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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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1306—2008《电动单梁起重机》，与JB/T 1306—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文件范围（见第 1 章，2008 年版的第 1章）；

b)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章，2008 年版的第 2 章）；

c)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 3章）；

d) 更改了基本参数中的额定起重量的范围(见表 2，2008 年版的表 2)；

e) 更改了基本参数中的起升高度的范围(见表 4，2008 年版的表 4)；

f) 删除了电动葫芦运行速度最大值（见 2008 年版的 3.2.6）；

g) 更改了起重机的安全尺寸上方间隙值(见表 7，2008 年版的表 7)；

h) 更改了起重机内部电压损失值（见 5.1.1，2008 年版的 4.1.1）；

i) 更改了静载试验时实际上拱度的要求（见 5.3.6，2008 年版的 4.3.2）；

j) 删除了对于用户未提出调速和定位精度时的挠度（见 2008 年版的 4.3.3）；

k) 增加了起重机起升高度不应小于名义值 97%的要求（见 5.3.8）；

l) 增加了吊具左右极限允许偏差要求（见 5.3.9）；

m) 增加了起重机应设置小车运行极限位置限制器的要求(见 5.4.1.3)；

n) 增加了起重机大车运行机构应采取防坠落措施的要求(见 5.4.1.10)；

o) 增加了联合起升作业的要求（见 5.4.1.12 和 5.4.1.13）；

p) 增加了对起升机构设置高度限制装置的要求(见 5.4.1.14)；

q) 更改了“卫生”为“职业健康”（见 5.4.2，2008 年版的 4.4.2）；

r) 删除了起重机基距与跨度的比值要求(见 2008 年版的 4.6.6)；

s) 删除电动葫芦电控要求（见 2008 年版的 4.8.1）；

t) 增加了绝缘电阻、接地电的检测内容（见 6.9）；

u) 删除了对吊装的要求（见 2008 年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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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227）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南分院、北京科正平工程技术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科尼起重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广州起重

机械有限公司、纽科伦（新乡）起重机有限公司、浙江冠林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双鸟机械有限公司、江

西起重机械总厂有限公司、八达机电有限公司、浙江中建路桥设备有限公司、河南巨人起重机集团有限

公司、微特技术有限公司、河南省大方重型机器有限公司、山东龙辉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河南省中原奥

起实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崔红哲、林夫奎、申强、陶天华、袁秀峰、林卫国、张勇、邝海坚、张培、金

庆好、王超石、赵定元、朱瑸、林剑、童国柱、田会霞、蔡小雨、郭长宇、和大龙、付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B 1306—1973；JB 1306—1984；JB/T 1306—1994；JB/T 1306—2008；

——本次为第四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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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单梁起重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动单梁起重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及技术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规定了检验

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一般环境中工作的，以电动葫芦为起升机构的一般用途电动单梁起重机的制造。

本文件不适用于在爆炸性、核辐射或腐蚀性气体环境条件下工作的电动单梁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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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755—2019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T 3811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T 5905 起重机 试验规范和程序

GB/T 6067.1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1 部分：总则

GB/T 6067.5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5部分：桥式和门式起重机

GB/T 6974.1 起重机 术语 第1部分：通用术语

GB/T 6974.5 起重机 术语 第5部分：桥式和门式起重机

GB/T 8923.1—201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 1 部分：未涂覆过的钢

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10183.1 起重机 车轮及大车和小车轨道公差 第 1 部分：总则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048.1—2012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 部分：总则

GB/T 14405—2011 通用桥式起重机

GB/T 37910.1 焊缝无损检测 射线检测验收等级 第1部分：钢、镍、钛及其合金

JB/T 4315 起重机械电控设备

JB/T 5317 环链电动葫芦

JB/T 6391.1 滑接输电装置 第 1 部分：绝缘防护型滑接输电装置

JB/T 8437 起重机械无线遥控装置

JB/T 9008.1 钢丝绳电动葫芦 第 1 部分：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条件

JB/T 10559 起重机械无损检测 钢焊缝超声检测

JB/T 10833 起重机用聚氨酯缓冲器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91890A0DA65A80C6E05397BE0A0A06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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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12987 起重机 弹簧缓冲器

JB/T 12988 起重机 橡胶缓冲器

3 术语和定义

GB/T 6974.1和GB/T 6974.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型式与基本参数

4.1 型式

4.1.1 电动单梁起重机（以下简称“起重机”）按起升机构的位置及运行方式分为：

a) 标准净空电动葫芦小车起重机，典型示意图见图 1；

b）低净空电动葫芦小车起重机，典型示意图见图 2；

c）电动葫芦安装在角形小车上的起重机,典型示意图见图 3。

尺寸符号说明：

Ch——上方间隙；

Cb——侧方间隙；

Cd——司机室距地面距离；

W——基距；

S——跨度。

图 1 标准净空电动葫芦小车起重机典型示意图

http://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2201ABB19E05397BE0A0AB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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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符号说明：

Ch——上方间隙；

Cb——侧方间隙；

Cd——司机室距地面距离；

W——基距；

S——跨度。

图 2 低净空电动葫芦小车起重机典型示意图

尺寸符号说明：

Ch——上方间隙；

Cb——侧方间隙；

Cd——司机室距地面距离；

W——基距；

S——跨度。

图 3 电动葫芦安装在角形小车上的起重机典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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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起重机按操纵方式分为：

a) 司机室操纵起重机；

b) 地面操纵起重机(含有线和无线)。

4.2 基本参数

4.2.1 根据 GB/T 3811 的规定，起重机的工作级别分为表 1 中规定的 A3～A7。

表 1 起重机工作级别

载荷状

态级别

载荷谱系数

Kp

使 用 等 级

U0 U1 U2 U3 U4 U5 U6 U7 U8 U9

Q1 Kp≤0.125 — — — — A3 A4 A5 A6 A7 —

Q2 0.125＜Kp≤0.250 — — — A3 A4 A5 A6 A7 — —

Q3 0.250＜Kp≤0.500 — — A3 A4 A5 A6 A7 — — —

Q4 0.500＜Kp≤1.000 — A3 A4 A5 A6 A7 — — — —

4.2.2 起重机的额定起重量应优先采用表 2 中规定的数值。

表 2 起重机额定起重量 单位为吨

起重机配置 起重机的起重量系列

单葫芦 1.0，1.6，2.0，2.5，3.2，4，5，6.3，8，10，12.5，16，20，25，32

双葫芦
等量

1.0+1.0，1.6+1.6，2.0+2.0，2.5+2.5，3.2+3.2，4+4，5+5，6.3+6.3，8+8，10+10，12.5+12.5，

16+16

不等量 葫芦的起重量应符合单葫芦起重机起重量系列，总起重量不宜超过 32

4.2.3 起重机的跨度（S）应优先采用表 3 中规定的数值。

表 3 起重机跨度 单位为米

参数 数值

跨度
7.5 8 10.5 11 13.5 14 16.5

17 19.5 22.5 25.5 28.5 31.5 —

4.2.4 起重机的起升高度应优先采用表 4 中规定的数值。

表 4 起重机起升高度 单位为米

参数 数值

起升高度

3.2 4 5 6.3 8 10

12.5 16 20 25 32 40

50 63 80 100 — —

4.2.5 起重机的起升速度应优先采用表 5 中规定的数值，慢速推荐为正常工作速度的 1/2～1/10，调

速产品可与用户协商解决。

表 5 起重机起升速度 单位为米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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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数值

起升速度

0.32 0.5 0.8 1 1.25 1.6

2 2.5 3.2 4 5 6.3

8 10 12.5 16 20 25

32 40 — — — —

4.2.6 起重机和小车的运行速度应优先采用表6中规定的数值，慢速推荐为正常工作速度的1/2～1/10，

调速产品可与用户协商解决。采用地面操纵时，起重机的运行速度不宜大于 50 m/min。

表 6 起重机和小车运行速度 单位为米每分

参数 数值

运行速度

3.2 4 5 6.3 8 10

12.5 16 20 25 32 40

50 63 80 — — —

4.2.7 起重机的安全尺寸（见图 1～图 3）应符合表 7 中规定的要求。

表 7 起重机安全尺寸 单位为毫米

司机室距地面距离

Cd

上方间隙

Ch

侧方间隙

Cb

≥2 000 ≥100 ≥100

5 技术要求

5.1 环境及使用要求

5.1.1 起重机的电源为单相或三相交流，额定频率为 50 Hz 或 60 Hz，额定电压为 220 V～660 V。电

动机和电器控制设备上电压允许波动的上下限为±10%，起重机内部电压损失应符合 GB/T 3811 的规定。

5.1.2 起重机一般在室内工作，工作环境温度为-20℃～40℃，空气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85%（环境温度

为 25℃时）。

5.1.3 电动机的运行条件应符合 GB/T 755—2019 中第 6 章和第 7 章的规定。

5.1.4 电器的正常使用、安装和运输条件应符合 GB/T 14048.1—2012 中第 6 章的规定。

5.1.5 起重机运行轨道的安装应符合 GB/T 10183.1 的规定。

注：超过上述范围时，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

5.2 基本要求

5.2.1 起重机的设计应符合 GB/T 3811 的规定。

5.2.2 起重机配用的钢丝绳电动葫芦应符合 JB/T 9008.1 的规定,环链电动葫芦应符合 JB/T 5317 的规

定。

5.3 使用性能

5.3.1 应按起重机的使用等级和载荷状态级别，合理地选用相应工作级别（见表 1）的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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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起重机运行速度的允许偏差为额定值的±10％。起升速度、小车运行速度和额定载荷下制动下

滑量，应符合 JB/T 9008.1 和 JB/T 5317 的规定。

5.3.3 起重机的静态刚性：小车位于主梁跨中位置时，由额定起重量及小车自重载荷在该处产生的垂

直静挠度�与起重机跨度�的关系，推荐为：

a) 对低定位精度要求/具有无级调速控制系统/采用低起升速度和低加速度能达到可接受定

位精度要求的起重机：
1
500

f s ；

b) 对采用简单控制系统能达到中等定位精度要求的起重机：
1
750

f s ；

c) 对高定位精度要求的起重机：
1

1000
f s 。

5.3.4 起重机的动态刚性一般不作要求，但当用户根据起重机使用条件对此有要求，以及从起重机设

计角度考虑认为对此性能应有要求时（如：认为对起重机司机健康和起重机正常工作平稳性有影响等），

则进行校核，其指标由设计者与用户确定，并应在提交给用户的有关资料中说明。

5.3.5 起重机的水平刚性规定为：起重机跨中在水平方向引起的变形不应大于 S/2000。

5.3.6 起重机在做静载试验时，应能承受 1.25 倍额定起重量的试验载荷。试验后进行目测检查，各受

力钢结构件应无裂纹和永久变形、无油漆剥落；各连接处应无松动现象。主梁实际上拱度不应小于

0.7S/1000。

5.3.7 起重机做动载试验时，应能承受 1.1 倍额定起重量的试验载荷。试验过程中应工作正常，制动

器等安全装置动作灵敏可靠。试验后进行目测检查，各受力钢结构件应无裂纹和永久变形、无油漆剥落；

各连接处应无松动现象。

5.3.8 起重机的起升高度不应小于名义值的 97%。

5.3.9 吊具左右极限位置的允许偏差为±100 mm。

5.4 安全防护与职业健康

5.4.1 安全防护

5.4.1.1 起重机安全防护应符合 GB/T 6067.1 和 GB/T 6067.5 的规定。

5.4.1.2 电动葫芦的安全防护应符合 JB/T 9008.1 或 JB/T 5317 的规定。

5.4.1.3 起重机小车的运行速度大于 30 m/min 时应设置运行极限位置限制器。

5.4.1.4 起重机大、小车应安装符合 JB/T 10833、JB/T 12987 或 JB/T 12988 规定的缓冲器。

5.4.1.5 起重机应设紧急停止开关、短路保护、失电压保护、错相、缺相等电气保护措施。当采用

手电门操纵时应采用低压控制（不大于 50 V）,当采用司机室操纵时还应设置零位保护和联锁保护。

5.4.1.6 电源接通后，应保证起重机和电动葫芦的动作方向与按钮标志相符。

5.4.1.7 起重机常温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 1MΩ。

5.4.1.8 起重机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4Ω。

5.4.1.9 起重机应设置常闭式制动器。

5.4.1.10 起重机大车运行机构电机、减速机应采取防坠落措施。

5.4.1.11 起重机司机室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司机室内净空高度不小于1.8 m，司机室的围栏高度不低于1 m；

b) 司机室设有灭火器和电铃或警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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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进入起重机的门和司机室到桥架上的门设有电气联锁保护装置，当任何一个门打开时，起重

机所有机构均不应工作。

5.4.1.12 对于双葫芦的起重机，各个葫芦均应装有起重量限制器，起重量限制器的限制值为各个葫

芦的额定起重量，当单个葫芦起升重量超过规定的限制值时应能自动切断起升动力源。联合起升作业

时，如果起升重量超过规定的起升限制值及各葫芦的起重量超过规定的限制值，起重量限制器应能自

动切断各个葫芦的起升动力源。

5.4.1.13 双葫芦起重机的两小车之间应设置防碰撞装置。

5.4.1.14 起升机构应设高度限位装置。对于采用非传动式高度限位装置的,应当同时安装两种不同

形式的高度限位装置。

注：传动式高度限位装置如齿轮、蜗轮蜗杆传动式高度限位器等。

5.4.2 职业健康

起重机的噪声声压级不应大于85 dB（A）。

5.5 焊接质量

5.5.1 焊缝外部检查不应有目测可见的裂纹、固体夹杂、咬边、未熔合和未焊透等缺陷。

5.5.2 主梁受拉区对接焊缝应进行无损检测，射线检测不应低于 GB/T 37910.1 中规定的验收等级 2

级，超声检测不应低于 JB/T 10559 中规定的验收等级 1 级。

5.6 桥架（起重机运行机构组装完成以后）

5.6.1 主梁腹板的局部翘曲

主梁腹板的局部翘曲在腹板的受压区（H/3 以内）不应大于 0.7δ，腹板的其余区域（H/3 以外）

不应大于 1.2δ。H 为腹板的高度；δ为腹板厚度 。

5.6.2 主梁最大上拱度

主梁最大上拱度应位于跨度中部S/10范围内（见图4），主梁上拱度F推荐值为（1/1000～1.4/1000）

S。

尺寸符号说明：

F——上拱度值；

S——跨度。

图 4 主梁拱度弯曲示意图

5.6.3 主梁水平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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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梁与端梁连接处的主梁腹板上，距离主梁顶面 100 mm 处测量的主梁水平弯曲值 f 不应大于

S/2000。小车端梁宜向轨道反向弯曲。支撑点水平轮弯曲宜向轨道侧弯曲。示意图见图 5。

尺寸符号说明：

f——水平弯曲值；

E1——AD对角线值；

E2——BC对角线值；

A——车轮A；

B——车轮B；

C——车轮C；

D——车轮D；

W——基距。

图 5 主梁水平弯曲示意图

5.7 装配

5.7.1 起重机总装后，车轮垂直偏斜应控制在以下范围内：-0.0005≤tan≤0.0020（见图 6）。

尺寸符号说明：

 ——车轮垂直偏斜角度。

图 6 车轮垂直偏斜示意图

5.7.2 起重机总装后，车轮轴线水平偏斜 tan 应在 -0.0005～0.0005 范围内（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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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符号说明：

 ——车轮轴线水平偏斜；

S——跨度。

图 7 车轮轴线水平偏斜示意图

5.7.3 起重机总装后，四个车轮着力点高度差Δh（见图 8）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表 8 车轮着力点高度差值

跨度S
m

极限偏差Δh

mm

S ≤10 ≤2.5

S ＞10 ≤2.5+0.1（S-10）

尺寸符号说明：

Δh——车轮着力点高度差值；

S ——跨度。

图 8 车轮着力点高度差示意图

5.7.4 起重机跨度偏差

起重机运行机构组装完成后，起重机跨度极限偏差ΔS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当 S 不大于 10 m 时，ΔS为±2.5 mm；

b) 当 S 大于 10 m 时，ΔS为±[2.5+0.1(S-10)] mm。

5.7.5 车轮基准点对角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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