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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引电梯钢丝绳电磁检测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磁通、漏磁和剩磁方法,无损检测多根密列排列曳引电梯钢丝绳不连续的断丝类

局部缺陷和连续的金属截面积损失类等缺陷的仪器类别、校验和应用的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曳引电梯钢丝绳的在线无损检测,液压电梯钢丝绳的在线无损检测可参照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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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616 无损检测 应用导则

GB/T8706 钢丝绳 术语、标记和分类

GB/T20737 无损检测 通用术语和定义

GB/T21837—2008 铁磁性钢丝绳电磁检测方法

GB/T26832 无损检测仪器 钢丝绳电磁检测仪技术条件

TSGT5001 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

TSGT7001—2009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

SABS0293—1996 矿井提升钢丝绳评估规范(Conditionassessmentofsteelwireropesonmine
winders)

3 术语和定义

GB/T8706、GB/T2073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局部缺陷 localflaw
LF
曳引电梯钢丝绳中的不连续缺陷,如内外部断丝、钢丝锈蚀、较深的钢丝磨损或其他钢丝绳局部物

理状态退化和材质异化等。
注:改写自GB/T21837—2008中的3.1。

3.2
金属截面积损失 lossofmetalliccross-sectionalarea
LMA
曳引电梯钢丝绳中的连续缺陷,特定区域材料缺陷的相对度量,通过比较检测点与钢丝绳上象征最

大金属截面积的基准点测定。

3.3
缺陷位置 locationofflaw
L
从曳引电梯钢丝绳检测起始点至LF和LMA的缺陷位置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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