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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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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974.1—2006《钢丝绳用普通套环》、GB/T 5974.2—2006《钢丝绳用重型套环》，

与GB/T 5974.1—2006、GB/T 5974.2—200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增加了套环性能分类（见4.1）； 

——更改了普通套环的标记（见4.3，GB/T 5974.1—2006的3.2）； 

——更改了重型套环的材料适用规格（见表3，GB/T 5974.2—2006的表2）； 

——更改了重型套环的承载能力（见5.2.2，GB/T 5974.2—2006的4.4）； 

——增加了套环的疲劳性能（见5.3）； 

——增加了套环承载能力试验的试验机要求（见6.2.2）； 

——增加了套环的疲劳试验（见6.3）； 

——增加了套环的检验项目（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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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5974.1—1986，GB/T 5974.2—1986； 

——GB/T 5974.1—2006，GB/T 5974.2—2006；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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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整合修订了GB/T 5974.1—2006《钢丝绳用普通套环》和GB/T 5974.2—2006《钢丝绳用重型

套环套环》两项国家标准，增强了标准的协调性；在套环的理论分析计算和承载力试验的基础上，把原

标准适用钢丝绳抗拉强度不大于1870MPa提高到1960MPa，以适应钢丝绳抗拉强度增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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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械  钢丝绳用套环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起重机械钢丝绳用套环的型式和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GB/T 8918、GB/T 20118规定的圆股钢丝绳用套环。其他标准或规格用套环可参照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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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699-2015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 700-2006     碳素结构钢 

GB/T 1348-2019    球墨铸铁件 

GB/T 6974.1  起重机  术语  第1部分：通用术语 

GB/T 9440-2010    可锻铸铁件 

GB/T 11352-2009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825.1    金属材料  静力单轴试验机的检验与校准  第1部分：拉力和(或)压力试验机  

测力系统的检验与校准 

GB/T 17107-1997    锻件用结构钢牌号和力学性能 

GB/T 37400.14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14部分：铸钢件无损探伤 

GB/T 37400.15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15部分：锻钢件无损探伤 

3 术语和定义 

GB/T 6974.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型式和基本参数 

性能分类 

根据套环适用的钢丝绳抗拉强度，分为普通套环和重型套环。 

普通套环适用抗拉强度不大于1770MPa的钢丝绳。 

重型套环适用抗拉强度不大于1960MPa的钢丝绳。 

结构型式和尺寸 

普通套环的结构型式和尺寸应符合图1和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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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套环的结构型式和尺寸应符合图2和表2的规定。 

 

图1 普通套环结构型式示意图 

 

 

 

图2 重型套环结构型式示意图 

表1 普通套环尺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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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环规格

(钢丝绳公

称直径) 

d/mm 

尺寸/mm 

单件质

量/kg F 

C A D 

Gmin 

K 

基本尺

寸 

极限

偏差 

基本尺

寸 

极限偏

差 

基本尺

寸 

极限

偏差 

基本尺

寸 

极限偏

差 

6 6.7±0.2 10.5  
0  

15 
+1.5 

27 
+2.7 

3.3 4.2 
0 

0.032 
-1.0  0 0 -0.1 

8 8.9±0.3 14.0    20   36   4.4 5.6   0.075 

10 11.2±0.3 17.5  0  25 +2.0 45 +3.6 5.5 7.0 0 0.150 

12 13.4±0.4 21.0  -1.4  30 0 54 0 6.6 8.4 -0.2 0.250 

14 15.6±0.5 24.5    35   63   7.7 9.8   0.393 

16 17.8±0.6 28.0    40   72   8.8 11.2   0.605 

18 20.1±0.6 31.5  0  45 +4.0 81 +7.2 9.9 12.6 0 0.867 

20 22.3±0.7 35.0  -2.8  50 0 90 0 11.0 14.0 -0.4 1.205 

22 24.5±0.8 38.5    55   99   12.1 15.4   1.563 

24 26.7±0.9 42.0    60   108   13.2 16.8   2.045 

26 29.0±0.9 45.5  0  65 +4.8 117 +8.6 14.3 18.2 0 2.620 

28 31.2±1.0 49.0  -3.4  70 0 126 0 15.4 19.6 -0.6 3.290 

32 35.6±1.2 56.0    80   144   17.6 22.4   4.854 

36 40.1±1.3 63.0    90   162   19.8 25.2   6.972 

40 44.5±1.5 70.0  0  100 +6.0 180 +11.3 22.0 28.0 0 9.624 

44 49.0±1.6 77.0  -4.4  110 0 198 0 24.2 30.8 -0.8 12.808 

48 53.4±1.8 84.0    120   216   26.4 33.6   16.595 

52 57.9±1.9 91.0    130   234   28.6 36.4   20.945 

56 62.3±2.1 98.0  
0 

-5.5 
140 

+7.8 

0 
252 

+14.0 

0 
30.8 39.2 

0 

-1.1 
26.310 

60 66.8±2.2 105.0    150   270   33.0 42.0   3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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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重型套环尺寸表 

套环

规格

(钢

丝绳

公称

直

径)d

/mm 

尺寸/mm 

单件

质量

/kg 
F 

C A B L R 

G 

min 
D E 基本

尺寸 

极限

偏差 

基本

尺寸 

极限偏

差 

基本尺

寸 

极限

偏差 

基本

尺寸 

极限

偏差 

基本

尺寸 

极限

偏差 

8 8.9±0.3 14.0    20   40 

±2 

56 

±3 

59   6.0 

5 20 

0.08 

10 11.2±0.3 17.5  0  25 
+0.149 

+0.065 
50 70 74 +3 7.5 0.17 

12 13.4±0.4 21.0  -1.4  30   60 84 89 0 9.0 0.32 

14 15.6±0.5 24.5    35   70 98 104   10.5 0.50 

16 17.8±0.6 28.0    40 +0.180 80 

±4 

112 

±6 

118   12.0 0.78 

18 20.1±0.6 31.5  0  45 +0.080 90 126 133 +6 13.5 1.14 

20 22.3±0.7 35.0  -2.8  50   100 140 148 0 15.0 

1

0 
30 

1.41 

22 24.5±0.8 38.5    55   110 154 163   16.5 1.96 

24 26.7±0.9 42.0    60   120 

±6 

168 

±9 

178   18.0 2.41 

26 29.0±0.9 45.5  0  65 
+0.220 

+0.100 
130 182 193 +9 19.5 3.46 

28 31.2±1.0 49.0  -3.4  70   140 196 207 0 21.0 4.30 

32 35.6±1.2 56.0    80   160 224 237   24.0 6.46 

36 40.1±1.3 63.0    90   180 

±9 

252 

±13 

267   27.0 9.77 

40 44.5±1.5 70.0  0  100 +0.260 200 280 296 +13 30.0 12.94 

44 49.0±1.6 77.0  -4.4  110 +0.120 220 308 326 0 33.0 

1

5 
45 

17.02 

48 53.4±1.8 84.0    120   240 336 356   36.0 22.75 

52 57.9±1.9 91.0    130   260 

±13 

364 

±18 

385   39.0 28.41 

56 62.3±2.1 98.0  
0 

-5.5 
140 

+0.305 

+0.145 
280 392 415 

+19 

0 
42.0 35.56 

60 66.8±2.2 
105.

0  
  150   300 420 445   45.0 48.35 

 

标记示例 

规格为 16(钢丝绳公称直径 d>14 mm~16 mm) ，由碳素结构钢 Q235B制成的普通套环，标记为： 

普通套环 GB/T 5974-16-Q235B 

规格为 16(钢丝绳公称直径 d>14 mm~16 mm) ，由可锻铸铁 KTH370-12制成的重型套环，标记为： 

重型套环 GB/T 5974-16- KTH3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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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材料 

套环的材料不应低于表 3的规定。 

表3 套环的材料 

套环规格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2 36 40 44 48 52 56 60 

普

通

套

环 

碳素结构

钢 
GB/T 700-2006中规定的 Q235B 

优质碳素

结构钢 
GB/T 699-2015中规定的 15和 35 

重

型

套

环 

可锻铸铁 GB/T 9440-2010中规定的 KTH370-12 — 

球墨铸铁 — 
GB/T1348-2019中规定的

QT450-10 

铸钢 GB/T 11352-2009中规定的 ZG 270-500 

锻钢 GB/T 17107-1997中规定的 40(正火+回火) 

 

承载能力 

5.2.1 普通套环的最大承载能力不应低于公称抗拉强度为 1770MPa 的圆股钢丝绳最小破断拉力的

32% ；在使用时，普通套环所采用的销轴直径不应小于钢丝绳直径的 2倍。 

5.2.2 重型套环的最大承载能力不应低于公称抗拉强度为 1960MPa的圆股钢丝绳的最小破断拉力。 

疲劳性能 

当按照 6.3的要求进行 75000次循环试验时，套环不应有任何可见的裂纹或其他使用性能的任何损

伤。 

表面质量 

5.4.1 对于普通套环，其成形后应光滑平整，不应有任何损害钢丝绳的裂纹、瑕疵、锐边和表面粗糙

不平等缺陷。套环的尖端处应自由贴合，并将尖端部位截短至凹槽深的一半。套环表面(除供需双方另

有协议外)应进行热浸镀锌，镀锌层的质量不低于 120 g/m2 ，镀锌后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应有漏镀、挥

粒、气泡、裂纹等缺陷。 

5.4.2 对于重型套环，其成形后表面应光滑平整，尖棱和冒口应除去，不应有降低强度和显著有损外

观的缺陷（如气孔、裂纹、疏松、夹砂、铸疤等）。需要时套环表面可进行防护处理，具体处理要求根

据供需双方另有协议确定。 

无损检测 

5.5.1 采用铸钢制成的重型套环，超声波检测应符合 GB/T 37400.14中的 2级规定，表面检测可采用

磁粉检测或渗透检测，磁粉检测应符合 GB/T 37400.14中的 2级规定，渗透检测应符合 GB/T 374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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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2级规定。 

5.5.2 采用锻钢制成的重型套环，超声波检测应符合 GB/T 37400.15中的 2级规定，磁粉检测应符合

GB/T 37400.15中的 2级规定。 

6 试验方法 

目测检查 

6.1.1 目测检查包括但不限于套环的尺寸测量和表面质量检查。 

6.1.2 检查采用计件的两次抽样方法。即从提供验收的一批套环中，每种规格任意抽取 n1件样品，若

其中不合格件数不大于 C1 件，则该批套环即可验收；若大于或等于 C2 件，则该批套环不予验收。当

大于 C1 件而小于 C2 件，则须进行第二次抽样检查，从该批套环中再抽取 n2件样品，若两次抽取样品

(nl+n2 )中的不合格件数之和小于 C2件，应予验收；大于或等于 C2件，则不予验收。 

6.1.3 检查项目的抽样数量(n1;n2) ，判定数(C1;C2 ) 按表 4 的规定。 

表4 抽样及判断方法 

序号 批量 n1/n2 C1/C2 

1 1～8 2/— 0/— 

2 9～15 2/2 0/2 

3 16～25 3/3 0/2 

4 26～50 5/5 0/2 

5 51～90 8/8 0/2 

6 91～150 13/13 0/2 

7 151～280 20/20 0/3 

8 281～500 32/32 1/4 

9 501～1200 50/50 2/7 

注 1：序号 1对应的批量为一次性抽检； 

注 2：一个套环有几项尺寸和缺陷不合格时，只计为 1件。 

承载能力试验 

6.2.1 在首次生产时，对规格、材料和制造方法相同的套环，应取两个样品进行拉力试验。当套环的

结构尺寸、材料规格以及制造工艺等有改变时，应取改进后的两个样品进行拉力试验。 

6.2.2 试验时，套环应固定在 6×37类或 6×19类( 对于规格为 6，8，10的套环应固定在 6×7类) 的

钢芯圆股钢丝绳上，沿垂直于销轴轴线方向施加载荷。钢丝绳抗拉强度、穿过套环的销轴直径、施加载

荷等试验要求见表 5。试验机应符合的 GB/T 16825.1的要求。 

表5 承载能力试验 

试验要求 普通套环 重型套环 

钢丝绳抗拉强度MPa 1770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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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轴直径 1.5倍钢丝绳直径 φA 

施加载荷 钢丝绳最小破断拉力的 32% 钢丝绳最小破断拉力 

 

6.2.3 试验卸载后，套环不允许出现裂纹或其他使用性能的任何损伤，普通套环尺寸 A 的永久变形值

不得大于初始值的 15% 。两个套环均符合要求时，则该批套环方为合格。若两个套环中有一个不符合

要求，允许按上述规定从该批套环中再抽取两个样品进行试验，如再有一个不符合要求或者首次试验时

两个都不符合要求，则该批套环为不合格。 

疲劳试验 

试验应在单轴疲劳试验机上进行。钢丝绳端不应旋转，试验应沿钢丝绳的轴向施加 75000次的循环

载荷，循环载荷为钢丝绳最小破断拉力的 15%~30%。 

疲劳试验应在环境温度 10℃~40℃进行，且循环试验频率不应超过 5Hz。 

无损检测 

6.4.1 在首次生产时，对规格、材料和制造方法相同的套环，应取两个样品进行无损检测。当套环的

结构尺寸、材料规格以及制造工艺等有改变时，应取改进后的两个样品进行无损检测。 

6.4.2 采用铸钢制成的重型套环的超声检测、磁粉检测及渗透检测方法应按 GB/T 37400.14的规定进

行。 

6.4.3 采用锻钢制成的重型套环的超声检测、磁粉检测及渗透检测方法应按 GB/T 37400.15的规定进

行。 

7 检验规则 

每批套环应由供方按照表 6要求进行出厂检验。供方应保证每批套环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附有产

品质量合格证。 

需方有权对供方提交的套环按表 6的规定进行验收检查。 

表6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出厂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目测检查 √ 4.2、5.4 6.1 

2 承载能力试验 √ 5.2 6.2 

3 疲劳试验 － 5.3 6.3 

4 无损检测 √ 5.5 6.4 

注 1：“－”表示需方有要求时； 

注 2： 无损检测只适用于重型套环。 

8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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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套环上，应有永久性的、字迹清晰的规格、材料和供方名称（或商标）的标志，其标志应

位于醒目的位置上。 

套环所用包装形式和材料应考虑套环在运输途中和保管期间不受损坏和腐蚀，并应符合 GB/T 

13384的规定。 

套环应保证在正常的运输和保管条件下，其储存期自出厂日起 1年内不生锈。 

包装箱、盒、袋等的外表应有标志或标签，内容如下: 

a) 供方名称或商标; 

b) 产品名称; 

c) 规格和数量; 

d) 出厂编号和标准代号; 

e) 制造日期和出厂日期; 

f) 到站和收货单位; 

g) 箱号、毛重、净重、体积; 

h) 防潮标志。 

上述规定以外的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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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械 钢丝绳用套环》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文件《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年第二批推荐性

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37 号）的要求，由太原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修订国家标准《起重机械 钢丝

绳用套环》（计划编号为 20230610-T-604，代替 GB/T 5974.1-2006和 GB/T 5974.2-2006）,

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4年 12月 6日。 

2.制定背景 

起重机械作为物料搬运设备，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冶金、造船、水利水电、市政工程

建设、交通运输、石油化工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用于各类重型物品的搬运。95%以上的起

重机械通过钢丝绳起吊物品，钢丝绳通过套环与固定点连接。GB/T 5974.1-2006《钢丝绳用

普通套环》、GB/T 5974.2-2006《钢丝绳用重型套环套环》自 2006 年发布实施起，到如今已

经超过 16个年头。期间，国外的同类标准，诸如欧盟标准已更新到 2021版本，内容也已经

有了大幅更新，而我们的标准的要求还停留在过去，其中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且不能与国

际接轨。同时，由于行业技术进步，钢丝绳抗拉强度加大，原标准适用抗拉强度不大于 1870MPa

的钢丝绳，现在普遍使用的钢丝绳抗拉强度达到 1960MPa，原标准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生产

需要。因此，为解决在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修改原标准中一些条款的欠缺和不足，提高

标准水平，进一步规范该零部件的生产、检验等，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对原标准进行

修订。修订后的标准，更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先进性。 

3.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 

1）组建工作组：2023年 8月，接到该标准修订任务后，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以下简称起重机标委会）组织在行业中征集了参加起草单位，成立了由太原重工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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