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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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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4478—2009《电梯曳引机》,与GB/T24478—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9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曳引机额定转矩”“制动电磁铁释放电压”术语和定义(见3.2、3.6,2009年版的3.2、

3.6),增加了“永磁同步电动机短接制动转矩”术语和定义(见3.4);

c) 增加了通则“电梯曳引机还应符合GB/T7588.1—2020的相关规定”的内容(见4.1);

d) 增加了“永磁同步电动机的效率”的要求(见4.3.1.7);

e) 增加了“永磁同步电动机作为电梯的电气制动装置”的相关要求(见4.3.1.8);

f) 增加了“电动机应具有热保护,以避免绕组及永磁体等零部件失效”的要求(见4.3.1.9);

g) 增加了电动机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2X的要求(见4.3.1.10);

h) 增加了“兼做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减速部件和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制停部件制动器”的制

动部位及力矩的要求(见4.3.2.2);更改了“制动器机械部件分组设置”的相关要求(见4.3.2.3,

2009年版的4.2.2.2);更改了“制动衬块”的材质要求,增加了“阻燃性能等级、磨损检查和更换

警示信息”的要求(见4.3.2.5,2009年版的4.2.2.2);

i) 更改了“最高释放电压”的要求(见4.3.2.6,2009年版的4.2.2.3);增加了“制动器线圈耐压试

验”泄漏电流的要求(见4.3.2.6);

j) 更改了“制动器动作试验”的要求,增加了“制动器工作监测装置或功能(如果有)应能正常工

作”的要求(见4.3.2.7,2009年版的4.2.2.4);

k) 增加了“制动器手动释放装置”的要求(见4.3.2.8);

l) 更改了“曳引轮节圆直径”的要求,增加了“采用包覆绳(带)悬挂装置的电梯曳引机,曳引轮节

圆直径与承载体的公称直径(或者公称厚度)之比”的要求(见4.3.3.1,2009年版的4.2.3.1);

m) 更改了“曳引机温升”的相关要求[见4.3.3.2,2009年版的4.2.3.2b)];增加了“永磁同步曳引机

温升试验时,永磁体的最高温度及不可退磁”的要求[见4.3.3.2d)];

n) 更改了“曳引机空载噪声”的速度分挡,并增加了“额定速度8m/s~10m/s”的空载噪声要求

(见表2,2009年版的表2);

o) 更改了“曳引轮绳槽槽面法向跳动”的要求,增加了“包覆绳(带)曳引机曳引轮曳引面的法向允

差及最大外径差值”的要求(见4.3.3.5,2009年版的4.2.3.5);

p) 更改了“手动紧急操作装置”的要求(见4.3.3.6,2009年版的4.2.3.6);

q) 更改了“曳引轮槽(面)材质”的要求,增加了对“包覆绳(带)”匹配的要求(见4.3.3.7,2009年版

的4.2.3.7);

r) 增加了制动器制动面应有措施防止被润滑油(脂)污染的要求(见4.3.3.9);

s) 增加了“曳引机应有满足使用要求的许用径向载荷”的要求(见4.3.3.11);

t) 增加了“有齿轮曳引机输出轴齿轮部件连接件应有防脱落措施”的相关要求(见4.3.3.12);

u) 更改了“曳引机的防护”要求,增加了“采用包覆绳(带)悬挂装置的曳引机”的颗粒物防护要求,
以及“防止包覆绳(带)在曳引轮上跳槽或者异常横移”的防护要求(见4.4.1,2009年版的

4.3.1);增加了“防护装置紧固件”的要求(见4.4.1);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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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增加了“标志和警示”的要求(见4.4.4);

w) 增加了“兼做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减速部件和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制停部件”的铭牌设置以及

对铭牌内容的要求(见4.4.5);

x) 更改了制动力矩的测试方法(见5.3,2009年版的5.3);

y) 增加了“等同曳引轮同轴减速箱齿轮节圆”的测试位置要求和“折算到曳引轮节圆处”的要求

(见5.5.2);增加了有齿轮曳引机振动速度测试位置图示[见图2b)];

z) 更改了“制动器线圈”温升测试的要求(见5.6.2,2009年版的5.6.2);

aa) 更改了“制动器试验”的结束条件,增加了“动作试验”的要求(见5.7,2009年版的5.7);

ab) 更改了“制动器动作试验”对组装、通电持续率的要求(见5.9,2009年版的5.9);

ac) 更改了检验规则(见第6章,2009年版的第6章);

ad) 删除了“应进行型式检验”a)中的“老产品转厂生产时”(见2009年版的6.2);

ae) 更改了出厂检验及型式检验的项目,增加了“超速试验”“电动机防护等级”的要求(见表4,

2009年版的表4);

af) 更改了“产品铭牌内容”的要求(见7.1,2009年版的7.1);

ag) 增加了“使用维护说明书应至少包括的内容”的要求(见7.2.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

公司、建研机械检验检测(北京)有限公司、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奥的

斯电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蒂升电梯(上海)有限公

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日立

电梯电机(广州)有限公司、宁波欣达电梯配件厂、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菱王电梯有限公司、东芝

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浙江玛拓驱动设备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杭州奥立达电梯有限

公司、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帝奥电梯有限公司、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

司、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常熟理工学院、苏州江

南嘉捷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宁波申菱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迅达(许昌)驱动技术有限公司、冯克电

梯(上海)有限公司、宁波谷达机电有限公司、宁波招宝磁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鹤、房文娜、王泽伟、李洁、周春明、王学斌、王波、高国趁、唐建峰、罗海军、

许林安、姚俊、胥文明、杨铭、皮志峰、张水龙、吕潇、邓轶华、张英、吴骏、周德颀、李海超、杨佳民、陈玉辉、
唐林钟、张晓东、张豫宁、蒋旭君、高锋、任勇、朱耀、王栋梁、张金丽、何潇、张水清、林建强、周卫。

本文件于2009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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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梯 曳 引 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曳引机额定速度不大于10.0m/s的电梯曳引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的曳引机。
本文件不适用于杂物电梯、家用电梯和斜行电梯的曳引机,但是,本文件可作为参考。
本文件不适用于采用液压操纵制动器的电梯曳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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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755—2019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T1029—2021 三相同步电机试验方法

GB/T1032—2012 三相异步电动机试验方法

GB/T1971 旋转电机 线端标志与旋转方向

GB/T2900.25 电工术语 旋转电机

GB/T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采用反射面上方包络测量面的简

易法

GB/T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T7588.1—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1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GB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14711 中小型旋转电机通用安全要求

GB30253 永磁同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GB/T755—2019、GB/T2900.25和GB/T70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曳引机额定速度 ratedspeedoftractionmachine
设计规定的曳引轮节圆直径上的线速度。

3.2
曳引机额定转矩 ratedtorqueoftractionmachine
曳引机在额定功率、额定速度时输出的转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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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启(制)动次数 startsperhour
曳引机允许的每小时启(制)动次数。

3.4
永磁同步电动机短接制动转矩 short-circuitbrakingtorqueofpermanentmagnetsynchronousmotor
在定子绕组短接后,电动机旋转所产生的制动转矩。
注:该制动转矩与转速相关。

3.5
制动器制动响应时间 releasetimeofbrake
制动器断电到制动力矩达到额定值的时间。
注:该时间包含制动器自带的整流桥、二极管或电容器等装置(如果有)产生的延时。

3.6
制动器电磁铁最高释放电压 maximumreleasevoltageofbrakeelectromagnet
制动器电磁铁的电磁力不能维持吸合状态时的临界电压。

3.7
许用径向载荷 allowedradialload
曳引轮上允许承受的最大径向载荷。

4 技术要求

4.1 通则

本文件规定的电梯曳引机,还应符合GB/T7588.1—2020的相关规定。

4.2 工作条件

电梯曳引机的工作条件满足下列要求。

a) 海拔不超过1000m。如果海拔超过1000m,则应按GB/T755—2019中8.10的规定对电动

机及制动器进行温度及温升限值修正。

b) 环境空气温度应保持在5℃~40℃。

c) 运行地点的空气相对湿度在最高温度为40℃时不超过50%,在较低温度下可有较高的相对

湿度,最湿月的月平均最低温度不应超过25℃,该月的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应超过90%。
若可能在设备上产生凝露,则应采取相应措施。

d) 供电电压相对系统标称电压的波动应在±7%的范围内。

e) 环境空气不应含有腐蚀性和易燃性气体。

4.3 性能要求

4.3.1 电动机

4.3.1.1 对于同步电动机,当输入电动机的电压为最大值,电动机转速维持在额定值时,其过转矩不应

小于额定值的1.5倍。对额定转矩大于700N·m或用于电梯额定速度大于2.5m/s的曳引机,其过转

矩可由曳引机制造商与用户商定。同步电动机承受上述转矩历时15s,不应产生影响电动机正常运行

的现象。

4.3.1.2 异步电动机的堵转转矩与额定转矩之比不应小于2.2,其中对于多速异步电动机低速绕组,不
应小于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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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按照GB/T1032—2012中5.1.1的规定,定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在热状态时或温升试验结束时,
不应小于0.5MΩ,冷态绝缘电阻不应小于5MΩ。

4.3.1.4 耐压试验应按表1进行,试验电压应为工频电压。

表1 耐压试验

项目
试验电压

V

试验持续时间

s

泄漏电流

mA

三相出线端与机壳接地 1000+2倍额定电压 60 ≤100

温度传感器与机壳接地 500 60 ≤100

温度传感器与曳引机三相出线端 500 60 ≤100

4.3.1.5 电动机的超速性能应符合GB/T755—2019中9.7的规定。

4.3.1.6 电动机的安全性能应符合GB/T14711的相关规定。电动机的接线、标志应符合GB/T1971
的相关规定。

4.3.1.7 电梯用永磁同步电动机的效率应符合GB30253的相关规定,并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粘贴能源

效率标识。

4.3.1.8 如果永磁同步电动机作为电梯的电气制动装置,曳引机制造商应提供永磁同步电动机短接制

动转矩特性或根据用户需要提供相关电动机参数及计算方法。

4.3.1.9 电动机应具有过热保护,以避免绕组及永磁体等零部件失效。

4.3.1.10 电动机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GB/T4208—2017规定的IP2X。

4.3.2 制动系统

4.3.2.1 制动系统应采用机电式制动器(摩擦型),不应采用带式制动器。

4.3.2.2 曳引机的额定制动力矩应按GB/T7588.1—2020中5.9.2.2.2.1的规定与曳引机用户商定,或
至少为曳引机额定转矩折算到制动轮(盘)上的力矩的2.5倍。

对于兼做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减速部件和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制停部件的曳引机制动器,其
制动力矩及制动部位还应符合GB/T7588.1—2020中5.6.6和5.6.7的规定。

4.3.2.3 所有参与向制动轮(盘)施加制动力的制动器机械部件(含电磁铁动铁芯)应至少分两组装设。
机电式制动器的电磁铁线圈、静铁芯以及为动铁芯导向的零件也应至少分两组装设。在电梯上使用时,
如果由于部件失效其中一组不起作用,应仍有足够的制动力使载有额定载重量以额定速度下行的轿厢

和空载以额定速度上行的轿厢减速、停止并保持停止状态。

4.3.2.4 制动系统应具有制动器正确提起(或释放)的监测装置或功能。

4.3.2.5 制动衬块不应含有石棉材料。制动衬块的阻燃性能应至少达到GB8624规定的B1 级。在制

动器附近,应有制动衬块磨损后更换的警示信息(如检查方法、更换条件等)。

4.3.2.6 在满足4.3.2.2的情况下,制动器电磁铁的最低吸合电压应低于额定电压的80%;制动器电磁

铁最高释放电压应低于额定电压的40%,且不应低于额定电压的10%。
制动器制动响应时间不应大于0.5s,对于兼作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减速部件和轿厢意外移动保

护装置制停部件的曳引机制动器,其制动器制动响应时间还应与曳引机用户商定。
制动器线圈导电部分对地间施加交流1000V电压,历时60s,其泄漏电流不应大于100mA。

4.3.2.7 制动器应进行不少于200万次的无故障动作试验,试验过程不应进行任何维护,试验结束后,
其性能应仍能符合4.3.2.2及4.3.2.6的规定,制动器工作状态监测装置(如果有)应能正常工作。

4.3.2.8 制动器手动释放装置应符合GB/T7588.1—2020中5.9.2.2.2.7的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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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其他性能要求

4.3.3.1 曳引轮节圆直径与钢丝绳公称直径之比不应小于40。采用包覆绳(带)悬挂装置的电梯曳引

机,曳引轮节圆直径与承载体的公称直径(或者公称厚度)之比不应小于40。

4.3.3.2 曳引机温升满足下列要求。

a) 在工作电压下,按曳引机启(制)动次数,取制动器通电持续率60%和曳引机负载持续率两者

的较大值,采用B级或F级绝缘时,制动器线圈温升应分别不超过80K或105K。对裸露表

面温度超过60℃的制动器,应增加防止烫伤警示标志。

b) 在设计规定的工作制、曳引机负载持续率和启(制)动次数的运行条件下,采用B级或F级绝

缘时,电动机定子绕组温升应分别不超过80K或105K。

c) 减速箱的平衡油温不应超过85℃;滚动轴承的温度不应超过95℃;滑动轴承的温度不应超过

80℃。

d) 永磁同步曳引机温升试验时,永磁体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其最高使用温度,不应出现不可逆退

磁现象。

e) 曳引机在温升试验后应能正常运行。

4.3.3.3 在检验平台上,曳引机以额定频率供电空载运行时,其测量表面噪声平均值LpA不应超过表2
的规定。制动器噪声单独检测,其噪声不应超过表3的规定。噪声采用A频率计权声级。

注:如采用外装式独立部件驱动冷却介质运行(如风机),空载运行噪声在该部件开启的工况下进行测试。

表2 曳引机空载噪声

项  目

曳引机额定速度v
m/s

v≤3.0 3.0<v≤5.0 5.0<v≤8.0 8.0<v≤10.0

空载噪声LpA

dB

无齿轮曳引机 62 65 68 75

有齿轮曳引机 70 80 — —

表3 制动器噪声

项  目

曳引机额定转矩T
N·m

T≤700 700<T≤1500 T>1500

制动器噪声LpA

dB
70 75 80

4.3.3.4 曳引机振动满足下列要求:

a) 无齿轮曳引机以额定频率供电空载运行时,其检测部位的振动速度有效值的最大值不应大于

0.5mm/s;

b) 有齿轮曳引机曳引轮节圆处的扭转振动速度有效值的最大值不应大于4.5mm/s。

4.3.3.5 对于使用钢丝绳的曳引机,曳引轮绳槽槽面法向跳动允差为曳引轮节圆直径的1/2000。
对于使用包覆绳(带)的曳引机,曳引轮曳引面法向跳动允差为曳引轮节圆直径的1/1000。
曳引轮绳槽各槽节圆直径之间的差值不应大于0.10mm。对于包覆带用无带槽的曳引面,该差值

是指各曳引面最大外径之间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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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6 曳引机的手动紧急操作装置应符合GB/T7588.1—2020中5.9.2.3.1a)的规定。

4.3.3.7 曳引轮槽(面)应采用与钢丝绳或包覆绳(带)耐磨性能相匹配的材质。曳引轮槽(面)材质应均

匀,曳引轮绳槽的表面硬度差不应大于15HB。

4.3.3.8 有齿轮曳引机其箱体分割面和观察窗(孔)盖等处应紧密连接,不准许渗漏油。电梯正常工作

时,减速箱轴伸出端每小时渗漏油面积不应超过25cm2。

4.3.3.9 应有措施防止制动器制动面被曳引机的润滑油(脂)污染。

4.3.3.10 曳引机应有效率指标。

4.3.3.11 曳引机应有满足使用要求的许用径向载荷。

4.3.3.12 有齿轮曳引机的输出轴齿轮部件,如果采用螺栓连接方式,则螺栓组件应有防脱落措施。

4.4 其他要求

4.4.1 曳引机的防护应符合GB/T7588.1—2020中5.5.7及5.9.1.2的规定。采用包覆绳(带)悬挂装

置的曳引机,防止异物进入包覆绳(带)与曳引轮之间的防护装置应能防止直径大于或等于2.5mm的

砂粒进入。应设置防止包覆绳(带)在曳引轮上跳槽或者异常横移的防护装置。防护装置的固定件应符

合GB/T7588.1—2020中0.4.21的规定。

4.4.2 曳引机用编码器(如果有)应具有防干扰屏蔽和防撞机械防护。

4.4.3 外观涂层应均匀,漆膜应黏附牢固,并具有足够的附着力。外露旋转部件应涂成黄色,曳引机制

动器的手动释放装置应至少部分涂成红色,曳引机盘车手轮应至少部分涂成黄色。

4.4.4 所有标志和警示应符合GB/T7588.1—2020中5.1.2的规定。

4.4.5 兼作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减速部件和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制停部件的曳引机制动器,应依

据GB/T7588.1—2020中5.6.6.12和5.6.7.14的规定设置铭牌,铭牌内容还应包括该制停部件和减速

部件适用的下列参数:

a) 允许的系统质量范围;

b) 允许的额定载重量范围;

c) 动作速度范围(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减速部件);

d) 所预期的轿厢减速前的最高速度范围(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制停部件)。

5 试验方法

5.1 电动机过(堵转)转矩

同步电动机的过转矩应按GB/T1029—2021中10.4的规定进行测试。
异步电动机的堵转转矩应按GB/T1032—2012中第9章的规定进行测试。

5.2 效率

在额定运行状态下,达到热稳定时,采用曳引机的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来测定曳引机的效率

(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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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曳引机效率测试示意图

5.3 制动力矩

将曳引机固定在试验平台上,使制动器处于制动状态,采用下列方式之一进行测试:
a) 在动力源的拖动下,采用转矩转速传感器测定曳引轮匀速(额定速度或较低的速度)转动时的

力矩;
b) 使用工装或动力源,在曳引轮(或主轴)上缓慢施加力矩,记录制动面开始滑动时的力矩值,制

动面不同的位置至少测量5次,取其平均值。

5.4 噪声

5.4.1 曳引机空载噪声应采用GB/T3768规定的平行六面体法进行测试。
5.4.2 制动器噪声测试位置与曳引机相同,检测时每点至少测量3次并取其平均值。

5.5 振动

5.5.1 无齿轮曳引机振动速度有效值的测定,振动传感器沿主轴径向垂直方向置于机座顶部、沿主轴
径向水平方向置于机座中部,见图2a),在空载正、反运转中测量振动传感器的振动速度有效值的最大
值,取其平均值。
5.5.2 有齿轮曳引机扭转振动速度有效值的测定,振动传感器置于曳引轮轮辐切向方向,见图2b),测
试位置为与曳引轮同轴的减速箱齿轮节圆的同等位置,在轻载正、反运转中测量扭转振动速度有效值,
取其中的最大值折算到曳引轮节圆处。轻载范围取20%~40%曳引机额定转矩。

a) 无齿轮曳引机                   b) 有齿轮曳引机  
  标引序号说明:
1———曳引轮;
2———振动传感器。
a 主轴径向垂直方向。
b 主轴径向水平方向。
c 轮辐切向方向。

图2 曳引机振动速度测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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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温升

5.6.1 电动机定子绕组温升试验

额定转矩下,按曳引机运行工作制、负载持续率和周期运行,当达到热稳定状态时,按GB/T755—

2019中8.6.2规定的测量方法测量电动机定子绕组温升。对于某些特殊电动机,如高转速电动机、大转

矩电动机等,无法按照实际周期工况进行,也可利用公式(1)计算出等效电流后,使曳引机在等效电流值

连续运行,当达到热稳定状态时,按GB/T755—2019中8.6.2规定的测量方法测量电动机定子绕组温

升。测试报告中应说明所采用的试验方法。

Ik=
I12t1+I22t2+I32t3+I42t4+…+In

2tn

t1+t2+t3+t4+…+tn
=
∑
n

1
Ii

2ti

∑
n

1
ti

…………(1)

  式中:

Ik ———等效电流(见图3);

I1、I2、I3、I4,…,Ii,…,In ———各运行区间电流值(见图3);

t1、t2、t3、t4,…,ti,…,tn ———各运行区间时间(见图3);

i ———第i个运行区间。

  标引序号说明:

1———实际电流;

2———等效电流。

图3 电动机温升测试模拟曲线

5.6.2 制动线圈

在工作电压下,按曳引机启(制)动次数,取制动器通电持续率60%和曳引机负载持续率两者的较

大值,进行周期运行。制动器达到热稳定状态时,按GB/T755—2019中8.6.2规定的测量方法测量制

动线圈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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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制动器电磁铁最高释放电压、最低吸合电压

应在制动器温升试验及动作试验结束时测试制动器电磁铁最高释放电压和最低吸合电压。

5.8 制动器制动响应时间

制动器制动响应时间的检测示意图见图4,曳引机在动力源的拖动下以额定速度运行,切断制动器

电源,采用记录仪记录制动器断电信号到力矩传感器达到额定制动力矩信号的时间差值。记录仪的采

样时间间隔不应大于0.01s。

图4 制动器制动响应时间检测示意图

5.9 制动器的动作试验

将制动器组装在曳引机或者能完全模拟实际安装状态的试验工装上,使曳引机或试验工装处于静

止状态,制动器通电持续率按照60%和曳引机负载持续率两者的较大值进行周期为5+1 0s的连续不间

断的制动器动作试验。

6 检验规则

6.1 每台曳引机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2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影响产品安全性能时;

c) 产品停产两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6.3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见表4。

表4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条款号 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4.3.1.1 过转矩(同步电动机) △ ★

2 4.3.1.2 堵转转矩(异步电动机) △ ★

3 4.3.1.3 定子绕组的热态绝缘电阻 △ ★

4 4.3.1.3 定子绕组的冷态绝缘电阻 △ ★

5 4.3.1.4 耐压试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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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 (续)

序号 条款号 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6 4.3.1.5 超速试验 △ ★

7 4.3.1.10 电动机防护等级 △ ★

8 4.3.2.2、4.3.2.3 制动力矩 ★ ★

9 4.3.2.6 制动器电磁铁的最低吸合电压、最高释放电压 △ ★

10 4.3.2.6 制动器制动响应时间 △ ★

11 4.3.2.6 制动器线圈耐压试验 ★ ★

12 4.3.2.7 制动器动作试验 △ ★

13 4.3.3.1 绳径比 △ ★

14 4.3.3.2 制动器线圈温升 △ ★

15 4.3.3.2 电动机定子绕组温升 △ ★

16 4.3.3.3 曳引机空载噪声 △ ★

17 4.3.3.3 制动器噪声 △ ★

18 4.3.3.4 曳引机空载振动速度 △ ★

19 4.3.3.5 曳引轮绳槽槽面/曳引面法向跳动 ★ ★

20 4.3.3.5 曳引轮各绳槽/曳引面节圆直径之差 △ ★

21 4.3.3.6 手动紧急操作装置 ★ ★

22 4.3.3.7 绳槽硬度 △ ★

23 4.3.3.8 减速箱渗漏油 △ ★

24 4.3.3.10 效率 △ ★

25 4.4.1 防护 ★ ★

26 4.4.2 编码器防护 ★ ★

27 4.4.3 外观 ★ ★

  注:★表示应进行检验;△表示企业抽查。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产品铭牌应设置在曳引机的明显位置,铭牌应是永久性的并应至少注明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

b) 曳引机额定速度(或电梯额定速度);

c) 额定功率;

d) 额定电压;

e) 额定电流;

f) 额定频率;

g) 额定输出转矩(或电梯额定载重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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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电动机外壳防护等级;

i) 产品编号;

j) 制造单位名称及其制造地址;

k) 型式试验证书编号;

l) 制造日期。

7.2 包装和运输

7.2.1 产品的包装和运输应符合GB/T191的相关规定或与用户商定。

7.2.2 曳引机应整体包装,并应采取措施防止松动,包装箱应防雨、透气。

7.2.3 随行文件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合格证;

b) 使用维护说明书;

c) 装箱单。

7.2.4 使用维护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永磁同步电动机短接制动转矩特性;

b) 过热保护方式及其设定值;

c) 许用径向载荷;

d) 制动器的定期拆解和日常维护检查调整说明、报废技术条件;

e) 制动器工作状态监测装置(如果有)的维护检查和调整方法;

f) 无机房电梯曳引机井道外松闸(如果有)的使用说明;

g) 曳引轮绳槽的检查方法、报废技术条件和曳引轮更换方法。

7.3 贮存

7.3.1 曳引机应放在干燥通风的室内,采取防雨防潮措施。

7.3.2 持续存放时间不应超过12个月,超过存放时间,应重新检查其完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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