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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2437《起重机 载荷与载荷组合的设计原则》分为5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
———第3部分:塔式起重机;
———第4部分:臂架起重机;
———第5部分:桥式和门式起重机。
本部分为GB/T22437的第4部分。
本部分修改采用ISO8686-4:2005《起重机 载荷与载荷组合的设计原则 第4部分:臂架起重机》

(英文版)。
本部分根据ISO8686-5:2004重新起草,有关技术性差异已编入正文并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

边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在附录B中给出了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以供参考。
为了便于使用,本部分还作了以下编辑性修改:
———“ISO8686的本部分”一词改为“GB/T22437的本部分”;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删除ISO8686-4:2005的目录和前言;
———ISO8686-4:2005中引用的国际标准有被采用为我国标准的,用我国标准代替对应的国际标

准。未被采用为我国标准的,直接引用国际标准;
———对正文中公式进行了编号;
———本部分中动力载荷系数符号ϕn 的下角标由“n”改为“i”;
———本部分中分项载荷系数γp,强度系数γf符号下角标增加“i”,以γpi,γfi表示不同载荷组合下取

不同的值;
———增加了附录B。
本部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7)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太原科技大学、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徐格宁、何铀、杨瑞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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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22437的本部分对设计提出了要求,并给出了设计指南和原则。本设计原则反映了当前起

重机设计领域的技术状态。经过良好设计实践的设计原则能确保起重机的部件满足安全要求和足够的

使用寿命。违背这些原则通常可能会导致风险的增加或使用寿命的减少,但是技术和材料等的创新能

够产生新的解决方法。而这些新方法在安全性和耐用性方面能够取得公认的甚至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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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 载荷与载荷组合的设计原则
第4部分:臂架起重机

1 范围

GB/T22437的本部分将 GB/T22437.1提出的一般设计原则应用于臂架起重机,即除了由

GB/T6974.1定义的近海起重机、塔式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铁路起重机、桥式和门式起重机等在

GB/T22437的其他部分涵盖的臂架起重机。提出了用于臂架起重机金属结构承载能力验证计算的相

应的载荷与载荷组合。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22437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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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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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GB/T6974.1 起重机 术语 第1部分:总则(GB/T6974.1—2008,ISO4306-1:2007,IDT)

GB/T10183.1 起重机 车轮及大车和小车轨道公差 第1部分:总则(GB/T10183.1—2010,

ISO12488-1:2005,IDT)

GB/T22437.1—2008 起重机 载荷与载荷组合的设计原则 第1部分:总则(ISO8686-1:

1989,MOD)

ISO4302:1981 起重机 风载荷估算

ISO10721-1 钢结构 第1部分:材料与设计

ISO10721-2 钢结构 第2部分:制造与装配

3 术语和定义

GB/T22437.1中确立的术语、定义、符号和缩略语适用于GB/T22437的本部分。

4 载荷与载荷组合的选择原则

4.1 基本考虑

采用弹性静力计算模型模拟载荷时,应以找出臂架起重机各部件或构件在工作中的最大载荷效应

为目的,将各类载荷进行组合。为此,以下两点在承载能力校验计算的准备工作中具有指导意义:

a) 臂架起重机应处于最不利的状态和配置,使得载荷的大小、位置和方向能够在最危险点上产生

最大应力时进行估算,而危险点应根据工程上的考虑合理选择;

b) 对GB/T22437本部分所定义的载荷值可以进行保守地组合。而适当时,这些载荷还可与某

些特定的载荷进行组合,并通过反映组合作用概率的减小系数进行调整,以最贴近地反映实际

中的载荷状态。

4.2 同时加速作用

通常应考虑两个机构驱动的同时加速作用。例如应考虑大车、小车运行、回转或臂架俯仰或臂架伸缩

动作等与起升机构同时加速作用,无起升机构但有其他两个机构同时加速作用。由回转产生的惯性力和

离心力应视为一种载荷效应。但是,若设计中规定不能同时驱动,则可完全无需考虑同时加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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