
? ? ? ? ? ?态 应 力

P P 双吊笼外偏

P Q 一吊笼内偏另一吊笼外偏

PR

双吊笼 PQTD 的额定 载
? ? ? ? ? ? ? ?重 量

双吊笼内偏

PS 双吊笼外偏

P T 一吊笼内偏另一吊笼外偏

P U

双吊笼同时升降有对重

双吊笼额定载重量

双吊笼内偏

P V 双吊笼外偏

PW 一 吊笼内偏另一吊笼外偏

P X

双 吊笼 PQTD 的额定载
? ? ? ? ? ? ? ?重 量

双 吊笼内偏

Q O 双吊笼外偏

Q P 一 吊笼 内偏 另一吊笼外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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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R M T 测 试 方 法

UM RM TM ?P 结构的 自重应力 GU“H可以计算数据作为依据 。
UM RM TM Q 吊笼处于行程最低点 ，取 吊笼空载状态作为初始状态 ，应 变仪调零 ，零读数 GY 。H 记人表 bM ?P ?、
UM RM TM R 结构的载荷动应力测试按表 U 规定 的工况 加载、以额定提升速度 运行 ，吊笼加载后 从地面提
升至靠近最下一道 附墙架 时制 动 ，再起动上 升至最上一道 附墙架 附近制动，然后再起动上升至上限位 时
制动 。接着 吊笼下 降 ，在最 上和最 下 两道 附墙架 附近 再制 动，最后 到下 限位 制动 。测 试结 果记 人表
b M Q K

UM RM TM S 每一工况试验应重复 R 次 ，取其平均值 。超载试验后 ，若 结构出现永 久变形或局部损坏 ，应立
即终止试验 ，进行检查和分析 。超载试验 时，允许调整制动器 ，但试 验后应重新 调整。测试 情况的说 明
和 问题记人表 bM ?PM
UM RM U 安全判据
UM RM UM ?P 根据表 U，当载荷取额 定载重量 时所测 出的结构最大 动应力 ，应满足公 式GQ H给 出的安全 判
据 。超载工作状 况只用于考 核结构的完整性 ，不作安全判据检查 。

凡一瓮H ‘·T G Q H

? ? ? ?式 中 Y

? ? ? ?’— 安全判据 Z
? ? ? ?、K— 材料 的屈服极 限的数值 ，单位为帕 Go 、H ?Z
? ? ? ?、K— 自重应力与 当量应力之 和的数值，单位为帕 Go、H ?K

UM RM UM Q 对 吊笼 、导轨架、附墙架等 受压 杆件，按公式GG RH 进行安 全判据的检查 。

、M N 、J 十 G、 一‘ N、K H PM U G R H

式 中 Y

、= — 由一个 断面上若干个测点应变读数 的平均合应力的数值 ，单位为帕Go 、H ?Z
、‘K— 同一 断面上几个电阻片确定的屈 曲面所计算出的压杆最大压应力 ，单位为帕GG o、H ?Z
‘ — 受压杆 发生挠曲的临界应力的数值 ，单位为帕Go、H ?K
、【K分两种情况计 算Y
、H 欧拉临界应力低 于比例极限时，按公式 GGSH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GjkN〕HF G 、” G S H

式 中 Y

j — 长度折算 系数，可 以用有关理论 进行计 算，但对一些常见情况可用下面的经验数据计算 Y

? ? ? ? ? ?对 于弦杆 ，j \ PM ?OO Z
? ? ? ? ? ?对 于以全截面与管状弦杆连接的腹杆 ，j \ nM ?VTZ
? ? ? ? ? ?对 于以全 截面与角形或 s 形 弦杆连接的腹杆 ，j \ nM ?XZ
? ? ? ? ? ?对于以收缩截面与弦杆连接的腹杆 ，j \ OM ?XO

k— 受压杆件 长度的数值 ，单位 为毫米G‘‘H ?Z
〕 截面最小 惯性半径的数值 ，单位 为毫米G‘‘H ?Z

、〈— 材料 的比例极限的数值 ，单位 为帕Go、H K
OO 可以按公式 GTH 计算

“〕K \ 氏 一 氏〔 ‘ T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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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 大残余压应力的数值 ，单位为帕GG o、H ?M
对于下列钢材，可大致取‘ \ PM ?ORSw ?POW ?o、Y
— 滚压热整形型钢 Z
— 经淬火 、回火和消除应力处理的型钢 Z
— 冷拉并经消除应力热处理 的型钢 Z
— 焊接型钢 ，并 经消除应力热处理 。

对于其他钢材，可近似取‘ \ OM ?T、K M
。H 欧拉临 界应 力高于 比例极限时 ，按公 式GUH计算 。

、 …K \ 、 K 一
、K ?G 、K 一、K H ?GC k Nv

兀QeK |]、 ························⋯⋯‘ U，
UM RM UM R 结构额定载重量动应力测试数据处 理及计算 结果记人表 bM ?Q ?K

UM S 可靠性试验
UM S M P 试 验 样 机

? ? ? ?应是 已按 UM Q 和 UM R 要求 完成性能试验和结构应力测试 的样机 。

UM SM Q 试验条件
? ? ? ?试验条件应符合 UM QM Q 的要求 。

UM SM R 试验仪器及工具
? ? ? ?试验仪器及工具应符合 UM QM R 的要求 。

UM SM S 试 验方 法和步骤
UM SM SM P 预备试 验
UMSMSM ?PM P 在可靠性试验前，应进行不少于R个工作循环的空载预备试验，并排除非常态故障。
UM SM SM ?PM Q 空载试验每一工作循 环上升和下降均取全行程 ，上升 和下 降工作 行程中应进行不少于一次
的制 动

UM SM SM PM R 空载试验 中施工升 降机传动系统 、安全装 置以及结构部 分若 有故 障，应按 有关规定进 行保
养或排除故障 ，并将情况与时 间记 人表 cM ?PM
UM SM SM Q 工作工况试验
UM SM SM QM ?P 试 验要求如下 Y

? ? ? ?、H 试验时 吊笼 内不应 有包括司机在内的任何人员 Z
? ? ? ?。H 试验 的操作人员应是经过考核合格 的司机。试验时司机应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操 作应平 稳Z
? ? ? ?・H 试验 期间的施工升降机应进行 例行维护保养 ，其 时间及情况应 记人表 cM ?P。施工升降机 不允

? ? ? ? ? ? ? ?许带故 障作业 Z
? ? ? ?ˉH 试验期 间的施 工升降机每天工作 时间不应少 于 PQ ?々 K

UM ?SM ?SM ?QM ?Q ?? VTD 的额定载重量在 吊笼内按 UM QM SM WM PM Q 的 内偏或外偏设置 ，每完成 P ?OOO 个工 作循环
后 内、外偏变动一次 。
UM SM SM QM R 对于双 吊笼施工升 降机，可靠性试 验按双 吊笼同时 上升 P ?OOO 个 工作循环 ，再按 一吊笼上
升一吊笼下降作 P ?OOO 个 工作循环交替进行 。载荷按 双吊笼同时外偏 、同时 内偏 ，每 P ?OOO 个工作循环
改 变 一 次 。

UM SM SM QMS 在完成PM Ow PO‘ 个工作循环后，应进行T次额定载重量的吊笼坠落试验，吊笼坠落试验按
UM ?QM ?SM ?PQM ?PL UM ?QM ?SM ?PQM ?T 的要 求进行 ，并 按 UM QM SM PQM U 的要求进 行检查 。
UM SM SM QM T 可靠性试验的情况及 结果记人表 cM ?P ?̌

UM SM T 故障分类及危害度 系数
? ? ? ?故障分类及危害度 系数见表 V

? ?Q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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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V 故 障 分 类 及 危 害 度 系数

故 障

类 别
故 障 名称 故 障 特 征 故障举例

故 障危 害度
? ?系 数 ，‘

P
致 命 故 障

? ?G y l H

严重危及或导 致人身 伤亡 ，重要 总成 或
主要部件严重损坏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电动机 或发动 机烧坏 ，液 压泵或

马达损坏 ，制动器 或防 坠安全器
损坏失效 ，提升钢丝绳断裂等

Q
严 重 故 障

? ?G x y H

严重影响产 品功能 、性 能指标 超 出规 范

以外必须停机 修理 ，需 要更换 外部 主要

零部件或拆 开机体更 换 内部 零件 ，修 理
时间长G 超过 S ?々 H ，维修费用高

减速器 或液压 系统漏 油，轮齿 损

坏，受力构件 焊缝 开裂 ，纵 向 、侧
向滚轮或 背轮损 坏，限 位开关失

灵等

P

R
一 般 故 障

? ?G x aH

明显影响产 品的主要 性能 ，必 须停机 检

修，一般只需更换或修理外部零部件 G 约

PM ?T ?々 排除 H ，维修 费用中等

重要受力 紧固件 松动 ，减 速器或

液压系统渗液等
O M Q

S
轻 度 故 障

? ?G p cH

轻度影响产 品功能 ，不 须停机 去更换 或

修理零件 ，用随机 工具 可以在较 短时 间

G QO ?‘—’H 内排除 ，维修 费用低 廉

一般紧固件松动，指示灯 损坏等 O M O T

UM SM U 可靠性指标计算
UM SM UM P 故 障时间

? ? ? ?故障时间指 自施工升 降机发生故 障停止运 转到故障排除重新 运转时所 占用 的维修 和调 整时间。在
可靠性时间指标计算 中，应取修理实施时间为准 。用于等待加工 、计 划与采购维修件所 占用 的时间不列
人故障时间 内，但其 起止 日期、所 占用 的总小时数 以及维修人员数 和总的人数均应记人表 cM ?PM
UM SM UM Q 票计 工作时间

? ? ? ?可靠性试验中的累计工作时 间按公式 GGVH计算 。

〉“一豁 G V H

? ? ? ?式 中 Y

? ? ? ?〉“— 试验 累计工作 时间的数值 ，单位为小时 G 々H Z
? ? ? ?r— 试验 中的最大提 升高度的数值 ，单位为米 G‘H Z

? ? ? ?m— 工作循环次数 ，m\ PM ?O ?w ?POSZ
? ? ? ?一 额定提升速度 的数 值，单位为米每分钟 G‘N ‘—’H ?M

UM SM UM R 可靠度
? ? ? ?可靠度按公式 GWH 计算。

〉“〉【 ?J ?〉KPOO G W H

? ? ? ?式 中 Y
? ? ? ?q— 可靠 度 Z

? ? ? ?〉 K— 试验 中修复G排 除H故障所用时间总和的数值 ，单位为小时G 々H M
UM SM UM S 首次故障前 工作 时间

? ? ? ?首次故 障前工作时间按公式GG XH 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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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s s e e 二 〉

? ? ? ?式 中 Y

? ? ? ?ls s ee— 首次故障前工作时 间的数值 ，单位为小时 G々H Z
? ? ? ? ? ? ? ? ? ?〉— 首次故障前累计工作 时间的数值 ，单位为小时G[ H々 “

UM ?SM ?UM ?T 平均无故障工作 时间
? ? ? ?平均无故 障工作 时间按公式 GGPOH计算 。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 G X H

ls ae \ 鱼
? ? ? ? ? ? ? ? ? ? ? ? ? ? ? ? ? ?〕 々

。M M M M M M M M ⋯ ⋯ 。⋯ ⋯ 。⋯ ⋯ G PO H

式 中 Y

ls ae — 平均无故樟 工作时间 的数值 ，单位为小时 G 々H Z
? ? ? ?〕ˇ— 试验中出现的当量故 障数 ，其值按公式 GPPH计算 。

〕。一皿’Kˇ G P P H

? ? ? ?式 中 Y

? ? ? ?‘ — 第 h 类故障的危害度 系数 Z
? ? ? ?’Z— 出现 — 类故障的次数 。
? ? ? ?当 〕ˇ̌ … 时 ，令 〕 ’\ P“

UM T 数 据整理和试验报告
UM TM P 必 备的技术资料如下 Y

? ? ? ?、H 试验大纲 Z
? ? ? ?。H 结构应 力测试测点布置 图Z
? ? ? ?・H 产品使 用说明书 。

UM TM Q 试 验原始记录应包括性能试 验、结构应力测试 、可靠性 试验 的各种 工况 ，载荷 、试 验程序 以及试
验过程 中的维修保养和 异常现象 Z 同时还 包括结 构应力测试的动态应变曲线记 录。
UM TM R 试验 过程记录表包括表 aM ?P一表 aM ?S 、表 bM ?P 、表 bM ?Q 及表 cM ?P。试验结束后 ，应按表 `M ?P 填写

试验结果汇总表 。
UM TM S 试验 过程中G包括性 能试验 、结构应 力测试、可靠 性试验H 发生的 间题 或异常现象 应作出分 析意
见 ，并应作 出明确的结论 。对结构应力测试 中个 别部位的合应力或结构的变位超 出规定值时 ，虽然没有
发生破坏或不正常 现象，也应提 出分析 意见，作 出结构是否 能正常工作 的明确结论。
UM TM T 试 验 结 吏 后 ，应 编写 试 验 报 告

检验 规 则

VM P 总 则

? ? ?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 、交接检验和 型式 检验。各类检验项 目按表 W 进行 。
VM Q 出厂 检验
VM QM P 施工 升降机应 逐台进行出厂检验 ，检验合格后并签发合格证方可 出厂。
VM QM Q 判定 规则如下 Y

? ? ? ?、H 施工升降机在检验 中有一 项重要项 目不合格 ，即判定该 产品为不合格 Z
? ? ? ?。H 施工升 降机 在检验中同时有 R 项一般项 目不合格 ，即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 Z
? ? ? ?・H 对 于导轨架标准节互换性 的检验按 下列方法判定 Y

? ? ? ? ? ? ? ?PH 两标 准节立管接缝处错位阶差 检验点有 PO OO以上 不合格时 ，则判为该项不合格 Z
? ? ? ? ? ? ? ?幻 两标准节相邻两齿的齿距偏差和齿高方向的阶差检验点有WOO以上不合格时，则判为该

? ? ? ? ? ? ? ? ? ? ? ? ? ?项 不 合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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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W 检 验 项 目表

序 号 检 验 项 目 检验要求
出厂

检 验

交 接

检 验

型 式

检 验
备 注

P 标 志与成套性 T M P M P T △ △

Q

外观质量检查

焊缝质量
TM ?PM ?PUM ?・ H

TM PM PUM ?̄H
△ △

一

爷重要焊缝几何形状与尺寸 TM ?PM ?PUM ?̌H △ △R

紧固件连接情况 TM ?PM ?PUM ?〃H △ △S

涂漆质量
TM ?PM ?PUM ?、H

TM ?PM ?PUM ?。H
△ △T

铸件质量 TM ?PM ?PUM ?¨H △ △U

密封性 TM QM PM U △ △V

W

传动系统

，齿轮齿条副啮合精度 TM QM UM ?RM W △ △

铃钢丝绳 、传动装 配要求 TM RM PM PO △ △ rr 型施工升降机X

P O 导轨架标准节 互换 性、立管阶差、齿条误差

T Q M Q M S

TM QM QM T

T M R M ?Q M R

T M ?R M ?Q M S

△ △
r r 型 施 工 升 降 机 按
TM ?RM ?QM ?R ?K ?TM ?RM ?QM ?S

P P

电 气

标 准符 合性 TM QM POM PM P △ △ △

，绝缘 电阻、接地 电阻 T M P M X △ △ △P Q

P R

安全装置

长机械锁止装 ¨ 、机械和

? ? ? ?电气安全装置

T M ?Q M ?T M ?T M ?U

T M ?Q M ?P O M ?U

? ?T M ?Q M ?P P

? ?T M ?R M P O

△ △ △
rr 型 施 工 升 降 机 按
TM ?RM PO

缓冲器 T M P M W △ △ △P S

超载保护装置

TM PM ?PP

T M ?Q M ?X

T M R M W

△ △ △
rr 型 施 工 升 降 机 按
T M ?R M W

P T

P U 检查与测量 GGUM QM SM PH 应符合要求 △

P V 爷稳 定 性 试 验 TM QM PM Q △
无固定基础的
施工升降机

P W 关安装试验 GUM QM SM UH 应符合要求 △ △ △

P X 空载试验G UM QM SM VH 应符合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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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WG 续 H

序号 检 验 项 目 检验要求
出厂

检 验

交 接

检 验

型式

检 脸
备 注

Q O

载 荷 试 验

，额 定载重量试验 T M Q M P M T △ △ △

Q P 爷超 载 试 验 TM QM PM R △ △ △

朴噪 声 测 定
TM ?QM ?PM ?PU

T M R M P M Q
△ △ △

rr 型施工升降

机按 TM RM PM Q
Q Q

Q R 速度 测 定 T M ?Q M ?P M ?P Q △ △ △

Q S 赞温 升 测 定 TM QM PM T △ △ △

Q T 势坠落试验

TM QM PM X

TM QM WM ?PR

TM ?RM ?VM R

? ?ˉH K Ȟ

TM ?RM ?VK ?U

△ △ △

rr 型施工升 降
机按 TM RM VM R

? ? ? ?ˉH K ˇH 和
? ? ? ?T M R M V M U

Q U 安装垂直度 的测定
TM QM QM ?P

TM ?RM ?QM ?P
△ △

〈〈 型施工升降

机按 TM RM QM P

Q V 拖运试验 TM ?PM PS △
有拖运性能 的

施工升降机

Q W 结 构应力测试GG UM RH 应符合要求 △

M QX 可 靠 性 试 验 TM PM PR △

注 PY △ — 表示应 测项目Z
注 QY 带“ 二” 号 的为重要项目，其 余为一般项 目M

VM R 交接检验
VM RM P 根据用户要求 ，可对安装完 的施工升降机进行交接检验 。
VM RM Q 制造商与用户 的交接 检验 可在制造厂或施工现场进行。
VM RM R 交接检验时 ，应对安装完 的导轨架全高进行检查 ，导轨架 轴心线对底 座水平基准 面的垂直 度偏
差应符合 表 S 的规定 。
VM RM S 交接检验 的判定规 则按 VM QM ?Q 的有关要求。
V S 型式检验

? ? ? ?产 品有下列情 况之一时 ，应进行 型式检验 Y
? ? ? ?、H 新产品技术鉴 定、安全认证或老产 品转厂 生产Z
? ? ? ?。H 产品在 结构 、材料 、工艺等方面有重大改变 ，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Z
? ? ? ?・H 产品停 产 R 年及 R 年 以上 ，恢复生产时 Z
? ? ? ?ˉH 国家质量 技术监督机构按法制监督提 出要求时 。

VM SM P 抽样
? ? ? ?型式检验时 ，被抽检的 同型号施工 升降机不应 少于两台，随机抽检其 中一 台。

VM SM Q 判定规则
? ? ? ?、H 性能试验 中的重要项 目有 一项不合格 ，则判为不合格 。其他一般项 目有两项 达不 到要求 ，亦判

? ? ? ? ? ? ? ?为不合格 。性能试验一般项 目达不到要求时 ，允许加倍抽样复检 。
? ? ? ?。H 可靠 性试验如有一项指标不合格 ，则判为不合格。

? ?Q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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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标志、包装 、运翰和贮存

WM P 标 志

WM PM P 应在产品的明显部位 ，设 置商标和耐腐蚀的金属产品标牌 ，应标 明Y
? ? ? ?、H 产品名称和型号 Z
? ? ? ?。H 产 品主要 性能参数 Z
? ? ? ?・H 产品出厂编号 Z
? ? ? ?ˉH 产 品制造 日期 Z
? ? ? ?Ȟ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

WM PM Q 货用施 工升降机必须有不允许载人 的明显标志 。
WM PM R 大 型构件应有起 吊位置的标志 。
WM Q 包装

WM QM P 施工升降机及其零部件 的包装应符合 i fN s ?TOPQ 的规定。
WM QM Q 装箱单应与实物相符 ，且 须有产品编号 、箱号 、箱内零部件名称与数量 、连接件使用部位、发货 日
期 、检验人员的签字。
WM QM R 零部件应有识别标志 ，如标 牌、标签等 。标牌 、标签应牢固清晰。
WMQMS 包装箱体表面应标有箱体外形尺寸、箱号、毛重、净重、正置位置等标志。
WM QM T 施 工升降机产品出厂时应随机提供下列文件和物件 Y

? ? ? ?、H 产品合格证书 Z
? ? ? ?。H 产 品使用说 明书，说 明书中应包含 以下内容 Y

? ? ? ? ? ? ? ?PH 性能 和技术 参数 Z
? ? ? ? ? ? ? ?QH 动力参数 Z
? ? ? ? ? ? ? ?RH 安全装置 Z
? ? ? ? ? ? ? ?SH 安装 和拆 卸的详 细方法 Z
? ? ? ? ? ? ? ?TH 标准 节和附墙架螺栓的直径 、性 能等级 、拧紧力矩 Z
? ? ? ? ? ? ? ?UH 地 面混 凝土基础和围栏人 口的要求 Z
? ? ? ? ? ? ? ?VH 对使用 者的能力要求 Z
? ? ? ? ? ? ? ?WH 故 障处 理 Z
? ? ? ? ? ? ? ?XH 日常检查 和维护Z
? ? ? ? ? ? ? ?POH 易损件及其更换判据等 内容 。

? ? ? ?・H 装箱单Z
? ? ? ?ˉH 按订货合 同规定 的其 他附属设备和工具 Z
? ? ? ?Ȟ 随机备件。

WM R 运输 和贮存
WM RM P 施工 升降机的运输应符合铁路 、公路或水路 等交通运输部 门的有关规定 ，且保证施 工升降机 在
运输过程 中完好 。
WM RM Q 施 工升降机贮存处应有 良好 的通风及 防雨 、防潮措施 ，底部应垫 以支承物 ，防止 浸于水中。
WM RM R 电气设备必须贮存于室 内。
WM RM S 当贮存 时间超过 U 个月时 ，应检查产 品零 部件的完好情况 。
WM RM T 施工 升降机贮存时 ，必须 建立详细档 案，除随机文件外 ，贮存期的变动情况都应 详细记载。



f aN s ?POOTSL QOOT

? ? ? ? ? ? ? ?附 录 `

? ? ? ? ? ?G 资料 性 附 录 H

施工升降机试验结果汇总表

表 `M ?P 施工升降机试验结果汇总表

型 号 Y 编 号 Y

试 验 单 位 Y

制造商 Y
试 验 负 责 人 Y

类 别 项 目 合格指标值 试 验 值 结 论 备 注

性 能 试 验

检 查 与 测 量

标准节 互换性检验

安全装 置检查

绝缘试验

稳 定 性 试 验

安装试验

空 载 试 验

额定载重量 试验

减速机 、液压 系统 温升

超载试验

安装垂直度测 定

噪 声

提 升 速 度

坠落试验及检查

坠落试验后 吊笼底板水平度偏差

结 构应力测试 附墙架 ，导轨架 ，吊笼

可 靠 性 试 验

首次故障前工作 时间

平均无故障工作 时间

可靠度

拖 运 试 验
连续拖 运 T ?‖L 以 上 ，拖 运 总里 程 不少 于
Q O ?‖ ‘

填表人员 G签名H Y 审核人员G签名 H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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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附 录 a

? ? ? ? ? ?G 资 料 性 附录 H

施工升降机性能试验记录表

表 aM P 导 轨 架 安 装 垂 直 度 测 定 记 录 表

单 位 为 毫 米

项 目
》 向 o 向

备 注
次 数 数 值 平 均值 次 数 数 值 平 均 值

导 轨 架 安 装

? ?垂 直 度

P P

QQ

R R

表 aM ?Q 传动系统设h〉 在 吊笼上噪声记录表
单位为分贝G ` 计权H

次 数
噪 声 测 定 值

噪声值 备注
` 向 a 向 b 向 c 向

P

Q

R

表 aM ?R 传动系统设置在吊笼外噪声记录表
单位为分贝G ` 计权 H

项 目 测 试 次 数
测 点 及 记 录

测 试 结 果 标 准 规 定 结 论
P Q R S 平 均

机 外 噪 声

P

Q

R

操作者耳边噪声

P

Q

R

背 景 噪 声

表 a S 提 升 速 度 记 录 表

工 况 次数
运 行 距 离 N

? ? ? ? ? ? ? ?‘

运 行 时 间 N

? ? ? ? ? ? ? ? ? ?r

提 升 速 度 N

? ?G‘N 〈 H

额定提升速度N

? ? ? ?G ‘N 〈H

速 度 误 差 N

? ? ? ?D
备 注

吊笼 上 升

P

Q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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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附 录 b

? ? ? ? ? ? ? ?G资料 性附录H
施 工 升 降 机 结 构 应 力 测 试 记 录表

表 bM ?P 测点应 变读数记录表

测 试 日期 Y

天 气 Y

型 号 Y

年 月 日

? ?温 度 Y

? ?编 号 Y

风 力 Y

制 造 商 Y

试 脸 工 况 额 定 载 重 量 单笼双笼 偏载 方向

测 点

绷 号

零 读

数 O

P Q R

d『 ?L d ”

平 均 值

d『 ?L dM

平 均 值

额 载

读数
? ?d|

额 载

读 数

? ?它Q

d y 一 d”

额 载

读 数
? ?dK

dK 一 d“

额 载

读 数

? ?d『

额载
读 数

? ?忍P

d h ?L dO

额 载

读 数

? ?dQ

d” 一 d”匕P — 匕O L 『 ?L ・ ”

记 录人员G 签名H Y 整理人员 G签名H Y
审核人员 G签名H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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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M ?Q 结构动态应力测试结果表

型 号 Y 编 号 Y 制 造 商 Y

拉 力 J ，压 力 一

单 位 为 帕

测 点 编 号
自重 应 力

? ? ? ?O O

额 定 载 重 量

? ?动应力

? ? ? ? ? ? ? ?“ Z

最 大 应 力

? ? ? ?口〕

安全系数
? ? ? ? ? ? ? ?’

许 用 安 全

? ?系 数

? ?b’V

相 应 工 况 备 注

记 录 人 员 G 签 名 H Y 填表人员 G签名H Y
审核人员 G签名H Y



f a Ns ?POOTSL QOOT

? ? ? ? ? ? ? ? ? ?附 录 c

? ? ? ? ? ? ? ?G 资 料 性 附 录 H

施工升 降机可靠性试验记录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cM ?P 施 工升降机可靠性试验记录表
测试 日期 Y 年 月 日 测试地点 Y

风 力 Y

制 造 商 Y

气

号

天

型

制 造 日期 Y

月 日
工 作 循

环 次 数

作 业 时 间 故障次数

故 障

情 况

修 理
情 况

修 理 时 间

维 护 保 养

? ?情 况

维 护 保 养 时 间

备 注
开 始 与

完 成 时

? ?间 N 々

? ?维 护

保养
时 间 N 々

开 始 与

完 成 时

? ?间 N 々

修 理 时

? ?间 N 々

开机 停 机

时 间 N々

累 计 作 业

时 间 N 々
P Q R

司 机 G 签 名 H Y 记 录人员 G签名H Y
审核人员 G签名H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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