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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梯起重机械检测技术要求

电梯起重机械种类繁多, 不同的电梯起重机械应按其

设计、制造、检验、试验和验收等技术条件进行检测。主要针

对不同部件和特殊结构易产生缺陷的类型而采用相应的无

损检测方法,并以相应的检测工艺和标准进行探伤和评价。

电梯起重机械的所有零部件,如吊钩、电磁铁、真空吸

盘、集装箱吊具及高强螺栓、钢丝绳套管、吊链、滑轮、卷筒、

齿轮、制动器、车轮、锚链和安全钩等,以及金属结构的本体

和焊缝,如主梁腹板、盖板和翼缘板等对接焊缝等而言,均不

允许存在裂纹等损伤, 各机构在试验后也不允许出现裂纹

和永久变形等损伤;大部分摩擦部件,如抓斗铰轴和衬套、吊

具、钢丝绳、吊链环、滑轮、卷筒、齿轮、车轮等表面磨损量也

都有严格的规定:某些部件及其焊缝,如吊钩、真空吸盘、集

装箱吊具金属结构、金属结构原料钢板、各机构焊接接头等

内部缺陷的当量尺寸也有明确规定;某些专用零部件,如钢

丝绳等,也有专用的质量要求;有的对表面防腐涂层厚度也

有规定。具体要求可参考各种电梯起重机械及零部件的技

术规范, 必须根据相应的技术要求针对不同的检测对象采

用适当的检测方法和检测工艺。

2当前电梯使用基本现状及出现的电梯安全问题

近年来, 电梯的使用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节省了大量时间, 这些都使得电梯楼受到大多数快节奏生

活的人们的追求,因为,电梯楼的修建也是如火如荼,很大程

度上促进了楼市的繁荣。然而,电梯安全事故也层出不穷,电

梯安全也因此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出现电梯安全事故的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构成。一种原因是

由于人们乘坐电梯时不按规定乘坐, 或者是没有专人管理

电梯安全,以致酿成无数惨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电梯本身

存在质量问题, 对于电梯机械故障的检测和诊断不够准确,

或者是由于电梯的设计安装的不够合理, 以致发生惨烈的

电梯安全事故。总之,电梯使用有利有弊,我们要通过研究与

探析来诊断电梯机械问题,同时要分析出优化方案,减少电

梯安全事故的发生。

3电梯起重机械检验的准备工作

在对电梯起重机械进行检验之前, 应做好以下几方面

的准备工作：①提交常规使用指导书、电气敷线图、维修养

护指导书以及出厂合格证等相关文件。②采用正式电源,使

电源的电压符合电梯工作条件的要求, 且电源控制的装置

应该达到相关的标准。③机房以及井道等部位应该进行认

真的清理,不能够随意存放杂物,相关设备以及部件应当准

备齐全,满足安装标准。

4新时期电梯起重机械检验的技术要点

4.1目视检测

目视只是对于电梯的整体质量和性能进行检测, 检测

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即电气部分和机械部分。电气部分指

对电梯的电气保护装置、电控装置信号电路以及照明、保护

接地等进行检验。机械部分指的是电梯的金属结构、载荷试

验、安全保护装置试验、机械装置试验以及表面质量检查

等。

4.2超声检测

电梯在角对接和材料对接的过程中常常会存在一些内

部缺陷,这些缺陷也很容易导致电梯安全事故的发生。对于

此类缺陷,最常用的检测方法就是超声检测。该种检测方式

所要检测的内容较多,例如锻造吊钩内部的夹杂、白点、裂

纹,吊钩钩柄圆柱部分、自由锻造吊钩坯料的内部裂纹,起重

真空吸盘的主要受力构件的裂纹, 集装箱专用吊具的金属

结构主要授力构件的高强度螺栓质量和焊缝质量, 腹板与

主两翼缘板的对接焊缝质量, 腹板与主梁盖板的对接和拼

接焊缝质量以及Ⅱ型梁的焊缝质量, 还有轿门式起重机原

材料的钢板质量等, 均可以采用超声检测的方法来进行检

测。

4.3电磁检测

电磁检测的内容主要为裂纹检测、涡流膜层侧厚以及

钢丝绳检测三种。①裂纹检测：采用电磁检测的方法来检测

裂纹时,应先将金属试件采用交变磁场进行局部磁化,当金

属试件产生感应电流时,便会生成感生磁场。如果金属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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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期的时代背景下,电梯已经成为城市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设备,是人们在高层建筑中最重要的代步工具,然

而,电梯的安全问题仍然是当今社会的热议问题,如何将提高新时期电梯起重机械的检验技术,从而将电梯的安全性提高成

为相关工程设计部门最为关心的问题。电梯起重机械的安全检查始终以行政审评以及定期检验等检测监督手段对起重机

械的制造、安装和检验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本文将对于检验的相关技术进行探讨,并对电梯起重机械检验的重要性进行阐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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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下, 我国在实际相关

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工作进行有效发展的过程中, 主要是对

相关的惠民政策以及农民利益的有效衡量, 并积极解决房

地产土地整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

确保相关土地政策应用的有效性, 积极提升土地开发整治

的水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无论是政府还是房地产开

发商都要以保障民众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 积极确保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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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不断进步与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房地产的开发与整治。在房地产发展的过程中,积极

的对土地开发问题进行系统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可以更好的对土地整改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而且从国家整体发展

的角度来看,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从土地整治与地方财政的相关概述入手,在对相关内容进行系统分析的

同时,积极探索提升房地产土地整治水平的措施,从而更好地促进房地产相关企业宏观调控水平的提升,推动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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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裂纹,试件的表面会出现磁场梯度异常,从而可以获得

准确的缺陷信息,例如裂纹的位置及其深度等。②涡流膜层

检测：该检测方法主要用于起重机械表面的漆层厚度进行

检测,利用涡流的提离效应,通过对线圈阻抗的变化进行测

量检测,可将膜层的厚度值精确测量出来。在对膜层厚度进

行测量时, 可将油漆防护层上的杂质进行清理以提高测量

的精确度。③对于钢丝绳的检测通常采用漏磁的方法,探头

将钢丝绳进行技术磁化或者是局部饱和磁化, 并根据磁化

过程中由于缺陷所引起的磁场变化来判断钢丝绳是否存在

缺陷,并对其腐蚀和断丝情况进行分析。

4.4射线检测

射线检测通常情况下只用于电梯起重机械的制造和安

装过程中钢铁对接焊缝的检测, 而对于正在使用中电梯的

应用较少。在电梯起重机械钢板材料焊接的过程中,由于其

壁厚较薄, 因此其焊接质量常常存在一些问题,X射线可用

于检测钢铁焊缝存在的各种问题。

4.5金属记忆检测

金属磁记忆作为一种弱磁检测方法, 可用于检测金属

结构中的应力集中情况,该检测方法不需要磁化工件,在磁

场的作用下, 工件的应力集中部位会显示出磁记忆信号,从

而可以对构件内的应力集中情况作出判断。如果将工件磁

化了,而未对工件进行退磁的操作,那么工件被磁化后剩余

的磁场将会盖过磁记忆信号。

4.6磁粉检测

磁粉检测主要用于电梯起重机械的表面以及近表面裂

纹。电梯起重机械对于零部件、钢结构以及焊缝表面的要求

都非常严格,不能够存在任何裂纹,否则在电梯投入使用后

会留下极大的安全隐患。在电梯制造和安装过程中,有些部

位的结构以及材料无法采用磁探仪进行检测, 因此只能采

用磁粉渗透的方式来对裂纹进行检测。

4.7振动检测

电梯起重机械检验的内容还包括对起重机振动特性的

检测。在进行振动测试的过程中,可在主梁跨中上位置选取

一点,将之设为垂直方向上的振动检测点。首先,应将小车置

于跨中位置,并将应变片粘贴在所选的检测点上,同时,将引

线连接到动态应变仪的输入端, 并将示波器接于应变仪的

输出端,载荷起升到额度的三分之二处,等到稳定之后使之

全速下降,当下降快接近地面时,开启紧急制动。此时,便可

示波器获得相对应的时间及振动曲线,并测出频率,计算出

起重机的自振频率。

5结语

目前我国的电梯起重机械在检验上还存在很多的漏

洞,还需要不断地更新完善检测手段,针对不同状况下的电

檢梯起重机械设备采用不同的 验技术, 这样就可以从根本

上解决电梯起重机械的检验检测问题. 更好地提升我国电

梯起重机械设备的整体质量. 从而达到人们的生产生活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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