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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1 概述 

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电梯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重要的垂

直交通运输工具，对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电梯市场前景广阔。 

聚酰胺（尼龙）滑轮在电梯中使用广泛，如：轿厢滑轮和对重滑轮,已经成为曳引驱动电梯悬挂系

统中的主流配置之一，其设计制造质量是影响电梯的安全和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在电梯行业技术标准和安全技术规范中均未对聚酰胺（尼龙）滑轮提出完整的技术规定，市

场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存在较多的质量和安全隐患。 

本文件对聚酰胺（尼龙）滑轮的设计、制造、试验方法、使用寿命和报废条件以及检验等提出相

应的技术和管理要求。 

 

1.2 假设 

1.2.1 总则：制定本文件，提升电梯用聚酰胺（尼龙）滑轮的质量和可靠性，做了0.2.2~0.2.6所述

的假设。 

1.2.2 优质材料。滑轮制造商应使用优质的原料生产电梯用聚酰胺（尼龙）滑轮。这将有助于确保其

耐用性和可靠性。 

1.2.3 严格的质量控制。滑轮制造商应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以确保滑轮是按照正确的规格制造

的，并符合必要的安全标准。 

1.2.4 定期检测。滑轮制造商应定期对电梯用聚酰胺（尼龙）滑轮进行检测，以保证其质量和可靠

性。这将有助于查明任何潜在的问题，并防止它们在电梯使用现场造成问题。 

1.2.5 正确安装。电梯用聚酰胺（尼龙）滑轮的安装应由合格的专业人员进行，以确保其安装正确并

符合必要的安全标准。 

1.2.6 定期维护。对于确保电梯用聚酰胺（尼龙）滑轮的可靠性至关重要。应确保其电梯由具有资质

的专业人员定期保养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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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用聚酰胺（尼龙）滑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梯用聚酰胺（尼龙）滑轮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维护保养、

更换和报废条件、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己内酰胺为原料，采用碱催化聚合法经离心浇铸成型后加工制成的电梯用聚酰胺

（尼龙）滑轮。 

本文件电梯用聚酰胺（尼龙）滑轮适用于曳引绳导向轮、轿厢和对重滑轮组件。其他电梯用滑轮

可参考本标准。 

本文文件适用于额定速度不大于2.5m/s的电力驱动曳引式电梯。对于额定速度大于2.5m/s的电力驱

动曳引式电梯可参照本标准执行，不适用部分由滑轮制造商与电梯制造商协商确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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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33.1—2008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1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GB/T 1034—2008 塑料 吸水性的测定 

GB/T 1036 塑料 -30℃～30℃线膨胀系数的测定 石英膨胀计法 

GB/T 1040.2—2006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 

GB/T 1041—2008 塑料 压缩性能的测定 

GB/T 1043.1—2008塑料 简支梁冲击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非仪器化冲击试验 

GB/T 1634.2—2019 塑料 负荷变形温度的测定 第2部分：塑料和硬橡胶 

GB/T 2408-2021 塑料 燃烧性能的测定 水平法和垂直法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918—20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GB/T 3398.1—2008 塑料 硬度测定 第1部分:球压痕法 

GB/T 7588.1—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1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GB/T 9341—2008 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 

GB/T 10058 电梯技术条件 

GB/T 13254 工业用己内酰胺 

GB/T 1800.3 极限与配合 基础--标准公差和基本偏差数值表 

GB/T 19466.3-2004 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第3部分：熔融和结晶温度及热焓的测定 

GB/T 3960—2016 塑料 滑动摩擦磨损试验方法 

JB/T 5936 工程机械 机械加工件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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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5947—2018 工程机械 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滑轮本体  pulley body 

己内酰胺经热熔后，用碱性物质作催化剂、活化剂作助剂，在模具中经离心浇铸成型的滑轮聚酰胺

（尼龙）部分。 

3.2  

嵌有钢内圈的滑轮本体（金属复合型滑轮本体）  pulley body with steel sleeve 

由钢内圈与滑轮本体一同在模具中经离心浇铸成型的。 

3.3 

滑轮组件 pulley assembly 

由滑轮本体（3.1）或嵌有钢内圈的滑轮本体（3.2）、轴（如果有）和轴承以及相关组件构成的。 

3.4 

        免维护轴承 maintenance-free bearing 

        两侧密封的轴承已在清洁的条件下填充了适量的润滑脂，可终身润滑。 

3.5  

最大设计载荷力 Maximum design load capacity 

滑轮在电梯系统中最大受力的设计值。 

 

4 分类 

4.1 类型 

滑轮组件分为非钢内圈和嵌有钢内圈。 

4.2 结构 

滑轮组件应由滑轮本体、轴（如果有）、轴承以及相关附件构成。结构示意图参见图 1（非产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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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滑轮组件示意图 

说明： 

1——滑轮本体；                  

2——孔肩；              

3——挡圈；                

4——轴（如果有）；                   

5——轴承；  

6——钢内圈（如果有）；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滑轮本体原材料己内酰胺应符合 GB/T 13254 的优等品要求。 

5.1.2  滑轮本体在制造完成 15 年或本标准规定的老化试验后，其拉伸强度和拉伸弹性模量的要求不应

低于表 1 中对应数值的 80%。 

5.1.3  滑轮本体应进行热处理完全释放应力后进行机加工。 

5.1.4  对于非钢内圈滑轮本体，内孔应具有孔肩。 

5.1.5  对于嵌有钢内圈的滑轮本体，钢内圈应与滑轮本体一同浇铸成型。 

5.1.6  对于嵌有钢内圈的滑轮本体，钢内圈厚度不应小于 8 mm。 

5.1.7  滑轮组件应能在-10℃~50℃温度范围内正常使用。 

5.1.8  滑轮本体按照 8.1 要求进行使用、维护和保养的，使用寿命不应小于 15 年。 

5.2 材料物理性能 

5.2.1 材料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1的要求； 

 

（1）非钢内圈的滑轮组件 （2）嵌有钢内圈的滑轮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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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滑轮本体材料物理性能 

项目 数值 试验参考标准 

拉伸强度/MPa 
≥70（23℃） 

≥50（50℃） 
GB/T 1040.2—2006 

断裂应变/% ≥18 GB/T 1040.2—2006 

拉伸弹性模量/MPa ≥2800 GB/T 1040.2—2006 

压缩强度/MPa 
≥90（23℃） 

≥65（50℃） 
GB/T 1041—2008 

弯曲强度/MPa 
≥80（23℃） 

≥55（50℃） 
GB/T 9341—2008 

简支梁无缺口冲击强度

/(kJ/m
2
) 

>125  GB/T 1043.1—2008 

球压痕硬度/(N/mm
2
) ≥120 GB/T 3398.1—2008 

密度/(g/cm
3
) 1.14～1.17 GB/T 1033.1—2008 

吸水质量分数24h/% ≤2 GB/T 1034—2008 

负荷变形温度（0.45MPa）

/℃ 
≥180 GB/T 1634.2—2019 

熔融温度 ≥200 GB/T 19466.3—2004 

燃烧等级 HB GB/T 2408—2021 

线膨胀系数/(1/℃) ≤130×10-6 GB/T 1036—2008 

磨损量/(mg) ≤5 GB/T 3960—2016 

 

5.3  外观要求 

5.3.1 滑轮本体的机加工面外观应光滑平整，无裂纹、气孔、气泡、杂质等可视缺陷。 

5.3.2 滑轮本体色泽应一致，不应出现明显差异、发白现象。 

5.3.3 滑轮本体非机加工的铸造表面不应有面积超过 10 mm×10 mm、深度或高度大于 2 mm 的凹凸或疤痕。 

5.4  尺寸精度和粗糙度 

5.4.1  滑轮本体的机械加工面尺寸公差应符合 JB/T 5936 规定。 

5.4.2 滑轮本体各绳槽节径半径方向的相对偏差量不应大于 0.1 mm。 

5.4.3 滑轮本体绳槽表面粗糙度 Ra 不应大于 3.2 μm；滑轮本体轴承配合面粗糙度 Ra 不应大于 3.2 μm。 

5.4.4 轴承组装后，绳槽断面底圆对轴的径向圆跳动应符合如下要求： 

——滑轮本体节径小于等于 520 mm 时，绳槽断面底圆对轮毂孔的径向圆跳动不应大于 0.15 mm； 

——滑轮本体节径大于 520 mm 时，绳槽断面底圆对轮毂孔的径向圆跳动不应大于 0.30 mm。 

5.5 机加工与轴承装配 

5.5.1 滑轮本体机加工前，滑轮本体应在室温下存放至少 24小时。 

5.5.2 在 23℃±5℃情况下进行机加工，在 23℃±2℃情况下检测。 

5.5.3 轴承装配应遵守轴承制造商的安装要求，在装配过程中不应对滑轮本体进行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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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对于滑轮本体与轴承应有合适的过盈量，在 5.1.6 规定的温度范围内，滑轮组件应转动灵活无异响，

无卡阻现象。 

5.5.5 对于滑轮本体与轴承外圈的配合应能在 50℃±2℃的温度下依据 6.3.3 的试验方法承受周向扭矩不

小于表 2规定的数值 或电梯制造企业要求的周向扭矩。 

表 2 非钢内圈滑轮本体与深沟球轴承的配合周向扭矩表 

轴承代号 
滑轮本体上轴承孔内径

（mm) 

最小周向扭矩 N.m（50℃

±2） 

6205 52 13 

6305 62 21 

6206 62 19 

6306 72 31 

6207 72 28 

6307 80 42 

6208 80 36 

6308 90 58 

6209 85 43 

6309 100 79 

6210 90 51 

6310 110 103 

6211 100 66 

6311 120 131 

6212 110 84 

6312 130 165 

6213 120 104 

6313 140 203 

6214 125 118 

6314 150 247 

6215 130 133 

6315 160 297 

6216 140 160 

6316 170 354 

6217 150 198 

6317 180 417 

6218 160 241 

6318 190 487 

6219 170 290 

6319 200 565 

注：其他类型轴承可参考表 2 数据。 

5.5.6 对于嵌有钢内圈的滑轮本体的轴承装配配合应根据 GB/T 1800.3进行选择。 

5.5.7 滑轮组件装配后不应有裂纹及其他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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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滑轮组件设计选择要求 

5.6.1  滑轮组件强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在 6.3.1规定的静压性能试验中，施加 2倍的最大设计载荷力，载荷力保持 1min,然后卸载，0.5h

后测量，变形量应不大于 0.2mm。 

2) 在 6.3.1规定的静压性能试验中，在施加10倍的最大设计载荷力，滑轮本体不发生断裂和裂纹。 

5.6.2 滑轮组件轴承失效时，应具有防止钢丝绳脱落的保护措施。同时应设置符合 GB/T 7588.1-2020 的

5.5.7.3 中规定的防脱槽装置。 

5.6.3 对重和轿底滑轮组件轴承优选使用免维护轴承。 

5.6.4 滑轮组件选用的轴承设计寿命 L10h不宜低于 20000 h，计算参见附录 A。选择的轴承油脂寿命不应

小于轴承设计寿命。 

注：最小轴承寿命要求按照额定速度 1.75m/s 住宅电梯，运行次数 500 次/天, 电梯每天平均 3.5 小时工作时间，每年工作

360 天，15 年的设计使用寿命。 

5.6.5 对于在用电梯，如需对滑轮组件任一零部件进行更换时，应对滑轮组件进行整体更换； 

5.6.6 装有 125%额定载荷的轿厢在额定速度情况下，轿厢安全钳动作后，轿厢滑轮组件上的钢丝绳不

应脱槽，滑轮固定结构不应发生变形。 

5.6.7 在轿厢空载情况下，对重在额定速度情况下，对重安全钳动作后，对重滑轮组件上的钢丝绳不应

脱槽，滑轮固定结构不应发生变形。 

5.6.8 载有额定载荷的轿厢或对重，在对应速度撞击缓冲器情况下 ，滑轮组件钢丝绳不应脱槽，滑轮

固定结构不应发生变形。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 

6.1.1 6.2各项试验中使用的试样样条应从滑轮本体取样。 

6.1.2试样的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除另有规定外，按 GB/T 2918—2018 规定的温度 23℃±2℃、相对湿度（50±10）%的标准环境下和

正常偏差范围进行，试样状态调节时间不少于 24 h，并在此条件下试验。 

6.2 尼龙材料试验方法 

6.2.1 拉伸强度、拉伸断裂应变、拉伸弹性模量按照 GB/T 1040.2—2006 规定测试，测量拉伸强度、拉

伸断裂应变的试验速度为 50mm/min；测量拉伸弹性模量的试验速度为 1mm/min。试验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6.2.2 弯曲强度按照 GB/T 9341 测试，试样样条尺寸为 80 mm×10 mm×4 mm，试验速度 2 mm/min。试

验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6.2.3 压缩强度按照 GB/T 1041 测试，试样样条尺寸为 10 mm×10 mm×4 mm，试验速度为 5 mm/min。

试验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6.2.4 简支梁无缺口冲击强度按照 GB/T 1043.1—2008 测试，采用 1 型试样，冲击方向为侧向，冲击面

为原始表面。试验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6.2.5 球压痕硬度按照 GB/T 3398.1 测试，试验负荷值为 358 N。试验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6.2.6 密度按照 GB/T 1033.1—2008 中 A 法测试。试验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6.2.7 吸水质量分数按照 GB/T 1034—2008 中方法 1 测试，试样应保留一个原始表面。试验结果应符合

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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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负荷变形温度按照 GB/T 1634.2—2019 中方法 B 测试。试验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6.2.9  UL94 或 GB/T 2408 塑料燃烧性能的测定 水平法和垂直法。试验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6.2.10  线膨胀系数按照 GB/T 1036 测试。试验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6.2.11 磨损量按照 GB/T 3960 塑料 滑动摩擦磨损试验方法 试验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6.2.12 熔融温度按照 GB/T 19466.3 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第 3 部分：熔融和结晶温度及热焓的

测定。试验结果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6.2.13 环境老化试验 

取两个滑轮本体样件分别进行以下环境老化试验：  

1) 恒定湿热试验： 温度 85℃, 湿度 85%RH，参考标准：GB/T 2423.50-2012，时间：250 小时。 

2) 氙灯暴露试验：参考标准：GB/T 16422.2-2014，方法 B， Cycle5，时间：300 小时。 

试验结果应符合 5.1.2 的要求。 

6.3 滑轮试验方法 

6.3.1 静压性能试验 

6.3.1.1 静压性能试验应符合以下要求及结果： 

1）准备 1 个滑轮组件成品样品。  

2）将滑轮组件装入压力试验机（见图 4压力试验机），压块包角近 90°，包角正中心对准滑轮组件薄

弱点（如减重孔），压块弧形下表面压在绳槽高点上，宽度尽量覆盖所有绳槽，利用试验机液压千斤

顶对滑轮组件进行施压。或将滑轮组件装入拉力试验机（图 5 拉力试验机），选用对应的钢丝绳安装

在滑轮绳槽中，两侧提供试验所需的拉力进行测试。试验结果应满足 5.6.1 的要求。 

 
图 4 压力试验机示意图 

说明： 

1——压块；                  

2——滑轮组件；              

3——轴；                

4——限位销；                   

5——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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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压力工作台； 

 

图 5 拉力试验机示意图 

说明： 

1——变形测量百分表；                  

2——滑轮组件；              

3——轴；                

4——限位销；                   

5——工装；  

6——拉力工作台； 

6.3.2 滑轮轴向力试验 

6.3.2.1 对样品进行以下试验： 

样品放入烘箱，在 50℃的恒温环境下保温 24 小时后取出。立即水平固定滑轮组件，轴的位置悬空，

使用压力机通过压头对轴垂直施加 10 倍钢丝绳偏角 4°造成的轴向压力, 观察钢内圈或轴承与滑轮本

体的连接结构是否发生破坏。  



T/CEA 0057—2023 

9 

 

图 6 轴向力测试试验机示意图（非钢内圈滑轮组件） 

说明： 

1——轴；                  

2——轴挡圈；              

3——轴承；                

4——滑轮本体；                   

5——工装；  

6——压力工作台； 

 

 
图 7 轴向力测试试验机示意图（嵌有钢内圈滑轮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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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轴；                  

2——轴挡圈；              

3——轴承；                

4——钢内圈；                   

5——滑轮本体； 

6——工装；  

7——压力工作台； 

6.3.2.2 试验要求：  

施加钢丝绳偏角 4°产生轴向力的 10 倍后，钢内圈与滑轮本体、钢内圈与轴承或轴承与滑轮本体

的连接结构不被破坏，不考虑轴承的损坏；  

6.3.3 周向扭矩试验（不带钢内圈的滑轮） 

将如图 8 长方形工装焊接在轴承外圈上固定，在室温下测量滑轮组件轴承孔的内径及粗糙度并记

录，选取轴承孔在上公差的滑轮组件，将轴承压入滑轮组件中。 

取 3 个样品 A 在室温下静置 24 小时，接着放入烘箱，在 50 度的温度下保温 24 小时后取出，迅速

把扭矩扳手插入工装固定口，施加力矩直至轴承转动，记录最大转动力矩值。转动力矩值取 3 个样品

的平均值。 

取 1个样品B放入低温箱，在-10度的温度下保温 24小时后取出，转动轴承，应转动平滑无卡滞。 

 

图 8  周向扭矩试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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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滑轮组件；                  

2——轴承；              

3——长方形工装；                

4——挡块；                   

5——工作台； 

6.3.4 安全钳冲击试验 

轿厢侧：在 125%额定载荷（渐进安全钳）或额定载荷（瞬时安全钳）以及额定速度情况下，安全

钳动作，检查钢丝绳是否脱槽，轿厢滑轮是否发生偏转，固定结构是否出现变形。 

对重侧：在空轿厢以及额定速度情况下，安全钳动作，检查钢丝绳是否脱槽，对重滑轮是否发生

偏转，固定结构是否出现变形。 

6.3.5 缓冲器冲击试验 

轿厢额定载荷或对重，额定速度撞击缓冲器，检查钢丝绳是否脱槽，轿厢或对重滑轮是否发生偏

转，固定结构是否出现变形。 

6.4 装配与尺寸检查 

6.4.1 滑轮本体、轴承与轴装配后，在测量平台上检查转动是否灵活无异响并目测有无裂纹及其他损伤，

用百分表进行径向圆跳动度测量满足 5.4.4 的要求。 

6.4.2 滑轮应在轴承安装完后，按照 5.4.1~5.4.4 的要求进行尺寸检查。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规则 

滑轮出厂应按图纸要求及与客户的约定提供出厂检验报告，抽样数量应至少达到国标要求。 

7.2 型式检验规则 

新设计的滑轮应按照表 3 进行型式检验，检验通过后方可使用。滑轮从生产批次中随机抽样，每

种型式试验抽样 1 件。 

7.3 年度抽检规则 

滑轮厂家应每年对相应产品进行抽检，选取批量最大的 3-5 个规格，从生产批次中随机抽样，每

种规格按照表 3进行检验。 

7.4 检验试验要求 

首次样品检验、年度抽检、工艺或结构发生改变、出厂检验和现场检验应按照表 2 进行检查和试

验。 

表 3 滑轮检验检查表 

序号 检验项目 章节 型式检验 年度抽检 出厂检验 

1 材料性能 6.2 √ √  

2 装配检查 6.4.1 √ √ √ 

3 尺寸检查 6.4.2 √ √ √ 

4 静压性能试验 6.3.1 √ √  

5 滑轮轴向力试验 6.3.2 √ √  

6 周向扭矩试验 6.3.3 √ √  

7 安全钳冲击试验 6.3.4 √   

8 缓冲器冲击试验 6.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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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维护信息、报废及更换技术条件 

8.1 使用维护信息 

8.1.1 电梯制造商与滑轮制造商协商制定维护保养要求。 

8.1.2 电梯制造商应在使用维护说明书里说明滑轮组件的维护保养信息。维护保养信息应包含使用寿

命和报废及更换技术条件。 

8.1.2 对于长期不使用的电梯，使用前必须按照维护保养说明书对滑轮组件进行检查后，电梯才能恢

复运行。 

8.1.3 电梯制造商应向客户对所使用的滑轮组件提供符合本标准的申明。 

8.1.4 滑轮制造商应向客户申明该产品符合本标准中相关适用部分。 

8.2 报废及更换技术条件 

8.2.1 出现 GB/T 31821-2015 的 4.4.6 中的情况，视为达到报废技术条件。 

8.2.2 滑轮轴承损坏、出现严重异响，应报废。 

9 标志 

9.1 产品外包装应至少包含下列信息：  

a) 制造企业名称及地址； 

b) 产品名称及执行标准编号； 

c) 产品形式和尺寸； 

d) 制造日期 

e) 生产批次号或产品序列号；  

f) 防压、防潮标志。 

9.2 产品本体上永久标识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a) 制造企业名称或标识； 

b) 制造日期； 

c) 生产批次号或产品序列号； 

d) 滑轮本体设计使用年限； 

10 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 包装 

产品出厂包装应符合 JB/T 5947-2018 中 4.2、4.3、4.7、4.11 的规定。 

10.2 运输 

产品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撞击、磕碰、雨淋和日晒。 

10.3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库房内，不得与酸、强碱性和其他腐蚀性物质接触，并防止被水侵袭， 

不得在阳光下长期曝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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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轴承选型与寿命计算 

A.1 轴承选型与寿命计算 

A.1.1 电梯基本信息 

轿厢滑轮和对重滑轮的轴承选择需要依据图 A.1 的电梯基本信息. 

 
图 A.1 电梯系统示意图 

说明： 

1——曳引轮； 

2——轿厢； 

3——对重； 

v——电梯额定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T1——曳引轮轿厢侧悬挂钢丝绳上的拉力，单位牛（N）； 

T2——曳引轮对重侧悬挂钢丝绳上的拉力，单位牛（N）； 

vpulley——滑轮的转速（绳速），单位为米每秒（m/s）； 

Npulley——轿厢或对重侧，相邻两悬挂钢丝绳之间的滑轮数量； 

Smax——在最糟糕工况下，载荷系数； 

D2 —— 滑轮节圆直径 

d —— 轴承外圆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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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轴承载荷定义 

A.1.2.1 轴承载荷类型分析 

确保轴承正常使用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载荷类型的确定。电梯轴承载荷类型主要为径向载荷和轴

向载荷。在电梯的应用过程中，理论上轿厢和对重上的滑轮都只是承受径向载荷的，但是图 A.2(a)中

的对重滑轮和(c)的轿厢滑轮的布局情况，由于钢丝绳受力的不均匀，安装质量等原因，在实际应用中

轴承承受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因此在设计过程中，此类滑轮应选择可以承受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的

轴承。 

 
图 A.2 典型的电梯滑轮布局示意简图 

说明： 

1——曳引轮； 

2——轿厢侧滑轮； 

3——对重侧滑轮。 

 

A.1.2.2 轴承载荷大小计算 

电梯对重滑轮和轿厢滑轮的受力分为径向力和轴向力,如图 A.3： 

 
图 A.3 滑轮受力示意图 

说明： 

a——偏角 单位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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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轴承径向力计算： 

a. 轿厢侧单个滑轮静态径向力(FScar)： 

F =
2×𝑇1×𝑐𝑜𝑠 𝑎

𝑁𝑝𝑢𝑙𝑙𝑒𝑦
           ..................................................(1) 

b. 对重侧单个滑轮静态径向力(FScwt)： 

F =
2×𝑇2×𝑐𝑜𝑠 𝑎

𝑁𝑝𝑢𝑙𝑙𝑒𝑦
           ..................................................(2) 

2) 轴承轴向力计算 

a. 靠近曳引轮的轿厢侧滑轮静态轴向力(FHcar)： 

F = T1 × sin a × D  ÷ d    ..................................................(3) 

b. 靠近曳引轮的对重侧滑轮静态轴向力(FHcwt)： 

F = T2 × sin a × D  ÷ d    ..................................................(4) 

 

A.1.3 轴承设计寿命计算 

 

轴承的寿命通常以工作小时𝐿 来表示依据 ISO 281，公式(15)为： 

𝐿 = ( )   .........................................................(5)     

式中： 

𝐿  ——基本额定寿命（90%可靠性）； 

C ——基本额定动载荷 单位为千牛（kN)； 

P  ——轴承当量动载荷 单位为千牛（kN)； 

n ——转速 单位每分钟转数（r/min); 

p ——对于球轴承 p=3;对于滚子轴承 p=10/3 

 

A.2 对重轴承选型与计算实例 

A.2.1 电梯基本信息 

1) 电梯额定速度 V=2.5m/s; 

2) 电梯额定载荷：1600kg 

3) 曳引比：2：1 

4) 曳引轮对重侧悬挂钢丝绳上的拉力 T2=13654N 

5) 对重侧 Npulley=1； 

6) 在最糟糕工况下，载荷系数 Smax=3； 

7) 对重轮轮径D =480mm;轮轴直径 60mm 

8) 对重滑轮转数 npulley=60*2.5/(3.14*0.48)=99.5 r/min 

 

A.2.2 轴承载荷类型与大小 

该电梯由于放绳偏角 a=4°对重轴承受力为径向力与轴向力，考虑放置空间的问题，轴承选择单

列深沟球轴承。 

a. 轴承径向力计算结果： 

F = 2 × 13654 × cos 4° = 2724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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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F × 3 = 81724N    

F = 27241 ÷ 2 = 13620.5N  

F = 81724 ÷ 2 = 40862N     

b. 轴承轴向力计算结果： 

        F = 113654 × sin 4° = 952N 

        FHM=  F × 3 = 2857N 

 

A 2.3 轴承的选择 

根据轴承径向力的大小和轮轴直径,选择 6312-2Z 单列密封深沟球轴承。 

6312-2Z 轴承基本参数： 

C=85200N 

C0=52000N 

n=11000 r/min 

 

A 2.4 轴承选择校验  

A 2.4.1 静载荷径向力安全系数 S核算 

S=C0/F =52000/40862=1.27>1 符合要求； 

 

A 2.4.2  静载荷轴向力安全系数 Sh 核算 

Sh=C0/ FHM=52000/2857=18.2>4 符合要求； 
注：单列深沟球轴承通常可以承受不大于其四分之一最大径向静载力的轴向力。 

 

A 2.4.3 轴承寿命核算 

L =167.5*（85200/13620.5)3=40997h>5.6.5(3)规定的 20000h. 

 

A 2.5 结论 

6312-2Z 单列密封深沟球轴承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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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典型滑轮基本尺寸 

B.1  滑轮基本尺寸示意图 B.1 

 
图 B.1  典型滑轮示意图 

 

B.2 典型滑轮基本尺寸见表 B.1 

表 B.1  典型滑轮基本尺寸 

                                                                                                                                                 单位为毫米 

钢丝绳直径 

d 

滑轮节径 

D2 

绳槽 
槽数 

N 

槽距 

M 

轮宽 

B 
基本尺寸 

R 

角度 

a° 

∅8 ≥ ∅320 4.2~4.3 30~60 

3~14 11-29 

≥ (𝑁 − 1) × 𝑀 + 17 

∅10 ≥∅400 5.2~5.3 

30~60 

≥ (𝑁 − 1) × 𝑀 + 19 
∅11 ≥∅440 5.7~6.0 

∅12 ≥∅480 6.3~6.5 
≥ (𝑁 − 1) × 𝑀 + 21 

∅13 ≥∅520 6.8~7.0 

∅16 ≥∅640 8.3 ≥ (𝑁 − 1) × 𝑀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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