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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３８１１—１９８３《起重机设计规范》。

本标准与ＧＢ／Ｔ３８１１—１９８３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ａ）　增加了“前言”。

ｂ）　修改了“引言”。

ｃ）　将起重机划分为桥架型起重机、臂架型起重机和缆索型起重机，在“范围”中取消了只适用于电

力驱动起重机的限制。

ｄ）　将ＧＢ／Ｔ３８１１—１９８３第２章“总则”的内容调整为本标准的：

———第３章“分级”，并增加了结构件或机械零件分级的规定；

———第４章“计算载荷与载荷组合”；

———第８章“整体抗倾覆稳定性和抗风防滑安全性”；

———第９章“安全”。

ｅ）　将ＧＢ／Ｔ３８１１—１９８３第３章“结构”改为本标准的第５章，其内容的主要变化：

———增加了对钢材脆性破坏评价的内容；

———简化了压弯构件整体稳定性计算；

———修改了结构疲劳强度校验计算的有关内容；

———适当调整与修改了对起重机刚性的要求；

———补充了对结构设计的构造要求。

ｆ）　将ＧＢ／Ｔ３８１１—１９８３第４章“机构”改为本标准的第６章“机械”，其内容的变化如下：

———机构计算充实了电动机容量初选及验算，引入了机构设计的基本内容和机构性能的简要

计算等；

———对机械零部件计算进行了修改。

ｇ）　将ＧＢ／Ｔ３８１１—１９８３第５章“电气”改为本标准的第７章，增加了关于起重机电气调速与控制

等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Ｄ、附录Ｆ、附录Ｇ、附录 Ｈ、附录Ｊ、附录Ｋ、附录Ｌ、附录Ｎ、附录Ｏ、附录Ｐ、附录Ｒ、

附录Ｓ、附录Ｔ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Ｅ、附录Ｉ、附录Ｍ、附录Ｑ、附录Ｕ、附录Ｖ、附录 Ｗ为资料性

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７）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国家起重运输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振华港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港机重工有限公司、上海起重运输

机械厂有限公司、南京起重机械总厂有限公司、江苏象王起重机械厂、国电郑州机械设计研究所、天津起

重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振华港机（集团）丰城制动器有限公司、徐州重型机械厂、四川建设机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江阴凯澄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广州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山东起重机厂有限公司、杭州华新机

电工程有限公司、洛阳起重机厂、黑龙江富锦富华起重机有限公司、湖北银轮蒲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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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雄风起重设备厂、佳木斯防爆电机研究所、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万力、徐格宁、顾迪民、须雷、姚振南、王福绵、赵春晖、陶天华、徐克晋、崔振元、

桂佩康、苏国萃、陈玮璋、陶德馨、文豪、翟甲昌、叶佩馨、刘银娥、虞洪、王冰、张仲鹏、王顺亭、顾翠云、朱

昌明、李宇力、康志伟、路建湖、陈璇、王晓平、王晓文。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３８１１—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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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０．１　使用本标准应考虑到：

ａ）　本标准不包括所涵盖的起重机设计的特殊问题，如：与非电力驱动的其他驱动装置有关的工作

特性分析及各相关部分的设计，在道路及越野地面上行驶运行机构与支承装置的设计，及各类

具体起重机的专用特殊部件和结构设计中的特殊问题等；

ｂ）　凡经理论和实践已证明是正确的其他设计计算方法，经设计部门和用户协商同意，也可以在

起重机设计中采用。

０．２　对不同工作要求的起重机设计，在使用本标准时允许有所不同：

ａ）　本标准涉及的各类起重机，其使用条件和工作要求可能有显著的差别，如一台高速运行、载荷

繁重、繁忙使用的起重机，与一台平缓运行、载荷轻微、作业清闲的起重机，其工况和要求就很

不相同。对使用工况和要求有很大差异的起重机设计，不要求都按本标准的全部内容进行计

算，而应允许有所不同。

ｂ）　对那些设计中选用的标准的结构件、机械部件或电气部件，如果已进行过审核或试验并取得

合格认可，则认为它们能满足所设计的起重机的工作要求，再进行计算也只是对一个令人满

意的结果再作一次验证，故不必再对上述标准部件作校核计算。

ｃ）　对在本标准已作了规定的设计计算项目，如果在所设计的起重机工作中不可能有不利结果的，

就没有必要再作校核计算。例如：对于工作级别很低的起重机，就不必进行疲劳计算。

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工作要求的起重机应采用不完全相同的设计计算：对一台构造简单工作清闲的

起重机，或对一台由标准部件组成的起重机，其计算就应简略一些，而不要求按本标准所列的全部内容

逐项进行设计计算，但必须保证起重机的安全与可靠。

０．３　起重机用户在确定起重机订货要求及选购起重机产品时，要特别注意确定和选择起重机整机的工

作级别和它的机构的工作级别：

ａ）　用户要根据本标准恰当地提出对起重机工作级别的要求，如果可能还须进一步明确起重机各

个机构的工作级别，以确保制造商能按此要求进行设计与制造。

ｂ）　起重机整机的工作级别，由起重机使用等级和起重机载荷状态级别两个因素决定，见３．２及

表３。起重机使用等级表明了该起重机工作忙闲程度，由起重机的总工作循环数决定，它可以

由起重机预计的使用年数（该起重机报废或被更新之前的使用年数）、每年平均的工作日数，

每工作日内平均的起重工作循环次数等三个数的乘积得到。

起重机的载荷状态级别表明了该起重机起吊载荷的轻重程度，由式（１）计算出的载荷谱系数

按表２确定。

说明：对以上这两项计算只需作估算即可，不需要作十分精确的计算。

ｃ）　起重机机构工作级别，是将各单个机构分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载荷及运转情况评价，它概略

地表示了由该机构的使用等级（设计寿命、工作小时数）和该机构的载荷状态级别（反映载荷轻

重状态的级别或载荷谱系数）所决定的机构工作的总体状况，见３．３及表６。机构的使用等级

由表４查得，机构的载荷状态级别由式（３）计算出的载荷谱系数按表５查得。同样，对机构使

用等级和机构载荷状态级别两项计算也只需作估算即可，不需要作十分精确的计算。

ｄ）　如果用户无法提供所需要的起重机的有关数据，从而无法按上述ｂ）、ｃ）中所述的方法通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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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与查表选出起重机整机或其机构的工作级别时，也可以通过查阅附录Ａ及附录Ｂ中的有关

资料，近似地选出所要的起重机的工作级别及其机构的工作级别。但必须说明附录Ａ及附录

Ｂ中的这些选择指南并无约束力，只是给出一个选择的参考示例。在起重机招标书和订货单

上所确定的起重机及其机构的工作级别，只能由起重机用户提出并作出最终认定。

０．４　起重机的有效使用期：

ａ）　本标准列出的使用等级，并不是对起重机实际使用工作有效期的保证值。

ｂ）　无论是起重机整机的使用等级（起重机的总工作循环数，或由此结合起重机的工作状况推算

出的设计预期的起重机工作寿命年数），或者起重机机构整体的使用等级（起重机机构运转的

总小时数，或由此结合使用状况推算出的设计预期的起重机机构工作寿命小时数），都只是一

个设计时预估值，而决不是制造商给出的该起重机有效使用期的保证值。

ｃ）　如果在设计中未对该起重机的预期寿命进行充分的注意和考虑，制造时又没有遵循本标准提

出的要点从而未达到设计要求，使用中未能按照制造商给出的说明书进行正常操作和定期维

护，或者实际使用工况与订购该起重机时提出的要求又有较大的差异，则产品上述设计预期寿

命就会与产品实际的有效使用期有比较大的、甚至是很大的出入。

ｄ）　如果起重机是由用户通过招标来确定制造商，招标书上提出的起重机的工作条件与其实际使

用情况也较符合，起重机制造商遵从招标书的要求并根据本标准作出的正确设计来进行制

造，制造的产品符合相应标准确定的制造技术条件的要求而获得了质量保证，用户也按照制

造商给出的说明书进行了正常操作和定期维修保养，则设计者根据本标准对该起重机选出的

使用等级的值就与具有设计所确定安全度的起重机及其机构的实际有效使用期相当。

０．５　起重机的用户应注意到：

ａ）　起升物品的迎风面积———如果这个面积大于附录Ｅ．５所给出的值，则起重机用户需要另行提

供此物品迎风面积的可靠实用的信息。

ｂ）　工作风压———如果起重机工作时的最大风压可能大于表１５规定的值，则起重机用户需要另行

提供起重机工作时应考虑到的最大工作风压的相关信息。

ｃ）　非工作风压———如果按照用户使用现场当地的气象条件的要求，需要起重机按表１８规定的更

大的非工作风压进行起重机设计，则起重机用户应提供该起重机设计应考虑到的非工作风压

的准确信息。

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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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设计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确立了起重机总体、结构、机械、电气与安全等部分设计应共同遵守的必要准则，规定了设

计、计算要求和方法，并可作为对设计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技术依据。

　　本标准适用于桥架型起重机、臂架型起重机和缆索型起重机，但不涉及上述起重机设计的特殊问

题。本标准也可供其他起重机参照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６９９　优质碳素结构钢

ＧＢ／Ｔ７００　碳素结构钢

ＧＢ／Ｔ９８５　气焊、手工电弧焊及气体保护焊焊缝坡口的基本形式与尺寸

ＧＢ／Ｔ９８６　埋弧焊焊缝坡口的基本形式与尺寸

ＧＢ／Ｔ１２３１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５９１　低合金高强度钢（ＧＢ／Ｔ１５９１—１９９４，ｎｅｑＩＳＯ４９５０：１９８１）

ＧＢ２５８５　铁路用热轧钢轨

ＧＢ２８９３　安全色（ＧＢ２８９３—２００１，ｎｅｑＩＳＯ３８６４：１９８４）

ＧＢ２８９４　安全标志（ＧＢ２８９４—１９９６，ｎｅｑＩＳＯ３８６４：１９８４）

ＧＢ／Ｔ３０７７　合金结构钢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ＧＢ／Ｔ３０９８．１—２０００，ｉｄｔＩＳＯ８９８１：１９９９）

ＧＢ／Ｔ３０９８．２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　粗牙螺纹（ＧＢ／Ｔ３０９８．２—２０００，ｉｄｔＩＳＯ８９８２：１９９２）

ＧＢ／Ｔ３４８０　渐开线圆柱齿轮承载能力计算方法（ＧＢ／Ｔ３４８０—１９９７，ｅｑｖＩＳＯ６３３６１～６３３６３：

１９９６）

ＧＢ／Ｔ３６３３　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技术条件

ＧＢ／Ｔ４２０５　人机界面（ＭＭＩ）操作规则

ＧＢ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ＧＢ４２０８—１９９３，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５２９：１９８９）

ＧＢ／Ｔ４９４２．１　旋转电机外壳防护分级（ＩＰ代码）（ＧＢ／Ｔ４９４２．１—２００６，ＩＥＣ６００３４５：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Ｔ５１１７　碳钢焊条

ＧＢ／Ｔ５１１８　低合金钢焊条

ＧＢ５２２６．２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３２部分：起重机械技术条件（ＧＢ５２２６．２—２００２，ｉｄｔ

ＩＥＣ６０２０４３２：１９９８）

ＧＢ／Ｔ５２６９　传动及输送用双节距精密滚子链和链轮（ＧＢ／Ｔ５２６９—１９９９，ｉｄｔＩＳＯ１２７５：１９９５）

ＧＢ／Ｔ５２９３　埋弧焊用碳钢焊丝和焊剂

ＧＢ／Ｔ８１１０　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钢、低合金钢焊丝

ＧＢ８９１８　重要用途钢丝绳（ＧＢ８９１８—２００６，ＩＳＯ３１５４：１９８８，ＭＯＤ）

ＧＢ／Ｔ９４３９　灰铸铁件

ＧＢ／Ｔ１００５１．１　起重吊钩　机械性能、起重量、应力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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