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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ＬＤ８７．１—１９９６《矿山提升系统安全技术检验规范　第一部分：缠绕式提升机的检验》

的修订，替代ＬＤ８７．１—１９９６。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非煤矿山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安全生产长沙矿山机电检测检验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翟守忠、贺建国、何万平、季光洲、袁乐安、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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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矿山在用缠绕式提升机

安全检测检验规范

１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金属非金属矿山在用缠绕式提升机安全检测检验的项目、技术要求、判定规则和检验

周期。

本规范适用于金属非金属矿山卷筒直径≥２．０ｍ的在用缠绕式提升机现场检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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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３３２５—１９９１　机器和设备辐射的噪声　操作者位置噪声测量的基本准则（工程级）

ＧＢ１６４２３—２００６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裎

３　检验基本要求

３．１　受检的金属非金属矿山在用缠绕式提升机应能正常运行。

３．２　用于井下有防爆要求的提升机，应符合ＧＢ１６４２３—２００６中的有关规定。

３．３　检验应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进行。

４　检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４．１　机房或硐室

４．１．１　机房或硐室应有照明装置，照明应用白光，司机操作位置处的照度不应低于１００ｌｘ，且应有应急

照明设施。

４．１．２　操作位置处的噪声声压级不应超过８５ｄＢ（Ａ），达不到噪声标准时，作业人员应佩戴防护用具。

４．１．３　提升机（不含室外安装的天轮）应安装在无爆炸介质、环境温度为５℃～４０℃的机房内或环境

温度为５℃～２８℃的硐室内，周围应留有足够的操作和维护空间。

４．１．４　影响安全的外露旋转构件（如联轴节、开式齿轮等），应装设固定的防护装置。

４．１．５　竖井用罐笼升降人员或物料的，每层罐笼允许乘罐的人数和最大载重量应在井口公布。

４．１．６　机房或硐室不应存放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应配备灭火器，灭火器应在有效期限内，取灭火器

不应需要任何工具。设备应有防护栅栏、警示牌。

４．１．７　机房或硐室内应悬挂岗位责任制和操作规程，应悬挂（或存放）提升机的技术特征、制动系统图、

电气控制原理图等。

４．２　提升装置

４．２．１　目测检查提升机的主轴和卷筒，不应有严重降低机械性能和使用性能的缺陷。

４．２．２　提升机卷筒上缠绕钢丝绳的层数，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竖井中升降人员或升降人员和物料的，应缠绕单层；专用于升降物料的，缠绕层数不应大于

２层；

ｂ）　斜井中升降人员或升降人员和物料的，缠绕层数不应大于２层；专用于升降物料的，缠绕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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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大于３层；

ｃ）　盲井（包括盲竖井、盲斜井）中专用于升降物料的或地面运输用的，缠绕层数不应大于３层；

ｄ）　开凿竖井或斜井期间升降人员和物料的，缠绕层数不应大于２层；深度或斜长超过４００ｍ的，

缠绕层数不应大于３层；

ｅ）　移动式或辅助性专为提升物料用的，以及凿井期间专为升降物料用的，可多层缠绕。

４．２．３　卷筒上缠绕２层或２层以上钢丝绳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卷筒边缘应高出最外一层钢丝绳，其高差不应小于钢丝绳直径的２．５倍；

ｂ）　卷筒上应装设带绳槽的衬垫，对未装带绳槽衬垫的卷筒，应在卷筒板上刻有绳槽或用一层绳

作底绳。

４．２．４　提升机的卷筒、天轮的最小直径与钢丝绳直径之比，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井上提升机的卷筒和天轮，不应小于８０；

ｂ）　井下提升机和凿井用提升机的卷筒和天轮，不应小于６０；

ｃ）　排土场用提升机的卷筒和导向轮，不应小于５０；

ｄ）　悬挂吊盘、吊泵、管道用提升机的卷筒和天轮，凿井时运料用提升机的卷筒，不应小于２０。

４．２．５　提升机的天轮、卷筒上绕绳部分的最小直径与钢丝绳中最粗钢丝的直径之比，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井上提升机，不应小于１２００；

ｂ）　井下或凿井用的提升机，不应小于９００；

ｃ）　凿井期间升降物料的提升机或悬挂水泵、吊盘用的提升机，不应小于３００。

４．２．６　钢丝绳绳头在卷筒上的固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应有特备的容绳或卡绳装置，钢丝绳绳头不应系在卷筒轴上；

ｂ）　绳孔不应有锐利的边缘，钢丝绳的弯曲不应形成锐角；

ｃ）　卷筒上保留的钢丝绳不应少于３圈，用以减轻钢丝绳与卷筒连接处的张力。此外，还应留有作

定期检验用的补充绳。

４．２．７　天轮的轮缘应高于绳槽内的钢丝绳，高出部分应大于钢丝绳直径的１．５倍。带衬垫的天轮，衬

垫应紧密固定，衬垫磨损深度应小于钢丝绳直径，或沿侧面磨损应小于钢丝绳直径的１／２。

４．２．８　提升机实际运行的最大速度及最大加速度、减速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竖井中用罐笼升降人员时，最大加速度、减速度均不应超过０．７５ｍ／ｓ
２，最大速度狏不应超过式

（１）所求得的数值，且最大不应大于１２ｍ／ｓ。

狏＝０．５槡犎 …………………………（１）

　　 式中：

狏———最大提升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犎———提升高度，单位为米（ｍ）。

ｂ）　竖井中用罐笼或箕斗升降物料时，最大速度狏不应超过式（２）所求得的数值。

狏＝０．６槡犎 …………………………（２）

　　式中：

狏———最大提升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犎———提升高度，单位为米（ｍ）。

ｃ）　竖井中用吊桶、吊盘、箕斗升降人员时的最大速度，有导向绳时，不应超过式（１）所求得的数值

的１／３；无导向绳时，不应超过１ｍ／ｓ。

ｄ）　竖井中用吊桶、吊盘升降物料时的最大速度：有导向绳时，不应超过式（２）所求得的数值的

２／３；无导向绳时，不应超过２ｍ／ｓ。

ｅ）　斜井中用矿车运输物料时的最大速度，斜井长度不大于３００ｍ时，不应超过３．５ｍ／ｓ；斜井长度

大于３００ｍ时，不应超过５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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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斜井中用箕斗运输物料时的最大速度，斜井长度不大于３００ｍ时，不应超过５ｍ／ｓ；斜井长度大

于３００ｍ时，不应超过７ｍ／ｓ。

ｇ）　斜井中运输人员时的最大速度，斜井长度不大于３００ｍ时，不应超过３．５ｍ／ｓ；斜井长度大于

３００ｍ时，不应超过５ｍ／ｓ，且均不应超过人车设计的最大允许速度。斜井中运输人员时的最

大加速度和减速度，均不应超过０．５ｍ／ｓ２。

４．２．９　提升机不应超载运行，钢丝绳最大静张力和最大静张力差的实际测算值均不应大于提升机的设

计值。

４．２．１０　提升机应有定车装置。

４．２．１１　提升机应装有深度指示器，深度指示器应能准确地指示出提升容器在井筒中的位置，指示应清

晰，能发出减速、停车和过卷信号。

４．２．１２　竖井中用于升降人员或升降人员和物料的单绳提升罐笼、吊桶、吊盘、箕斗等乘人容器应装设

防坠器。

４．３　提升机制动系统

４．３．１　提升机应装有能独立操纵的工作制动和安全制动两套制动系统，其操纵系统应设在司机操纵

台。工作制动和安全制动共用ｌ套闸瓦制动时，操纵和控制机构应分开。

工作制动应使用机械传动的、可调整的工作闸。

安全制动除可由司机操纵外，还应能自动制动。制动时，应能使提升机的电动机自动断电。安全制

动开关应灵敏可靠。提升能力在ｌ０ｔ以下的凿井用提升机，可采用手动安全闸。

双卷筒提升机两套闸瓦的传动装置应分开，且正常提升时能同步动作。调绳时活动卷筒应处于安

全制动状态，固定卷筒的制动器应能正常操作。

４．３．２　提升机在制动状态时所产生的制动力矩与实际提升最大静荷重旋转力矩之比犓 值，不应小于

３。凿井时期升降物料用的提升机，犓 值不应小于２。

对于双卷筒提升机，在调整双卷筒旋转相对位置时，每一卷筒制动装置在制动盘或制动轮上所产生

的力矩，不应小于该卷筒所悬质量（钢丝绳质量与提升容器质量之和）形成的旋转力矩的１．２倍。

４．３．３　提升机安全制动时的制动减速度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安全制动减速度规定值 （ｍ·ｓ－２）

倾角

运行状态
θ≤３０° ＞３０°（包括竖井）

上提重载 ≤犃犮 ≤５

下放重载 ≥０．７５ ≥１．５

注：犃犮＝犵（ｓｉｎθ＋犳·ｃｏｓθ）

式中：

犃犮———自然减速度，ｍ／ｓ
２；

犵———重力加速度，ｍ／ｓ
２；

θ———井巷倾角，（°）；

犳———绳端载荷的运行阻力系数，一般取０．０１０～０．０１５。

４．３．４　制动闸瓦与制动轮或制动盘的接触面积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块式制动器不应小于８０％；

ｂ）　盘形制动器不应小于６０％。

４．３．５　制动闸松闸时，闸瓦与制动轮或制动盘间的间隙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平移式块式制动器不应大于２ｍｍ，且上下相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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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角移式块式制动器不应大于２．５ｍｍ；

ｃ）　盘形制动器不应大于２ｍｍ。

４．３．６　安全制动装置的空动时间（自安全保护回路断电时起至闸瓦刚接触闸轮或闸盘的时间）应符合

下列要求：

ａ）　压缩空气驱动的闸瓦式制动器，不应超过０．５ｓ；

ｂ）　储能液压驱动的闸瓦式制动器，不应超过０．６ｓ；

ｃ）　盘形制动器，不应超过０．３ｓ。

对于斜井提升，为了保证上提紧急制动不发生松绳而应延时制动时，空动时间不受本规定的限制。

４．３．７　制动轮的径向跳动不应超过１．５ｍｍ，制动盘的端面跳动不应超过１．０ｍｍ。

４．３．８　制动轮或制动盘表面不应有沟深大于１．５ｍｍ，总宽度超过有效闸面宽度１０％的沟纹。

４．３．９　制动盘两侧或制动轮上不应有降低摩擦系数的介质（如油、水等）。

４．３．１０　采用块式制动器的提升机，块式制动器的传动杆应灵活可靠，制动横拉杆和拉杆不应有裂纹。

４．４　 液压系统

４．４．１　液压站应装设过压和超温保护装置，油温温升不得超过３４℃，最高油温不得超过７０℃。

４．４．２　液压站的残压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设计压力小于或等于６．３ＭＰａ时，残压不应大于０．５ＭＰａ；

ｂ）　设计压力大于６．３ＭＰａ时，残压不应大于１．０ＭＰａ。

４．４．３　液压站的调压性能，对应同一控制电流（或电压）时的制动与松闸油压值之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设计压力小于或等于６．３ＭＰａ时，制动与松闸油压值之差不应大于０．３ＭＰａ；

ｂ）　设计压力大于６．３ＭＰａ时，制动与松闸油压值之差不应大于０．６ＭＰａ。

４．４．４　块式制动器液压系统，在停机１５ｍｉｎ后蓄压器活塞下降距离不应超过１００ｍｍ；块式制动器压

风制动系统，在停机１５ｍｉｎ后压力下降不应超过额定值的１０％。

４．５　提升机应装设的保险装置及要求

４．５．１　过卷保护装置：当提升容器超过正常终端停止位置或出车平台０．５ｍ时，应能自动断电，同时实

施安全制动。此外，还应设置不能再向过卷方向接通电动机电源的联锁装置。

４．５．２　过速保护装置：当提升速度超过规定速度的１５％时，应能自动断电，同时实施安全制动。

４．５．３　限速保护装置：罐笼提升系统最高速度超过４ｍ／ｓ和箕斗提升系统最高速度超过６ｍ／ｓ时，应

装设限速装置，以保证提升容器接近预定停车点时的速度不超过２ｍ／ｓ。如果限速装置为凸轮板，其在

一个提升行程内的旋转角度不应小于２７０°。

４．５．４　闸间隙保护装置：当闸间隙超过规定值时能自动报警或自动断电。

４．５．５　松绳保护装置：提升机卷筒直径在３ｍ以上的，应设松绳保护装置。用于竖井提升时，在钢丝绳

松弛时应能自动断电并报警；用于斜井提升时，在钢丝绳松弛时应能自动报警。

４．５．６　减速功能保护装置：当提升容器或平衡锤到达设计减速位置时，应能自动减速或发出减速信号。

４．５．７　深度指示器失效保护装置：当深度指示器失效时，应能自动断电并实施安全制动。

４．５．８　过负荷及无电压保护装置：当提升机过负荷时，应能自动断电，同时实施安全制动；当提升机供

电中断时，应能实施安全制动。

４．５．９　过卷保护装置、过速保护装置、限速保护装置和减速功能保护装置应设置为相互独立的双线

形式。

４．６　信号装置

４．６．１　竖井罐笼提升系统，应设有能从各中段发给井口总信号工、井口总信号工转发给提升机司机的

信号装置，井口信号与提升机的启动应有闭锁关系；使用罐笼提升时，井口、井底和中间运输巷的安全

门、摇台或托台应与提升信号闭锁；

竖井箕斗提升系统，应设有能从各装矿点发给提升机司机的信号装置，装矿点信号与提升机的启动

４

犃犙２０２０—２００８



应有闭锁关系；

斜井提升系统，应设有从井底到井口、井口到机房的声、光信号装置，井口信号装置应同提升机的控

制回路相闭锁，只有井口信号工发出信号后，提升机才能正常运行。使用斜井人车升降人员时，斜井人

车应设置跟车人在运行途中任何地点都能向司机发送紧急停车信号的装置。

４．６．２　升降人员和主要井口提升机的信号装置的直接供电线路上，不应分接其他负荷。

４．６．３　信号回路闭锁情况：应有过卷与开车方向闭锁，制动手柄零位、主令开关中间位置与安全回路闭

锁，润滑油泵与信号回路闭锁。

４．７　电气系统

４．７．１　提升机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地面３８０Ｖ时，不应小于０．５ＭΩ；

ｂ）　井下６６０Ｖ时，不应小于２ＭΩ；３８０Ｖ时，不应小于１ＭΩ；１２７Ｖ时，不应小于０．５ＭΩ；

ｃ）　其他电压等级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４．７．２　电动机、电控设备外壳应可靠接地，其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地面不应大于４Ω；

ｂ）　井下不应大于２Ω。

４．８　钢丝绳和连接装置

４．８．１　提升用钢丝绳必须采用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重要用途钢丝绳。

４．８．２　竖井用提升机，钢丝绳与提升容器的连接，应采用桃形环连接装置或楔形连接装置。

５　检验结果的判定

５．１　条款４．２．２、４．２．６、４．２．７、４．２．１１、４．２．１２、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３、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３、

４．５．４、４．５．５、４．５．６、４．５．７为Ａ类项目，有一项不合格则检验结论判为不合格。

５．２　条款４．２．１、４．２．３、４．２．４、４．２．５、４．２．８、４．２．９、４．３．４、４．３．６、４．３．７、４．５．８、４．６．１、４．６．２、

４．６．３、４．８．２为Ｂ类项目，有四项不合格则检验结论判为不合格。

５．３　条款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３、４．１．４、４．１．５、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１０、４．３．５、４．３．８、４．３．９、

４．３．１０、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３、４．４．４、４．５．９、４．７．１、４．７．２、４．８．１为Ｃ类项目，有七项不合格则检验

结论判为不合格。

５．４　Ｂ类项目和Ｃ类项目的不合格项数之和大于或等于八项时，则检验结论判为不合格。

６　检验方法及仪器

６．１　司机操作位置处的照度用照度计进行测定。

６．２　操作位置处的噪声按ＧＢ／Ｔ１３３２５—１９９１的规定进行测定。

６．３　提升速度及减速度、加速度的测定：在使用现场用测速发电机或其他测速装置，将提升机正常运行

过程中的速度信号转换成电压（流）信号或脉冲信号，送入专用的测量仪器或数据采集记录系统，获得实

际提升速度图，经分析处理后得到。

６．４　闸瓦同制动轮或制动盘间的间隙用塞尺或其他测量仪器进行测定。

６．５　制动轮的径向跳动或制动盘的端面跳动用百分表或其他测量仪器进行测定。

６．６　制动闸瓦同制动轮或制动盘接触面积用钢直尺或其他测量仪器进行测定。

６．７　安全制动装置的空动时间的测定：锁住卷筒后松闸，在闸瓦接触面上贴厚度不超过０．０２ｍｍ的金

属箔片并接出引线，另一引线与闸盘相连接。两引线接入电秒表或数据采集记录系统，同时将安全回路

中引出的紧停信号接入测试系统，实施安全制动获取数据。

６．８　制动力矩在使用现场采用精度等级不低于２级的测力计或拉力传感器系统进行测定。

６．９　液压站的残压和调压性能的测定：液压站的残压用精度等级不低于１．５级的油压传感器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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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液压站的调压性能用精度等级不低于１．５级的油压传感器和精度等级不低于１．５级的电流传感器

进行测定。

６．１０　温度：用精度不低于±１．５％的测温仪器进行测定。

６．１１　绝缘电阻：用精度不低于±５％的绝缘电阻测试仪进行测定。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为１２７Ｖ、３８０Ｖ

时，测试电压为５００Ｖ；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为６６０Ｖ时，测试电压为１０００Ｖ；电动机的额定电压大于

３０００Ｖ时，测试电压为２５００Ｖ。

６．１２　接地电阻：用精度不低于±５％的接地电阻测试仪进行测定。

７　检验周期

７．１　常规检验：用于载人的提升机每年一次，其他三年至少一次。

７．２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并可代替常规检验：

ａ）　新安装、大修及改造（主轴装置、制动系统、电控系统）的提升机交付使用前；

ｂ）　闲置时间超过一年的提升机系统使用前；

ｃ）　经过重大自然灾害可能使结构件强度、刚度、稳定性受到损坏的提升机使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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