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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目前针对在用桥、门式起重机的维修和保养还没有相应的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为了安全生产，

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针我省的具体情况对桥、门式起重机维修和保养中应遵守

的原则和内容进行了规范。 

本标准主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3号）《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国质检锅[2003]251号《机电类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规则（试行）》并参照GB/T 

14405《通用桥式起重机》、GB/T 14406《 通用门式起重机》和DB51/T 589《机电类特种设备 起重机

械安装改造维修施工方案的编制规范》编制而成。 

本标准由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和攀枝花特种设备检验所提出。 

本标准由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攀枝花特种设备检验所、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应杰、杨路、程昌永、杨玲、安福权、刘兆明、朱利民、侯超华、辜荣、寒

伟健、董丹、冯莉、周彧、杨建喜、苏钢、蒋钧。 

本标准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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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门式起重机 维修保养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桥、门式起重机（以下简称“起重机”）维修及日常维护保养的术语与定义、一般规

定、维修、保养规则、内容及要求，自检要求、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桥、门式起重机的维修及日常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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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972  起重机用钢丝绳检验和报废实用规范（IS0 4309:1990,IDT） 

GB/T 14405  通用桥式起重机 

GB/T 14406  通用门式起重机 

    DB51/T 589  机电类特种设备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维修施工方案的编制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3.1  
日常维护保养  maintenance 
对起重机的清洁、紧固、调整、润滑和检查等日常性工作。其中清洁、润滑不包括部件的解体，调

整只限于不会改变任何安全性能参数的调整。 

3.2  
维修  maintenance 
是指拆修或更换原有主要零部件、调整控制系统、更换安全附件和安全装置，但不改变起重机的原

有性能参数与技术指标的修理活动。 

3.3  
重大维修  important repair 
是指拆修或更换原有主要受力构件、主要配置、控制系统，但不改变起重机的原性能参数与技术指

标的维修活动。 

3.4  
预防性维修  preventive maintenance 
通过对产品的系统检查、检测并防止出现初期故障，努力使产品保持在规定状态所进行的全部活动。 

3.5  
施工单位  construction unit 
从事起重机制造、安装、改造、维修或日常维护保养、使用的单位。 

4 一般规定 

4.1 桥、门式起重机的维修保养应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许可的施工单位。 

4.2 应在施工前将拟进行的重大维修信息书面告知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并参照 DB51/T589 标

准编制施工方案，告知后即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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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起重机的重大维修应由具有资格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检测；未经监督检验合格的不得出厂或

者交付使用。 

4.4 本标准是对起重机维修保养的基本要求，施工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及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高

于本标准的维修保养标准，但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要求。 

4.5 起重机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维修价值，或者超过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使用年限，其使用

单位或施工单位应及时予以报废，并应向原登记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注销。 

4.6 起重机的维修和日常维护保养应填写记录，并纳入安全技术档案管理。对记录的填写应用钢笔或

签字笔填写，不得使用铅笔、圆珠笔。 

5 维修、保养规则 

5.1 施工单位必须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制订维修保养管理制度。 

5.2 日常维修保养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分包与转包。 

5.3 日常维护保养作业，现场作业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作业中应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

业安全。在日常维护保养作业中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汇报处理。 

5.4 每日投入使用前，应进行试运行和例行安全检查，并对安全装置进行检查确认。 

5.5 应至少每月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安全保护装置 15 日进行一次自行检查，作出记录。 
5.6 应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预防性维修作业，现场作业人员不得少于 3 人（其中应有电工），作业中

应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安全并按理 6。2 条确定的项目内容。在预防维修作业中发现

异常情况，应及时汇报、处理。 

5.7 应至少每年按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进行自检、维修作业。现场作业人员应以专业维修人

员为主，不得少于 4 人（其中应有电工、检测人员）。作业中应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

安全。在检查、维修作业中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汇报、整理。 

6 维修、保养内容及要求 

6.1 日常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日常维护保养是现场作业人员为了保持设备的正常技术状态，达到设备给定的技术性能要求，安

全使用并延长使用寿命所必需进行的日常工作，其工作内容及要求参见附录A。 

6.2  维修 
6.2.1 维修作业除完成日常维护保养 0 全部作业外，还需要对设备进行局部解体检查，清洗换油，修

理或更换塑性变形的结构件，修理或更换磨损零部件，排除异常情况和故障，恢复局部工作精度，检查

修理电气系统等，维修作业主要由专职维修人员承担，操作人员协助。钢结构、机构、电器部分维修的

工作内容及要求、主要方法参见附录 B、附录 C。 

6.2.2 维修项目的确定可按以下方法： 

1） 施工单位与用户签订的维修合同应规定维修项目。 

2） 当维修项目不确定时，应对需维修的起重机进行检查，并对检查结果进行确认，列出维修项目。 

7 自检要求 

7.1 承担维修或维护保养的施工单位，应按照有关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进行自检。 

7.2 自检的期限应按国务院第 373 号令《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质检总局国质检锅[2003]251 号

文《机电类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规则（试行）》及本标准的规定执行。 

7.3 承担维修或维护保养的施工单位应按质检总局国质检锅[2003]251 号文要求，对所进行的自检均

应填写日常维护保养记录和定期自行检查记录，并归入设备的安全技术档案。 

8 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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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承担维修或维护保养的施工单位应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应对设备使用状况进行经

常性检查，发现问题应当立即处理；情况紧急时，可以决定停止使用设备并及时报告本单位（或有关单

位）有关负责人。 

8.2 承担维修或维护保养的施工单位应制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并在施工中严格执行。 

8.3 承担维修或维护的施工单位应对设备作业人员进行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具备必要的特种设备安全作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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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A.1 日常维护与保养 

A.1.1 工作前的维护保养与检查 

a)  合闸后检查电压是否正常，电动机和电气上允许电压波动的上限为额定电压的+10%，下限（尖

峰电流时）为额定电压的-15%.开车前检查所有控制手柄是否归至零位； 

b)  清除运行轨道上的障碍物； 

c)  查看各减速箱的油量是否达到规定的使用要求，并注意是否变质； 

d)  查看各连接处的紧固件是否松动，销轴连接是否可靠，开口销是否脱落或尾部开口度是否符合

规定； 

e)  查看各润滑部位的油杯、油嘴是否按规定注入足量的润滑油（脂）； 

f)  查看电缆线有无裂损或擦伤，若有应用绝缘胶布包好扎好； 

g)  检查调试各安全装置的灵敏性，应达到规定要求； 

h)  检查制动系统是否灵敏可靠。 

A.1.2 工作后的维护保养与检查 

a)  清除传动机构的灰尘和污垢; 

b)  搞好操作室的清洁卫生，并关好门窗; 

c)  配电箱拉闸、锁好、电缆线盘绕整齐; 

d)  作好当班详细运转记录和维护保养记录，对排除发现的故障进行记录。 

A.1.3 设备在运转过程中维护保养与检查 

a)  作业人员应随时注意细听传动机构有无异常响声，电动机、制动器、减速器、接触器等有无不

正常响声； 

b)  各处轴承有无发热现象；减速器油温是否过高等，在这些方面如发现异常应及时停机加以排除  

注:上述这些部位检查保养应在工作间歇时进行，绝对禁止在运转时对各传动部位进行检查保养，以

免发生工伤事故。 

A.2 整机维护保养项及技术要求 

A.2.1 轨道 

A.2.1.1 检查轨道偏差，若超过标准规定的20%轨道应重新矫正;如果运行情况显著恶化，即使没有超

过允许偏差的20%，也需要矫正轨道。 

A.2.1.2 查看钢轨有无裂纹、头部下陷、变形和侧面磨损，如有应及时更换和调整。 

A.2.1.3 查看压板、螺栓（或钩形螺杆）是否松动、脱落，如有应及时拧紧和配齐。 

A.2.1.4 查看道钉和鱼尾板螺杆是否松动短少，如有应及时拧紧和配齐。 

A.2.1.5 检查小车轨道偏差是否符合标准要求，若轨道偏差超出标准要求必须重新矫正。 

A.2.1.6 查看接地、接零装置是否可靠，缓冲器及车挡有无损伤、错位、脱落。 

A.2.2 钢结构 

A.2.2.1 查看焊缝（必要时可用5倍的放大镜）有无裂纹，如有裂纹应及时处理。 

A.2.2.2 检查主梁的跨中上拱度是否符合标准规定要求，若有超出标准规定现象，应及时矫正修复。 

A.2.2.3 查看连接部分，有无松动、脱落、裂纹、腐蚀，如有应及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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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4 查看销轴连接处，是否牢固可靠，开口销是否脱落，其尾部开口度是否符合要求，如有应及

时处理。 

A.2.2.5 清洁钢结构的油污和灰尘，检查其表面防护。 

A.2.3 机构 

A.2.3.1 按有关规定（或使用说明书）更换各机构减速器的润滑油。 

A.2.3.2 注意紧固各机构底座、减速箱壳及其它部分的连接螺栓。 

A.2.3.3 调整各机构制动器，油量是否合适，是否漏油，机架有无裂纹与开裂和松动，应达到有关标

准或说明书的要求。 

A.2.3.4 调整各限位开关，使限位开关元件间隙达到要求。 

A.2.3.5 调整起重机和起重小车车轮在垂直面上的偏斜、起重机和起重小车车轮在水平面上的偏斜，

使之达到标准规定的要求。（此条在日常维护中不能达到要求，建议取消。） 

A.2.3.6 检查滑轮，有无裂纹、缺损、磨损，联接紧固情况。 

A.2.3.7 注意吊钩总成有关螺栓的紧固，防脱绳装置应安全可靠。 

A.2.3.8 查看卷筒，有无裂纹、变形与磨损，钢丝绳固定部分有无异常、脱槽，以及联接紧固情况；

钢丝绳的使用情况，应严格按GB/T 5972标准执行。 

A.2.3.9 清洁各机构的油污与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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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B.1 结构件的维修 

B.1.1 结构件维修的主要内容是校正或更换超出校正范围的结构杆件。 

B.1.2 结构件的校正主要采取火焰校正和机械校正两个方法。 

B.1.3 更换结构件可按下面步骤进行： 

a)  更换结构件所选用材料的材质和型号规格应符合 GB/T 14405 和 GB/T 14406 标准和设计图样的 

要求； 

b)  下料尺寸应符合设计图样要求，焊接坡口应符合 GB/T985、 GB/T 986 标准和焊接要求； 

c)  用碳弧气刨将损坏的部位刨下，并对焊道进行清理打磨； 

d)  按焊接工艺规程将新杆件焊上，焊缝应达到 GB/T 14405 和 GB/T 14406 标准和设计图样要求； 

e)  焊后应按涂漆作业指导书进行处理。 

B.2 钢结构件维修检验 

B.2.1 主梁跨中上拱度应为（0.9/1000～1.4/1000）S.且最大拱度应控制在跨中S/10的范围内；对门

式起重机其悬臂应上翘，有效悬臂处的上翘度应为（0.9/350～1.4/350）L1或L2。 

注：L1、L2分别代表悬臂龙门吊的两端有效长度。 

B.2.2 主梁腹板的局部平面度，以1m平尺检测，在离上翼缘板H/3以内的区域不大于板厚的0.7倍，其

余区域不大于板厚的1.2倍。 

B.2.3 桁架杆件的直线度不大于杆件长度的15/10000。 

B.2.4 主梁和端梁焊接连接的桥架，以装车轮的基准点测得的对角线差或双梁门架对角线差不大于5 

mm。 

B.2.5 主梁在水平方向产生的弯曲应符合GB/T 14405和GB/T 14406标准的要求。 

B.2.6 主梁结构件应无裂纹、明显腐蚀、异常变形、明显扭曲和局部失稳，其连接部分无松动、脱落、

裂纹、腐蚀。 

B.2.7 小车架应无裂纹、变形，金属表面油漆不得起泡、剥落、明显锈蚀，连接部分无松动、脱落。 

B.2.8 司机室和主梁连接处母材及焊缝无裂纹，螺栓紧固可靠。 

B.3 机构部分的维修 

B.3.1 机构部分维修的主要内容是修复和更换损坏的零件。 

B.3.2 对需更换的零件，其材质、热处理及配合尺寸等要求应符合设计图样的要求。 

B.3.3 对需进行加工修复的零件，应编制该零件的工艺流程卡片并按工艺要求进行加工。 

B.3.4 修复和更换损坏的零件后，应对机构进行调试，调试后机构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B.4 机构检验 

B.4.1 各机构运转时，使用润滑油的减速机噪声不大于85dB（A）；使用二硫化钼润滑脂的减速机噪声

不大于87dB（A）。减速器油温升不超过35℃。 

B.4.2 各机构的电机空载运转温升不高于60℃，所有的电器绝缘电阻不低于0.5 MΩ. 

B.4.3 各机构制动器的动作灵活可靠，符合GB/T 14405和GB/T 14406标准4.9条规定。 

B.4.4 各安全保护装置的调试应符合GB/T14405和GB/T 14406标准4.9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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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 其余各部分的要求均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 

B.5 试验 

B.5.1 经过重大维修并重新调试的桥、门式起重机应按GB/T 14405和GB/T 14406标准第5章的规定进行

试验。 

B.5.2 经试验后，设备是否合格应按GB/T 14405和GB/T 14406标准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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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电气设备的检查、维修 

C.1 成品电缆 

C.1.1 必须应有产品检验合格证，标明其电缆的规格型号。 

C.1.2 电缆芯数×标称截面、电缆线长度及偏差应符合设计要求。 

C.1.3 导线根数和标称直径、绝缘层标称厚度、平均外径及偏差应符合标准规定。 

C.1.4 电缆两端应有完整的端头处理和清楚的线号标注。 

C.2 电动机 

C.2.1 检查电机各项电气参数符合设计要求，检查电压、频率应符合工作要求。 

C.2.2 电机的额定转速或超速运行时，电机轴转动轻快、平稳、无杂音、无停滞现象、无异常振动。 

C.2.3 绕线电机的电刷与滑环接触面积不应小于80%，且压力均匀，接触良好可靠。 

C.2.4 采用热敏电阻方式保护的电动机应检查其阻值符合设计要求。常温下热敏电阻其阻值为200Ω～

300Ω。 

C.2.5 检查电机定子、转子绕组对机壳的绝缘电阻，用500V兆欧表遥测其阻值应大于1MΩ。 

C.2.6 电机附带制动器的，其制动力矩及通电持续率应符合设计要求，与机壳的绝缘电阻应大于1MΩ。

在额定电压下应能正常的断开和制动，而无任何卡阻现象和明显杂音。 

C.2.7 电机表面漆膜应平整、光洁、无皱纹、色泽一致，漆膜无撞、划痕。 

C.3 电器控制箱 

C.3.1 检查电压、频率符合工作要求。 

C.3.2 遥测各个电路的绝缘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大于1MΩ。 

C.3.3 查看电器元件和配线应标有耐久性的文字符号，字迹清楚，图物一致，完全正确。 

C.3.4 查看接触器、继电器动作应灵敏。触点接触牢固，延时继电器定时正确。 

C.3.5 查看表面漆膜应平整、光洁、无皱纹、色泽一致。有产品检验合格证，出厂编号、制造日期。 

C.4 控制台 

C.4.1 控制台操作应灵敏，自锁装置可靠，档位明显，紧急开关的固定和动作必须可靠。 

C.4.2 查看各动作开关触点接线正确，接触牢固可靠，按钮标志与所要求的动作方向一致。 

C.4.3 遥测各个电路的绝缘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大于1MΩ。 

C.4.4 查看表面漆膜应平整、无皱纹、色泽一致、无划痕。 

C.5 电阻器 

C.5.1 电阻器箱体必须有接地及标志牌。 

C.5.2 查看导线接头应压接正确、牢固、无松动现象，接线端子应标有与设计图样一致的永久性固定

符号，接线标准件齐全。 

C.5.3 遥测各个电路的绝缘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大于1MΩ。 

C.5.4 表面漆膜应平整、光洁、色泽一致。 

C.6 电缆卷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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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1 导线接头应压接牢固、无松动现象。 

C.6.2 电刷与滑环接触可靠、灵活。 

C.6.3 刷架弹簧压力应平衡、接触均匀。 

C.6.4 遥测绝缘电阻值应符合设计要求，大于1MΩ。 

C.7 安全开关 

C.7.1 查看开关机构应灵活、无卡阻现象，变速比符合工作性质要求 

C.7.2 查看开关的电气开点、闭点的接触面应良好。 

C.7.3 查看元件表面漆膜应平滑、光亮。 

C.7.4 遥测各个电路的绝缘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大于1MΩ。 

C.8 制动器 

C.8.1 查看制动力矩及通电持续率应符合产品设计要求，制动轮表面不得有油污，制动架铰接部位应

转动灵活。 

C.8.2 制动器绕组每伏工作电压与机壳的绝缘电阻阻值不能小于1000Ω。 

C.8.3 制动器在额定电压下，应能正常的断开和制动，而无任何卡阻现象和明显杂音。 

 

 



DB51/968—2009 

10 

参考文献 

[1]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2003年6月1日 

[2]  机电类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规则（试行）．2003年8月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