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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0年 第 147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带式输送机工程技术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带式输送机工程技术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GB

50431一2020，自2021年3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7.2.2、8.1.3、

8.2.4、8.3.3、8.5.3、8.7.1、9.1.1、9.5.1、11.2.4、11.6.1条为强

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规范))( GB

50431一2008)同时废止。

    本标准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www.moh盯d.gov.cn)

公开，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

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年 6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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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IJ 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修订及相关工作计划>的通知})(建标〔2016〕248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和符号、主要参数、运行

阻力、输送带张力和驱动功率、启动和停机、下运带式输送机、主要

部件、安全保护装置、整机布置、电气和控制、优化设计和动态性能

评价、附属设备、消防和环保、工程施工、工程验收等。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总则中的适用范围，增加了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U型带

式输送机和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工程设计以及带式输送机工程施工

和工程验收的内容。

    2.符号一章修订为术语和符号，并增加了术语一节。

    3.主要参数:

    (1)增加了带式输送机的理论输送量和设计输送量的关系计

算及普通带式输送机4托辊和5托辊托辊组的理论输送量计算

方法;

    (2)增加了U型带式输送机理论输送量和设计输送量的计算

方法;

    (3)增加了管状带式输送机理论输送量和设计输送量的计算

方法及管状带式输送机填充系数的规定;

    (4)增加了U型带式输送机和管状带式输送机带速的要求;

    (5)增加了U型带式输送机和管状带式输送机允许输送物料

的最大粒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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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运行阻力:

    (1)增加了普通带式输送机的运行总阻力、主要阻力、附加阻

力、特种阻力和提升阻力按区段分别计算方法;

    (2)增加了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U型带式输送机和管状带

式输送机的各种阻力计算方法;

    (3)将主要特种阻力和附加特种阻力合并为特种阻力;

    (4)修改了物料与导料槽侧壁间的摩擦阻力计算方法;

    (5)增加了凸弧段附加弯曲阻力计算方法;

    (6)增加了输送带与导料槽密封裙板间的摩擦阻力计算方法;

    (7)增加了缓冲床摩擦阻力计算方法。

    5.启动和停机一章中增加了物料在输送带上不发生相对滑动

的校核方法。

    6.输送带:

    (1)对输送带选用原则进行了修订，并将输送带并入主要部件

一章;

    (2)增加了地面栈桥和隧道内带式输送机输送带的选型要求;

    (3)增加了管状带式输送机输送带的选型要求;

    (4)增加了按输送带接头特征和接头疲劳强度计算输送带安

全系数的方法;

    (5)删除了附录中关于钢丝绳芯输送带和多层织物芯输送带

接头计算的规定。

    7.主要部件:

    (1)增加了管状带式输送机滚筒长度的规定;

    (2)增加了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转弯段托辊组的布置和型式

的规定;

    (3)增加了U型带式输送机托辊组的布置、型式、间距及托辊

长度的规定;

    (4)增加了管状带式输送机托辊组的布置、型式、间距及托辊

长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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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增加了对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转弯段机架和管状带式输

送机机架的要求。

    8.安全保护装置:

    (1)修改了输送线路中安全保护装置强制性条文的内容;

    (2)增加了管状带式输送机安全保护的规定。

    9.整机布置:

    (1)增加了带式输送机允许最大倾角的规定;

    (2)增加了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槽形过

渡段长度计算方法;

    (3)增加了U型带式输送机受料段布置、槽形过渡段长度、凸

弧段最小曲率半径的规定;

    (4)增加了管状带式输送机受料段和槽形过渡段的布置及长

度、水平转弯段及竖向曲线段的布置和计算方法;

    (5)增加了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凸弧段最

小曲率半径的计算方法;

    (6)增加了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和U型带式输送机的水平转

弯段布置及最小曲率半径的规定。

    10.电气和控制一章中增加了智能控制一节，并将电气保护和

通信合并为一节。

    n.将优化设计及动态分析一章改名为优化设计和动态性能

评价，并取消分节。

    12.将辅助设备一章改名为附属设备。

    13.将消防与粉尘防治一章改名为消防和环保，并增加了噪声

和光电污染控制一节。

    14.增加了工程施工一章，包括一般规定、施工、试运转内容。

    15.增加了工程验收一章，包括工程划分、工程验收内容。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煤炭建设协会负责日常管理，由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或建议，请寄送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辽

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先农坛路12号，邮编:110015)。

    本 标准 主编单位: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 编单位: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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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科技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中煤邯郸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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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统一和规范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施工和验收，确保工

程质量，保障安全生产，做到技术先进和经济合理，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普通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U

型带式输送机和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工程设计、施工和验收。

    本标准不适用于钢丝绳牵引、气垫等特殊带式输送机的工程

设计、施工和验收。

1.0.3 带式输送机输送散状物料的堆积密度宜为0.SOt/m3~

2.80t/m3，物料温度不宜高于60℃，工作环境温度宜为一25℃一

+40℃。当超出上述范围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1.0.4 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施工和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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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普通带式输送机 ordinary belt conveyor

    水平面投影为直线的带式输送机。

2.1.2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horizontal curve belt conveyor
    水平面投影有曲线段的带式输送机。

2.1.3 U型带式输送机 U一shape belt。onveyor

    由数个托辊组成多边形托辊组支承，部分或全部长度的输送

带呈U形横截面的带式输送机。

2.1.4 管状带式输送机 pipe belt conveyor

    由数个托辊组成多边形托辊组支承，输送带呈圆形横截面的

带式输送机。

2.1.5 理论输送量 theoretical capacity

    带式输送机在最大允许承载量时，单位时间输送物料的理论

体积或质量。

2.1.6 设计输送量 design。apacity

    工程设计要求带式输送机单位时间输送物料的体积或质量。

2.1.7 大型带式输送机 large一sized belt Conveyor

    同时具有总驱动功率不小于1500kw、输送量不小于300ot/h、

长度不小于1500m中的两项及以上特征的带式输送机。

2.1.8 小型带式输送机 small一sized belt conveyor

    同时具有总驱动功率不大于75kw、输送量不大于soot/h、长

度不大于ZOOm中的两项及以上特征的带式输送机。

2.1.9 长距离带式输送机 long distance belt conveyor

    长度不小于3000m的带式输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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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短距离带式输送机 Short distance belt。onveyor

    长度不大于80m的带式输送机。

2.1.11 复杂带式输送机 complex belt conveyor

    同时具有三个及以上变坡段、有水平转弯段、多点驱动单元或

制动单元、长度不小于 150om中的三项及以上特征的带式输

送机。

2.1.12 高速带式输送机 high speed belt。onveyor

    带速不小于sm/5的带式输送机。

2.1.13 输送带跑偏检测装置 belt misalignment detector

    检测输送带运行中横向位移量超限的装置。

2.2 符 号

2.2.1 横截面积、输送量:

    A—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

    A】—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上部横截面积;

    AZ—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中部横截面积(4托辊、5托辊);

    A3—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下部横截面积(2托辊~5托辊);

    AN— 设计输送量输送带承载物料的横截面积;

  AT。— 曲线段中间托辊承载物料的横截面积;

    AT;— 内曲线侧托辊承载物料的横截面积;

  AT(，— 外曲线侧托辊承载物料的横截面积;

    几1— 带式输送机每秒设计质量输送量;

    Q— 设计输送量;

    Qm— 理论质量输送量;

    Qv— 理论体积输送量。

2.2.2 几何特征、物料特性:

    a(，— 上分支托辊组的间距;

    au— 下分支托辊组的间距;

    AGr— 清扫器与输送带的接触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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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有效宽度;

  b，— 导料槽的宽度;

  bZ— 管状输送带搭接宽度;

  b3— 输送带内曲线和外曲线边缘间的宽度;

  bs— 支承在侧辊上的输送带部分的宽度;

  bwe— 管状输送带搭接宽度与实际管径之比;

  B— 带宽;

  d。— 滚筒轴承的内径;

  d:— 物料的最大粒度;

  d。— 输送带的织物芯层厚度或输送带的钢丝绳直径;

  d:—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名义管径(外径);

  dm— 物料的平均粒度;

  dR— 托辊直径;

  ds—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实际管径(外径);

  D— 滚筒直径;

  D，— 第1个滚筒的直径;

  DTr— 滚筒直径基准值;

  h，— 区段1的高差;

  hk。— 输送带两侧边缘构成的平面与槽底托辊上母线的

          距离;

  hk，— 输送带两侧边缘构成的平面与滚筒上母线的距离;

hr，Tna:— 输送带在两相邻托辊组间的最大垂度;

  hTr— 滚筒上母线与槽底托辊上母线平面的距离;

  12— 承载托辊组下侧辊的长度(4托辊、5托辊);

  13— 承载托辊组中间辊的长度(3托辊、5托辊);

  lb— 导料槽长度;

  几1— 受料段加速区的导料槽长度;

  lb。— 受料段加速区外的导料槽长度;

  1。— 曲线段托辊组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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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区段1的长度;

    1，— 托辊组内曲线侧托辊与输送带的接触长度;

  IN— 输送带安装附加行程;

  2《，— 托辊组外曲线侧托辊与输送带的接触长度;

  10.:— 上分支。一1区段的长度;

  10.2— 上分支1~2区段的长度;

  lp— 托辊窗框板的间距;
  IP:— 管状带式输送机过渡段的最小长度;

  lu，，— 下分支。一1区段的长度;

  lu，2— 下分支1一2区段的长度;

    15— 直线段托辊组的间距;

  lstn— 缓冲床段的长度;

  lsp— 拉紧滚筒的拉紧行程;
    It— 输送带翻转段的最小长度;

升dmi。— 槽形过渡段的最小长度基准值;

    L— 带式输送机长度(头尾滚筒中心线间的展开长度);

  L，—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总长度;

  Ls— 两曲线段间的直线段最小长度;

  R，— 凸弧段曲率半径;

  RZ— 凹弧段曲率半径;

  R3— 水平转弯段最小曲率半径;

Rm;。— 最小曲率半径;

    t— 输送带厚度;

  tl— 输送带的钢丝绳间距;

  W— U形输送带的开口尺寸;

    a— 凸弧(凹弧)段对应的圆心角;

  a。— 水平转弯段对应的圆心角;

  二，— 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对应的圆心角;

    下— 托辊组内曲线侧的抬高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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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 带式输送机的倾角;

      占‘— 区段1的倾角;

      。— 托辊前倾角;

      。，— 区段1的托辊前倾角;

    △行d— 过渡段的附加长度;

      0— 物料的动堆积角;

      几— 槽形托辊组的槽角;

      久，— 槽形托辊组下侧辊的槽角(4托辊、5托辊);

      又2— 槽形托辊组下侧辊的槽角(加长托辊侧);

      又3— 槽形托辊组上侧辊的槽角(增加的托辊侧);

    p— 散状物料的堆积密度;

    甲— 输送带在传动滚筒上的围包角。
2.2.3 运动参数、功率、效率:

    a— 输送带平均加(减)速度;

  。B一一制动停机减速度;

  九，— 输送带1阶固有频率;

    几n— 输送带n阶固有频率;

    fr— 托辊的转动频率;

    9— 重力加速度;

    v— 带速;

    vo— 给料到输送带运行方向的速度分量;

  氏— 传动滚筒轴功率;

  尸M— 驱动电动机总功率;

    刀— 制动轮到传动滚筒的传动效率;
    ，1— 驱动系统电动工况时的传动效率;
    孕— 驱动系统发电工况时的传动效率。

2.2.4 张力、阻力、力矩、强度:

    EO — 输送带的拉伸刚度;

  EI二K— 输送带纵向弹性模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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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滚筒上输送带的平均张力;

  F:— 输送带在滚筒绕人点的张力;

  凡— 输送带在滚筒绕出点的张力;

  FA— 带式输送机运动体的总惯性力;

  F。。— 受料段物料的惯性阻力和物料与输送带间的摩擦

          阻力;

FbA，。.、— 上分支区段 1的受料段物料的惯性阻力和物料与输

          送带间的摩擦阻力;

F、;.u，，— 下分支区段 1的受料段物料的惯性阻力和物料与输

          送带间的摩擦阻力;

  凡，— 制动停机制动力;

  FoE— 减力停机时传动滚筒上的驱动圆周力;

  凡，— 凸弧段起点的输送带张力;

Fo2— 凸弧段终点的输送带张力;

凡h— 水平转弯段输送带的最大张力;

凡、:，。.*— 上分支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起点的输送带张力;

Fo2.。，，— 上分支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终点的输送带张力;

Fchl.。，、— 下分支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起点的输送带张力;

Fc、.。.，— 下分支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终点的输送带张力;

    Fe— 输送带的许用张力;

    F，— 受料段加速区内物料与导料槽侧壁间的摩擦阻力;

  凡.。，，— 上分支区段1的受料段加速区内物料与导料槽侧壁

          间的摩擦阻力;

  Ff，u.，— 下分支区段 1的受料段加速区内物料与导料槽侧壁

          间的摩擦阻力;

    Fg— 计算固有频率处输送带张力;

  Fgl— 受料段加速区外物料与导料槽侧壁间的摩擦阻力;

凡.，。，，— 上分支区段1的受料段加速区外物料与导料槽侧壁
          间的摩擦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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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下分支区段1的受料段加速区外物料与导料槽侧壁

          间的摩擦阻力;

    FH— 主要阻力;

  FH.，— 区段1的主要阻力;

  FH.。— 上分支的主要阻力;

  F。.。，‘— 上分支区段1的主要阻力;

  FH，。— 下分支的主要阻力;

  FH，。，、— 下分支区段1的主要阻力;

    F‘— 输送带运行方向上第1点的张力;

  只一1— 输送带第1一1点的张力;

F(;一，)_，— 输送带第1一1点到第1点区段的运行阻力;

    FI。— 输送带绕经滚筒的弯曲阻力;

  Flc.。.，— 上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绕经滚筒的弯曲阻力;

  Flc，u.‘— 下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绕经滚筒的弯曲阻力;

    FI《，— 滚筒上输送带绕人点张力与绕出点张力和滚筒旋转

          部分所受重力的矢量和;

  Fma、— 输送带稳定运行的最大张力;

  Fmin— 输送带稳定运行的最小张力;

    FN— 附加阻力;

  FN.。— 上分支的附加阻力;

  FN.。，，— 上分支区段1的附加阻力;

  FN，。— 下分支的附加阻力;

  FN，。.‘— 下分支区段1的附加阻力;

    F。— 输送带的成管阻力;

    Fp、— 犁式卸料器的摩擦阻力;

  FP:，。.，— 上分支区段1的犁式卸料器的摩擦阻力;

  FPt，。.，— 下分支区段1的犁式卸料器的摩擦阻力;

    Fr— 输送带清扫器的摩擦阻力;

  Fr.。.，— 上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清扫器的摩擦阻力;

· 8 ·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Fr，。.，— 下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清扫器的摩擦阻力;

  FR— 输送带的刚性阻力;

  FRF— 输送带与托辊轴向摩擦所产生的平衡力;

  FS— 特种阻力;

  Fsbn— 缓冲床的摩擦阻力;

凡bn.。.矛— 上分支区段1的缓冲床的摩擦阻力;

Fs加，。，，— 下分支区段1的缓冲床的摩擦阻力;

  Fsk— 输送带与导料槽密封裙板间的摩擦阻力;

Fsk，。.，— 上分支区段艺的输送带与导料槽密封裙板间的摩擦

          阻力;

Fsk，u.，— 下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与导料槽密封裙板间的摩擦

          阻力;

  Fs，。— 上分支的特种阻力;

Fs，。.‘— 上分支区段1的特种阻力;

  FsP— 拉紧滚筒的拉紧力;

  Fs:— 提升阻力;

  Fst.;— 区段1的提升阻力;

  Fs，，。— 上分支的提升阻力;

Fst.。.‘— 上分支区段1的提升阻力;

  Fst.u— 下分支的提升阻力;

Fs:.。，— 下分支区段1的提升阻力;

  Fs，。— 下分支的特种阻力;

Fs.u，，— 下分支区段1的特种阻力;

    F:— 非传动滚筒的轴承阻力;

  Ft，。。，— 上分支区段1的非传动滚筒轴承阻力;

  FL，。.，— 下分支区段1的非传动滚筒轴承阻力;

  FT— 水平转弯段输送带张力产生的水平向心力;

  凡c— 曲线段托辊组中间托辊上输送带的水平向心力;

  F下:— 托辊组内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水平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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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 曲线段托辊组中间托辊上输送带的法向力;

  F7’N:— 托辊组内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法向力;

  FTN(，— 托辊组外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法向力;

  FT(，— 托辊组外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水平向心力;

  F二，— 托辊组上输送带的总轴向力;

  FTPc— 曲线段托辊组中间托辊上输送带的轴向力;

  几PI— 托辊组内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轴向力;

  FTP〔，— 托辊组外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轴向力;

  FTr— 稳定运行传动滚筒的圆周力;

  FTr;— 启动工况传动滚筒的圆周力;

  几、d，— 制动工况传动滚筒的圆周力;

    FU— 运行总阻力;

FU.。，，— 上分支。~1区段的运行阻力;

FU.。.2— 上分支1一2区段的运行阻力;

Fu，。.、— 上分支区段1的运行阻力;

Fu.。，1— 下分支。一1区段的运行阻力;

Fu.。，2— 下分支1一2区段的运行阻力;

FU.。.、— 下分支区段1的运行阻力;

  Fw。— 输送带沿托辊轴向的下滑力;

  Fw。— 凸弧段的附加弯曲阻力;

Fwc.。‘— 上分支区段1的凸弧段附加弯曲阻力;

Fwc.。，，— 下分支区段1的凸弧段附加弯曲阻力;

  Fw卜— 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F*.‘— 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Fwh，。— 上分支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Fo.。:— 下分支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Fwh，，— 上分支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Fw卜.、‘— 下分支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FwM— 物料沿托辊轴向的下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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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区段1的托辊前倾摩擦阻力;

  凡.。，，— 上分支区段1的托辊前倾摩擦阻力;

  凡.。.，— 下分支区段1的托辊前倾摩擦阻力;

      k— 输送带的平均应力;

  kK.m。二— 输送带边缘的最大应力;

  气.;，nla:— 非稳定运行条件下输送带边缘的最大应力;

  kk:u，— 过渡段输送带边缘的许用应力;

    kM— 输送带中心区域的应力;

    kN— 输送带名义拉断强度或拉伸强度;

    k。— 输送带接头的基准疲劳强度;

    M— 逆止装置的额定逆止力矩;

    M”— 制动轮的制动力矩;

    △k— 输送带边缘的应力与输送带中心区域的应力差。

2.2.5 质量、惯量、载荷、压力:

    J:、.，— 驱动单元第1个转动部件的转动惯量;

      Jf— 飞轮的转动惯量;

      J，— 第1个滚筒的转动惯量;

      mD— 带式输送机转动部件转换到输送带上直线运动的等

            效质量;

      mf— 飞轮转换到输送带上直线运动的等效质量;

m“一，〕_，— 输送带第1一1点到第 1点区段的运动体的等效

              质量;

      m:— 带式输送机运动体直线运动的等效质量;

    尸Bp— 输送带许用比压;

    尸B，— 钢丝绳芯输送带钢丝绳下的许用比压;

    尸Gr— 清扫器与输送带间的压强;

    P()，— 上分支托辊静载荷;

    尸《)m— 上分支托辊动载荷;

    Psk— 输送带与密封裙板间的单位长度的有效正压力;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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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u，— 下分支托辊静载荷;

    尸Um— 下分支托辊动载荷;

      ql，— 输送带单位长度的质量;
      q。— 输送带上物料单位长度的质量;

    q。，、— 区段艺的输送带上物料单位长度的质量;

    q(;，。.、— 上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上物料单位长度的质量;
    q(;.u.，— 下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上物料单位长度的质量;

    %.，— 区段1的托辊转动部分单位长度的质量;
    叭(〕— 上分支托辊转动部分单位长度的质量;

    叭《〕.‘— 上分支区段1的托辊转动部分单位长度的质量;
    蛛U— 下分支托辊转动部分单位长度的质量;

    叭。，— 下分支区段1的托辊转动部分单位长度的质量。

2.2.6 系数、无量纲参数:

c，、‘2、c3— 计算系数;
      cK— 基于输送带边缘应力确定的最小接头疲劳强度系数;

    以ank— 侧压力系数;
    cscltb— 受料段加速区内物料扰动引起的附加阻力系数;

      行‘.— 槽形过渡段的最小长度系数;

      c。— 前倾阻力计算系数;

    爪，，— 区段1的前倾阻力计算系数;

      C— 附加阻力系数;

      CO— 滚筒直径系数;

      。— 自然对数的底;

      f— 模拟摩擦系数;

      fo— 基准模拟摩擦系数;

      f;— 管径修正系数;

      九— 输送带拉伸强度修正系数;

      儿— 温度修正系数;

      fa— 托辊的工况系数;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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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 水平转弯段的模拟摩擦系数;

  几— 托辊的冲击系数;

  人— 托辊的载荷系数;

  五— 区段1的模拟摩擦系数;

  介— 托辊的运行系数;

介M!，T— 滚筒上输送带张力利用率;

    1— 飞轮或制动轮至传动滚筒的传动比;

    1，— 第1个转动部件至传动滚筒的传动比;

  kt— 托辊转动部分的质量转换到托辊圆周上直线运动的

        计算系数;

  kZ— 逆止装置工况系数;

  k3— 曲线段托辊组的间距系数;

  k。— 中间托辊上输送带的重力分配系数;

  kt。— 内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重力分配系数;

  k()— 外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重力分配系数;

  kP— 犁式卸料器的刮板系数;

k:，rel— 输送带接头相对基准疲劳强度系数;

  kw。— 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系数;

  n— 固有频率阶数;

  nD— 带式输送机的驱动单元数;

  n()— 上分支区段数;

  nP— 输送带成管次数;

  nU— 下分支区段数;

  5— 输送带的安全系数;

  5。— 基于输送带接头特征的安全系数;

  5，— 基于输送带运行条件的安全系数;

Smin— 相对于输送带最小名义拉断强度的最小安全系数;

  zR.，— 区段1的托辊组数量;

  气.，— 区段1的前倾托辊组数量;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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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送带弹性伸长和永久伸长综合系数;

。，— 托辊组间的输送带屈挠率;

产— 传动滚筒与输送带间的摩擦系数;

召。— 输送带与托辊间的当量摩擦系数;

产。1— 当量摩擦系数;

产，— 物料与输送带间的摩擦系数;

产2— 物料与导料槽侧壁间的摩擦系数;
产3— 输送带清扫器与输送带间的摩擦系数;

召;— 缓冲床与输送带间的摩擦系数;
产5— 输送带与密封裙板间的摩擦系数;

兀— 圆周率;

沪。— 理论输送量的利用率;

沪2— 填充系数;
必。— 倾斜输送时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缩减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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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 要 参 数

3.1 输  送 量

          1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3.1.1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理论输送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v=3600沪5:A二 (3.1.1一1)

                  Q。=3600沪5:AvP (3.1.1一2)
式中:Qv— 理论体积输送量(m3/h);

      Qm— 理论质量输送量(t/h);

      弥。— 倾斜输送时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缩减
              系数;

      A—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m，);

      。— 带速(m/5);

      p— 散状物料的堆积密度(t/m，)。
3.1.2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设计输送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甲IQ、=3600弥tA、v或Q=沪，Q。=3600沪stA、甲
                                                              (3.1.2一1)

                      AN=甲。A (3.1.2一2)
式中:Q— 设计输送量(m丫h或t/h);

      甲，— 理论输送量的利用率，应根据工程的工艺要求、物料
            特性等因素确定，宜为0.7~1.0，当供料连续、均匀，

            且为直线输送时，可取较大值，当供料量波动较大

            时，宜取小值;

    AN— 设计输送量输送带承载物料的横截面积(m，)。

3.1.3 普通带式输送机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应根据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有效宽度、承载托辊的数量、托辊长度、槽角及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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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的动堆积角等确定。水平输送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应按下式计算:

                      A= A，+A:+A3 (3.1.3一1)

式中:AI—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上部横截面积(m，);

    AZ—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中部横截面积(4托辊、5托辊)(耐);

    A3—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下部横截面积(2托辊一5托辊)(耐)。

    2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可按本标准附录A取值。

    3 单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图3.1.3一1)，应

按下式计算:

(3.1.3一2)
﹃月
甘
-

n

--
)

Ll

二
b

a

-
1 

 

.白

 
 
-- 

 

A
 
 
-- 

 

A

式中:b—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有效宽度(m);

      0— 物料的动堆积角(“)，与物料的特性、带速及带式输送

          机的长度等有关，宜比静堆积角小50~15“，有些物料

            可能小20。。无动堆积角实测数据时，可按物料的静

            堆积角的50%~75% 近似计算或按表3.1.3选取。

            高带速、长距离的带式输送机宜取小值。

图3.1.3一1 单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示意图

                          B一带宽(m)

            表3.1.3 一般特性物料的堆积角

物料的特性 流动性
静堆积角

    (。)

动堆积角

  6(。)

粒度均匀、非常小的圆颗粒、非常干或含水率

      非常高的物料，如砂、混凝土浆等
非常好 1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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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3

物料的特性 流动性
静堆积角

    (。}

动堆积角

  0(。)

圆形、干燥光滑的颗粒.如整粒的

        谷物和豆类等
好 1O

规则、粒状的物料，如化肥、砂石、洗过的砾石等 26~ 29 15

30~ 34 2O

通常物料，如大多数矿石、烟煤、石块等 35~ 39 25

不规则、钻性、纤维状的物料.如木屑、甘蔗渣等 差 > 40 30

注:表中数据基于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推荐值。

4 2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图3.1.3一2)，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2 2、tano
了11一 O CUS 入 一爪二一一

                          匕
(3.1.3一3)

      b2
八 3 = ，厂COS人5111人

            4
(3.1.3一4)

式中:几— 槽形托辊组的槽角(。)。

图3.1.3一2 2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示意图

5 3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图3.1.3一3)，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AI一:‘3+(”一‘3)·。5*:2罕 (3.1.3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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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一3 3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示意图

        1， 。b一 1、 八b一 1，.
八3一 1艺3十 一-下- COS凡】一一又一一Sln入        仁乃.1。J一b)

            \ 乙 / 乙

式中:13— 承载托辊组中间辊的长度(3托辊、5托辊)(m)。

6 4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图3.1.3一4)，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222。。5*，+(。一2，2)。。、〕2罕

AZ一(2‘2。。、1+旱 一*)毕 51、

(3.1.3一7)

(3.1.3一8)

A。=1;。0从，51以， (3.1.3一9)

式中:几

      几1

— 槽形托辊组下侧辊的长度(4托辊、5托辊)(m);

— 槽形托辊组下侧辊的槽角(4托辊、5托辊)(“)。

图3.1.3一4 4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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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图3.1.3一5)，应

确月

-

n

-，
) 

 

8

-
1

按下列公式计算:

      A，=[1。+Z12co嗽，+(b一1。一21:)cos又〕

(3.1.3一10)

        ，二 _， _ .b一 1、一 21， 八b一 1，一21，二
A，= 113十 乙12cos几1一 es~sees下二esesesesco队 1— we不尸一— slha

          、 乙 ， 乙

A3= (13十12 cos几1)12 51以，

(3.1.3一11)

(3.1.3一12)

        图3.1.3一5 5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示意图

    8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有效宽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当B镇Zm时:
                          b= 0.gB一 0.05 (3.1.3一13)

      2)当B>Zm时:

                            b= B一0.25 (3.1.3一14)

式中:B— 带宽(m)。

3.1.4 倾斜或具有倾斜段的普通带式输送机，应计人输送带承载

物料的上部理论横截面积减小的因素，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带式输送机稳定运行、均匀给料、倾斜输送粒度小的物

料，并且线路中带式输送机的最大倾角氏a、不大于物料的动堆积

角0时，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的缩减系数应按下式

                                                                                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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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一卜今(1一人/‘军旦二男畏塑)
                几 \ V I一 COS一口 /

(3.1.4)

式中:占— 带式输送机的倾角(“)，应取线路中的最大倾角;

      0— 物料的动堆积角(。)，应取物料实际的动堆积角值。

    2 当输送一般特性物料、采用3托辊的托辊组、槽角350、动

堆积角15“~25“时，不同倾角的物料理论横截面积缩减系数可按

表3.1.4选取。

      表3.1.4 倾斜输送时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缩减系数叭t

倾角占(.)

物料的动堆积角0(“)

15 20 25

缩减系数汽。

0~ 2 1.00 1.00 1.00

4 0.99 0。99 0.99

6 0.98 0.98 0.99

8 0.96 0.97 0.98

l0 0。93 0。96 0.97

l2 0。90 0.94 0.95

14 0。84 0.91 0.93

l6 0.87 0.91

l8 0.82 0.88

20 0。69 0.85

22 0.80

24 0.73

25 0.63

    注:本表适用于带式输送机倾角占不大于物料的动堆积角0。

3.1.5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理论输送量和设计输送量，应符合

下列规定: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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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直线段的理论输送量和设计输送量，应按本标准第3.1.1

条~第3.1.4条的规定计算;

    2 水平转弯段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应根据托辊

数量、托辊槽角、托辊组内曲线抬高角等因素计算确定;

    3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设计输送量，应根据水平转弯段输

送带承载物料的横截面积确定。

                    ll U型带式输送机

3.1.6 U型带式输送机的理论输送量，应根据输送带承载物料

的理论横截面积、带速、带式输送机倾角确定，并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I U型带式输送机的理论输送量:

                    Qv=3600汽tAv (3·1.6一1)

                  Qm =3600沪stA印 (3.1.6一2)
    Z U型带式输送机的设计输送量:

    Q二沪tQv=3600汽。A、v或Q=甲，Q。=3600沪5:A、平
                                                                (3.1.6一3)

                      A、=沪:A (3.1.6一4)

式中:沪。— 理论输送量的利用率，取值应符合第3.1.2条的
            规定。

3.1.7 U型带式输送机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应根

据输送带承载物料的有效宽度、承载托辊数量、输送带上部开口尺

寸及物料的动堆积角等确定，并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I U型带式输送机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图

3.1.7)，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A=Al+AZ+A。 (3.1.7一1)

A:= W
tano

  6
(3.1.7一2)

儿一(”一朴W)晋 (3.1.7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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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二WZ/8 (3.1.7一4)

式中:W— U形输送带的开口尺寸(m)，宜为带宽的1/3一1/2;

      二— 圆周率。

    2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有效宽度，宜按本标准式(3 .1.3一13)、

式(3.1.3一14)计算确定。当U形横截面内设内挡辊时，b值宜适

当减小。

      图3.1.7 5托辊 U形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示意图

                    m 管状带式输送机

3.1.8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理论输送量和设计输送量，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1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理论输送量:

                        Qv= 3600Av (3.1.8一1)

                    Q。=3600AvP (3·1·8一2)
    2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设计输送量:

      Q=甲，Q、=36o0ANv或Q=甲，Q。=36o0AN甲
                                                              (3.1.8一3)

                      A、=甲:A (3.1.8一4)

式中:沪，— 理论输送量的利用率，应根据工程工艺要求、物料特

          性等因素确定，宜取0.85一1.00。

3.1.9 管状带式输送机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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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应根据输送带成圆形的实际管径、输送带厚度、填充系数

确定，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ld、

八一仰兀(才一‘ (3.1.9一1)

    B

兀+bw。
(3.1.9一2)

                        bw。=bZ/ds (3.1.9一3)

式中:甲2— 填充系数;
    ds—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实际管径(外径)(m);

      t— 输送带厚度(m);

    bw。— 管状输送带搭接宽度与实际管径之比，宜为 1/3~

      1/2;

bZ— 管状输送带搭接宽度(m)。

图3.1.9 管状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示意图

3.1.10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填充系数，应根据名义管径、物料最大

粒度和粒度组成确定。常用一般特性物料宜按下列规定选取:

1 当物料最大粒度不大于名义管径的1/3，且大块含量不超

过30%时，填充系数宜为75%;

2 当物料最大粒度为名义管径的1/2，且大块含量不超过

20%时，填充系数宜为50%一60%;

3 当物料最大粒度为名义管径的2/3，且大块含量不超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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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肠时，填充系数宜为40%一50%;

4 当给料不均匀、输送线路复杂、具有水平转弯和垂直曲线

布置时，填充系数宜适当降低。

3.2 带 速

3.2.1 带式输送机带速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带式输送机的带速，应根据带式输送机工艺要求、环境条

件、物料特性、物料粒度及组成、带式输送机长度、带宽等因素

确定;

    2 长距离和大型带式输送机宜选择较高的带速;

    3 有特殊要求的带式输送机可根据工程要求确定。

3.2.2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带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

机》GB/TlO595的有关规定。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带速应满

足转弯段不撒料的工作条件。

3.2.3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带速应符合本标准第3.2.1条的规定，

并应根据工艺布置、工作条件、名义管径等因素确定。同时，具有

下列两项特征的，宜降低带速:

    1 水平转弯段对应的圆心角大于或等于450;

    2 水平转弯段布置复杂;

    3 织物芯输送带的水平转弯曲率半径小于名义管径的300

倍，钢丝绳芯输送带的水平转弯曲率半径小于名义管径的700倍;

    4 工作环境温度低于一10℃。

3.3 带 宽

          1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3.3.1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带宽，应根据带

式输送机设计输送量、带速和输送物料的粒度确定。带宽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GB/T 10595的有关规定。

3.3.2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带宽选择，应符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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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下列规定:

    1 根据本标准第3.2节的规定初选带速。

    2 根据带式输送机承载托辊组托辊数量、槽角和物料的动堆

积角计算带宽，或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带宽。

    3 根据输送物料的粒度校核带宽:

      1)根据物料最大粒度和粒度组成、物料的动堆积角等因素

        校核带宽。动堆积角为200一300，不同带宽输送常用物

        料的允许最大粒度，可按表3.3.2选取。

          表3.3.2 带式输送机的带宽与输送常用一般特性

                    物料的允许最大粒度范围《mm)

带宽 B
物料中大块的含量(质量百分率〕

10% 20% 50% 100%

500 140~ 90 130~80 120~70 100~ 50

650 210~ 110 190~ 100 160~ 90 120~ 65

800 270~ 130 250~ 120 220~ 110 150~ 80

1000 340~ 160 300~ 150 260~ 140 180~ 100

1200 390~ 200 350~ 190 300~ 170 220~ 130

1400 450~ 230 400~220 340~ 200 260~ 150

1600 500~ 260 450~ 240 380~ 220 290~ 180

1800 550~ 290 480~ 270 420~ 240 320~200

2000 580~ 320 500~ 300 450~ 260 350~ 230

2200 600~ 350 520~320 480~ 290 380~260

) 2400 620~380 550~ 360 500~ 330 410~ 280

注:1 物料的动堆积角为20。时选大值，为3。。时选小值。

  2 输送岩石类物料时宜选小值。

  2)带宽为1.6m及以下的带式输送机，可按下列公式校核

      带宽:

    ①未经筛分的物料，当大块含量在10%以内时:

                        B)Zdl+0.2 (3.3.2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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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经过筛分的物料:

                            B)3dm+0.2 (3.3.2一2)

        ③输送物料最大粒度不宜大于0.sm。

式中:d:— 物料的最大粒度(m);

    dn、— 物料的平均粒度(m)，系物料的最大粒度和最小粒度

            的平均值。

      3)输送岩石类坚硬物料时:

        ①当大块含量超过10%时，最大粒度不宜超过0.4m;

        ②当大块含量超过20%时，最大粒度不宜超过。.35m。

                    n U型带式输送机

3.3.3 U型带式输送机允许输送物料的最大粒度，应根据物料

粒度及组成确定，可按表3.3.3选取。

        表3.3.3 U型带式输送机的带宽与输送常用一般特性

                      物料的允许最大粒度《mm)

带宽召 65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物料大块含量)30% 90 120 160 200 240 280 320 320

物料大块含量<30% 150 200 260 320 320 320 360 360

    注:表中的数值为输送带开口尺寸W等于带宽的1/3百付的推荐值。

                    班    管状带式输送机

3.3.4 管状带式输送机允许输送物料的最大粒度，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输送物料的大块含量不超过 30%时，最大粒度宜小于

名义管径(外径)的1/3;

    2 当输送物料的大块含量不超过 20%时，最大粒度宜小于

名义管径(外径)的1/2;

    3 当输送物料的大块含量不超过15%时，最大粒度宜小于

名义管径(外径)的2/3。

3.3.5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带宽应根据名义管径确定，并宜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钢丝绳芯管状输送带》HG/T 4224和《织物芯管状输

送带》HG/T 4225的有关规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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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 行 阻 力

4.1 运 行 阻 力

4.1.1

      2

示例):

              工    普通带式输送机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运行总阻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运行总阻力应包括下列内容:

1)主要阻力;

2)附加阻力;

3)特种阻力;

4)提升阻力。

  运行总阻力应按下式计算(图4.1.1为上下分支区段划分

F。=艺凡.0.‘+习凡.。.，=F。+F、+F、+Fst

(4.1.1)

式中:F。— 运行总阻力(N);

      n(，— 上分支区段数;

  Fu.。.;— 上分支区段1的运行阻力(N);

      nu— 下分支区段数;

  F。，。.，— 下分支区段1的运行阻力(N);

      FH— 主要阻力(N);

    FN— 附加阻力(N);

    Fs— 特种阻力(N);

      Fst— 提升阻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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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1 稳定运行工况各区段的运行阻力示意图

          10.1一上分支。一1区段的长度;10.:一上分支1~2区段的长度;

          lu.!一下分支0一1区段的长度;lu.:一下分支1一2区段的长度;

  Fu.o.，一上分支0一1区段的运行阻力;Fu.o.:一上分支1~2区段的运行阻力;

    Fu.。.1一下分支0一1区段的运行阻力;Ftl.。:一下分支1~2区段的运行阻力

4.1.2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主要阻力，包括托辊旋转阻力、输送带压陷

滚动阻力、输送带弯曲阻力和物料内摩擦阻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简化计算时:

      F。二无了9[:R(，+。。。+(2。。+、。)cosa〕
                                Q

(4.1.2一1)

q(;=系飞蕊
(4.1.2一2)

式中:L— 带式输送机长度(头尾滚筒中心线间的展开长度)(m);

      f— 模拟摩擦系数;

      9— 重力加速度，取9.81m/5，;

    ql{、，— 上分支托辊转动部分单位长度的质量(kg/m);
    叭U— 下分支托辊转动部分单位长度的质量(kg/m);

    ql，— 输送带单位长度的质量(kg/m);
  q。— 输送带上物料单位长度的质量(kg/m);

  占— 带式输送机的倾角(“);

  Q— 设计输送量(t/h);

  v— 带速(m/5)。

2 按区段分别计算时:

  1)主要阻力:
                                              刀‘) 争于U

    凡，一F，。.‘，+Fll.。一艺FI，.。，，+习F。u，(4.1.2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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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区段1的主要阻力:

          Fo.;=1‘f，9[。。.‘+(。。+。。一，)cos占，] (4.1.2一4)
式中:F。，。— 上分支的主要阻力(N);

      F。，。— 下分支的主要阻力(N);

    FH.。.，— 上分支区段1的主要阻力(N);

    FH.。.、— 下分支区段1的主要阻力(N);

      FH.，— 区段1的主要阻力(N);

        1，— 区段1的长度 (m);

      五— 区段1的模拟摩擦系数;

      吸.，— 区段1的托辊转动部分单位长度的质量(kg/m);
      q。，*— 区段1的输送带上物料单位长度的质量(kg/m);
        占‘— 区段1的倾角(。)。

    3 当带式输送机下分支输送物料时，下分支输送物料段的主

要阻力应按上分支输送物料的规定进行阻力计算。

4.1.3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模拟摩擦系数应根据输送物料特性、输送

带类型、带式输送机参数及工作环境等条件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拟摩擦系数宜按表4.1.3选取;

    2 当采用低滚动阻力输送带时，模拟摩擦系数可适当减小。

                  表4.1.3 模拟摩擦系数f推荐值

线路布置及

  运行工况
工作条件

模拟摩擦

  系数f

水平、上运及

下运为电动

  运行工况

  固定的带式输送机，托辊转动灵活，物料的内

摩擦系数小

0.016~

< 0.020

  工作环境良好，实际输送量为理论输送量的

70%~110%;物料的内摩擦系数中等，上分支为3

托辊，托辊槽角为300，带速为sm/5，环境温度约

为20℃，托辊轴承采用迷宫式密封，托辊直径

(108一159)mm ，上分支托辊组间距(1。0~1.5)m，

下分支托辊组问距约为3.om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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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1.3

线路布置及

运行工况
工 作 条 件

模拟摩擦

  系数f

水平、上运及

下运为电动

  运行工况

  运行条件差，多灰、输送含水率高或薪性的物

料，带式输送机安装条件差，物料的内摩擦系数

大，承载托辊组槽角大于3扩，带速大于sm/5，环

境温度低于20℃。输送带张力低，输送带覆盖层

厚.上分支托辊组间距大于1.sm，下分支托辊组

间距大于3.om

>0.020~

  0.030

下运为发电

运行工况
制造、安装正常 0.012~0.016

4.1.4

      1

普通带式输送机附加阻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附加阻力应包括下列内容:

1)受料段物料的惯性阻力和物料与输送带间的摩擦阻力;

2)受料段加速区内物料与导料槽侧壁间的摩擦阻力;

3)输送带绕经滚筒的弯曲阻力;

4)非传动滚筒的轴承阻力;

5)受料段输送带与导料槽密封裙板间的摩擦阻力。

  附加阻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F、= F、。+F心 (4.1.4一1)

FN.。一习F、.。，，一习(凡;.。.，+Ff.o，，+F、，.;+F:.。.，+Fsk.。.，)

(4.1.4一2)

FN.。一习FN.。.‘一艺(F、。.u.，+Ff.。:.，+FI。.。.、+只.。.，+凡k.。.，)

(4.1.4一3)

式中:FN.。— 上分支的附加阻力(N);

    FN。— 下分支的附加阻力(N);

    FN.。.，— 上分支区段1的附加阻力(N);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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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下分支区段1的附加阻力(N);

    FI)、。。.，— 上分支区段1的受料段物料的惯性阻力和物料与

            输送带间的摩擦阻力(N);

    F、。.。，‘— 下分支区段1的受料段物料的惯性阻力和物料与

            输送带间的摩擦阻力(N)，当下分支不受料时，

              Fb八.u.1=0;

    凡.。.‘— 上分支区段1的受料段加速区内物料与导料槽侧

            壁间的摩擦阻力(N);
    凡u‘— 下分支区段1的受料段加速区内物料与导料槽侧壁

            间的摩擦阻力(N)，当下分支不受料时，Ff.。.，=0;

    凡。。.‘— 上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绕经滚筒的弯曲阻力(N);

    FI。，u.、— 下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绕经滚筒的弯曲阻力(N);

    F，.。，，— 上分支区段1的非传动滚筒轴承阻力(N);

    Ft.。.，一一下分支区段1的非传动滚筒轴承阻力(N) ;

    Fsk.o.，— 上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与导料槽密封裙板间的摩

            擦阻力(N);

    Fsk，。，，— 下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与导料槽密封裙板间的摩

            擦阻力(N)，当下分支不受料时，Fsk.u.，=0。

    3 受料段物料的惯性阻力和物料与输送带间的摩擦阻力应

按下式计算:

                        Fh入= Im(v一v〔》) (4.1.4一4)

式中:Fb。— 受料段物料的惯性阻力和物料与输送带间的摩擦阻

              力(N);

      几1— 带式输送机每秒设计质量输送量(kg/5);

      v(，— 给料到输送带运行方向的速度分量(m/s)，与卸料

            到输送带上的角度、物料特性、物料与溜槽摩擦系数

            有关，当溜槽卸料到输送带上的方向与输送带运行

            方向的夹角为45。一90。时，可取v。=0。

    4 受料段加速区内物料与导料槽侧壁间的摩擦阻力，应根据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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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料槽侧板上的平均压力、物料与导料槽侧板的接触面积和摩擦

系数确定，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当受料段托辊组为3托辊布置时(图4.1.4):

        ①当给料到输送带的速度分量vo 为。( v。(v，且

          b，>1。时，受料段加速区内物料与导料槽侧壁间的摩

          擦阻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 __ 「 21。 _，二2_，2、tan久]2 lo00Pgl。1产2F，= c、。卜卜·c。，。;1一 一 (b乙一1乙)毕 1二‘已二二二￡二
        一“‘“‘Ll000(刃+vo)p ”，一’‘4」 鲜

                                                                (4.1.4一5)

  ‘、1>韶
。R:nk一，a一(45。一普)

(4.1.4一6)

(4.1.4一7)

式中:F‘— 受料段加速区内物料与导料槽侧壁间的摩擦阻力(N);

    cs山、— 受料段加速区内物料扰动引起的附加阻力系数;

    c、nk— 侧压力系数;

    尸— 散状物料的堆积密度(t/m3);
      b:— 导料槽的宽度(m);

      23— 承载托辊组中间辊的长度(m);

      又— 槽形托辊组的槽角(“);

      几、— 受料段加速区的导料槽长度(m);

    产2— 物料与导料槽侧壁间的摩擦系数，取。.5~0.7;

    产:— 物料与输送带间的摩擦系数，取0.5一0.7;
      0— 物料的动堆积角(“)，应取输送物料的实际动堆积角。

        ②当给料到输送带的速度分量vo为。镇v。钱二，且b:(23

          时，按13=b，代人式(4.1.4一5)计算。

      2)当受料段托辊组为2托辊布置时:

        将承载托辊的长度1:=0代人式(4.1.4一5)计算。

      3)当受料段托辊组为单托辊布置时: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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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承载托辊的长度23=b;代人式(4 .1.4一5)计算。

  4)当受料段托辊组为5托辊等其他布置形式时:

    ①物料与导料槽侧壁的接触高度，可根据设计体积输送

      量和受料段内物料的平均速度(v+v。)/2确定;

    ②料流作用到导料槽侧壁上的压力，可乘以〔schb和。。k;

    ③根据导料槽侧板上的平均压力、物料与导料槽侧板的

      接触面积和摩擦系数计算摩擦阻力。

对于常规设计的带式输送机，可取。5、，，。Rank=1。

                图4.1.4 托辊的导料槽横截面示意图

                                1一导料槽侧壁

    5 输送带与导料槽密封裙板间的摩擦阻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多点受料或导料槽较长时:

                  Fsk=2产:·Psk·1、 (4.1.4一5)
式中:Fsk— 输送带与导料槽密封裙板间的摩擦阻力(N);

      产5— 输送带与密封裙板间的摩擦系数，可取1;

    psk— 输送带与密封裙板间的单位长度的有效正压力(N/m)，
              可取(30一50)N/m;

      1。— 导料槽长度(m)，为带式输送机所有导料槽的总长度。

      2)单点受料的带式输送机、长距离带式输送机或输送带与

        密封裙板间不接触时，可忽略不计。

    6 输送带绕经滚筒的弯曲阻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采用织物芯输送带时:

                。 _。1，J_，__，F:+F，、t
                FT。= gB 1 140+0.01习二长二二 】普 (4.1.4一9)

                          一 \-一 ’--一 Z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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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钢丝绳芯输送带时:

                。 ，。。1。。，.__，F.+F，
                F「。= 12B1200+ 0.01二止份只二三
                    -一 、一 ’--一 ZB

式中:FI。— 输送带绕经滚筒的弯曲阻力(N);

      FI— 输送带在滚筒绕人点的张力(N);

      FZ— 输送带在滚筒绕出点的张力(N);

冬 (4.1.4一10)
U

1— 输送带厚度(m);

D— 滚筒直径(m)。

7 非传动滚筒轴承阻力应按下式计算:

F一。·。05d。鲁 (4.1.4一11)

式中:F，— 非传动滚筒的轴承阻力(N);

      d。— 滚筒轴承的内径(m);

    FI《，— 滚筒上输送带绕人点张力与绕出点张力和滚筒旋转

          部分所受重力的矢量和(N)。

4.1.5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特种阻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特种阻力应包括下列内容:

      1)托辊前倾摩擦阻力;

      2)受料段加速区外物料与导料槽侧壁间的摩擦阻力;

      3)输送带清扫器的摩擦阻力;

      4)犁式卸料器的摩擦阻力;

      5)缓冲床的摩擦阻力;

      6)凸弧段的附加弯曲阻力。

    2 特种阻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Fs= F、，。，+Fs.。 (4.1.5一1)

                          子于(〕

Fs.。一艺Fs，。.

=习(F。.。.，+Fgl。。.，+Fr.。.，+FPt.。.‘+Fs，，n.。，，+Fw。.。，，)
      1= 1

                                                      (4.1.5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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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凡.。一习凡一
                          1=1

                      护口U

      一艺帆.u.‘+凡，.u.，+Fr.。.，+凡⋯汁凡l)n二‘+Fw·。二、)
                          1=1

                                                            (4.1.5一3)

式中:凡.。— 上分支的特种阻力(N);

    Fs.u— 下分支的特种阻力(N);

    Fs.o，，— 上分支区段1的特种阻力(N);

    Fs，u，，— 下分支区段1的特种阻力(N);

    凡.。.，— 上分支区段1的托辊前倾摩擦阻力(N);

    凡.u，，— 下分支区段1的托辊前倾摩擦阻力(N);

    凡，.。.，— 上分支区段1的受料段加速区外物料与导料槽侧壁

            间的摩擦阻力(N);

    凡1.。，，— 下分支区段1的受料段加速区外物料与导料槽侧壁
            间的摩擦阻力(N)，当下分支无导料槽时，凡:。.，=0;

    F卜。，— 上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清扫器的摩擦阻力 (N);

    Fr，。.，— 下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清扫器的摩擦阻力(N);

    FPt.o.，— 上分支区段1的犁式卸料器的摩擦阻力(N);

    FPt，。，，— 下分支区段 1的犁式卸料器的摩擦阻力(N)，当下

            分支无犁式卸料器时，FP。。，，=0;

  FS卜。，。，— 上分支区段1的缓冲床的摩擦阻力(N);

  FsLn.u，— 下分支区段1的缓冲床的摩擦阻力(N)，当下分支

          无缓冲床时Fso.、.。，‘=0;

    Fwc，。，，— 上分支区段1上凸弧段附加弯曲阻力(N);

  Fwc.。.，— 下分支区段1上凸弧段附加弯曲阻力(N)。

    3 托辊前倾摩擦阻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区段1的托辊前倾摩擦阻力:

    20.门 1 · 1 _ 入 ， .

= 二一-‘ic卜召olsln￡ilCUSOig、q。个qG，1
      乙R。1

(4.1.5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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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凡.‘— 区段1的托辊前倾摩擦阻力(N);

    从.，— 区段1的前倾托辊组数量;
    2。.，— 区段1的托辊组数量;

      1，— 区段1的长度(m);

      c。.，— 区段1的前倾阻力计算系数;

      户，— 输送带与托辊间的当量摩擦系数，当槽角久>5“时，
              取 0.5;

      。，— 区段1的托辊前倾角(“)。

      2)前倾阻力计算系数应根据托辊组的布置及物料堆积几何

        状态确定，宜按下式计算:

        ①当托辊组为3等长托辊、槽角为20“一45”、物料的实际

          输送量为理论输送量的70%~110%时:

              45一 几

ct=U.。一万亏了
(4.1.5一5)

式中:〔，。— 前倾阻力计算系数。

        ②当托辊组为2托辊，且无载荷时:c。=cos久。

    4 受料段加速区外物料与导料槽侧壁间的摩擦阻力，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

      1)当托辊组为3托辊布置时:

        ①当bl>13时:

。 __ 「 Im ，二: ，2、tan几门2 1000Pglb。产2
I’司 一 〔一协·。‘ 1二-二二二二eses 一 气u 一 L 夕— } —

      ”一”LIUUUvP ’ ‘ 生习 《

                                                            (4.1.5一6)

式中:凡，— 受料段加速区外物料与导料槽侧壁间的摩擦阻力

              (N);

      Zh。— 受料段加速区外的导料槽长度(m)。

        ②当b，<1。时:

          将1:=b，代人式(4.1.5一6)计算。

      2)当托辊组为2托辊布置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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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23=0代人式(4.1.5一6)计算。

      3)当托辊组为单托辊布置时:

        将13=b:代人式(4.1.5一6)计算。

    5 输送带清扫器的摩擦阻力应按下式计算:

                      Fr=产3P(、:A〔;r (4.1.5一7)

式中:Fr— 输送带清扫器的摩擦阻力(N);

    产3— 输送带清扫器与输送带间的摩擦系数，取0.6一0.7;
    尸。r— 清扫器与输送带间的压强(N/mmZ)，输送带工作面

            的刮板清扫器取0.03N/m耐一0. 10N/m耐，输送带非

          工作面的空段清扫器取0.olN/mmZ一0.o3N/m时;

    AGr— 清扫器与输送带的接触面积(mmZ)。

    6 犁式卸料器的摩擦阻力应按下式计算:

                          Fp。=BkP (4.1.5一8)

式中:Fpt— 犁式卸料器的摩擦阻力(N);

      kP— 犁式卸料器的刮板系数(N/m)，可取150ON/m。

    7 缓冲床的摩擦阻力应按下式计算:

                Fsb。=15、。产，9(q，，+gG) (4.1.5一9)
式中:Fsb。— 缓冲床的摩擦阻力(N);

      lsbn— 缓冲床段的长度(m);

      热— 缓冲床与输送带间的摩擦系数，宜按表4.1.5参数
              选择。

      表4.1.5 橡胶面输送带与不同材料的缓冲床间的摩擦系数践

缓冲床滑动面材料 摩擦系数闪

钢铁 0.64~ 0。84

聚乙烯 0.56

聚氨酉旨 0.60~ 0.67

    当计算缓冲床摩擦阻力时，在缓冲床区段不再重复计算主要

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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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凸弧段的附加弯曲阻力可按下式计算:

    带式输送机凸弧段(图4.1.5)，在输送带的张力作用下托辊

上的正压力增大，运行阻力增加，凸弧段的附加弯曲阻力可按下式

计算:

                Fw。=f(凡::+凡:)sin(a/2) (4.1.5一10)

式中:Fw。— 凸弧段的附加弯曲阻力(N);

      凡，— 凸弧段起点的输送带张力(N);

      FcZ— 凸弧段终点的输送带张力(N);

      a— 凸弧段对应的圆心角(“)。

凡:2

                        图4.1.5 凸弧段示意图

                            尺，一凸弧段曲率半径

4.1.6 提升阻力，对布置复杂的倾斜带式输送机应按区段分别计

算，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区段1的提升阻力:

              Fs:.，=h，9(9。，+9(;.，)

h，= lsin占，

(4.1.6一1)

(4.1.6一2)

      2

之和 :

带式输送机的提升阻力，为上分支和下分支的提升阻力

Fs。一Fst，。+Fst.。一艺Fs。.。.;+习Fs:.。，(4.1.6一3)

式中:凡t.，— 区段1的提升阻力(N);

      h，— 区段1的高差(m);



        1，— 区段1的长度(m);

        占，— 区段1的倾角(“)，上运为“+”，下运为“一”;

    Fs:.。— 上分支的提升阻力(N);

    Fs:u— 下分支的提升阻力(N);

    Fst。.，— 上分支区段1的提升阻力(N);

    Fs:.小，— 下分支区段1的提升阻力(N)。

                  n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4.1.7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运行总阻力计算，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运行总阻力应包括下列内容:

      1)主要阻力;

      2)附加阻力;

      3)特种阻力;

      4)提升阻力;

      5)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2 运行总阻力应按下式计算:

F。一艺Fu:o‘+习Fu，。.，一F。+F、+F、+Fsl+Fwh

                                                                (4.1.7一1)

式中:Fw!、— 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N)，为所有水平转弯段的

              附加阻力之和。

    3 运行总阻力，除水平转弯段应计算附加阻力外，其他阻力

应按本标准第4.1.1条一第4.1.6条的规定计算。

    4 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应根据水平转弯段的曲率半径、

曲线段对应的圆心角、托辊组的形式及内曲线抬高角等因素确定。

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可按下式计算:

                        Fw卜.，= kwcF，1.， (4.1.7一2)

式中:Fwh.，— 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N);

      kw。— 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系数，当曲率半径较大、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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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段对应的圆心角较小时，可取0.02~0.10;

      F。.，— 区段1的主要阻力(N)，将水平转弯段按直线段计

              算时的阻力。

                    m U型带式输送机

4.1.S U型带式输送机的运行总阻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运行总阻力应包括下列内容:

      1)主要阻力;

      2)附加阻力;

      3)特种阻力;

      4)提升阻力;

      5)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2 运行总阻力应按下式计算:

F。一艺Fu.o，‘+艺Fu，。，‘一F。+F、+F。+Fs:+Fwh

                                                              (4.1.8一1)

    3 运行总阻力，除水平转弯段应计算附加阻力外，其他阻力

应按本标准第4.1.1条~第4.1.6条的公式计算。

    4 U形横截面区段的主要阻力及凸弧段的附加弯曲阻力的

模拟摩擦系数，宜按表4.1.8选取。

          表4.1.s u型带式输送机的模拟摩擦系数f推荐值

线路布置及

运行工况
工 作 条 件

模拟摩擦

  系数了

  固定的带式输送机，托辊转动灵活，物料的内

摩擦系数小
0.02~ < 0.03

水平、上运

及下运，电动

  运行工况

  工作环境良好，实际输送量为理论输送量的

70%~110%;物料的内摩擦系数中等，带速为

sm/5，环境温度约为20心，托辊轴承采用迷宫式

密封，托辊直径为(108~159)mm，上分支托辊间

距为(l .0~1.5)m，下分支托辊间距约为3.Om



续表 4.1.8

线路布置及

运行工况
工作条 件

模拟摩擦

  系数f

水平、上运

及下运，电动

  运行工况

  运行条件差，多灰、输送含水率大或私性的物

料，带式输送机安装条件差，物料的内摩擦系数

大.带速大于sm/5，环境温度低于20℃，输送带

张力低，输送带覆盖层厚，上分支托辊间距大于

15m，下分支托辊间距大于3.om

>0.03~

  0.035

下运为发电

运行工况
制造、安装正常 0.012~ 0。016

    S U型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应根据水平转

弯段的曲率半径、曲线段对应的圆心角等因素确定。区段1的水

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可按下式计算:

                        Fwh.，=kwcFH，* (4.1.8一2)

式中:kw。— 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系数，当水平转弯段的上分

            支或下分支为普通U形横截面时，可取0.3~。.5。

                    W 管状带式输送机

4.1.9 管状带式输送机运行总阻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运行总阻力应包括下列内容:

      1)主要阻力;

      2)附加阻力;

      3)特种阻力;

      4)提升阻力;

      5)输送带的刚性阻力;

      6)输送带的成管阻力;

      7)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2 运行总阻力应按下式计算:
          ”() ，苦u

凡一艺凡.o.，+艺凡.U.，一F。+凡十Fs+Fs。+凡+凡+Fw卜
            1=1 1=1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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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R— 输送带的刚性阻力(N);

      FI，— 输送带的成管阻力(N)。

4.1.10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主要阻力，应按本标准式(4.1.2一1)一

式(4 .1.2一4)计算，其模拟摩擦系数应根据输送带类型、拉伸强度、

名义管径、运行工况及工作环境温度确定，并宜按下式计算:

                      f=fof，fz介 (4 .1.10)

式中:fo— 基准模拟摩擦系数，宜按表4.1.10一1和表4.1.10一2
            取值;

    f。— 管径修正系数，宜按表4. 1.10一3取值;

    j’z— 输送带拉伸强度修正系数，宜按表4.1.10一4取值;

    f3— 温度修正系数，宜按表4.1.10一5取值。

    表4.1.10一1聚醋和聚酞胺织物芯输送带的基准模拟摩擦系数九

线路布置及

运行工况
工 作 条 件 方

水平、上运及

下运，电动

  运行工况

  工作环境良好，制造及安装良好，低带速.物料

内摩擦系数小
0.030

  工作环境良好，制造及安装良好，物料内摩擦

系数中等
0.035

  运行条件差。多尘，环境温度低，高带速，安装

不良.托辊质量差，物料内摩擦系数大

> 0.035~

  0.045

下运为发电

运行工况
制造、安装正常 0.020~0 028

  注:本表适用于聚醋和聚酞胺织物芯输送带的最大层数:

      1名义管径(100~150)mm，2层。

      2 名义管径(200~250)mn、，3层。

      3 名义管径30On、m，4层。

      4 名义管径350mm，5层。

      5 名义管径400mm，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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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0一2 钢丝绳芯输送带的基准模拟摩擦系数fo

线路布置及

运行工况

水平、上运及

下运，电动

  运行工况

  工作环境良好，制造及安装良好，低带速，物料

内摩擦系数小
0.035

  工作环境良好，制造及安装良好，物料内摩擦

系数中等
0.038

  运行条件差，多尘，环境温度低，高带速，安装

不良，托辊质量差，物料内摩擦系数大

注:1 本表适用于名义管径250mm及以上、拉仲强度STl250(6+6)及以下。

  2 当名义管径小于250mm时，不宜采用钢丝绳芯输送带。

                表4.1.10一3 管径修正系数fl

名义管径d:(mm)

        fl

150 } 200 } 250 1 300 1 350 !4()0 450~ 850

25 1 1.10 1 1.00 1 0.97 1 0.95 1 0.90 1 0.80

表4.1.10一4 钢丝绳芯输送带拉伸强度修正系数儿

输送带规格
ST500~

  STSOO

ST1000一

  ST1250

ST1400~

  ST160()

ST1800~

  STZO00

ST2500~

  ST3150

介 0.95 1.00 1 05 1。10 1.15

注:1 本表适用于标准输送带厚度和标准横向刚度。当厚度增加，横向刚度值加

      大.儿应相应加大。

  2 当名义管径大于400mm时，大拉伸强度输送带对拉伸强度修正系数j:的

      影响较小。

                表4.1.10一5 温度修正系数儿

环境工作温度(亡) 0~ 一5 1 一 10 1 一 15 1 一 20 } 一 25 1 一30

注:本表适用于工作环境温度低，并按常温确定基准模拟摩擦系数jo时的最大修

    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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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n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附加阻力、特种阻力和提升阻力，应按

本标准第4.1.4条~第4.1.6条的公式计算。其中，特种阻力中

凸弧段的附加弯曲阻力的模拟摩擦系数，宜按本标准第4.1.10条

的规定选取。

4.1.12 管状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应根据水平转

弯段的曲率半径、输送带的平均张力、曲线段对应的圆心角等因素

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1() ，矛u

Fw、=Fwh。+Fwh.。=艺Fo.。.，+艺F、.u，，

(4.1.12一1)

2)上分支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Fwh.。.‘
Fc卜1.。.: F比2.。.苦

(兀八80)a。，fc (4.1.12一2)
+
-2

3)下分支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 F。
户wh.L二1= 一

凡、卜2.。.矛
(兀/180)a。‘关 (4.1.12一3)

十
-2

式中:Fwh.。— 上分支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N);

    Fwh.。— 下分支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N);

    Fwh，。.，— 上分支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N);

    F*.。.，— 下分支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N);

    F(?h，.。.，— 上分支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起点的输送带张力(N);

    FchZ.。，，— 上分支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终点的输送带张力(N);

        ac，— 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对应的圆心角(“);

        fc— 水平转弯段的模拟摩擦系数，关=f，并宜按本标

              准第4.1.10条的规定选取;

    F。;，。.、— 下分支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起点的输送带张力(N);

    Fo2，。.，— 下分支区段1的水平转弯段终点的输送带张力(N)。

    44



    2 当水平转弯段与凸弧段或凹弧段重叠布置时，附加阻力的

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水平转弯段内含有凹弧段时，只计算水平转弯段的附

        加阻力，凹弧段附加阻力可忽略不计;

      2)当凸弧段内含有水平转弯段时，只计算凸弧段的附加弯

        曲阻力;

      3)当水平转弯段内含有凸弧段时，只计算水平转弯段的附

        加阻力;

      4)当水平转弯段与凸弧段部分重叠时，只计算一次重叠部

        分的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5)曲线段(凸弧段、水平转弯段)的模拟摩擦系数，应按本标

        准第4.1.10条的规定选取。

4.1.13 管状带式输送机输送带的刚性阻力，应根据管状带式输

送机的名义管径、输送带结构等确定，可按下式计算:

                      FR=L，fd:9/75 (4.1.13)

式中:乙1— 管状输送带的总长度(m)，为上分支与下分支输送带

            为管状的总长度;

      了— 模拟摩擦系数，宜按本标准第4.1.10条的规定选取;

    d:—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名义管径(外径)( mm);

75一摊黝兴笋)。
4.1.14 管状带式输送机输送带的成管阻力，应根据名义管径、输

送带参数和成管次数确定。单个入口的成管阻力可按表4.1.14

选取。

                表4.1.14 单个入口的成管阻力推荐值

名义管径d:(mm) 成管阻力FP(N)

100 450

150 550



续表4.1.14

名义管径d:(mm) 成管阻力FI，(N)

200 650

250 750

300 850

350 950

400 1050

450 1150

500 1250

560 1350

600 1450

630 1500

700 1640

800 1840

850 1940

4.2 传动滚筒圆周力

4.2.1

      l

带式输送机传动滚筒所需圆周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布置简单的带式输送机，传动滚筒在稳定运行时所需圆周

力应按满载计算。

2 复杂带式输送机，传动滚筒所需圆周力应按下列工况分别

计算:

1)空载 ;

2)满载;

3)水平段、上运段或微倾斜(3“以内)的下运段有载，其他区

  段空载;

4)下运段有载，其他区段空载。



    3 带式输送机稳定运行为发电工况或某一工况传动滚筒总

圆周力为负值时，应按本标准第7章的有关规定计算。

    4 带式输送机连续稳定运行传动滚筒圆周力为正值，而某一

工况为负值时，应按正值的最大值和负值的最大绝对值分别计算，

并应取两者最大值。

    5 根据上述各工况条件计算各工况的圆周力(传动滚筒所需

圆周力)。

    6 圆周力的最大值应根据满载长期运行、空载运行、短暂运

行及出现频次、持续时间等工况及本条第2款第3项和第4项中

最不利工况出现的概率和持续时间确定。

4.2.2 传动滚筒所需总圆周力等于带式输送机的运行总阻力，总

圆周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带式输送机所需总圆周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普通带式输送机:

                F丁r= Fu= FH+FN十F、+FS: (4.2.2一1)

式中:几r— 稳定运行传动滚筒的圆周力(N)。

      2)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FTr=Fu=F。+FN+F、+Fst+Fwh (4.2.2一2)

      3)U型带式输送机:

            FTr=Fu=F;。+F、+FS十Fst+Fw卜 (4 .2.2一3)

      4)管状带式输送机:

      FT，= Fu= FH+F、+FS十凡t+FR+FP+F*

                                                              (4.2.2一4)

    2 当普通带式输送机长度大于80m，布置简单，仅一个受料

点时，总圆周力可按下式计算:

                    FTr= (了FH+Fs+Fs。 (4 .2.2一5)

    3 当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和U型带式输送机布置简单，仅

一个受料点时，总圆周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FI、r= CFH十Fs+Fs:+Fwh (4.2.2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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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附加阻力系数，宜按表4.2.2或图4.2.2选取。

                        表4.2.2 附加阻力系数 C

  L

(m )

80 100 15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Q0 900 1000 1500 )2000

C 1 92 1。78 1.58 1.45 1.31 1.25 1.201.17 1.14 1.12 1.10 1.09 1.06 1.05

5O

4.0

3一0

25

2O

1.5

切
象
睽
只
羞
口只
羞

曰
05
10
10 2030 50 llX】 2砚洲) 000 500 0

L(m)

图4.2.2 带式输送机长度与附加阻力系数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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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送带张力和驱动功率

5.1 输送带张力

5.1.1 输送带张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启动、稳定运行和制动工况时，输送带与传动滚筒间不

应打滑;

    2 输送带在相邻两托辊组间的垂度不应超过允许值。

5.1.2 输送带在传动滚筒绕人点的张力和绕出点的张力，应满

足启动、稳定运行、制动等运行工况条件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启动工况时，输送带的张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上运和水平输送的带式输送机及运行总阻力为正值的下

        运带式输送机，传动滚筒的圆周力(图5.1.2一1)，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

                        F丁rA= FI一FZ (5.1.2一1)

  鬓、e四
。、瑞忐

(5.1.2一2)

(5.1.2一3)

式中:Frr。— 启动工况传动滚筒的圆周力(N);

      Fl— 输送带在滚筒绕人点的张力(N);

      FZ— 输送带在滚筒绕出点的张力(N);

        e— 自然对数的底;

      产— 传动滚筒与输送带间的摩擦系数，稳定运行工况
              时，宜按表5.1.2选取;

      华— 输送带在传动滚筒上的围包角(rad)。



        -卫夕

尸‘二酥一八
图5.1.2一1 启动工况圆周力为正值的输送带张力

表5.1.2 传动滚筒与橡胶面输送带间的摩擦系数拌

运 行条件

传动滚筒覆盖面形式

无援盖面

人字形或

菱形沟槽的

橡胶覆盖面

  人字形或

菱形沟槽的

聚酉旨覆盖面

人字形或菱形

沟槽的陶瓷覆

盖面、有间隙

干燥 0.35~ 0.40 0.40~0.45 0.35~ 0.40 0.40~ 0.45

潮湿(清洁的水) 0.10 0.35 0.35 0.35~0.40

  潮湿(污浊

泥土砂、私土)
0.05~0.10 0.25~0。30 0.20 0。35

注:对于覆盖层为PVC的输送带，摩擦系数宜减小约10%。

  2)运行总阻力为负值的下运带式输送机，传动滚筒的圆周

    力(图5.1.2一2)，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FTr，= FZ一FI (5.1.2一4)

(5.1.2一5)

(5.1.2一6)

 
 
 
 
 
 

-
一.
上

、 
 
 
 

一
e 

1

.

.

.
干
、 

 
 
 

A

一日
.
.

、
一 

 
 
 

T

一

︸

一

1 
 

︻﹄
L

V
一

一

一

        图5.1.2一2 启动工况圆周力为负值的输送带张力

2 稳定运行工况时，输送带的张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5O



1)上运和水平输送的带式输送机及运行总阻力为正值的下

  运带式输送机，传动滚筒绕出点的输送带张力应按下式

  计算:

。 、 。 1
厂 ， ‘多 厂 T，—

  一‘ ” e”甲一 1
(5.1.2一7)

2)运行总阻力为负值的下运带式输送机，传动滚筒绕人点

  的输送带张力应按下式计算:

F，)凡r二二;
              e附 一 1

(5.1.2一8)

式中:FT，— 稳定运行传动滚筒的圆周力(N)。

    3 制动工况时，输送带的张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上运和水平输送的带式输送机及运行总阻力为正值的下

        运带式输送机，传动滚筒的圆周力(图5.1.2一3)，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

                        FTrB= FZ一Fl (5.1.2一9)

  普、e阵
FI)凡rll汤任万

(5.1.2一10)

(5.1.2一11)

    图5.1.2一3 制动工况圆周力为正值的输送带张力

2)运行总阻力为负值的下运带式输送机，传动滚筒的圆周

  力(图5.1.2一4)，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FTr。= F:一FI (5.1，2一12)

  叠、e四
FI)F一落击

(5.1.2一13)

(5.1.2一14)



式中:Frr。— 制动工况传动滚筒的圆周力(N)。

          图5.1.2一4 制动工况圆周力为负值的输送带张力

    4 多滚筒及多点驱动时，输送带在各传动滚筒的绕人点和绕

出点的张力，应符合本条第 1款~第3款的规定。

5.1.3 输送带在允许最大垂度条件时，最小张力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1 上分支:

。 、(9‘;+q，，)a(，9
厂。;。砂多 —

              匕hr.max
(5.1.3一1)

2 下分支:

。 、 ql、aug

厂一1·多丽瓦蕊 (5.1.3一2)

式中:Fmin— 输送带稳定运行的最小张力(N);

      a(〕— 上分支托辊组的间距(m);

      “U— 下分支托辊组的间距(m);

    h卜。:— 输送带在两相邻托辊组间的最大垂度，取 0.01~

              0.02，稳定运行工况时，取0.01。

    当下分支输送物料时，下分支允许最大垂度应按承载物料条

件计算。

5.2 输送带各特征点的张力计算

5.2.1 输送带各特征点的张力，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的布置及各区

段的长度和走向、传动滚筒的数量和布置、驱动和制动特性、拉紧

装置的类型和布置及带式输送机运行工况确定。

5.2.2 输送带在允许最大垂度条件时，输送带相邻两特征点的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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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稳定运行工况时:

                F，=F，一:+F(、一1)_‘ (5.2.2一1)

式中:F，— 输送带运行方向上第1点的张力(N);

    只一1— 输送带第1一1点的张力(N);

F(，一，)一，— 输送带第1一1点到第1点区段的运行阻力(N)。

    2 非稳定运行工况时(重锤拉紧形式):

                F‘“ F、，十F(二1卜，士m(l--L卜、a (5.2.2一2)

式中:，n、，一，)一，— 输送带第1一1点到第1点区段的运动体的等效

              质量(kg);

          “— 输送带平均加(减)速度(m/5，)。

5.2.3 大型和复杂带式输送机的输送带宜按勃弹性体计算。

                    5.3 电动机功率

5.3.1 带式输送机稳定运行时，传动滚筒轴功率应按下式计算:

_ F，，v

八 =1而元 (5.3.1)

式中:尸八— 传动滚筒轴功率(kW)。

5.3.2 驱动电动机功率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带式输送机为电动工况运行时，应按下式计算:

尸、一压 (5.3.2一1)
                                        刁，

    2 带式输送机为发电工况运行时，应按下式计算:

                    pM=p。孕 (5·3·2一2)
式中:尸M— 驱动电动机总功率(kW);

      ，:— 驱动系统电动工况时的传动效率，应根据驱动系统

          各组成部分效率确定，取。.85一0.95;

      ，2— 驱动系统发电工况时的传动效率，取0. 95一1·00。
    3 当极端工况传动滚筒圆周力为最大时，应根据极端工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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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持续时间、频率，确定电动机功率。

    4 复杂带式输送机的传动滚筒轴功率可采用迭代计算方法，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设计计算方法》GB/T 36698的规

定计算。

5.4 驱动功率分配

5.4.1 带式输送机所需驱动功率的分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驱动单元分配，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的驱动功率、输送带张

力、布置空间条件和供电条件等因素，通过技术和经济比较确定;

长距离及大功率带式输送机，宜采用多驱动单元;

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可采用中间摩擦驱动、中间滚筒驱动等

，
曰

3

多点驱动方式。

5.4.2 带式输送机驱动单元的配置应根据工艺布置、负载等条件

确定。多个驱动装置的带式输送机宜采用等功率分配法，并宜采

用下列配置:

    1 单滚筒驱动:1’1;

双滚筒驱动:1，1、2’1、2’2;

3滚筒驱动:1，1，1、2，1，1、2，2，1、2，2，2。

，
创

3

5.5 拉    紧 力

5.5.1 带式输送机拉紧滚筒的拉紧力，应按下式计算:

                            凡P= ZF (5.5.1)

式中:Fsl，— 拉紧滚筒的拉紧力(N);

      F— 滚筒上输送带的平均张力(N)。

5.5.2 带式输送机输送带的拉紧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带式输送机在启动、稳定运行、停机等各种工况下，应满足

输送带垂度和输送带不打滑的要求;

    2 大型及复杂带式输送机，应满足张力波动时拉紧随动和相

应特性的要求。



6 启动和停机

6.1 ’质  性 力

6.1.1 带式输送机启动加速和减速停机时，惯性力应按下式

计算:

                      F八=士(，n，+m。)a (6.1.1)

式中:F。— 带式输送机运动体的总惯性力(N);

      。!— 带式输送机运动体直线运动的等效质量(kg);

      mr)— 带式输送机转动部件转换到输送带上直线运动的等

            效质量(kg);

      a— 输送带平均加(减)速度(m/5，)。

6.1.2 带式输送机启动和停机时，运动体直线运动的等效质量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当下分支不输送物料时:

            ，nl=(29。+9‘;+klgR‘，+k，gRU)L (6.1.2一1)
    2 当上分支和下分支输送物料，并按区段分别计算时:

            声团(〕 产刀U

m!一艺(。。+。(;，0，+、1。R()一，)1、+习(、。+:(;，1.，+k。。Ru.，)1
                1=1 1= 1

                                                                  (6.1.2一2)

式中:kl-一一托辊转动部分的质量转换到托辊圆周上直线运动的

          计算系数，取0.9;

先.。，;— 上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上物料单位长度的质量(k以m);
叽.。，，— 下分支区段1的输送带上物料单位长度的质量(k酬m);

ql{。卜，— 上分支区段1的托辊转动部分单位长度的质量(kg/m);

叽U.，— 下分支区段1的托辊转动部分单位长度的质量(kg/m);
  2，— 区段1的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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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带式输送机转动部件转换到输送带上直线运动的等效质

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转动部件总等效质量:

    :冬Jo.‘11.，冬 J‘
阴。一”白王不一”白可

(6.1.3一1)

2 当加装飞轮时，飞轮的转动惯量:

      m「D了
J「= 一种丁写，

            42“
(6.1.3一2)

式中:二。— 带式输送机的驱动单元数;

    J。.，— 驱动单元第1个转动部件的转动惯量(kg·mZ)，当

            驱动单元加装飞轮时，应包括飞轮的转动惯量;

      1，— 第1个转动部件至传动滚筒的传动比;

      D，— 第1个滚筒的直径(m);

      J，— 第1个滚筒的转动惯量(kg·m，);

      Jf— 飞轮的转动惯量(kg·m“);

    mf— 飞轮转换到输送带上直线运动的等效质量(kg);

      1— 飞轮至传动滚筒的传动比。

6.2 启动加速度

6.2.1 带式输送机启动加速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带式输送机长度为(200一500)m时:

      1)带式输送机为电动运行工况，平均加速度不应大于

        0.3m/5，;

      2)下运带式输送机，平均加速度不宜大于0.Zm/5，。

    2 带式输送机长度超过500m或复杂带式输送机电动运行

工况时，平均加速度不宜大于0.lm/52。

    3 带式输送机的启动加速时间不应小于输送带张力波传递

一周时间的5倍。

6.2.2 带式输送机启动加速度应满足物料在输送带上不发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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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滑动的限制条件。当输送细粒物料时，宜按下式进行校核:

a镇 如，cos民，ma二一sin占‘.m。、)9 (6.2.2)

式中:产:— 物料与输送带间的摩擦系数，取0.5一0.7;
      占、— 区段1的倾角(“)，上运时取“+”，下运时取“一”。

6.3 停机减速度

6.3.1 带式输送机停机减速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带式输送机停机时，平均减速度不宜大于0.3m/5，;

    2 大型和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停机时，平均减速度不宜大于

0.Zm/5，;

    3 布置复杂的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停机时，平均减速度不宜大

于0.lm/52;

    4 带式输送机的停机减速时间不应小于输送带张力波传递

一周时间的5倍。

6.3.2 带式输送机自由停机时，平均减速度应按下式计算:

Fu

“=石云耳下孚瓦
(6.3.2)

6.3.3 上运带式输送机，当采用减力停机时，传动滚筒驱动圆周

力应按下式计算:

                  FBE=一(m，+m。)a+FTr (6.3.3)

式中:FoE— 减力停机时传动滚筒上的驱动圆周力(N)。

6.3.4 当带式输送机采用增惯停机时，宜在驱动装置高速轴加装

飞轮。飞轮转换到输送带上直线运动的等效质量应按下式计算:

m，一丘一(，2，+m‘)) (6.3.4)

6.3.5 水平或微倾斜带式输送机，当满载自由停机时间过长时，

应采用制动停机方式。制动停机制动力和制动力矩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1 制动停机制动力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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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l+mD)a。一Fu (6.3.5一1)

式中:FB— 制动停机制动力(N);

    。。— 制动停机减速度(m/5，)。

    2 当制动轮设在高速轴时，制动轮的制动力矩应按下式

计算:

        F.，D

IVI”=万才， (6.3.5一2)

式中:MB— 制动轮的制动力矩(N·m);

        1— 制动轮至传动滚筒的传动比;

      ，— 制动轮到传动滚筒的传动效率。
6.3.6 大型和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应对紧急停机或事故停机采取

可控制动等安全措施。



7 下运带式输送机

7.1 一 般 规 定

7.1.1 下运带式输送机在稳定运行工况传动滚筒圆周力为负值

时，圆周力应根据下列运行工况计算:

    1 满载为发电运行工况;

    2 下运段满载，上运段、水平段或微倾斜下运段空载，圆周力

绝对值为最大负值的发电运行工况;

    3 空载为电动运行工况;

    4 上运段、水平段和微倾斜下运段满载，下运段空载，圆周力

为最大值的电动运行工况;

    5 根据第2款和第4款的极端工况出现的概率和持续时间

确定计人的工况;

    6 按第 1款和第2款的发电运行工况及第3款和第4款的

电动运行工况分别计算圆周力;

    7 模拟摩擦系数应按本标准第4.1.3条的规定选取。

7.1.2 下运带式输送机在发电运行工况和制动工况传动滚筒圆

周力的计算应根据给料量的波动情况计人输送量超载系数。

7.1.3 驱动电动机的功率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本标准第7.1.1条第1款的发电运行工况计算，并按第

2款的运行工况校核电动机过载能力;

    2 按本标准第7.1.1条第3款的电动运行工况计算，并按第

4款的运行工况校核电动机过载和启动能力;

    3 采用动力制动时，电动机过载能力应按制动工况校核，制

动圆周力应按本标准第7.1.4条的规定计算。

7.1.4 制动圆周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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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工作制动圆周力，应按本标准第7.1.1条第1款的发电运

行工况计算，并应按第2款的发电运行工况计人输送量超载系数

进行校核;

    2 带式输送机处于静止状态时，安全制动圆周力应按本标准

第7.1.1条第2款的发电运行工况计算，并应计人输送量超载系

数和安全制动安全系数，安全制动安全系数不应小于1.5。

7.1.5 输送带的拉紧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各种工况下.输送带在传动滚筒或制动滚筒上不

打滑;

    2 输送带与滚筒之间的摩擦系数应按最不利工作条件确定;

    3 当各工况所需拉紧力相差较大时，宜采用拉紧力可调的拉

紧装置。

7.2 启动和制动

7.2.1 下运带式输送机的启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超速控制;

    2 由驱动电动机拖动时，应采取平稳启动措施;

    3 启动加速度应符合本标准第6.2节的规定。

7.2.2 下运带式输送机必须设制动装置，并应满足紧急停机时安

全停机的要求。在最不利工况下，制动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制动应满足带式输送机减速停机的要求;

    2 安全制动应满足带式输送机安全可靠停机的要求。

7.2.3 制动装置的布置和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发电工况的下运带式输送机，制动器宜设在输送机尾部;

    2 负值圆周力绝对值大的下运带式输送机，制动装置应具有

逐渐加大制动力矩和平稳停机的制动性能;

    3 制动圆周力应按本标准第7.1.4条第1款和第2款计算，

当两种工况的工作制动圆周力相差较大时，宜采用能自动控制减

速度的制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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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制动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制动力应满足工作环境和使用条件的要求;

    2 应具有可调节制动力的功能;

    3 机械摩擦式制动装置应进行发热校验计算，许用温度应根

据制动装置的技术条件和工作环境条件确定;

    4 停机制动可采用可控减速装置，当带速降到预定值后，宜

采用机械摩擦式制动装置停机。



8 主 要 部 件

8.1 输  送 带

                        工    输送带选择

8.1.1 输送带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最小拉伸强度;

    2 良好的成槽性;

    3 上下覆盖层最小厚度;

    4 抗撕裂、抗物料冲击和耐磨损;

    5 工作环境条件。

8.1.2 输送带的类型应根据带式输送机长度、输送量、输送带张

力、物料特性、受料条件、工作环境条件等选择，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短距离带式输送机宜采用聚醋或聚酞胺织物芯输送带，长

距离、大运量等张力大的带式输送机，应采用钢丝绳芯输送带等拉

伸强度较高的输送带;

    2 输送块状物料或含有块料较多时，宜采用上覆盖层厚度大

或抗冲击、抗撕裂性能好的输送带;

    3 无特殊要求时，多层织物芯输送带的最大芯层数不宜超过

6层。

8.1.3 煤矿井下带式输送机必须采用矿井用阻燃输送带。

8.1.4 地面栈桥或隧道的带式输送机应根据建筑物的封闭形式、

可燃粉尘散发情况选择输送带类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栈桥或隧道为封闭结构，输送的物料具有可燃粉尘聚

集，并有爆炸性危险时，应采用一般用途阻燃输送带;

    2 当栈桥或隧道为敞开式、半敞开式结构或通风良好时，可

      62 ·



采用普通用途输送带。

8.1.5 带式输送机的工作环境温度或输送的物料温度，超出本标

准第1.0.3条的规定时，宜按下列规定选择:

    1 工作环境温度低于一25℃时，宜选用耐寒输送带;

    2 物料温度高于60℃时，宜选用耐热输送带。

8.1.6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输送带应具有良好的弹性、横向刚性和

抗疲劳性，应满足成管状运行的横向刚度和正常运行的要求，并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丝绳芯管状输送带》HG/T 4224和《织物芯

管状输送带》HG/T 4225的规定。

                      11 覆盖层的确定

8.1.7 输送带覆盖层的厚度应根据输送物料的堆积密度、最大粒

度及粒度组成、磨琢性及磨损性、冲击性，以及输送带工作循环时

间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规定的正常使用期内，芯层不会因覆盖层磨损而暴露;

    2 多层织物芯输送带，上覆盖层与下覆盖层的厚度之比不宜

大于3，1;

    3 煤矿用织物整芯阻燃输送带，上下覆盖层厚度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煤矿用织物芯阻燃输送带》MT/T 914的规定;

    4 当输送特殊物料时，覆盖层厚度应根据物料特性确定。

8.1.8 织物芯输送带覆盖层的最小厚度应根据输送物料特性和

工作条件确定。上覆盖层和下覆盖层的最小厚度基准值宜为

lmm一Zmm，并应根据表8.1.8一1的物料特性和工作条件，按表

8.1.8一2的评价值确定输送带上覆盖层附加厚度值。

              表8.1.8一1 输送带上覆盖层附加厚度评价值

物料特征及工作条件 评  价 值

和

-
常

一
和

有

-
正

-
不

受料条件(A)



续表 8.1.8一1

物料特征及工作条件 评  价 值

受料频率(B)

低 1

中 2

高 3

最大粒度(C)

刁、 l

中 2

大 3

堆积密度(D)

刁、 l

中 2

大 3

磨琢性(E)

低 l

中 2

高 3

表8.1.8一2 输送带上覆盖层最小附加厚度(mm)

评价值总和(A+B+C+D+E) 覆盖层附加厚度基准值

5~6 0~ 1

7~8 1~ 3

9~ 11 3~ 6

12~13 6~ 10

14~ 15 > 10

8.1.9 钢丝绳芯输送带覆盖层的最小厚度应根据输送物料特性

和工作条件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通用途钢丝绳芯输送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用途

钢丝绳芯输送带》GB/T 9770的规定，上覆盖层和下覆盖层的最

小厚度基准值不应小于钢丝绳直径的70写，且不得小于4mm(不

包括横向加强层的厚度)，上覆盖层最小厚度应根据物料特性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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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条件，按表8.1.8一1和表8.1.8一2的工作条件和评价值确定上

覆盖层附加厚度值;

    2 矿井用钢丝绳芯阻燃输送带的上覆盖层和下覆盖层厚度，

不宜小于现行国家标准《矿井用钢丝绳芯阻燃输送带》GB 21352

的规定。

8.1.10 输送带覆盖层性能应根据输送物料特性和工作条件等因

素选择，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物料特性和工作条件，按表8.1.10选择覆盖层性能;

    2 当物料的磨琢性大、工作条件恶劣时，应选择耐磨性能好

的覆盖层;

    3 当输送特殊特性物料或在特殊环境下工作时，覆盖层性能

应根据物料特性和环境条件确定。

          表8.1.10 输送不同种类物料的输送带覆盖层性能

工作 条件 带 芯 类 型

覆盖层性能

等级

代号

拉伸强度

  (MPa)

拉断伸长率

    (%)

磨耗量

(mm3)

  强磨琢性、

冲击性大的岩

石类大块物料

钢丝绳芯

H )24 )450 簇120

织物芯

高磨琢性

  物料

钢丝绳芯

D

)18 )400 镇100
织物芯

一般用途

织物芯阻燃

)17 )450 (175

中度磨琢性

和冲击性的

中小块物料，

一般工作条件

钢丝绳芯

L

)15 )350 (200

织物芯

  一般用途

织物芯阻燃

)14 )400 (200



续表 8.1.10

工作条件 带 芯 类 型

覆盖层性能

等级

代号

拉伸强度

  (MPa)

拉断伸长率

    (%)

磨耗量

(mm3)

煤矿井下

工作条件

矿井用钢丝绳

    芯阻燃
)15 )350 簇200

矿‘井用织物

叠层阻燃
)14 )350 镇200

矿井用织物

整芯阻燃
)10 )350 (200

    注:1 钢丝绳芯输送带覆盖层的等级代号及相关物理性能，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钢丝绳芯输送带 第1部分:普通用途输送带的设计、尺寸和机械要求》

          GB/T 282671和《普通用途钢丝绳芯输送带》GB/T 9770的有关规定。

        2 织物芯输送带等级代号及相关物理性能，依据现行国家标准《普通用途织

          物芯输送带》GB/T7984和《输送带    具有橡胶或塑料攫盖层的普通用途

          织物芯输送带规范》GB/T32457的有关规定。

        3 矿井用阻燃输送带等级代号及相关物理性能，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矿井用

          钢丝绳芯阻燃输送带》GB 21352、现行行业标准《煤矿用织物叠层阻燃输送

          带》MT 830和《煤矿用织物芯阻燃输送带》MT/T 914的规定。

        4 一般用途阻燃输送带等级代号及相关物理性能，依据现行国家标准《一般

          用途织物芯阻燃输送带》GB/r 10822的规定。

                        m 输送带接头

8.1.11 输送带接头形式应根据输送带类型和参数选择，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钢丝绳芯输送带应采用硫化接头;

    2 多层织物芯输送带宜采用硫化接头;

    3 织物整芯输送带可采用机械接头。

8.1.12 输送带硫化接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多层织物芯输送带宜采用阶梯式接头，接头应平整光滑，

      66



最小接头长度应根据输送带拉伸强度和层数确定;

    2 钢丝绳芯输送带硫化接头级数和最小接头长度应根据输

送带的拉伸强度确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用途钢丝绳芯

输送带》GB/T 9770的有关规定;

    3 特殊结构及性能的输送带，接头形式及接头长度宜按输送

带生产厂的技术要求确定。

8.1.13 大型或输送带拉伸强度大的倾斜带式输送机，宜在设计

文件中注明输送带接头的技术要求，并宜在施工前进行接头强度

试验。

                    W 输送带安全系数

8.1.14 输送带的安全系数，应根据输送带类型、工作条件、接头

特性以及带式输送机启动、制动性能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输送带类型及带式输送机启动和制动性能确定:

      1)输送带的安全系数，宜根据输送带名义拉断强度和输送

        带稳定运行的最大张力计算:

                            F_，。_ ，、1000k、B_ _

          k“)1端耘5或兰武才二)“ ‘8·‘·‘4一‘，
式中:kN— 输送带名义拉断强度或拉伸强度(N/mm)，kN为输

            送带强度系列标称值;

    Fma二— 输送带稳定运行的最大张力(N);

      5— 输送带的安全系数(为相对于输送带名义拉断强度

            的安全系数);

      B— 带宽(m)。

      2)钢丝绳芯输送带的安全系数，当带式输送机采取可控软

        启动和可控制动措施时，宜取5一7;其他驱动方式时，可

          取 7一9。

      3)聚酞胺和聚醋织物芯输送带的安全系数，当带式输送机

        采取可控软启动和可控制动措施时，宜取9~10;其他驱

        动方式时，可取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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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棉织物芯输送带的安全系数，宜取8一9。

  5)管状带式输送机的聚酞胺和聚醋织物芯输送带，安全系

    数不宜小于12。

2 根据输送带接头特征和接头疲劳强度计算确定:

  1)输送带安全系数宜按下式计算:

。 。 k、
勺 = 勺n“，，—

        一 龙N.mm
(8.1.14一2)

式中:Slnin— 相对于输送带最小名义拉断强度的最小安全系数

    kN，。lin— 输送带最小名义拉断强度(N/mm)。

2)相对于输送带最小名义拉断强度的最小安全系数宜按下

  式计算:

Sml。
kN。min

  k
(8.1.14一3)

Fm。:
1000B

(8.1.14一4)

式中:k— 输送带的平均应力(N/mm)，为输送带单位宽度的张

            力平均值。

      3)在稳定运行条件下，输送带的最小名义拉断强度kN.、。，

        应根据输送带边缘的最大应力kk.ma、及输送带接头的基

        准疲劳强度系数k。，。，确定，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输送带的最小名义拉断强度:

          k，_。，;。
左，。。= 一

            左:.r。!
(8.1.14一5)

        输送带接头的最小基准疲劳强度:

                      ko.nll，、= ckkk.ma、5。51 (8.1.14一6)

式中:kt.mi。— 输送带接头的最小基准疲劳强度(N/mm);

      k，.r。.— 输送带接头相对基准疲劳强度系数，为输送带接头

              的基准疲劳强度k:与输送带名义拉断强度kN的比

              值，宜按表8.1.14一1选取;

        ck— 基于输送带边缘应力确定的最小接头疲劳强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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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织物芯输送带取1;钢丝绳芯输送带，水平转弯

              段和垂直曲线段取1，槽形过渡段取1.25，当通过

              详细计算确定槽形过渡段输送带边缘张力时，可

              取 1;

    kk，ma、— 输送带边缘的最大应力(N/mm)，为输送带截面张

              力分布不均匀时输送带边缘的单位宽度的最大

              张力;

        5。— 基于输送带接头特征的安全系数，宜按表8.1.14一2

              选取 ;

      51— 基于输送带运行条件的安全系数，宜按表8.1.14-3

              选取。

      4)具有上运段和下运段的带式输送机，当给料不均匀，在非

        稳定运行条件下出现极端应力时，输送带接头的最小基

        准疲劳强度kt，mi。应满足下列条件要求:

                      k卜mi。) 1.Ickkk.a.m。: (8.1.14一7)

        否则，输送带接头的基准疲劳强度应按下式计算确定:

                        kt= 1.Ickkk.o.m。: (8.1.14一8)

式中:kk.，.nla、— 非稳定运行条件下输送带边缘的最大应力(N/mm )。

      表8.1.14一1 输送带接头相对基准疲劳强度系数k..o.参考值

输送带类型 结构参照标准
输送带拉伸强度

  k、(N/mm)

接头结构

及标准

相对基准疲劳

强度系数杭.耐

单层织物芯输送带 GB/T7984 630~ 3150 指接接头 0.35

双层或厚芯层

织物芯输送带
GB/1，7984 200~ 2000 带中间抗拉体 0.35

双层以上织物芯

    输送带
(二B/T7984 315~ 3150 阶梯接头 0。30

单层织物芯输送带 GB/T31256 800~ 3150 GB/T31256 0.35



续表 8.1.14一1

输送带类型
输送带拉伸强度

  k，(N/mm)

相对基准疲劳

强度系数k。.rcl

双层织物芯输送带 800~ 1600
GB/T31256

带中间抗拉体
0.30

钢丝绳芯输送带

GB/T2826?.1

GB/T28267.2

GB/T28267.3

  GB/T9770

1000~5400 GB/T28267.4 0.45

钢丝绳芯输送带

GB/T28267.1

GB/T28267.3

  GB/T9770

< 1000

> 5400
GB/T28267.4 0.45

注:1 强度系数七，r。，基准值不适用于老化或已使用的输送带接头。

  2 标准号名称:

      《普通用途织物芯输送带》GB/T 7984;

      《普通用途钢丝绳芯输送带》GB/T9770;

      《输送带  具有橡胶或塑料覆盖层的地下采矿用织物芯输送带规范》GB/T

        31256;

      《钢丝绳芯输送带 第1部分:普通用途输送带的设计、尺寸和机械要求》

      GB/T28267.1;

      《钢丝绳芯输送带 第2部分:优选带型》GB/T28267.2;

      《钢丝绳芯输送带 第 3部分:井下用输送带的特殊安全要求》GB/T

        28267.3;

      《钢丝绳芯输送带 第4部分:带的硫化接头》GB/T28267.4。

        表8.1.14一2 基于输送带接头特征的安全系数5

项 目 特 征 分 类

空气中的粉尘 正常 无尘 灰尘较多

防止太阳辐射 正常 良好 中等

温 度 中等 18℃ ~ 22C <10℃或>30℃



续表 8.1.14一2

项 目 特征分 类

工作空间 正常 宽敞 窄小

工人技能 正常 很好 中等

接头材料质量 正常 很好 接近保质期

硫化设备质量 正常 很好 中等

安全系数5。 1.1 降低至 1.0 增大至1.2

表8.1.14一3 基于输送带运行条件的安全系数5

项 目 特 征 分 类

预期使用寿命 正常 短 高

故障造成的损坏 正常 低 高

化学和物理因素对应力的影响 正常 低 高

启动/停止次数 >3/d一<30/d 簇3/d ) 30/d

输送带循环频率(循环次数) >2/h一<60/h 簇2/h )60/h

安全系数5， 1.7 降低至1.5 增大至1.9

8.2 滚 筒

8.2.1 带式输送机滚筒的最小直径应根据输送带类型和张力确

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滚筒直径基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DTr= Cod，、 (8.2.1一1)

式中:DTr— 滚筒直径基准值(mm);

      CO— 滚筒直径系数，棉织物芯输送带取80，聚酞胺织物

            芯输送带取90，聚醋织物芯输送带取108，钢丝绳芯

            输送带取145;

      dB— 输送带的织物芯层厚度或输送带的钢丝绳直径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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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传动滚筒和其他滚筒的直径，应根据圆整后的滚筒直径基

准值DTr、滚筒上输送带张力利用率fltM盯和滚筒组别，按表

8.2.1选取。

      表8.2.1 稳定工况最小滚筒直径基准值(无摩擦面层】《mm)

滚筒

直径

基准值

DTr

fRMBT一ha  xs只100%

>100%

滚筒组别

>60写一100%

  滚筒组别

>30%~60%

  滚筒组别

(30%

滚筒组别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400 500 400 315 400 315 25Q 315 250 200 250 250 200

500 630 500 400 500 400 315 400 315 250 315 315 250

630 800 630 500 630 500 400 500 400 315 400 400 315

800 1000 800 630 800 630 500 630 500 400 500 500 400

1000 1250 1000 800 1000 800 630 800 630 500 630 630 500

1250 1400 1250 1000 1250 1000 800 1000 800 630 800 800 630

1400 1600 1400 1000 1400 1250 1000 1250 1000 800 1000 1000 800

1600 1800 1600 1250 1600 1250 1000 1250 1000 800 1000 1000 800

1800 2000 1800 1250 1800 1400 1250 1400 1250 1000 1250 1250 1000

2000 2200 2000 1400 2000 1600 1250 1600 1250 1000 1250 1250 1000

注:1 fRM盯一滚筒的张力利用率。

  Z k。，、、一A组滚筒条件下，滚筒处输送带的最大应力(N/mm)，为输送带最

      大张力在带宽上的平均值。

  3 kN一输送带名义拉断强度或拉伸强度(N/mm)。

  4 A组一传动滚筒和在较高输送带张力区内的其他滚筒;B组一在较低输送

      带张力区的改向滚筒;C组一围包角不大于300的改向滚筒。

3 传动滚筒直径宜根据滚筒表面比压进行核算:

”)磊赤暴
”、糯击瓮

(8.2.1一2)

(8.2.1一3)



式中:D— 滚筒直径(mm);

      F，— 输送带在滚筒绕人点的张力(N);

      F:— 输送带在滚筒绕出点的张力(N);

    尸Bp— 输送带许用比压(N/mmZ)，可由输送带制造厂提

            供，无资料时，钢丝绳芯输送带可取0.6N/mmZ，织

            物芯输送带可取0.4N/mm，;

    尸。，— 钢丝绳芯输送带钢丝绳下的许用比压(N/mm，)，可

            由输送带制造厂提供，无资料时，可取1.ZN/mmZ;

      B— 带宽(m);

      t:— 输送带的钢丝绳间距(mm);

      dB— 钢丝绳芯输送带的钢丝绳直径(mm)。

8.2.2 滚筒的长度应根据带宽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通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和U型带式输送

机的滚筒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GB/T 10595

的规定;

    2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滚筒长度应根据管径及带宽确定，宜按

表8.2.2选取。

    表8.2.2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管径、带宽与滚筒长度的匹配关系《Ilun )

名义管径心 带宽B 滚筒长度

100 360 500

150 600 750

200 800 950

250 1000 1150

300 1100 1300

350 1300 1600

400 1600 2000

450 1700 2000

500 1850 2200



续表8.2.2

名义管径dg 带宽B 滚筒长度

560 2000 2400

600 2250 2600

630 2350 2800

700 2450 2900

800 2900 3400

850 3100 3600

8.2.3 滚筒的覆盖面应根据滚筒的类型及工作条件确定，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传动滚筒应有覆盖面，宜采用橡胶覆盖面，特殊要求时，可

采用镶嵌陶瓷材料等覆盖面;

    2 传动滚筒的覆盖面应有人字形沟槽或菱形沟槽，双向运行

的传动滚筒应采用菱形沟槽;

    3 工作环境条件较差或与输送带承载面接触的改向滚筒，应

采用橡胶覆盖面;

    4 寒冷环境条件下的胶面滚筒，其橡胶覆盖面的性能应满足

低温工作环境条件的要求。

8. 2.4 煤矿井下带式输送机滚筒的橡胶覆盖面应采用阻燃材料。

8.2.5 滚筒的载荷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传动滚筒的扭矩和合张力，应按带式输送机稳定运行工况

的最大载荷计算;

    2 改向滚筒合张力，应按带式输送机稳定运行工况的最大载

荷计算;

    3 长距离和复杂带式输送机的滚筒载荷，除按稳定运行工况

计算外，还应按最不利工况、制动力矩或逆止力矩条件，对滚筒强

度和刚度进行校核。

8.2.6 滚筒的质量指标、设计寿命等性能，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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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条件确定，并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GB/T

10595的有关规定。

8.3 托  辊 组

                        1 一 般 规 定

8.3.1 带式输送机托辊组形式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类型、输送的物

料特性、工作条件选择，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通固定式带式输送机可采用固定托辊组，水平和倾角

较小的上运或下运带式输送机，上分支和下分支可采用吊挂托

辊组 ;

    2 移置式和半移动式带式输送机应采用吊挂托辊组;

    3 带式输送机的受料点应设缓冲装置，当输送大块物料或岩

石类物料时，缓冲装置支架或吊架宜具有减振缓冲功能;

    4 带式输送机的槽形过渡段应设过渡托辊组;

    5 短距离带式输送机可设调心托辊组，固定式长距离带式输

送机宜设部分前倾托辊组，下分支可设反V形等托辊组;

      6

辊组;

      7

辊组;

      8

带式输送机凸弧段，当张力较大时宜设槽角渐变的托

工作环境温度较低或输送茹性物料时，下分支宜设梳形托

多雨地区室外设置的带式输送机，宜设防雨罩，当无防雨

罩时，槽角大于50。的托辊宜采用防水托辊;

    9 带式输送机的水平转弯段，宜采用托辊组内曲线侧抬高或

增加托辊、增大托辊槽角等形式，托辊组抬高角或托辊槽角应便于

调整。

8.3.2 托辊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托辊的直径应根据带速选择，并应符合表8.3.2的规定。

    2 托辊的长度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的类型、带宽和托辊组托辊

的数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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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2 托辊直径允许的带速值

托辊直径

  (mm )

带速(m/5)

0.8 1。0 1.25 1.6 2.0 2.25 2.5 3.153.55 4.0 4.5 5.0 5.6 6.3 7.1

63.5 了 了 了 丫 了

76 了 了 了 丫 丫 J

89 了 了 了 丫 丫 丫 了

102 丫 了 了 丫 丫 丫 了 丫

108 了 了 了 丫 丫 丫 丫 丫

127 了 丫 丫 了 了 了 丫 了 丫

133 了 了 了 了 丫 丫 丫 了 丫

152 了 了 丫 丫 了 丫 了 了 丫 了

159 丫 丫 寸 丫 了 了 了 了 丫 了 了

168 丫 汀 了 了 创 了 了 丫 了 了

194 寸 了 了 州 了 了 丫 丫 丫 汀

219 了 丫 了 了 创 丫 丫 丫

    3 当托辊承受载荷较大时，托辊的轴承应按本标准附录E

的规定计算托辊承载能力或计算托辊轴承预期寿命LI。。

    4 托辊的密封形式应根据带式输送机工作环境条件选择，当

带式输送机工作条件恶劣时，托辊轴承密封结构应选用性能良好

的密封。

    5 临近医院、学校、机关、住宅区等噪声控制区，宜采用低噪

声托辊。

    6 托辊的质量指标、设计寿命等性能，应根据带式输送机工

作条件确定，并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GB/T 10595
的有关规定。

8.3.3 煤矿井下用带式输送机托辊的缓冲圈(环)等非金属材料，

应采用阻燃材料。

          n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8.3.4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托辊长度，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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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带宽、托辊组横截面参数和托辊的数量确定。当托辊组为1托

辊~3托辊时，托辊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GB/T

10595的有关规定;当托辊组为4托辊和5托辊时，应根据托辊组

横截面的参数确定。

8.3.5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托辊组间距，应

根据带式输送机输送量、输送带张力、托辊承载能力、输送带垂度

及在带式输送机的安装位置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缓冲托辊组的间距应根据输送量、物料的堆积密度和粒度

确定，宜为上分支标准段托辊组间距的30%一50%，当输送量大、

物料堆积密度和粒度大或落料高差较大时，宜为缓冲托辊直径的

1.2倍~1.5倍;

    2 标准段托辊组的间距，上分支宜为1.Om一1.sm，下分支

宜为3.om~6.om，长距离或输送带张力较大的带式输送机，可增

大托辊组间距;

    3 上分支凸弧段的托辊组间距，应根据托辊承载能力和输送

带张力确定，宜为标准段的50%;

    4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段的托辊组间距，宜为直线

段托辊组间距的50%~100%。

8.3.6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段的托辊组形式，应根据带

式输送机布置、水平转弯段的曲率半径和输送带张力确定，并宜符

合下列规定:

    1 水平转弯段的承载托辊组宜采用下列形式:

      1)托辊组内曲线侧抬高并可调(3托辊)[图8.3.6一1(a)];

      2)托辊组内曲线侧的托辊加长「图8.3.6一1(b)];

      3)托辊组内曲线侧增加1个托辊[图8.3.6一1(c)];

      4)槽形托辊组的槽角增大到45“一65“;

      5)托辊组内曲线侧的托辊前倾;

      6)托辊组采用4托辊或5托辊;

      7)整体摆动式吊挂托辊组「图8.3.6一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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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托辊组内曲线侧抬高(3托辊) (h) 托辊组内曲线侧的托辊加长

(c)托辊组内曲线侧增加1个托辊 (d)整体摆动式吊挂托辊组

        图8.3.6一1 水平转弯段承载托辊组的形式示意图

y一曲线段托辊组内侧抬高角;孟2一槽形托辊组下侧辊的槽角(加长托辊侧);

              久3一槽形托辊组上侧辊的槽角(增加的托辊侧)

2 水平转弯段的回程托辊组宜采用下列形式:

  1)托辊组内曲线侧抬高并可调(3托辊)[图8.3.6一2(a)];

  2)托辊组内曲线侧抬高并可调(2托辊)[图8.3.6一2(b)〕;

  3)托辊内曲线侧抬高并可调(单托辊)[图8.3.6一2(c)〕;

  4)托辊组内曲线侧的托辊加长[图8.3.6一2(d)〕;

  5)托辊组内曲线侧的托辊前倾。

午字争兰豹
(a)托辊组内曲线侧抬高 (3托辊) (1，)托辊组内曲线侧抬高(2托辊)

〔。)托辊内曲线侧抬高(单托辊) (d)托辊组内曲线侧的托辊加长

图8.3.6一2 水平转弯段回程托辊组的形式示意图



                m U型带式输送机
8.3.7 U型带式输送机托辊组的托辊长度，应根据带宽、输送带

U形横截面尺寸、托辊数量等确定，宜按表8.3.7选择。

              表8.3.7 U型带式输送机托辊的长度(mm)

带宽B
输送带开口

  尺寸W
托辊直径 托辊长度

槽形托辊组

托辊的数量

500

250

63.5、76、89

145 4

95、190 4167

650

325

76、89、108

195 4

125、250 4217

800

400

89、108、133、159

160 5

120、300 5267

1000

500

108、133、159、168、194

200 5

333 140、315 5

240 5

1200

600

170、380 5400

280 5

1400

700

200、450 5467

1600

800

133、159、168、194、219

320 5

220、500 5533

360 5

1800

900

240、550 5600

400 5

2000

1000

260、600 5667

8.3.S U型带式输送机托辊组的形式和间距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转弯段的上分支，托辊组应采用U形横截面，并宜采

用5托辊或4托辊，直线段的上分支，可采用普通带式输送机托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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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形式;

    2 水平转弯段的下分支，可采用本标准第8.3.6条第2款水

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转弯段托辊组形式，直线段的下分支，宜采用

普通带式输送机托辊组形式;

    3 水平转弯段托辊组的间距宜为直线段托辊组间距的

50%~70%。

                    W 管状带式输送机

8.3.9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托辊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准段托辊组，当设在托辊窗框板一侧时(图8.3.9一1)，

相邻两个托辊边角距离宜为4mm~6mm;当设在托辊窗框板两侧

时(图8.3.9一2、图8.3.9一3)，托辊端部在窗框板上的投影应部分

重叠;

    2 过渡段托辊组的布置和槽角，应便于输送带由平形至管状

或由管状至平形间的平稳过渡;

    3 受料段缓冲托辊组的间距应符合本标准第8.3.5条的有

关规定。

图8.3.9一1 在窗框板一侧布置的正六边形托辊组示意图



图8.3.9一2 在窗框板两侧布置的正六边形托辊组示意图

        图8.3.9一3 在窗框板两侧布置的正八边形托辊组示意图

8.3.10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托辊长度，应根据名义管径、托辊组形

式及托辊的数量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托辊组设在托辊窗框板一侧时，托辊长度应根据管状带

式输送机的实际管径(外径)确定，宜按表8.3.10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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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10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托辊长度(mm)

名义管径

  dg
托辊直径

正六边形，单侧

布置时托辊长度

正六边形，两侧

布置时托辊长度

正八边形，两侧

布置时托辊长度

100 63.5、76 50 100 90

150 76、89 80 140 130

200 76、89 110 180 160

250 89、108、133 140 210 180

300~350

108、133、

159、194

175 250 205

195 290 240

225 330 270400

450 240 370 300

500

133、159、

194、219

280 400 330

315 440 370560

600 340 480 390

630 350 500 400

700 395 550 440

800

159、194、219

450 620 480

850 480 650 500

2 当托辊组设在托辊窗框板两侧并采用等长托辊时，托辊长

度宜按表8.3.10选择。

3 受料段及过渡段的托辊长度应根据托辊组的布置和带宽

确定。

8.3。11 管状带式输送机托辊组的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直线段托辊组的间距应根据输送的物料特性确定，并宜按

表8.3.11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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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11 管状带式输送机直线段托辊组的间距 1、推荐值

名义管径叭

    (mm)

物料的堆积密度屏t/m“)

< 0.8 1。2 > 1.6

托辊组间距(mm)

100 1200 1000 1000

150 1700 1500 1300

200 1800 1600 1500

250 1900 1700 1600

300 2000 1800 1700

350 2100 1900 1800

400 2200 2100 1900

450 2250 2150 1950

500 2300 2200 2000

560 2350 2250 2050

600 2400 2300 2200

630 2450 2350 2250

700 2500 2400 2300

800 2600 2500 2400

850 2700 2600 2500

    2 曲线段托辊组的间距应根据曲线的类型及曲率半径确定，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曲线段托辊组的间距宜按直线段间距的 60%~80%

        选取;

      2)布置复杂的管状带式输送机，当采用织物芯输送带时，曲

        线段托辊组的间距应根据曲线类型及曲率半径确定，并

        宜按下式计算:

                            Ic=k3ls (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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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C— 曲线段托辊组的间距(m);

    k3— 曲线段托辊组的间距系数，宜按图8.3.n选取;

25一一直线段托辊组的间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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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n 织物芯输送带曲线段托辊组的间距系数

Ro.。一最小曲率半径;1一凹弧;2一凸弧;3一单向水平转弯;

  4一限制临界线;5一水平转弯+凹弧;6一水平转弯+凸弧

8.4 机 架

                        工    一 般 规 定

8.4.1 带式输送机机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输送工艺的要求;

    2 带式输送机部件布置、安装和调整的要求;

    3 带式输送机载荷的要求;

    4 工作条件和环境条件的要求。

8.4.2 带式输送机钢结构构件的防锈与涂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带式输送机》GB/T 10595的有关规定。特殊环境使用的带式

输送机应满足相应环境条件的防腐要求。

                    n 普通带式输送机

8.4.3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头架和尾架形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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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2

机架;

      3

固定式带式输送机的头架宜采用三角形结构;

用于运输困难场所的头架和尾架，宜采用可拆式组合

移置式带式输送机和半移动式带式输送机的头架，应采用

滑橇式(图8.4.3一1)或驮运式(图 8.4.3一2)，尾架应采用滑橇式

(图 8.4.3一3)。

图8.4.3一1 滑橇式机头站示意图

图8.4.3一2 履带车驮运式机头站示意图

图8.4.3一3 滑橇式机尾站示意图



8.4.4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中间架形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定式带式输送机宜采用固定式中间架;

    2 井下巷道等特殊工作条件的带式输送机，可采用吊挂式、

绳架式中间架;

    3 移置式带式输送机和半移动式带式输送机，应采用滑橇式

中间架(图8.4.4一1、图8.4.4一2)。

(a)单轨滑撬式中间架示意图

(卜)双轨滑撬式中间架示意图

图8.4.4一1 移置式带式输送机滑橇式中间架示意图

图8.4.4一2 半移动式带式输送机滑撬式中间架示意图



          皿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和U型带式输送机

8.4.5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和U型带式输送机，头架和尾架的

形式应符合本标准第8.4.3条的有关规定。

8.4.6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和U型带式输送机，转弯段中间架

的形式应根据带式输送机布置、参数和托辊组形式确定，并应便于

托辊组的调整。

                    W 管状带式输送机

8.4.7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头架和尾架形式应符合本标准第

8.4.3条的有关规定。

8.4.8 管状带式输送机过渡段的中间架形式应便于托辊组的调

整，并应满足输送带平形与管状之间平稳过渡的要求。

8.4.9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托辊窗框板应便于托辊的布置、安装和

调整。

8.5 驱 动 装 置

8.5.1 带式输送机驱动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有良好的启动性能，并应能在各种工况下可靠地

启动;

    2 多机驱动时，应具有良好的电动机功率平衡功能。

8.5.2 带式输送机驱动装置形式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的参数和性

能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驱动功率37kw及以下的带式输送机，可采用电动机与减

速器直联驱动装置;

    2 驱动功率45kw及以上的带式输送机，宜采用电动机、限

矩型液力偶合器、减速器驱动装置;

    3 功率较小的带式输送机或布置受限的单滚筒驱动的小型

带式输送机，可采用电动滚筒或外装式减速滚筒驱动装置;

    4 大型、长距离及布置复杂的多机驱动带式输送机，应采用

变频调速装置、液粘软启动装置、调速型液力偶合器等具有可控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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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功能的驱动装置。

8.5.3 在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下的带式输送机驱动装置及电气

设备，应符合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防爆规定。

8.5.4 带式输送机驱动装置的布置，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的工艺布

置、设备安装、维修及供电系统条件等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驱动装置的位置应根据带式输送机满载稳定运行工况的

上分支和下分支阻力分布确定，并应有利于降低输送带张力;

    2 上运带式输送机的驱动装置宜设在带式输送机头部;

    3 下运带式输送机的驱动装置宜设在带式输送机尾部;

    4 复杂工况的带式输送机驱动装置的位置，应根据运行工

况、技术经济合理性确定。

8.5.5 移置式带式输送机和半移动式带式输送机的驱动装置，应

采用浮动式独立的驱动装置架。

8.6 拉 紧 装 置

8.6.1 拉紧装置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的张力分布、驱动装置位置和

J性能、线路布置等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输送带各种工况下拉紧力的要求;

    2 应满足输送带垂度的要求;

    3 应满足传动滚筒与输送带之间不打滑的要求;

    4 拉紧滚筒的移动范围，应符合各种工况和环境下输送带伸

缩量的要求。

8.6.2 拉紧装置形式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长度不大于50m的短距离带式输送机宜采用螺旋拉紧装

置，长度大于50m并有安装空间时宜采用垂直式重锤拉紧装置;

    2 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宜采用塔架重锤式拉紧装置、电动绞车

拉紧装置、自动拉紧装置或塔架重锤式与电动绞车组合式等拉紧

装置;

    3 倾角较大的上运带式输送机可采用尾部重载车式拉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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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

    4 复杂带式输送机宜采用重锤式或自动式拉紧装置。

8.6.3 拉紧滚筒的拉紧行程应根据输送带的弹性伸长量和永久

伸长量及输送带安装的附加行程等确定，并应按下式计算:

                    15。)(。。+。，)L+IN (8.6.3)

式中:lsp— 拉紧滚筒的拉紧行程(m);

      。。— 输送带弹性伸长和永久伸长综合系数，棉织物芯及

          聚酞胺多层织物芯输送带可取0.018一0.023，聚酷

            多层织物芯输送带可取。.013~0.018，钢丝绳芯输

          送带可取0.002，或按输送带制造厂推荐值选取;

    。，— 托辊组间的输送带屈挠率，取0.001;

      IN— 输送带安装附加行程(m)，棉织物芯、聚酷及聚酞胺

            多层织物芯输送带取lm~Zm，钢丝绳芯输送带取一

            个接头制作总长度再加。.sm一1.om，当带式输送机

            采用螺旋拉紧时，ZN=0。

8.6.4 拉紧装置的布置应根据带式输送机长度、动态特性和输送

带张力分布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拉紧装置宜设在带式输送机稳定运行工况下输送带最小

张力处或靠近传动滚筒处;

    2 短距离带式输送机或倾角较大的上运带式输送机，拉紧装

置宜设在带式输送机尾部;

    3 螺旋拉紧装置宜设在带式输送机尾部;

    4 重锤车式拉紧装置应减小拉紧系统附加阻力。

8.7 制动和逆止装置

8.7.1 倾斜带式输送机制动装置和逆止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能发生逆转的上运带式输送机应设常闭式制动装置或

逆止装置，大型上运带式输送机应同时设制动装置和逆止装置;

    2 倾斜带式输送机制动装置的制动力矩，不得小于带式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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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所需制动力矩的1.5倍;

3 上运带式输送机制动装置的制动力矩，应满足带式输送机

在额定载荷停机时最大逆止力矩的要求。

8.7.2 长距离、大型及高带速的水平或微倾斜带式输送机应设制

动装置。

8。7.3

式中:

8。7.4

      1

滚筒轴上逆止装置的额定逆止力矩应按下式计算:

。， ，，。 。 、D
，。=“2、厂st一厂，，少万 (8.7。3)

M— 逆止装置的额定逆止力矩(N·m);

kZ— 逆止装置工况系数，取 1.5~2.0，当每天停机不超

      过3次~4次时，取低值，否则取高值;

凡:— 提升阻力(N)，应取最不利工况的最大提升阻力;

F。— 主要阻力(N)，按本标准第4.1节的公式计算，其中

      模拟摩擦系数取0.012~0.016。

  带式输送机逆止装置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上运带式输送机的逆止装置，宜设在头部滚筒轴、减速器

输出轴或传动滚筒轴处，当逆止力矩较小时可设在减速器高速

轴处;

    2 当一台带式输送机设有多台逆止装置时，宜采用力矩均衡

型逆止装置，当逆止装置之间不能实现均衡受力时，每台逆止装置

的逆止力应按带式输送机所需总逆止力确定，并应验算与逆止装

置相连的减速器输出轴或传动滚筒轴及其连接件的强度。

8.7.5 大型及复杂带式输送机制动停机时，应对输送带进行打滑

验算。

8.8 清  扫 器

8.8.1 带式输送机的清扫器应根据物料特性选择，输送赫性或粉

状物料时，宜设多道输送带清扫器。

8.8.2 带式输送机应设空段清扫器，应设在尾部输送带的回程



段，或可能有物料进入输送带与滚筒之间的回程段。

8.8.3 当带式输送机工作条件较差或输送薪性物料时，宜在与输

送带承载面接触的滚筒处或可能有物料粘附的其他滚筒处设滚筒

清扫器。



9 安全保护装置

9.1 一 般 规 定

9.1。1

      l

      2

装置;

      3

      4

      5

9。1。2

      l

      2

      3

      4

带式输送机应设下列安全保护装置:

带式输送机人行道侧的拉绳保护装置;

输送大块或坚硬物料的钢丝绳芯输送带的纵向撕裂保护

输送带跑偏检测装置;

输送带打滑检测装置;

长距离及复杂带式输送机拉紧装置的限位保护装置。

带式输送机宜设下列安全保护装置:

溜槽堵塞检测装置;

大型带式输送机制动装置的开闭检测装置;.

电动、液压等动力拉紧装置的张力检测装置;

6级及以上大风侵袭危险或沿海地区的室外带式输送机

防止输送带翻转的保护装置;

    5 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具有地址编码系统识别位置的拉绳保

护装置。

9.2 紧 急 开 关

9.2。1

9。2。2

带式输送机的驱动站应设紧急停机按钮。

带式输送机的拉绳保护装置宜具有人工复位功能。拉绳

保护装置的间距不宜超过60m，并宜每3m一6m设一组托绳环。

9.3 输送带保护

9.3.1 输送带打滑检测装置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型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应采用对带式输送机启动、稳定

运行和制动工况全过程检测的输送带打滑检测装置。

    2 输送带允许的滑差率应根据输送带张力、带速等条件确

定。输送带张力较大的带式输送机宜按下列规定选取:

      1)报警信号:速度滑差率大于或等于8%;

      2)停机信号:速度滑差率大于或等于8%，且运行时间大于

        或等于205，或速度滑差率大于或等于12%，且运行时间

        大于或等于55。

9.3.2 输送带跑偏检测装置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输送带跑偏检测装置宜设在带式输送机头部、尾部、凸弧

段或凹弧段两侧机架上;

    2 采用固定式托辊组的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宜在中间段增设

跑偏检测装置;

    3 机长较短或采用吊挂式托辊组的带式输送机，可在机头和

机尾处设输送带跑偏检测装置。

9.3.3 输送带纵向撕裂保护装置应设在受料点等输送带易撕

裂处。

9.3.4 采用张力大的钢丝绳芯输送带的带式输送机，宜设接头监

测装置。

9.4 料流检测装置

9.4.1 设有自动洒水设施的带式输送机应设料流检测器。

9.4.2 带式输送机宜设防物料堵塞溢料的溜槽堵塞检测器。堵

塞检测器应满足振动、灰尘和潮湿工作条件的要求。

9.5 下运带式输送机和管状带式输送机保护

，.5.1 圆周力为负值的下运带式输送机，应采取超速保护和断电

保护措施。

9.5.2 下运带式输送机的超速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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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当下运带式输送机发生超速并达到一级限定值时，应自动

停止向带式输送机给料，当超速达二级限定值时应自动制动减速

停机;

    2 超速限定值应根据设备的具体参数确定，一级超速值不宜

大于额定速度的105写，二级超速值不宜大于额定速度的110%。

9.5.3 当电控系统故障或断电时，下运带式输送机应自动进人紧

急制动停机工况。

9.5.4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安全保护应符合本标准第9.1节~第

9.5节的有关规定，并应设下列安全装置:

      1

      2

      3

装置;

      4

      5

防止瞬间料流过大的料流控制装置;

防止大块物料进人管状输送带的安全装置;

在输送带绕人滚筒前避免输送带发生折叠的输送带张开

受料点出口处宜设防胀管装置;

宜设防输送带扭转装置。



10 整 机 布 置

10.1 一 般 规 定

10.1.1 带式输送机输送物料的允许最大倾角，应根据输送的物

料种类及特性、带式输送机参数、输送带类型和工作条件确定，并

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带式输送机输送散状物料的允许最大倾角，可按现行国家

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散状物料分类、符号、性能及测试方法》GB/T

35017的推荐值选取;

    2 普通带式输送机，采用光面输送带，输送常用一般特性散

状物料时:当槽角不大于35“时最大上运倾角可取17“，当槽角为

45。及以上时最大上运倾角可增大，下运时最大倾角宜减小;

    3 U型带式输送机采用普通输送带，输送常用一般特性散

状物料时，最大上运倾角可取25“;

    4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最大上运倾角可取300;

    5 严寒和寒冷工作环境的带式输送机，宜降低受料段的

倾角。

10.1.2 带式输送机线路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减少中间转载环节;

    2 转载站、驱动站及输送线路，应避开山体滑坡、崩塌、岩溶、

泥石流、采空区等不良工程地段及受洪水和内涝水患威胁的地段;

    3 应充分利用地形，少占农田、减少占地;

    4 应满足环保的要求;

    5 线路布置和维修道路应便于设备安装和维修，长距离带式

输送机可设机上移动式检修车。



10.2 受 料

          工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10.2.1 带式输送机受料段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向带式输送机供料设备的供料量应与带式输送机设计输

送量相适应;

    2 高带速或输送块状物料时，受料段宜水平或微倾斜布置，

当需倾斜布置时，应采取加长导料槽等措施;

    3 受料段不宜设在带式输送机的槽形过渡段、凸弧段或凹

弧段。

10.2.2 导料槽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导料槽长度应根据带速、物料特性、溜槽的卸料角度确定，

导料槽最小长度应大于物料在输送带上加速到稳定运行的距离，

不宜小于输送带运行1.25的长度，并不小于3m;

    2 当带式输送机多点受料，且受料点间的距离较小时，可在

受料点间全长设导料槽，当受料点间距大于10m时，受料点可单

独设导料槽。

                    n U型带式输送机

10.2.3 U型带式输送机的受料段布置应满足物料在受料段稳

定运行和便于输送带过渡到U形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料段应布置在直线段;

    2 受料段缓冲托辊的槽角宜为300一35“;

    3 受料段倾斜布置时倾角不宜大于160，当输送流动性物料

时，导料槽长度宜加长。

                    m 管状带式输送机

10.2.4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受料段应满足物料在受料段稳定运行

和便于输送带过渡到管状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料段应布置在直线段;

    2 输送流动性好的细颗粒物料时，受料段的倾角不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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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

    3 受料段倾斜布置时倾角不宜大于16。，当输送流动性好的

物料时导料槽长度宜加长。

10.2.5 向管状带式输送机的给料量应均匀。

10.3 卸 料

10·3.1 带式输送机卸料设备的形式应根据工艺要求、物料特性

及带式输送机参数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犁式卸料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带速不宜超过3.15m/5;

      2)不宜用于卸载大于75mm的块状物料和磨琢性大的

          物料;

      3)输送带接头应平滑。

    2 卸料车等移动式卸料器宜设在带式输送机水平段，带速不

宜超过sm/s。

    3 可逆配仓带式输送机应水平布置。

10.3.2 溜槽的形式和布置应根据带式输送机设计输送量、物料

特性和工作条件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溜槽倾斜段的横截面尺寸不宜小于 1.5倍的物料最大

粒度;

    2 溜槽的布置应避免物料垂直下落到输送带上，当输送块

状、硬度大、磨琢性大的物料或带速大于3.15m/5时，溜槽内应设

耐磨衬板;

    3 卸料高度大、布置复杂的溜槽，应优化溜槽结构形式，宜采

用曲线溜槽;

    4 大型溜槽应设检查门，其位置应便于人员接近和观察;

    5 当输送含水率高的物料、钻性物料或工作环境温度较低

时，溜槽应采取防粘、防堵措施。



10.4 过  渡 段

          工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10.4.1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槽形过渡段最

小长度行d(图10.4.1一1和图10.4.1一2)，应根据输送带类型、张力

利用率、滚筒上母线与槽形托辊组的相对位置确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根据输送带张力利用率宜按表10.4.1一1和表10.4.1一2

选取。

    表10.4.1一1 滚筒上母线位于槽底托辊上母线平面时的玩推荐值

托辊槽角(。) 张力利用率(%) 织物芯输送带 钢丝绳芯输送带

20

< 60 1。ZB 2.SB

60~ 90 1.6B 3.ZB

> 90 1。SB 4.OB

35

< 60 1.SB 3.6B

60~ 90 2。4B 5.ZB

> 90 3.ZB 6.SB

45

< 60 2.4B 4。4B

60~ 90 3.ZB 6.4B

> 90 4.OB 8。OB

注:张力利用率为输送带实际张力与许用张力的比率(%)。

      表10.4.1一2 滚筒上母线高于槽底托辊上母线平面的

              距离为槽深 hk。的1/2时的 ITu推荐值

托辊槽角(。) 张力利用率(%) 织物芯输送带 钢丝绳芯输送带

2O

< 60 0.6B 1。OB

60~ 90 0.SB 1.6B

> 90 0.gB 2.OB



续表 10.4.1一2

托辊槽角(。) 张力利用率(%) 织物芯输送带 钢丝绳芯输送带

35

< 60 1.OB 1.SB

60~ 90 1.3B 2，6B

> 90 1.6B 3.4B

45

< 60 1.3B 2.3召

60~ 90 1.6B 3.ZB

> 90 2.OB 4.OB

图10.4.1一1 滚筒上母线位于槽底托辊上母线平面示意图

                13一承载托辊组中间辊的长度

        图10.4.1一2 滚筒上母线高于槽底托辊上母线平面示意图

    2 根据滚筒与槽形托辊组的相对位置，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11，d.mi。=c刊hkl (10.4.1一1)

                        hk，“ hko一hT， (10.4.1一2)

式中:ITd.min— 槽形过渡段的最小长度基准值(托辊组为2托辊

              和3托辊)(m);

        cTd— 槽形过渡段的最小长度系数，聚醋和聚酞胺织物

              芯输送带取8.5，钢丝绳芯输送带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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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l— 输送带两侧边缘构成的平面与滚筒上母线的距离

                (m);

        hk。— 输送带两侧边缘构成的平面与槽底托辊上母线的

              距离(槽深)(m);

        hTr— 滚筒上母线与槽底托辊上母线平面的距离(m)。

    3 根据槽形过渡段输送带中心区域的应力(单位宽度的张

力)大于0和输送带边缘的应力不超过许用值的限制条件，宜按下

列公式计算:

      1)织物芯输送带:

ITd.mi。二 h导，+Zb孟一Zbs(hTrsi以+bs。05入)
(△k/E，‘;K+1)2一1

(10.4.1一3)

2)钢丝绳芯输送带:

ITd.
一。:+了cl一4c，。3

              Zcl

=(△k/E:二K+1)2一1

(10.4.1一4)

c:= 2(△k/E:GK十1)(△11·d△k/E【GK)

(10.4.1一5)

(10.4。1一6)

c3=(△ITd△k/EI二K)’一〔h牛r+Zb丢一Zbs(h丁rsi以+bsco以)〕

(10.4.1一7)

                        ‘1. h，， \

△‘“=”U(”k。一“Tr)(1一百不万;瓦二) “U·“·土一匕’
式中:bs— 支承在侧辊上的输送带部分的宽度(m);

    △k— 输送带边缘的应力与输送带中心区域的应力差(N/rnm )

            (图10.4.1一3);

  EI二K— 输送带纵向弹性模量(N/mm);

c:、。:、。3— 计算系数;

    △1二— 过渡段的附加长度(m);

  析r.ma:— 滚筒上母线与槽底托辊上母线平面的最大距离标称

          值(m)，取hTr，m。二=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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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幽

    图10.4.1一3槽形过渡段输送带应力分布示意图

                    kK一输送带边缘的应力

a)槽形过渡段外的应力均匀分布;b)槽形过渡段的应力不均匀分布

        (实际应力分布);。)简化的槽形过渡段的应力分布

3)过渡段输送带的应力差(输送带单位宽度的张力差)(图

  10.4.1一3)，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k= k‘_，.、，一 kM (10.4.1一9)

kk.:ul=  kNk。.rel
cK·5。5，

(10.4.1一10)

标一气嘿燮列 (10.4.1一11)

式中:叔，:u，— 过渡段输送带边缘的许用应力(N/mm);

      kM— 输送带中心区域的应力(N/mm);

      kN— 输送带名义拉断强度或拉伸强度(N/mm);

      k卜rc!— 输送带接头相对基准疲劳强度系数，宜取0.30一

            0.45，见本标准第8.1.14条;

      cK— 基于输送带边缘张力确定的最小接头疲劳强度系数，

            织物芯输送带取1，钢丝绳芯输送带取1.25，当通过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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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计算确定槽形过渡段输送带边缘应力时可取1;

      5。— 基于输送带接头特征的安全系数，取1.0一1.2，标

            准值为1.1，见本标准第8.1.14条;

      5;— 基于输送带运行条件的安全系数，取1.5一1.9，标

            准值为1.7，见本标准第8.1.14条;

        k— 输送带的平均应力(N/mm)。

    4 槽形过渡段的最小长度，当没有特殊要求时，宜按本条第 1

款选择，或取本条第2款、第3款中的最大值。

                    nU型带式输送机

10.4.Z U型带式输送机槽形过渡段的最小长度，应根据输送带类

型及张力利用率、滚筒上母线与U形托辊组的相对位置确定(图

10.4.2一1、图10.4.2一2)，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滚筒上母线宜位于U形托辊组圆心处所在平面(图10.4.2--2)。

    2 当滚筒处输送带的张力利用率不大于60%时，槽形过渡

段的最小长度宜按表10.4.2的数值选取。当输送带的张力利用

率大于60%时，应计算确定。

    3 当尾部受料时，尾部槽形过渡段的最小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10.4.2一1 滚筒上母线位于U形托辊组槽底

                        托辊上母线平面(5托辊)示意图

      W一U形输送带的开口尺寸;Al一输送带承载物料的上部横截面积;

  AZ一输送带承载物料的中部横截面积;A3一输送带承载物料的下部横截面积;

                        ITd一槽形过渡段的最小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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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4.2一2 滚筒上母线位于U形托辊组圆心处

                    所在平面(5托辊)示意图

  1)槽形过渡段的最小长度应计人受料段导料槽的长度;

  2)尾部滚筒至受料段第一组缓冲托辊组的最小距离，应符

    合第10.4.1条关于槽形过渡段最小长度的规定;

  3)受料段导料槽的长度应符合第 10.2.2条的规定;

  4)受料段导料槽至输送带呈U形横截面的长度，应根据导

    料槽结构、输送带类型和张力确定。

表10.4.Z U型带式输送机槽形过渡段的最小长度玩.‘。的推荐值

  滚筒上母线

平面的相对位置

张力利用

率(%)

聚醋、聚酞胺织物芯

      输送带
钢丝绳芯输送带

W W

B/2 B/3 B/2 B/3

U形托辊组槽底 (60 2.IB 2.4B 6.SB 7.SB

U形托辊组圆心处 (60 1.7B 2.IB 5.SB 6.SB

                    班  管状带式输送机

10.4.3 管状带式输送机过渡段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头部上分支的头部滚筒上母线平面宜位于管状输送带顶

面〔图10.4.3(a)〕;

    2 头部下分支的改向滚筒上母线平面宜位于管状输送带底

面〔图10.4.3(b)〕或管状输送带中心[图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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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尾部滚筒上母线平面宜位于上分支管状输送带中心[图

10.4.3(d)]，尾部滚筒下母线平面宜位于下分支管状输送带中心

[图10.4.3(e)〕;

    4 受料段至管状输送带第一窗框板间应为直线段。

芦万

(a)头部滚筒上母线平面位于上分支管状输送带顶面

(h)头部下分支的改向滚筒上母线
    平面位于管状输送带底面
(。)头部下分支的改向滚筒上母线

    平面位于管状输送带中心

(d)尾部滚筒上母线平面位于
    上分支管状输送带中心

(。)尾部滚筒下母线平面位于
    下分支管状输送带中心

        图10.4.3 滚筒母线平面与管状输送带的相对位置示意图

10.4.4 管状带式输送机过渡段的最小长度(图 10.4.4一1~图

10.4.4一3)应根据输送带类型和名义管径确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过渡段的最小长度应根据输送带类型确定，宜按表

10.4.4选取。

    2 当尾部受料时，尾部槽形过渡段的最小长度应符合下列

规定:

      1)槽形过渡段的最小长度应计人受料段导料槽的长度;

      2)尾部滚筒至受料段第一组缓冲托辊组的最小距离，应符

        合第10.4.1条关于槽形过渡段最小长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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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料段导料槽的长度宜符合第 10.2.2条的规定;

4)受料段导料槽至输送带呈管状横截面的长度，应根据名

  义管径、导料槽的结构和输送带张力确定。

图10.4.4一1 头部下分支改向滚筒过渡段的最小长度示意图

11，。一管状带式输送机过渡段的最小长度;IP一托辊窗框板的间距

门一止二一一

图10.4.4一2 头部滚筒及下分支改向滚筒过渡段的最小长度示意图

图10.4.4一3 尾部滚筒过渡段的最小长度示意图

表10.4.4 管状带式输送机过渡段的最小长度推荐值(mm)

输送带类型 过渡段的最小长度坛

聚酞胺织物芯 25 dg

聚醋织物芯 30d:

芳纶织物芯 35d:

钢丝绳芯 (60一70)d:

注:d:为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名义管径(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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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曲    线 段

                      工    普通带式输送机

10.5.1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凸弧段布置应根据输送带的类型和带

宽确定，并应符合槽形输送带通过凸弧段时输送带中间部分不隆

起和输送带边缘应力不超过许用值的要求。凸弧段最小曲率半径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当根据输送带类型和带宽确定时，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1)织物芯输送带:

                    R，) (38~ 42)Bsi以 (10.5.1一1)

      2)钢丝绳芯输送带:

                    R，)(110~167)Bsin入 (10. 5.1一2)

式中:R，— 凸弧段曲率半径(m)。

    2 当以输送带中心区应力为零时，宜按下式计算(2托辊和3

托辊):

*1一蛊黯鸯50 51 (10.5.1一3)

式中:bs— 支承在一个侧辊上的输送带部分的长度(mm);

  EIGK— 输送带纵向弹性模量(N/mm);

    5。— 基于输送带接头特征的安全系数;

    5，— 基于输送带运行条件的安全系数。

    3 对于张力较大的带式输送机或在输送带高张力区的凸弧

段，宜选用较大的曲率半径。

10.5.2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凹弧段，在各种工况下，输送带不应抬

起脱离托辊或出现输送带边缘松弛皱曲现象。凹弧段最小曲率半

径应按下式计算:

。 _ F‘
」戈， 2 —

      ql，gcos占1
(10.5.2)

式中:RZ— 凹弧段曲率半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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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输送带运行方向上第1点的张力(N)，取最不利工况

            条件下第1个凹弧段张力的最大值;

      a，— 区段1的倾角(“)，第1个凹弧段的最大倾角。

                  n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10.5.3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段的布置，应根据输送线

路的要求和输送带张力等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水平转弯段前和转弯段后宜设直线过渡段，直线过渡段

宜设4组一7组槽角或内曲线侧抬高角渐变的过渡托辊组;

      2

撒料;

      3

      4

水平转弯段输送带的横向偏移量不应超过允许值，并不应

水平转弯段外曲线侧的输送带不应脱离托辊;

当转弯段设输送带防跑偏挡辊时，与挡辊接触的输送带不

应发生折曲变形。

10.5.4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段的最小曲率半径(图

10.5.4一1)，应根据工艺布置、托辊组形式及抬高角度、输送带张力

等条件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转弯段的最小曲率半径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a)横截面布置 (b)平面布置

  图10.5.4一13托辊的托辊组水平转弯段的布置示意图

1)最小曲率半径可根据水平转弯段力的平衡条件计算:

凡卜
= — e

  gqB产01

(9。+叮R())产oac
    qI3产01 (10.5.4一1)

式中:R3— 水平转弯段最小曲率半径(m);

    Fch— 水平转弯段输送带的最大张力(N)，宜按带式输送机



      稳定运行工况的空载、重载等不利载荷条件计算;

脚，— 当量摩擦系数，按转弯段空载计算;

产。— 输送带与托辊间的当量摩擦系数，当采用光面钢托
      辊时宜取0.20一0.35，采用PVC输送带或工作条件

      恶劣时宜取小值，橡胶输送带可取大值;

ac— 水平转弯段对应的圆心角(rad)。

  2)当量摩擦系数脚，与托辊的槽角又和内曲线抬高角y有关，
    当托辊组采用3托辊时，可按下式计算或按表10.5.4选取:

、一噜黑宁斋兴妹男                        +全二:业卫三三兰2土里1卫丝+
                                                cosy一产0 slny

cos以一y)+产。sin以一了)
(10.5.4一2)

式中:k，。— 内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重力分配系数，应通过计

          算确定，可取。.3;

      k。— 中间托辊上输送带的重力分配系数，应通过计算确

            定，可取。.4;

    从)— 外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重力分配系数，应通过计

          算确定，可取0.3;
      y— 托辊组内曲线侧的抬高角(“)。

    表10.5.43托辊的托辊组当且摩擦系数脚，值(转弯段空载时)

槽角久(。) 抬高角y(。) 当量摩擦系数脚 当量摩擦系数内，

30

0

0.20 0.2422

0.35 0.4319

3

0.20 0.3106

0.35 0.5114

5

0.20 0.3580

0.35 0.5679

7

0.20 0.4071

0·，35 0.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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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5.4

槽角又(。) 抬高角y(。) 当量摩擦系数脚 当量摩擦系数脚L

35

0

0.20 0.2624

0。35 0.4730

3

0.20 0.3376

0。35 0.5634

5

0。20 0.3902

0.35 0.6288

7

0.20 0.4450

0。35 0.6994

40

0

0.20 0.2904

0.35 0。5316

3

0.20 0.3754

0.35 0.6393

5

0.20 0.4354

0。35 0.7192

7

0。20 0.4990

0。35 0.8075

45

0

0.20 0.3300

0.35 0.6186

3

0.20 0.4294

0.35 0.7552

5

0 20 0.5011

0.35 0.8606

7

0.20 0.5783

0.35 0.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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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5.4

槽角双。) 抬高角y(。) 当量摩擦系数脚 当量摩擦系数内:

50

0

0。20 0.3879

0。35 0.7553

3

0。20 0。5102

0.35 0.9459

5

0.20 0.6008

0.35 1。1027

7

0.20 0。7014

0.35 1。2956

60

0

0.20 0.6255

0。35 1.4681

3

0。20 0.8627

0.35 2。1480

5

0.20 1.0620

0。35 2.9652

7

0。20 1。3151

0.35 4.6241

    2 水平转弯段的最小曲率半径宜按水平向心力的平衡条件

校核:

      1)输送带水平向心力作用在每个托辊上输送带的向心力、

        法向力和轴向力:

        ①输送带水平向心力(图10.5.4一2):

。 FCha【)
厂T - -于子--

            八 3
(10.5.4一3)

②托辊上输送带的向心力(3托辊)(图10.5.4一3):

F二，=李FT
          廿

(10.5.4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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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F·
FT(，一普F·

(10.5.4一5)

(10.5.4一6)

式中:FT— 水平转弯段输送带张力产生的水平向心力(N);

      a()— 上分支托辊组的间距(m);

    F丁;— 托辊组内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水平向心力(N);

    F丁C— 曲线段托辊组中间托辊上输送带的水平向心力(N卜

    FT(，— 托辊组外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水平向心力(N);

      1:— 托辊组内曲线侧托辊与输送带的接触长度(m);

      13— 承载托辊组中间辊的长度(m);

人)— 托辊组外曲线侧托辊与输送带的接触长度(m);

B— 带宽(m)。

图10.5.4一2 水平转弯段输送带张力产生的向心力示意图

内曲线
_FT
— 外 曲线

等释
图10.5.4一3 托辊上输送带张力产生的水平力、法向力和轴向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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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托辊上输送带的法向力(垂直于托辊上输送带平面方

            向):

                    FTN，=FTI sin(几+y) (10.5.4一7)

                      FTNc=FTc siny (10.5.4一8)

                    FTN()=FT()sin以一y) (10.5.4一9)

        ④托辊上输送带的轴向力(托辊与输送带接触平面方

            向):

                    FTP:=FT。cos(久+y) (10.5.4一10)

                        FT代= FTc cosy (10.5.4一11)

                    FTP()=F下‘)cos以一了) (10.5.4一12)

        ⑤托辊组上输送带的总轴向力:

                    FTP= FTPI+FTPc+FT。) (10.5.4一13)

式中:FTN:— 托辊组内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法向力(N);

    FTNC— 曲线段托辊组中间托辊上输送带的法向力(N);

    凡N(，— 托辊组外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法向力(N);

      凡P.— 托辊组内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轴向力(N);

    凡PC— 曲线段托辊组中间托辊上输送带的轴向力(N);

    FTP(，— 托辊组外曲线侧托辊上输送带的轴向力(N);

      FTP— 托辊组上输送带的总轴向力(N)。

      2)托辊组内曲线侧抬高(图10.5.4一4)，在输送带和物料重

        力及输送带向心力的作用下，输送带与托辊的轴向摩擦

        所产生的平衡力:

F一;。[(分(，。·+，0OOA一尸)9。。5(几+，)+F一」+
  。。「(知()。·+‘000ATc一*)9。。5，+F⋯」+

  。。「(普一。。+‘。。。A一;)9。。·(*一，卜。、(门
                                                              (10.5.4一14)

式中:FRF— 输送带与托辊轴向摩擦所产生的平衡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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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内曲线侧托辊承载物料的横截面积(mZ)，应通过计

        算确定，亦可采用分配系数确定;

  p— 散状物料的堆积密度(t/m，);
ATC— 曲线段中间托辊承载物料的横截面积(mZ)，应通过

        计算确定，亦可采用分配系数确定;

AT《》— 外曲线侧托辊承载物料的横截面积(m，)，应通过计

        算确定，亦可采用分配系数确定。

内曲线 外曲线

刽 ，二}硕

图10 5.4一4 托辊上物料和输送带重力分布示意图

3)输送带沿托辊轴向的下滑力:

Fw。一鱼缨 〔1，51。(*+))+‘3。in，一1()sin(入一，)]
                  力 一

                                                          (10.5.4一15)

      4)物料沿托辊轴向的下滑力:

FwM=1000尸a()9[AT，sin以+))+AT。sin)一AT‘〕sin以一))〕
                                                            (10.5.4一16)

式中:FwB— 输送带沿托辊轴向的下滑力(N);

    FwM— 物料沿托辊轴向的下滑力(N)。

      5)输送带与托辊轴向摩擦所产生的平衡力、输送带沿托辊

        轴向的下滑力和物料沿托辊轴向的下滑力之和，不应小

        于输送带张力作用在托辊组上的总轴向力:

                  FRF+Fw。+FwM)F丁P (10.5.4一17)



3 最小转弯半径按输送带外缘许用应力限制条件校核:

1000EIJ(;KBZ
2(F。一凡，h)

(10.5.4一18)

                      Fe=1000BkN/5 (10.5.4一19)

式中:EIJGK— 输送带纵向弹性模量(N/mm);

      Fe— 输送带的许用张力(N)，为输送带的名义拉断力与

              输送带安全系数的比值;

      k、— 输送带名义拉断强度(N/mm);

        5— 输送带的安全系数。

    4 最小转弯半径根据输送带不离开侧面托辊的限制条件校核:

    。 0.SFclll tan以一了).「/0·SFch，tan以一了)\2，      R，= 生上二止上匕竺竺上竺一一二二十 }1二三二二上望二二二二二--二七二}+
                    gqB L\ gqB ，

2000E:〔;K*‘)B，，in(*一，)〕告
3gqB

(10.5.4一20)

式中:凡h，— 上分支水平转弯段起点的输送带张力(N)。

    5 最小转弯半径应取式(10.5.4一1)、式(10.5，4一18)、式

(10.5.4一20)中的最大计算值。当转弯段布置困难时宜采取下列

措施:

      1)加大内曲线抬高角y;

      2)转弯段设前倾托辊;

      3)改变托辊组形式;

      4)在下分支两托辊组之间加压辊;

      5)转弯段前面增设线摩擦驱动。

                  班 U型带式输送机

10.5.S U型带式输送机的凸弧段，应符合输送带中间部分不隆

起、输送带边缘应力不超过许用值的要求。凸弧段最小曲率半径

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1 织物芯输送带:

      1)当W=B/2时，

                          R，妻45B (10.5.5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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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当W=B/3时，

                          R，)slB (10.5.5一2)

    2 钢丝绳芯输送带:

      1)当W=B/2时，

                          R，)180B (10.5.5一3)

      2)当W=B/3时，

                          R，)203B (10.5.5一4)

10.5.6 U型带式输送机的凹弧段，在各种工况下输送带不应脱

离托辊且不应出现输送带边缘松弛皱曲现象。凹弧段最小曲率半

径应符合本标准第10.5.2条的规定。

10.5.7 U型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段的最小曲率半径，应满足输

送带边缘应力不超过许用值、输送带外曲线侧不离开托辊的要求，

并应根据输送带类型、输送带张力及曲线类型确定。最小曲率半

径不宜小于表10.5.7的推荐值。

表10.5.7 输送带开口尺寸W为B/3 时水平转弯段最小曲率半径推荐值

曲线类 型
最小曲率半径

聚醋、聚酞胺织物芯输送带 钢丝绳芯输送带

单个水平曲线 40B 170B

5形曲线 45B 180B

空间

曲线

水平曲线十凹弧 45B 180B

水平曲线+凸弧 50B 200B

    注:1 水平曲线:水平投影为曲线。

        2 5形曲线:水平投影为“S’，形曲线。

        3 凹弧:垂直投影为凹形曲线。

      4 凸弧:垂直投影为凸形曲线。

        5 空间曲线:同一曲线段中同时具有水平曲线和垂直曲线(凸弧或凹弧)。

                    W 管状带式输送机

10.5.8 管状带式输送机曲线段的布置和曲率半径，应根据输送

线路布置、输送带类型、名义管径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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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水平转弯段内不宜布置凸弧，当不能避免时，凸弧曲率

半径应尽量大，并应远离头部;

    2 凸弧段和凹弧段的最小曲率半径不应小于表 10.5.8一1的

规定;

    3 水平转弯段最小曲率半径，应根据输送带类型、名义管径、

转弯段对应的圆心角等确定，不应小于表10.5.8一2的规定。

      表10.5.8一1 管状带式输送机垂直曲线段最小曲率半径推荐值

输送带类型 凸弧 段 凹弧段

聚醋红〔物芯、聚酞胺织物芯

钢丝绳芯

注:d:为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名义管径。

  表 10.5.8一2 管状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段最小曲率半径推荐值

输送带类型 名义管径dg(mm)

最小曲率半径(mm)

水平转弯段对应的圆心角(“)

(250 250一500 500~750 750一 1000

聚酸胺织物芯

150~300 300d: 400d: 500d: 60Od:

350~ 500 40Od: 500d: 600d: 70Od:

聚酉旨织物芯

150~ 300 400d: SO0d: 600d: 700d:

350~ 500 500d: 600d: 700d: 80Od:

芳纶织物芯

150~ 300 SO0d: 600d: 700d: 800d:

350~ 500 600d: 700‘1， 800d: 90Od:

钢丝绳芯

150~ 300 700d: 800d: gO0d: 100Od:

350~ 500 800d: 900d: 100Od: 1100d:

    注:1 聚醋和聚酞胺织物芯输送带水平转弯段对应的最大圆心角不宜超过 1000。

        2 钢丝绳芯输送带水平转弯段对应的最大圆心角不宜超过900。

10.5.9 管状带式输送机曲线段之间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水平转弯段为“5”形布置时，两曲线段间宜通过直线段

连接;当两曲线段直接连接时，连接点应为两个圆弧的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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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凸弧和凹弧相邻布置时，两曲线段间应通过直线段连

接，直线段的最小长度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聚醋和聚酞胺织物芯输送带:

                        LS)SOd: (10.5.9一1)

    钢丝绳芯输送带:

                        LS)100dg (10.5.9一2)

式中:LS— 两曲线段间的直线段最小长度(mm)。

10.6 输送带翻转装置

10.6.1 中距离及以上的固定式带式输送机或下分支输送物料的

固定式带式输送机，宜设输送带翻转装置。

10.6.2 输送带翻转装置的类型(图10.6.2)和翻转段长度，应根

据输送带类型、输送带宽度、横向刚度、弹性特性及带速确定，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翻转装置位于下分支低张力区范围时，宜按表10.6.2

选取，当输送带横向刚度大、在高张力区时，应核算翻转段长度;

    2 当翻转装置位于下分支低张力区范围时，应采取避免输送

带下垂措施。

(。)自然翻转式

(1，)托辊导1白J式

(。)滚轮支承式

图10.6.2 输送带翻转装置的类型示意图

1，一输送带翻转段的最小长度



表 10.6.2 输送带翻转装置允许带宽及翻转段最小长度乙

输送带翻转

装置类型

允许的最大带宽

      (nim)

输送带类型

棉帆布 聚酉旨 钢丝绳芯

自然翻转式 1200 8B 10B

托辊导向式 1600 10B 12.SB 22B

滚轮支承式 2400 10B 15B

10.7 转载站和驱动站

10.7.1 转载站的布置应降低物料的卸载落差，并应便于物料的

转载和溜槽等设备的安装与检修。

10.7.2 驱动站的布置应便于设备安装和检修，室内净高度应满

足设备安装要求，不应小于250Omm。

10.7.3 钢结构转载站或驱动站的平台及防护栏杆，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

及钢平台》GB 4053.3的规定。

10.7.4 转载站和驱动站应设起重装置。起重装置的布置应便于

滚筒、驱动装置等主要部件的安装和维修，起重装置的提升高度应

满足设备起吊的要求。

10.8 栈桥和隧道

10.8.1 带式输送机的栈桥形式应根据工艺布置、环境条件确定。

可采用封闭式、半敞开式、敞开式及模块化栈桥。栈桥和隧道的布

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台带式输送机栈桥当采用敞开式结构时应在单侧或双

侧设人行道，当双侧设人行道时，人行道净宽度不宜小于700mm;

    2 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当设巡检车时可不设人行通道;

    3 带式输送机栈桥或隧道的净高度不应小于表10.8.1的规

定，当隧道为拱形结构时，拱脚的高度不宜小于1.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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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3台及以上带式输送机并列布置时，栈桥或隧道的净高

度宜适当增大。

        表10.8.1 带式输送机栈桥和隧道的最小净空尺寸(mm)

建筑物类型及参数 最小净高度 人行道最小净宽度 检修道最小净宽度

栈
桥
和
隧
道

单台
B簇1400 22DO 700 500

B> 1400 2500 800 600

双台

B(1400 2200
      1000

(中间人行道)
500

B> 1400 2500

      1200

(中间人行道)
600

10.8.2 半敞开式及敞开式栈桥应根据气候条件、环境条件及安

全要求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敞开式栈桥的带式输送机宜设防雨罩，防雨罩观察窗应便

于观察物料运行情况;

    2 带式输送机人行道的外侧应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3部分:工业防护

栏杆及钢平台》GB 4053.3的规定。

10.8.3 带式输送机栈桥跨越道路或设备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带式输送机跨越铁路或道路时，安全限界、栈桥下的净

高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和《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的有关规定;

    2 当跨越设备或通道时，应设防止物料撒落的安全防护设施。

10.8.4 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当无横向立交通道时，应在带式输送

机上设跨线桥。跨线桥斜梯的净宽度不宜小于600mm，相邻跨线

桥间的距离不宜大于30om。

10.8.5 带式输送机封闭式栈桥和隧道应在人行道侧设安全出

口。安全出口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150m，当在隧道内设安全出口

有困难时可设人员躲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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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电气和控制

11.1 供 电 电 源

n.1.1 同一带式输送机系统宜采用同一电源供电。当输送系统

有中间料仓缓冲时，可根据工艺系统控制分工确定。

n.1.2 重要部位的大型带式输送机工程系统宜采用双回路电源

供电。

11.1.3 地面带式输送机的供电，可采用lokV、6kV、0.66kV、

0.38kV电压等级;煤矿井下带式输送机的供电，可采用 10kV、

6kV、3.3kV、1.14kV、0.66kV等电压等级。

11.2 配 电

11.2.1 带式输送机的过负荷和短路保护应根据启动特性确定。

11.2.2 带式输送机的控制电器，应满足温度、湿度、海拔高度、腐

蚀、粉尘、爆炸、振动等环境的要求。

11.2.3 送电、变电和配电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T 50065的有关规定。

11.2.4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下的带式输送机配电，应符合爆炸

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的防爆规定。

n.2.5 带式输送机栈桥、转载站、驱动站、控制站及沿线的防雷，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的有关

规定。

11.3 单 机 控 制

11.3.1 带式输送机应具有就地启动、停止和紧急停机的控制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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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驱动电机为电动运行工况的带式输送机驱动系统，应能

在紧急状态下断开电源停机，并应使制动装置在规定时间内实现

制动。

11.3.3 紧急停机用开关设备应采用非自动复位式。

n.3.4 驱动电机处于发电运行工况的带式输送机驱动系统，宜

采用电气和机械联合制动方式。

11.3.5 带式输送机安全保护系统应符合本标准第9章的规定。

11.3.6 多机驱动的带式输送机系统应具有电动机功率自动平衡

控制功能。

11.4 集 中 控 制

11.4.1 简单的带式输送机系统可采用小型可编程序控制器或继

电器控制。

11.4.2 由多台带式输送机组成的输送系统，宜采用可编程序控

制器为主机的集中控制，并应设上位计算机。

n.4.3 上位计算机应能实现对系统电气设备的状态监视和参数

显示，并应能实现生产数据的统计和文件管理。

n.4.4 带式输送机系统应合理优化可控启动和制动系统，满足

带式输送机各种运行工况的要求。

11.4.5 集中控制系统的上位计算机主控系统及控制分站应设不

间断电源，应急时间不应少于30min。

11.4.6 带式输送机系统的联锁控制应简单、安全、可靠。

n.4.7 带式输送机系统的启动和停止程序应按工艺要求确定。

带式输送机系统中任何一台设备故障停机时，应立即使来料方向

的带式输送机停机，并停止向输送系统给料。当带式输送机系统

中间有料仓时，可根据工艺流程分系统控制。

11.4.8 带式输送机系统启动预告时，应能就地因故取消启动

程序。

n.4.9 带式输送机系统的集中控制系统应具备联锁及单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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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功能，并可实现集中联锁控制和单机就地控制。

n.4.10 带式输送机集中控制系统应采取下列安全措施:

    1 应设启动预告信号，启动预告时间不应少于105;

    2 应设事故报警信号;

    3 宜在机旁设就地/集中控制选择开关。

n.5 智 能 控 制

n.5.1 智能控制的带式输送机输送系统和装备，宜采用智能传

感器、智能设备和智能控制系统。

n.5.2 智能控制的带式输送机输送系统，应实现启停优化控制、

功率平衡控制、集中控制、无人值守和远程监测等功能。

11.5.3 智能控制的带式输送机输送系统，应具备对生产参数、设

备状态、工作量统计等信息采集、分析和存储功能，并应设相关检

测控制设备和软件，应满足产能分析、故障诊断的要求。

11.5.4 智能控制的带式输送机输送系统的监控设备、通信网络

接口、数据格式宜统一。

11.5.5 智能控制的带式输送机输送系统应设完善的视频监控系

统，并宜与故障诊断系统联动。

11.5.6 智能控制的带式输送机输送系统应根据各个环节的生产

信息，自动分析并调整工作状态。

n.5.7 智能控制的带式输送机输送系统应具有在特殊情况下人

工介人的功能。

11.6 电气保护和通信

11.6.1 带式输送机驱动系统应有完善的电气保护。主回路应有

电压、电流表指示器，并应有断路、短路、漏电、欠压、过流(过载)、

缺相、接地保护。

11.6.2 带式输送机系统应设生产调度通信。



12 优化设计和动态性能评价

12.0.1 大型带式输送机工程系统宜进行设计优化，可采用方案

对比、数学优化等方法。

12.0.2 具有下列主要特征的带式输送机宜进行动态性能评价:

    1 多点驱动或制动;

    2 输送线路有多个变坡段，有明显的上坡和下坡区段变化;

    3 在不同工况下运行阻力存在明显差异。

12.0.3 带式输送机动态性能评价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根据启动和停机过程输送带上各点的瞬态位移和张力，评

价输送带的张力分布;

    2 根据启动和停机过程拉紧装置瞬态的位移和张力，评价拉

紧行程和拉紧力以及拉紧装置的功率需求;

    3 根据启动和停机过程传动滚筒与输送带的瞬态实际摩擦

系数和动态张力比，评价出现打滑的可能性;

    4 根据启动和停机过程驱动装置瞬态输人力(矩)、加速度变

化率及速度曲线，评价驱动装置可用性与设定启动、停机过程的合

理性 。

12.0.4 带式输送机动态性能评价时，应根据带式输送机不利工

况，对下列设计参数和布置进行改进或调整设计:

    1 调整驱动装置;

    2 在适当的位置增设制动装置;

    3 调整拉紧装置的形式、拉紧力或位置;

    4 必要时在驱动装置上增设飞轮;

    5 对驱动装置和制动装置采取控制措施;

    6 改变停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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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 高带速和大型带式输送机、工况复杂的带式输送机，宜对

驱动装置和输送带的振动频率、机架或栈桥固有振动频率、驱动装

置基础固有振动频率、旋转部分的转动频率等进行分析计算，并应

采取避免带式输送机发生共振的措施。

12.0.6 带式输送机宜采取下列措施避免托辊转动频率与输送带

横截面固有频率相近发生共振:

    1 采取增大托辊直径;

    2 改变托辊间距或采用不等间距布置;

    3 改变拉紧力。



13 附 属 设 备

13.0.1 带式输送机系统的附属设备应根据物料特性和工程需要

确定。可设金属探测器、除铁器、物料计量装置、采样装置、输送带

接头及输送带更换设备。

13.0.2 金属探测器和除铁器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金属探测器和除铁器应设在输送系统起点的带式输送

机上;

    2 除铁器宜设在带式输送机头部卸料滚筒处或带式输送机

受料段出口处;

    3 除铁器下方的滚筒或托辊应采用防磁材料。

13.0.3 输送带硫化器的形式和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热硫化器形式和性能应根据输送带类型和参数确定;

    2 煤矿井下或具有爆炸性气体危险场所应采用防爆电热硫

化器;

    3 输送带硫化作业地点应便于输送带的硫化作业，当在低温

环境下硫化作业时应采取保温措施。

13.0.4 带式输送机系统的计量装置形式和布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计量装置的形式应根据物料特性、工作条件及输送系统对

计量精度的要求确定，宜选用电子皮带秤或核子皮带秤等计量

装置;

    2 电子皮带秤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连续累计自动衡

器(皮带秤)》GB/T 7721的有关规定，并宜根据计量精度的要求

设皮带秤校验装置;

    3 电子皮带秤的布置及相关托辊组的形式应满足电子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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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的技术要求;

核子皮带秤的安全防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工作条件差、采用吊挂等柔性托辊、精度要求不高，且物料

4
 

15

粒度均匀、含水率及化学成分相对稳定时，可采用核子皮带秤。

13.0.5 带式输送机采样装置的形式及安装位置，应根据工程要

求和物料特性确定。



14 消防和环保

14.1 消 防

14.1.1 工业场地内带式输送机工程系统应设完整的消防给水系

统，各建(构)筑物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 50016和《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的

有关规定。

14.1.2 露天设置的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当远离居民区、学校等建

筑物，且没有特殊要求时，沿线可不设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14.1.3 带式输送机的主要建(构)筑物的灭火器配置，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的有关规定。

14.1.4 寒冷地区的消防给水管路应采取防冻措施。

14.2 粉 尘 防 治

14.2.1 带式输送机的工作环境及环境含尘浓度，应符合现行国

家职业卫生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和《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的有关规定。

14.2.2 输送易起尘物料时，在带式输送机受料和卸料处，应采取

密封抑尘和除尘措施。根据物料特性及工艺要求，可采用湿式除

尘、干式除尘或干式与湿式联合除尘等方式。当工艺不允许对物

料加湿时，应采用干式除尘。

14.2.3 带式输送机的喷雾抑尘系统应设在输送系统的起尘处。

喷雾抑尘的用水量，应根据除尘装置形式、物料含水率、物料特性

及输送量确定。

14.2.4 机械除尘装置的选择，应根据除尘设备的净化效率、人口

含尘气体浓度、运营费用、工作可靠性及操作管理方便性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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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除尘系统宜采用自动控制，并宜与工艺设备联动。具有

爆炸危险场所的除尘装置应满足防爆要求。

14.2.6 寒冷环境条件下，有可能发生冰冻的喷雾除尘系统应采

取防寒防冻措施。

14.3 清 扫

14.3.1 带式输送机栈桥和转载站地面的积尘宜采用机械或水力

冲洗清扫，并宜设专用冲洗管道。寒冷或缺水地区宜采用机械式

负压清扫。

14.3.2 地面冲洗的污水宜自流排泄，并应在楼板孔洞周围和伸

缩缝处做防水处理。污水应经处理后重复利用或达标排放。

14.4 噪声和光电污染控制

14.4.1 带式输送机空载运行噪声及噪声测定，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带式输送机》GB/T 10595的有关规定。

14.4.2 带式输送机系统的噪声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

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 50087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 GB 12348的有关规定。

14.4.3 带式输送机输送系统照明应控制夜间照明的亮度和范

围，避免造成光电污染。



15 工 程 施 工

15.1 一 般 规 定

15.1.1 带式输送机的现场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控制与检验制度应健全;

    2 施工应执行相应的现行国家施工技术标准;

    3 施工组织设计应经批准，施工现场应有经审批的专项施工

方案、安全技术交底等技术文件;

    4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巧.1.2 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文件应齐全，并应有图纸会审纪要

文件。工程施工应具备下列工程设计施工图和设备技术文件:

      1

图等;

      2

输送机设备工艺系统图、平面布置图、剖面图、设备基础

建筑物、供配电及控制、照明、消防及供水管路、维修道路、

排水等工程施工图;

    3 输送机及配套设备的安装及使用说明书。

巧.1.3 设备开箱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包装应完好，随机技术文件应齐全;

    2 设备和材料名称、型号、规格和数量应与设备装箱清单相

符，并具有产品合格证书;

    3 随机备件、易损件及专用工具与设备装箱清单相符;

    4 设备应无变形、损伤和锈蚀;

    5 钢结构的焊接应有规定的焊缝质量检查记录、预装检查记

录和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巧.1.4 设备安装工程的检查验收，应使用经计量检定、校准合格

的计量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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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当设计文件需要修改时，应有设计变更通知。

15.1.6 设备安装前应对基础进行交接验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工程设计施工图及设备基础、建筑结构的支承等实

测资料，确定带式输送机系统主要设备的纵横向中心线和基准标

高，并应将其作为设备安装的基准;

    2 安装前，应对设备基础参数检查复测，未经验收合格的基

础不得进行设备安装。

15.1.7 设备安装应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相关各专业、工种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

    2 上一道工序未经检验确认，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

15.1.8 设备的二次灌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基础二次灌浆宜采用专用灌浆材料，当采用混凝土灌

浆时，其强度应比基础混凝土强度高一等级;

    2 设备安装的二次灌浆及其他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进行验

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

巧.1.9 设备运输和吊装时，应合理选择吊点操作。

15.1.10 设备的预埋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驱动装置预埋地脚螺栓位置及中心距允许偏差不应超过

士Zmm，地脚螺栓的标高允许偏差应在0一+20mm以内;

    2 地脚螺栓应在预留孔的二次灌浆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

度的75%以上时拧紧，且各螺栓的拧紧力应均匀;

    3 垫铁表面应平整，垫铁之间及垫铁与基础之间接触应良

好，无松动现象，各层垫铁的点焊应满足设计要求。

15.2 施 工

巧.2.1 工程施工现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临时设施应符合安全规定;

    2 临时建筑、道路、供电、水源、照明等应满足工程施工要求;

    3 工程施工应有消防、防尘、防雨及排污措施，并应满足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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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4 跨越公路、铁路、建筑物、河流、高压线等障碍物时，应有交

叉作业施工措施和安全措施。

15.2.2 带式输送机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

GB/T 10595的有关规定。

15.2.3 固定式带式输送机纵向中心线与基础实际轴线距离的偏

差不应大于20mm。

15.2.4 直线布置的固定式带式输送机的头架、尾架、中间架及支

腿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架中心线与带式输送机纵向中心线的偏差不应大于

3mm;

    2 机架中心线的直线度，在任意25m长度内的偏差不应大

于 smm;

    3 机架横截面的顶面与底板间两对角线长度之差不应大于

两对角线长度平均值的3/1。。叭

    4 支腿对安装平面的垂直度不应大于机架支腿高度的

2/1000;

    5 中间架的宽度偏差不应大于 1.smm，高度偏差不应大于

托辊组间距的2/1000;

    6 机架连接处的横向和竖向偏差均不应大于lmm。

15.2.5 滚筒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滚筒横向中心线与带式输送机纵向中心线的偏差不应大

于 3mm;

    2 滚筒轴线与带式输送机纵向中心线的垂直度不应大于滚

筒轴线长度的2/1000;

    3 滚筒轴线与水平面的平行度不应大于滚筒轴线长度的

1八000。

巧.2.6 托辊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托辊组横向中心线与带式输送机纵向中心线的偏差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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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3mm;

    2 除调心或过渡托辊组外，托辊上母线平面应位于同一平面

上或同一半径的弧面上，且相邻三组托辊上母线平面的相对高差

不应大于Zmm;

    3 托辊应转动灵活，其水平度不应超过2/1000。

15.2.7 缓冲床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缓冲条表面平整无破损，缓冲条间平行;

    2 缓冲床纵向中心线与带式输送机纵向中心线的偏差不应

大于3mm，并应与受料口的位置对正;

    3 缓冲条上表面宜比相邻托辊上表面低10mm一20mm，缓

冲床两端的托辊组与相邻缓冲条的距离宜为250mm;

    4 可调槽角的缓冲床应与相邻托辊组的槽角相同。

15.2.8 安全保护装置、制动装置和逆止装置应灵敏、动作准确、

安全可靠。

15.2.9 拉紧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垂直框架式或水平车式拉紧装置，拉紧滚筒的松动行程宜

为全行程的20%~40%;当采用聚酞胺、聚醋等织物芯输送带或

带式输送机长度大于 200m，及电动机直接启动或对制动有要求

时，拉紧滚筒的松动行程可取小值;

    2 液压、绞车或螺旋拉紧装置应工作可靠，可调整行程不应

小于总拉紧行程，松动行程不应小于100mm。

15.2.10 清扫器的刮板或滚刷与输送带的接触长度不应小于带

宽的85%。

15.2.n 管状带式输送机安装，其转弯段曲率半径及过渡段长度

应满足设计要求。过渡段托辊组的安装应保证托辊表面与输送带

接触良好。

15.2.12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转弯段托辊架的长孔与中间架孔

的装配，应满足转弯段内移距渐变要求。

15.2.13 输送带接头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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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钢丝绳芯输送带应采用硫化法接头，接头形式、尺寸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用途钢丝绳芯输送带》GB/T 977。的有关
规定或满足输送带制造厂的要求;

    2 织物芯输送带采用硫化法接头时，接头尺寸、硫化工艺及

程序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或按输送带制造厂的要求，当采

用冷粘等其他接头方法时，应满足相应接头工艺及输送带制造厂

的要求;

    3 输送带接头硫化前应对硫化机性能进行检查，硫化接头的

处理、硫化压力、冷预压、升温时间、硫化温度、硫化时间应满足硫

化工艺的要求。

15.2.14 长距离和倾角大的带式输送机输送带的展放，应设置预

防输送带非正常下滑的安全装置。

15.2.15 大跨度栈桥或模块化栈桥的组装，应校核跨间连接结合

面定位精度，并应有相应的吊装方案。

15.2.16 带式输送机的施工应设定绿色施工目标，并应建立绿色

施工管理制度。

15.2.17 带式输送机的绿色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

绿色施工规范》GB/T 50905的规定。

15.2.18 输送带接头硫化作业应配备职业健康防护用品。硫化

接头产生的废弃物应及时回收处理。

15.2.19 带式输送机试运转期间，配套的喷雾、除尘设施应具备

投入使用条件。

15.3 试  运 转

15.3.1 带式输送机试运转应具有批准的试运转调试方案及安全

措施。

巧.3.2 带式输送机试运转前应对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及清理，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带式输送机沿线及通道无影响设备运转的障碍物，并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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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输送带、溜槽、滚筒等部件上的异物;

      2

要求;

      3

      4

要求;

      5

带式输送机每个结构件的安装位置和紧固应满足技术

转动部件转动应灵活;

减速器、各类轴承、油箱的润滑油或油脂等应满足技术

供电系统、控制系统、照明系统、信号系统及安全保护监测

系统的性能应可靠，并应满足技术要求;

    6 设备安全防护设施、消防设施应满足技术要求。

15.3.3 带式输送机空载试运转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动机应进行独立运转检查，运转方向应正确，驱动单元

应进行独立检查，其发热、漏油、振动、噪声、制动性能等指标应满

足技术要求;

    2 单机应进行间歇空载运转，逐步延长运行时间，直至输送

带旋转一个周期或连续运转30min以上，所有运动部件应转动灵

活，运行应平稳;

    3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空载试运转，应根据管状带式输送机长

度和转弯段数量以及输送带运行状况调整，确定空载试运转的连

续运转时间;

    4 带式输送机空载试运转，应满足输送带跑偏或扭转不超出

标准规定的范围、启动制动运行可靠、输送带在滚筒上不打滑的

要求;

    5 带式输送机系统应首先对单机分别进行空载试运转，然后

再进行系统空载试运转;

    6 普通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和U型带式输送

机连续空载试运转时间不宜少于 Zh，管状带式输送机不宜少于

4h，长距离带式输送机连续空载试运转时间不宜少于2个回转循

环周期。

15.3.4 带式输送机有载试运转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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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应在空载试运转调试合格后进行。

    2 物料的加载应逐渐增加，直至满载正常运行。

    3 带式输送机各部件有载试运转的连续运转时间不应少于

Zh;长距离带式输送机连续有载试运转时间不宜少于2个回转循

环周期，满载试运转连续时间不应少于sh。

    4 有载试运转应符合下列规定:

      1)转载部位应无堵料和撒料现象。

      2)输送带应在输送机的全长范围内对中运行，输送带中心

        线与带式输送机中心线的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普通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和U型带式输

          送机的直线段的偏差不应大于表15.3.4的规定。

      表15.3.4 输送带中心线与带式输送机中心线的偏差(mm)

带宽B B毛400 400<B镇800 800<B毛1800 B> 1800

中心线偏差 (士25 成士40

簇士75或

镇士5%B

(取小值)

成士100或

(士4%B

(取小值)

  ②管状带式输送机输送带搭接中心的偏转量不宜大

    于200。

3)驱动装置、制动装置、拉紧装置运转应正常。

4)滚动轴承温度不应超过80℃，温升不应超过 40‘C，滑动

  轴承温度不应超过70℃，温升不应超过35℃。



16 工 程 验 收

16.1 工 程 划 分

16.1.1 带式输送机安装工程的质量检验应根据工程的类别和属

性确定，可划分为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

16.1.2 分项工程应根据设备用途、设备类别及大型设备部件进

行划分。对在工艺系统中输送距离较短、不具备独立功能、中间输

送环节的带式输送机，可划为分项工程。

16.1.3 分部工程应根据工程的专业划分，并宜按下列原则划分:

    1 同一车间、同一工艺流程的设备可划分为一个分部工程;

    2 由多台带式输送机组成的输送系统，系统中所有输送机及

其设备的机械安装，可划分为一个分部工程;

    3 分部工程的单台设备的机械安装宜为一个分项工程。

16.1.4 单位工程应根据工程规模、功能独立性质进行划分，并宜

按下列原则划分:

    1 对同一车间机电设备的安装工程，可划分为一个单位工

程，或同一车间内同一流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划分为一个单位

工程;

      2

工程;

      3

长距离带式输送机的安装工程可整体划分为一个单位

单位工程的机械安装可作为分部工程。

16.2 工 程 验 收

16.2.1 带式输送机的工程验收应符合下列条件:

    1 应具有验收条件、验收程序及验收标准的文件;

    2 转载系统应满足有载试运转和工程验收的要求;

    136



    3 在规定的验收考核时间内，带式输送机累计工作小时数和

小时输送量或总计输送量应满足验收文件的要求。

16.2.2 带式输送机工程验收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带式输送机工程验收应按验收文件规定的程序进行;

    2 工程质量验收应在预验收合格的基础上，按分项工程、分

部工程、单位工程进行;

    3 单位工程完成后应提交工程竣工报告;

    4 工程质量不满足要求，且经处理或返工后仍不能满足安

全、使用功能要求的不得验收;

    5 带式输送机工程验收合格后应签署验收文件。

16.2.3 带式输送机验收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竣工图;

    2 设计变更和修改的有关文件;

    3 重要工序的施工记录;

    4 隐蔽工程施工及验收记录;

    5 钢结构工程验收记录及文件;

    6 重要焊接部位的焊接检查记录;

    7 主要材料、构件、部件检验试验报告;

    8 附属机电设备和管线安装施工及验收记录;

    9 试运转记录;

    10 重大技术问题及处理的文件;

    11 其他有关资料。



附录A 普通带式输送机输送带承载

        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

A.0.1 普通带式输送机等长3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

面积可按表A.0.1选取。

      表A.0.1 等长3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mZ)

带式输送机参数 物料的动堆积角0(“)

带宽月(nlm)1槽角(“)} 10

0.01448 0.()1678 0.01918 0.02175 0.02454

0.01655 0.01877 0.02110 0.02358 0.02627

0.01842

0.02006

0.02055 0.02278 0.02515 0.02773

500

0.02208 0.02420 0.02646 0。02891

0.02145 0.02335 0.02535 0.02748 0.02978

0.02257 0.02435 0.02621 0.02820 0.03036

0.02659 0.03068 0.03498 0.03955 0.04451

0.03043 0.03437 0.03851 0.04291 0.04769

0.03386

0.03684

0.03763 0.04158 0.04579 0.0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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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98

0.0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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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带式输送机参数 物料的动堆积角0(o)

带宽B(mm) 槽角(。) 10 15 20 25 30

1000

20 0.06813 0.07844 0.08925 0.10076 0.11325

25 0.07798 0.0879Q 0.09830 0.10938 0.12140

30 0.08677 0.09623 0.10614 0。11670 0.12817

35 0.09437 0。10330 0.11267 0.12265 0.13348

40 0.10069 0.10905 0.11782 0.12716 0。13729

45 0.10567 0.11342 0。12154 0.13019 0.13958

1200

20 0.09973 0.11487 0.13075 0.14766 0.16602

25 0.1 1414 0.12872 0.14399 0。16028 0.17795

30 0.12700 0.14091 0.15548 0.17102 0.18787

35 0.13814 0.15129 0.16506 0.17975 0.19568

40 0。14742 0.15973 0.17263 0.18638 0.20130

45 0.15475 0.16617 0.17813 0.19088 0.20471

1400

20 0.13894 0.15981 0.18168 0.20499 0.23028

25 0.15905 0.17911 0。20014 0.22255 0.24687

30 0.17695 0.19607 0.21610 0.23745 0.26062

35 0.19240 0.21044 0.22935 0.24951 0.27137

4O 0。20521 0.22207 0.23975 0.25858 0.27902

45 0.21525 0.23085 0.24720 0.26463 0.28354

20 0.18416 0.21167 0.24051 0.27125 0.30459

25 0.21082 0.23726 0.26498 0.29451 0.32657

30 0.23452 0.25971 0.28610 0.31422 0.34474

35 0.25495 027870 0。30359 0。33012 0.35891

40 0.27185 0.29403 0.31728 0.34205 0.36893

45 0.28505 0.30555 0，32703 0.34992 0，37477



续表A.0.1

带式输送机参数 物料的动堆积角叔。)

带宽B(mm) 槽角(。) 1O l5 20 25 30

1800

20 0.23572 0.27080 0.30757 0.34675 0.38927

25 0.26985 0.30355 0。33888 0.37652 0.41737

30 0.30017 0.33225 0.36587 0.40171 0.44059

35 0.32627 0.35651 Q.38821 0.42198 0.45863

40 0。34782 0.37604 0.40562 0。43714 0.47134

45 0.36460 0.39066 0.41797 0.44708 0.47867

2000

20 0.29251 0.33611 0.38180 0.43050 0。48333

25 0.33486 0.37675 0。42065 0.46745 0.51822

30 0.37250 0.41238 0。45417 0.49872 0.54705

35 0.40491 0.44251 0.48192 0.52391 0.56948

40 0.43169 0.46679 0.50357 0.54277 0.58531

45 0.45256 0.48498 0.51896 0.55517 0.59447

2200

2Q 0.36753 0。42154 0.47814 0.53847 0.60392

25 0.42078 0.47261 0.52692 0。58481 0.64762

3Q 0.46795 0.51720 0.56882 0.62383 0.68353

35 0.50837 0.55471 0.60328 0.65503 0.71120

40 0.54152 0.58467 0.62989 0.67808 0.73038

45 0.56706 0.60680 0.64844 0.69283 0.74099

2400

20 0。44442 0.51014 0.57902 0.65243 0.73209

25 0.50879 0.57190 0.63803 0。70852 0.78500

30 0.56590 0.62592 0.68882 0。75586 0.82860

35 0.61495 0.67147 0.73071 0.79385 0.86235

40 0.65532 0.70801 0。76323 0.82208 0.88594

45 0.68658 0。73517 0.78610 0.84038 0.8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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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带式输送机参数 物料的动堆积角8(。)

带宽B(mm) 槽角(。) l0 l5 20 25 30

2600

20 Q.53577 0.61415 0。69629 0.78384 0.87883

25 0。61340 0.68858 0.76737 0.85134 0.94246

30 0.68210 0.75350 0.82834 0.90810 0.99464

35 Q.74086 0.80800 0.87836 0。95335 1.03472

40 0.78894 0。85140 0.91686 0.98663 1.06233

45 0.82582 0.88329 0.94352 1.00771 1.07736

2800

20 0，62790 0.72028 0.81709 0.92027 1.03222

25 0。71887 0.80753 0.90043 0.99945 1.10690

30 0.79948 0。88374 0，97205 1.06617 1.16829

35 0.86858 0.94787 1.03097 1.11954 1.21564

40 0。92529 0.99913 1.07653 1.15901 1.24851

45 0.96902 1.03704 1.10834 1.18432 1.26677

A.0.2 普通带式输送机2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

可按表A.0.2选取。

        表A.0.2 2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耐)

带式输送机参数 物料的动堆积角6(“)

带宽B(mm) 槽角(“) 10 l5 20 25 30

500

20 0.01701 0.01917 0.02143 0.02384 0.02645

25 0。01918 0.02119 0。02329 0。02553 0.02797

30 0.02085 0.02268 0.02460 0.02665 0.02887

35 0。02195 0.02359 0.02531 0.02714 0.02912

650

20 0.03043 0.03428 0.03833 0.04264 0.04732

25 0.03432 0.03791 0.04167 0.04568 0.05003

30 0.03729 0.04057 0.04401 0.04767 0.05164

35 0.03926 0 04220 0.04527 0.04855 0.0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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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2

带式输送机参数 物料的动堆积角0(.)

带宽B(mm) 槽角(“) l0 l5 20 25 30

800

20 0.04772 0.05377 0。06011 0。06687 0.07421

25 0.05382 0.05945 0.06535 0.07164 0.07847

30 0.05849 0.06363 0.06902 0.07476 0.08099

35 0。06158 0.06618 0.07100 0。07614 0.08171

1000

20 0.07680 0。08654 0。09675 0.10763 0.11944

25 0.08662 0。09569 0.10518 0.11531 0。12629

3O 0.09414 0.10241 0.11108 0.12033 0.13035

35 0.09911 0.10652 0.1 1428 0。12254 0.13152

1200

20 0.11277 0.12708 0.14207 0.15805 0.17539

25 0.12720 0.14050 0.15445 0.16931 0。18544

30 0。13823 0.15038 0.16311 0。17668 0.19141

35 0.14554 0.15641 0.16780 0.17994 0.19312

1400

20 0.15563 0。17537 0.19606 0.21811 0.24204

25 0.17554 0.19390 0。21315 0.23366 0.25592

30 0.19076 0.20753 0。22510 0.24383 0.26416

35 0.20085 0.21585 0.23157 0.24833 0.26651

1600

20 0.20538 0.23143 0.25874 0.28783 0.31941

25 0.23165 0.25588 0.28128 0.30835 0。33772

30 0.25174 0.27387 0.29706 0.32178 0.34859

35 0.26505 0.28485 0.30559 0.32771 0。35170

20 0.26202 0.29525 0.33008 0.36721 0.40749

25 0.29553 0.32645 0。35885 0.39338 0.43085

30 0.32116 0.34939 0。37898 0.41051 0.44472

35 0.33814 0.36339 0.38986 0.41807 0.4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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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0.2

带式输送机参数 物料的动堆积角0(。)

带宽B(mm) 槽角(。) l0 l5 20 25 30

20 0.32554 0.36683 0.41011 0.45624 0.50628

25 0.36718 0.40559 0.44585 0.48875 0.53531

30 0。39903 0.43410 0.47086 0.51003 0.55254

35 0.42012 0.45150 0.48438 0.51943 0.55747

A.0.3 普通带式输送机单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

可按表A.0.3选取。

        表A.0.3 单托辊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mZ)

带宽 B

(mm )

物料的动堆积角6(。)

l0 15 20 25 30

500 0.00470 0.00715 0.00971 0.01243 0.01540

650 0.00841 0 01278 0.01736 0.02224 0.02754

800 0.01319 0.02005 0.02723 0.03489 0。04320

1000 0.02123 0.03227 0.04383 0.05615 0.06952

1200 0.03118 0.04738 0.0fi436 0.08245 0.10209

1400 0.04303 0.06538 0.08881 0.1 1379 0。14088

1600 0.05678 0.08628 0.1 1720 0.15016 0.18592

1800 0.07244 0.1 1008 0.14953 0.19157 0.23719

2000 0.09000 0.13677 0.18578 0.23801 0.2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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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托辊载荷计算

B.0.1 托辊静载荷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上分支托辊(不包括凸弧段):

                  P。)，=人a()(gG+9。)9

    2 下分支托辊(不包括凸弧段):

                        Pu，=人auq。9

式中:尸‘)，— 上分支托辊静载荷(N);

      fe— 托辊的载荷系数，见表B.0.1;
      尸u，— 下分支托辊静载荷(N)。

                    表B.0.1 托辊的载荷系数表

(B.0.1一1)

(B.0.1一2)

托辊组形式 二

单托辊 1.0

2托辊 0.63

3托辊 0。8

B.0.2 托辊动载荷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上分支托辊:

                      P(、=尸。，介几fa

    2 下分支托辊:

                      尸um=尸u，介fa

式中:P(、— 上分支托辊动载荷(N);

      介— 托辊的运行系数，见表B.0.2一1;

      几— 托辊的冲击系数，见表B.0.2一2;

      fa— 托辊的工况系数，见表B.0.2一3;

      尸um— 下分支托辊动载荷(N)。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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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0.2一1 托辊的运行系数

每天运行时间T(h) fR

T<6 0.8

6镇T镇9 1.0

9<T簇16 1.1

T> 16 1.2

表 B.0.2一2

物料粒度

dl(mm)

托辊的冲击系数

    带速v(m/5)

2.0 2.5 1 3.15 4.0 } 4.5 5.0 5.6 6.3 17.

  dl簇100

100<d】(150

    的块料

  细料中有

少量大块，且

150<dl成300

00 OO O0 OO 0() OO O2 05 }1.09

O2 03 O6 09 l1 l3 l7 23 28

O4 O6 1l 16 l9 24 3O 39 5l

  块料中有

少量大块，且

150<dl成300

06 1 1.09 }1.14 {1.21 1 1.27 1 1.35 1 1.45 1 1.57 1 1.73

150<d，镇300

    的块料
20 1 1.32 }1.57 1 1.90 1 2.09 1 2.30 !2.60 }2.94 1 3.50

表 B.0.2一3 托辊的工况系数

工作条件 几

正常工作和维护条件好 1。00

输送有腐蚀或磨琢性物料 1.10

输送磨琢性较高的物料 1.15

B.0.3 按式(B. 0.1一1)、式(B. 0.1一2)、式(B. 0.2一1)和式(B. 0.2一2)

计算后，应取最大值选择上分支和下分支托辊。对凸弧段或非标

设计段托辊载荷应进行专门计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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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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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带式输送机工程技术标准

GB 50431一2020

条 文说 明



编 制 说 明

    《带式输送机工程技术标准》GB 50431一2020，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2020年6月9日以第147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规范》GB 50431一2008的基

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煤国际工程集团沈阳设计

研究院，参编单位是北京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沈阳矿山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唐山冶金矿山机械厂、中煤邯郸设计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东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太原科技大学、中煤国际工程集团

北京华宇公司、国电华北电力设计院工程有限公司、中冶京诚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员是张振文、王宝林、张尊敬、宋伟刚、

于学谦、徐坚、杨明华、艾文太、马培忠、张铁军、张庆民、孙晓、闰发

尧、王永本、董光中、刘建华、杨金莲、张宝宝、晋松田、张绍元、邵建

华、郭晓放、李洪森、韩刚、孟文俊。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修订普通带式输送机;2.增

订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U型带式输送机和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工

程设计及带式输送机工程施工与工程验收标准。重点修订内容包

括:1.大运量、长距离的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有关布置、阻力计算;

2.U型带式输送机有关布置、输送能力和阻力计算;3.管状带式

输送机有关布置、输送能力和阻力计算;4.消防与粉尘防治、噪声

和光电污染控制等。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

了我国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工程施工和工程验收的实

践经验，参考了国际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带承载托辊的带式输送

机  运行功率和张力的计算})l 50 5048、德国工业标准《连续搬运

设备  输送散状物料的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设计基础》DIN 2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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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CEMA《散状物料带式输送机》等国外带式输送机的技术法

规和技术标准。目前，国内外尚无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U型带

式输送机和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工程技术标准供参考，编制组借鉴

国内外带式输送机实践经验，并对相关技术资料进行了分析总结，

为本标准的编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为便于广大施工、监理、设计、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带式输送机工程技术标

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

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

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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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带式输送机是重要和关键的散状物料输送设备，编制本标

准的目的是统一和规范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施工和验收，以满足

我国带式输送机工程需要。

    本标准参照了国内带式输送机及输送带等部件有关标准，同

时借鉴了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及国内外设计实践经验，以使

本标准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和实施可操作。

1.0.2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除普通带式输送机外，增加了水平转弯

带式输送机、U型带式输送机和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工程设计，以

及带式输送机工程施工和验收的内容。

1.0.3 本标准规定了带式输送机输送物料的适用范围，当输送物

料的堆积密度、物料温度及工作环境温度超出本标准规定的范围

时，应根据工程要求、工作条件和物料特性采取相应的措施。

    “带式输送机”为本标准中涉及的普通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

带式输送机、U型带式输送机和管状带式输送机的统称。

1.0.4 带式输送机在我国的应用极为广泛，带式输送机工程除应

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执行带式输送机现行有关国家标准的

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本标准中的术语在现行国家标准中已有规定的不再单独列

出，仅对标准中特有的术语或相关专业术语标准中已有相同术语

但与本标准中的概念或定义角度有差异的列出。

2.1.1 普通带式输送机系指输送线路的水平面投影为直线、槽角

为45“以下的带式输送机。

2.1.2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系指输送线路的水平面投影有曲线

段的固定式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除包括水平转弯段

(水平面或倾斜面转弯段)外，还包括水平转弯段内含有凹弧或凸

弧段的垂直曲线特征的带式输送机。

2.2 符 号

    本标准所用符号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带承

载托辊的带式输送机    运行功率和张力的计算》GB/T17n9-

1997、《带式输送机设计计算方法》GB/T 36698一2018、国际标准

《连续搬运设备  带承载托辊的带式输送机  运行功率和张力的

计算))l 50 5048:1989、德国工业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输送散状物

料的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设计基础》DIN 22101一2011的常用符

号，上述没有规定的采用习惯用法。由于符号较多，采用分类分组

说明。



3 主 要 参 数

3.1 输  送 量

          工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3.1.1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理论输送量为物料在输送带上具有最

大允许承载量时单位时间输送物料的理论体积或质量。理论输送

量与带式输送机水平输送时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带

速及倾斜输送时输送带承载物料的上部横截面积减少等因素有关。

3.1.2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设计输送量系指根据工程的要求，带式

输送机单位时间内输送物料的实际体积或质量。设计输送量受带

式输送机供料方式、线路布置、输送能力储备要求等条件影响。设

计输送量通常小于理论输送量，以保证带式输送机在给定条件下

完成输送量的要求。

    本标准对设计输送量与理论输送量的关系用理论输送量的利

用率表示。理论输送量的利用率为设计输送量的输送带承载物料

的横截面积与理论横截面积的比值，亦可称为理论输送量的平均

利用率。因受供料设备能力变化等影响，输送带承载物料的实际

横截面积是波动的，设计输送量的输送带承载物料的横截面积为

某时间段的平均值。为避免撒料，输送带承载物料的横截面积的

最大值不宜超过理论横截面积。

3.1.3 本标准增加了普通带式输送机4托辊和5托辊输送带承

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的计算方法。

    输送物料的动堆积角与物料的流动性、粒度及组成、形状、含

水率等因素有关，还与带式输送机的带速、机长等参数有关。设计

应根据工作条件、带式输送机具体参数等因素确定。通常工作条

件下，一般特性物料的动堆积角可按表3.1.3选取，并应根据带式

                                                                                159



输送机具体参数进行修正。如高带速或长距离带式输送机或输送

流动性好的物料时宜取小值。

    表3.1.3参照了美国CEMA《散状物料带式输送机)}( Bell

Conveyorsfo:B“Ik Mdterial、)的推荐值。其他物料可参照现行

国家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散装物料分类、符号、性能及测试方法》

GB/T35017一2018的规定取值。

3.1.4 倾斜输送物料时，受物料重力、内摩擦角等因素的影响，输送

带承载物料的上部理论横截面积将减小。当带式输送机正常运行，

均匀给料，输送物料的粒度小时，缩减系数汽t应按式(3·1.4)计算。
    式(3 .1.4)系参照国际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带承载托辊的带

式输送机  运行功率和张力的计算》150 5048:1989和德国工业

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输送散状物料的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设计

基础》DIN 22101一2011的规定制订的，适用于带式输送机最大倾

角不大于物料的动堆积角。当带式输送机倾角大于或等于物料的

动堆积角时，只有中部(4托辊和5托辊)和下部横截面积存在。

式(3 .1.4)中的动堆积角取值应与式(3 .1.3一2)、式(3 .1.3一3)、式

(3.1.3一5)、式(3.1.3一7)、式(3.1.3一10)的动堆积角有区别。第

3.1.3节的公式是考虑物料特性和带式输送机长度等因素偏保守

的安全值。按式(3.1.4)计算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缩减系数时，应

采用实际的物料动堆积角值，以避免采用偏保守的动堆积角，使倾

斜带式输送机的装料横截面积计算值过小。

3.1.5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理论输送量和设计输送量的计算，

除水平转弯段外，其他与普通带式输送机相同。在水平转弯段，当

托辊组形式不变时，托辊组内曲线抬高，输送带承载物料的横截面

积有可能比直线段小，特别是转弯半径较小的带式输送机，应校核

水平转弯段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

                    n U型带式输送机

3.1.6 U型带式输送机的理论输送量和设计输送量的计算方法

与普通带式输送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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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U形输送带横截面布置通常用于水平转弯段，以获得较

小的曲率半径。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由输送带承载

物料的上部横截面积、中部横截面积和下部横截面积共3部分组

成。由于U形截面的开口宽度相对较小，根据输送带的成槽性，

下部横截面积宜按半圆进行计算。

    U形输送带的开口尺寸宜为带宽的1/3一1/2。条件允许时，

宜采用较大的开口尺寸，以获得较大的横截面积。

                    m 管状带式输送机

3.1.8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理论输送量为物料在管状输送带内具

有最大允许承载量(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时，单位时

间输送物料的理论体积或质量。管状带式输送机的设计输送量为

工程要求的输送量，是根据物料供给情况及能力储备要求等条件，

计入理论输送量的利用率后的单位时间输送物料的体积或质量。

3.1.9 管状带式输送机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系指输

送带呈圆形的净面积并计入填充系数后的横截面积，是根据带式

输送机实际管径、输送带厚度、填充系数的计算值。

3.1.10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填充系数，系指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

面积与圆形横截面积的比值。为计算方便，填充系数值可根据物

料的粒度情况按名义管径选取。填充系数的规定系参考国内外制

造厂的实践经验确定的。

3.2 带 速

3.2.1 带速是影响带式输送机性能和经济性的重要参数，是提高

带式输送机输送量的途径。在国内外，一般采用较高的带速，以

5.Om/s~6.Om/s为多，高的达10.Om/s。长距离和大型带式输

送机采用较高的带速，目的是取得较好的经济性。

3.2.3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带速可按普通带式输送机的规定选取。

提高带速是发展趋势，但当水平转弯布置复杂、曲率半径较小时，

宜降低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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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带 宽

            工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3.3.1 带宽是影响带式输送机经济性的重要参数，带宽的选择不

仅要满足单机参数的合理性，还应考虑带式输送机系统的通用性

和技术合理性，应综合比较选择带宽和带速。

3.3.2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在初选带宽后应

按物料粒度校核:

    (1)表3.3.2的数值综合考虑了物料的最大粒度和粒度组成、

动堆积角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物料在粒度组成相同，但其动堆

积角不同时，其允许的最大粒度亦不同。同一带宽和大块物料的

含量相近的情况下，物料的动堆积角越大，允许的物料粒度相对越

小，以避免撒料。

    根据实践经验，较大的带宽虽然理论上可输送较大的物料粒

度，但过大的粒度会加剧对受料点托辊的冲击和输送带的磨损。

    (2)当按式(3 .3.2一1)、式(3 .3.2一2)进行计算时，选用值不宜

超过表3.3.2推荐的允许粒度范围。

                    n U型带式输送机

3.3.3 表3.3.3中U型带式输送机允许输送物料的最大粒度为

开口尺寸W等于带宽的1/3，输送常用一般特性物料，动堆积角

为20’一30’时的推荐值。

                    m 管状带式输送机

3.3.4 管状带式输送机允许输送物料的最大粒度与物料粒度及

粒度组成有关。输送物料的大块含量越大，则要求管径越大。



4 运 行 阻 力

4.1 运 行 阻 力

                      工    普通带式输送机

4.1.1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运行总阻力计算，本标准修改为按区段

分别计算运行阻力，以适应带式输送机的布置和工况越来越复杂

的要求，并将主要特种阻力和附加特种阻力合并为特种阻力。

    阻力的分段计算是对具有相同参数的区段(如相同的倾角

占1、模拟摩擦系数大、物料单位长度的质量砚.;和托辊旋转部分单

位长度的质量ql{.1等)进行的阻力计算。为计算方便，从带式输送
机的尾部到头部按顺序进行编号。脚标“1”为区段的序号，脚标

“o’，为上分支，“u”为下分支，0、1、2为带式输送机线路特征点

(图4.1.1)。

4.1.2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主要阻力发生在整个输送长度上。本

标准增加了按区段分别计算主要阻力的方法。

    (1)式(4 .1.2一1)系参照国际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带承载托

辊的带式输送机  运行功率和张力的计算))I 50 5048:1989及现

行国家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带承载托辊的带式输送机  运行功

率和张力的计算》GB/T 17119一1997(等同于采用150 5048:1989)

的计算方法，可用于布置简单的普通带式输送机阻力计算。

    式(4 .1.2一3)、式(4 .1.2一4)参照了德国工业标准《连续搬运设

备  输送散状物料的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设计基础》DIN 22101-
ZOn的按区段分别计算主要阻力的方法，适用于线路布置复杂的

普通带式输送机。

    (2)在带式输送机线路中含有上运段和下运段时，应根据带式

输送机的载荷情况、极端载荷工况，如供料不均匀，输送线路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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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载、部分空载等，分别计算主要阻力。

    (3)模拟摩擦系数是包括托辊旋转阻力、输送带压陷阻力、输

送带的弯曲阻力和物料内摩擦阻力等的综合模拟摩擦系数。当输

送带垂度相对较大时，输送物料的挤压阻力会占较大比例。当已

测知托辊的转动阻力和压陷滚动阻力时，亦可以此估算带式输送

机的主要阻力。承载区段输送带的压陷滚动阻力和托辊转动阻力

之和，正常情况为主要阻力的50%~85%，平均值为70%。空载

区段约为主要阻力的90纬。

4.1.3 模拟摩擦系数是计算主要阻力的重要参数，特别是对提升

阻力较小的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尤为重要。由于模拟摩擦系数影响

因素较多，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的技术参数、运行工况、物料特征及

工作条件等因素确定。表4.1.3参照了国际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带承载托辊的带式输送机  运行功率和张力的计算))I 50 5048:

1989的规定。

4.1.4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附加阻力是带式输送机某些区域上的

摩擦阻力和惯性阻力。本标准将附加阻力修改为按上分支和下分

支进行分区段分别计算。

    (1)受料段物料的惯性阻力和物料与输送带间的摩擦阻力

[式(4.1.4一4)]、输送带绕经滚筒的弯曲阻力[式(4，1.4一9)、

式(4.1.4一10)]、非传动滚筒的轴承阻力[式(4.1.4一11)]的计算，

采用国际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带承载托辊的带式输送机  运行

功率和张力的计算》150 5048:1989的规定。

    对受料段加速区内物料与导料槽侧壁间的摩擦阻力计算〔式

(4 .1.4一5)一式(4.1.4一7)二，修改为采用德国工业标准《连续搬运设

备  输送散状物料的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设计基础》DIN 22101-

2011的规定。

    (2)对于某些带式输送机，输送带绕经滚筒的弯曲阻力和非传

动滚筒轴承阻力与其他附加阻力相比较小时，可忽略不计。

    (3)本标准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设计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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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6698一2018的规定，增加了输送带与导料槽密封裙板间的

摩擦阻力计算方法。单点受料及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可忽略不计。

当多点受料或导料槽较长时采用。

4.1.5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特种阻力只有在采用相关布置或装置

时产生。本标准参照德国工业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输送散状物

料的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设计基础》DIN 22101一2011的规定，将

特种阻力修改为按区段分别计算。对受料段加速区外物料与导料

槽侧壁间的摩擦阻力计算，改为按德国工业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输送散状物料的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设计基础》DIN 22101一2011

的规定计算。

    本标准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设计计算方法》GB/T

36698一2018的规定，增加了缓冲床的摩擦阻力和凸弧段的附加弯

曲阻力计算方法。

4.1.6 带式输送机的提升阻力是倾斜带式输送机提升物料的阻

力。对复杂带式输送机，本标准将提升阻力修改为按区段分别计

算。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空载、满载、部分有载等不同运行工况，对

上分支和下分支的各区段分别计算提升阻力，取各段之和。

                  11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4.1.7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直线段部分的阻力计算与普通带式

输送机相同，水平转弯段的阻力除按直线段的计算方法计算外，还

应加上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受线路布置、张力、托辊形式等多种因

素影响，条件较好时，可按式(4 .1.7一2)估算。当水平转弯段曲率

半径较小(不大于1。。Om)、曲线段对应的圆心角较大时，应通过详

细计算确定。

                      m U型带式输送机

4.1.S U型带式输送机直线段的运行总阻力计算与普通带式输

送机相同，仅在U形横截面区段的主要阻力和凸弧段的附加弯曲

阻力计算时，模拟摩擦系数f值宜按表4.1.8选取。另外，水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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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段的阻力应在按直线段阻力计算的基础上加上水平转弯段的附

加阻力。

    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除受曲率半径、曲线段对应的圆心

角、曲线段张力等因素影响外，还与U形横截面托辊组形式有关。

普通U形横截面系指本标准图3.1.7中所示的形式。

                    W 管状带式输送机

4.1.9 管状带式输送机运行总阻力中的主要阻力、附加阻力、特

种阻力、提升阻力的计算方法与普通带式输送机基本相同。由于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特殊结构，增加了输送带的刚性阻力、成管阻力

及水平转弯段的附加阻力。

4.1.10 管状带式输送机主要阻力的模拟摩擦系数与普通带式输

送机不同，应根据输送带类型、拉伸强度、名义管径、运行工况及工

作环境温度等确定。在表4.1.10一1一表4.1.10一5中，环境温度低

系指低于一5℃，高带速系指不小于sm/5。

4.1.11 管状带式输送机凸弧段的附加弯曲阻力，计算公式按普

通带式输送机规定计算，但模拟摩擦系数应按管状带式输送机的

规定选取。

4.1.12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水平转弯段往往与凸弧段或凹弧段重

叠布置，应根据不同布置计算凸弧段的附加弯曲阻力或水平转弯

段的附加弯曲阻力，并根据重叠情况进行取舍。

4.1.13 管状带式输送机输送带的刚性阻力是在输送带强制成管

时，由于输送带的横向刚性产生对托辊组的反弹力，增大了管状带

式输送机的运行阻力，增加值即为刚性阻力。式(4.1.13)是在不

同管径的输送带横向刚性为标准值时的经验公式。由于不同管径

所采用的输送带芯层材料、拉伸强度、覆盖层厚度可能不同，同一

管径的输送带横向刚性会有差异，而小管径的输送带横向刚性差

异可能更大。因此，当输送带横向刚性与标准值差异较大时，应根

据名义管径、输送带结构和横向刚性实际指标对刚性阻力进行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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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管状带式输送机输送带的成管阻力或称人口阻力，是输

送带由平形变为管状时的能量损失。成管阻力与管径有关，管径

越大则成管阻力越大。表 4.1.14 中的数值由下式计算并修正

得出:

                  FP=(0.Zd:+25)卿P (1)

式中:nP— 输送带成管次数或人口次数，为输送带从平形到管状

            的总次数，当上分支与下分支均为管状时，n。=2。

4.2 传动滚筒圆周力

4.2.1 复杂带式输送机因布置和运行工况复杂，为保证带式输送

机在任何工况下安全可靠地运行，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线路的倾角

及起伏情况，分别计算各种工况的传动滚筒所需圆周力(所有传动

滚筒圆周力之和)，并根据各工况可能出现的频率、时间长短及对

运行的影响确定传动滚筒所需圆周力，避免对复杂带式输送机的

圆周力取值过大造成浪费。

4.2.2 传动滚筒所需圆周力FT，为所有传动滚筒圆周力的总和，

等于带式输送机运行总阻力 FU。本标准式(4.2.2一1)~式

(4 .2.2一4)适用于所有长度的带式输送机。当带式输送机长度较

长、布置较简单时，附加阻力在全部阻力中占比很小，亦可按式

(4.2.2一5)一式(4.2.2一6)简化计算。

    附加阻力系数的定义为:

FH+F、

FH
(2)

                        FN= (C一 1)FH (3)

    表4.2.2中附加阻力系数C值为基于理论输送量利用率为

0.7<甲<1.1、模拟摩擦系数为0.025的基准值。



5 输送带张力和驱动功率

5.1 输送带张力

5.1.1 输送带张力应满足带式输送机在任何工况时，输送带与传

动滚筒间不打滑和相邻两托辊组间的输送带垂度的要求。

5.1.2 输送带最小张力应在启动工况、稳定运行和制动工况下符

合式(5.1.2一1)一(5.1.2一14)的规定。

5.1.3 输送带的垂度为输送带在两托辊组间的下垂量与托辊组

间距的比值，输送带的最小张力应满足输送带垂度的要求。大型

及复杂带式输送机在稳定运行工况的垂度hr宜限制在0.01 以下。

小型带式输送机输送带的垂度可限制在0.02以下。非稳定运行

工况的带式输送机允许有较大的垂度，但应保证输送机不撒料。

本标准将式(5 .1.3一1)和式(5 .1.3一2)修改为忽略带式输送机倾角

的影响。

5.2 输送带各特征点的张力计算

5.2.2 输送带相邻两点的张力计算公式(5.2.2一1)和(5.2.2一2)

为输送带相邻两特征点的计算，不适用于输送带在传动滚筒或制

动滚筒的绕人点与绕出点之间的张力计算。非稳定运行工况的输

送带张力分布规律与拉紧装置的形式和位置有关，式(5 .2.2一2)适

用于重锤式恒张力拉紧。

5.2.3 长距离大型带式输送机及线路倾角起伏多变的复杂带

式输送机输送带各特征点张力，传统的设计是将输送带按刚体

计算，计算得出的输送带张力与实际有差异，宜将输送带按豁弹

性体计算和分析，以使设计经济合理，避免带式输送机出现运行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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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电动机功率

5.3.2 驱动电动机所需功率是带式输送机在稳定运行工况，并考

虑驱动系统传动效率等因素的计算值，应根据下列情况确定:

    (1)驱动系统传动效率主要包括减速器、藕合器及联轴器的传

动效率和多机驱动功率不平衡等驱动系统的综合效率。驱动系统

传动效率值系根据国际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带承载托辊的带式

输送机  运行功率和张力的计算))I 50 5048:1989的规定制订的。

    驱动系统传动效率要根据驱动系统联轴器和减速器传动效

率、多机驱动功率不平衡系数等各组成部分的效率综合确定。如

采用鼠笼型电动机配液力偶合器时，应另计人液力藕合器的效率。

对多机驱动功率不平衡系数，采用鼠笼型电动机配调速型液力藕

合器时，功率不平衡系数可取0.95;采用变频调速等可控启动系

统时，功率不平衡系数可取0.97一0.98。传动效率，，不考虑电压
降的影响，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2009的规定，以及电动机本身对供电电压的允许波动范围，通常

情况下可不考虑电压降对驱动系统传动效率的影响。特殊地区当

电压波动较大，并可能超出电动机的供电电压允许范围时，可计人

电压降的影响系数。

    (2)特殊工作条件的电动机的功率计算应根据工作温度、海拔

高度等工作条件确定。

    (3)对线路布置和运行工况复杂的带式输送机应分析极端工

况出现的可能性。在极端工况下，有可能出现电动机功率需求最

大的情况，设计应根据极端工况发生概率和出现的持续时间，合理

选择电动机功率。

5.4 驱动功率分配

5.4.1 带式输送机驱动单元的分配应通过技术和经济比较确定。

驱动装置的布置应尽量降低输送带的最大张力。长距离带式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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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经过方案比较可采用多点和多种形式的驱动方式，以降低输送

带的最大张力。

5.4.2 在一条带式输送机上配置同种型号的驱动单元，可减少功

率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便于部件的互换和维修。随着驱动控制

技术的进步，为降低输送带张力也可在一条输送机上采用不等功

率分配。

5.5 拉    紧 力

5.5.1 拉紧滚筒的拉紧力是指输送带作用在拉紧滚筒上的合张

力。拉紧力的大小取决于拉紧装置的类型、位置以及带式输送机

不同工况对拉紧力的需求。

5.5.2 带式输送机输送带的拉紧力应满足带式输送机在任何工

况下输送带最小垂度和输送带不打滑的基本要求。大型及复杂带

式输送机在某些工况下张力波动较大，拉紧的响应速度应满足带

式输送机对张力的基本要求，以保证带式输送机的正常工作。



6 启动和停机

6.1 惯  性 力

6.1.1 带式输送机启动加速和减速停机的惯性力为输送带、物料

等直线运动体和托辊、滚筒和驱动单元等转动部件转换到输送带

上直线运动的等效质量之和与加(减)速度的乘积。

6.1.2 带式输送机直线运动体等效质量的计算公式(6 .1.2一”适

用于下分支不输送物料的简化计算。当托辊为不等间距布置或下

分支输送物料时应按区段分别计算。公式中计算系数k，为将托

辊转动部分的质量转换到托辊圆周上直线运动的等效质量的计算

系数。

6.1.3 带式输送机转动部件的等效质量阴D是驱动装置的电动

机、高速轴联轴器、藕合器、制动轮、减速器、低速轴联轴器、逆止装

置、飞轮及滚筒等转动部分的转动惯量(不含托辊)转换到输送带

上直线运动的等效质量。对于液力藕合器、液粘等启动装置，在传

动滚筒尚未转动时电动机及祸合器泵轮就已经启动，计算时可忽

略这部分的等效质量。

6.2 启动加速度

6.2.1 控制带式输送机启动加速度的目的是改善带式输送机的

启动性能和降低输送带的动张力。带式输送机启动时，长度越长

等效质量越大，动力现象越复杂。长距离带式输送机，特别是布置

复杂、倾角变化较大的复杂带式输送机，平均加速度应严格控制。

    带式输送机的启动加速时间还应考虑输送带张力波传递循环

周期的影响，为避免出现过大的动载荷，宜适当延长启动时间。

6.2.2 带式输送机启动加速度，除达到降低输送带的动张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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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物料在输送带上不滑动的限制条件。

6.3 停机减速度

6.3.1 带式输送机停机减速度系指在满载正常停机时的要求。

带式输送机长度越长、布置越复杂，带式输送机减速度应越小。由

多条带式输送机组成的大输送量的输送系统，在正常停机时宜控

制每条带式输送机的停机时间趋于一致，避免转载部位因带式输

送机停机时间不同造成溢料。

6.3.2 带式输送机自由停机系指切断带式输送机驱动电动机电

源后，由带式输送机本身运行阻力消耗运动能量的停机方式。适

用于自由停机时间满足要求的带式输送机。

6.3.3 带式输送机减力停机为逐渐减小带式输送机驱动力的停

机方式。如上运带式输送机，当自由停机时间小于规定值时，需通

过逐渐减小带式输送机驱动力延长停机时间，以保证规定的减速

度值。

6.3.4 带式输送机增惯停机是带式输送机自由停机时间小于规

定值时，在驱动装置高速轴加装惯性飞轮，利用飞轮惯量延长停机

时间减小减速度，是为避免电力故障使减力停机失效而采用的停

机方式。

6.3.5 带式输送机制动停机是用于自由停机时间超过规定值时，

带式输送机需施加制动力的停机方式。

6.3.6 大型或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工况复杂，惯性力大，在紧急停

机时(如拉绳开关动作等)应控制带式输送机的停机时间。当带式

输送机发生事故断电时，也应采取控制制动时间的措施，避免紧急

制动出现设备安全事故。



7 下运带式输送机

7.1 一 般 规 定

7.1.1 下运带式输送机正常稳定负载运行传动滚筒圆周力为负

值时，应根据线路布置对各种工况进行计算。输送带各点的张力

计算应根据不同的计算目的(计算凹弧段的飘带或皱曲等)采用不

同的工况组合。同时，在同一工况下可分别对各区段的阻力分别

计算。对于线路布置复杂(有上运和下运段)的带式输送机，输送

带特征点的张力极限值(最大值或最小值)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工

况分别进行计算，然后进行比较确定。

7.1.2 下运带式输送机的圆周力对输送量的波动敏感，带式输送

机超载会引起超速，严重时可能发生飞车等恶性事故。因此，应考

虑带式输送机超载的影响，并采取均衡给料措施。

7.1.5 确定拉紧装置位置时，应注意电动运行工况与发电运行工

况下传动滚筒上输送带松边和紧边位置的改变。当各工况所需拉

紧力相差较大时，采用拉紧力可调的拉紧装置，有可能降低输送带

的强度等级。

7.2 启动和制动

7.2.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下运带式输送机达到

一定角度，满载停机容易发生失速超速，必须设制动装置。制动装

置应有工作制动和安全制动两个功能。工作制动装置应在最不利

的工况下可靠地控制带式输送机制动停机。安全制动是带式输送

机在最不利的工况停机后，能保持足够的制动力使带式输送机处

于安全可靠的停机状态。同时，制动装置应保证在故障等紧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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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时安全停机。

7.2.4 制动装置应能实现制动力可调，以满足下运带式输送机的

特殊需要，保证带式输送机的安全运行。



8 主 要 部 件

输  送 带

                      工    输送带选择

8.1.2 短距离带式输送机的输送带张力较小，织物芯输送带可满

足要求。而聚醋或聚酞胺织物芯输送带比棉织物芯输送带伸长率

小、拉伸强度高，宜优先采用。输送带张力大的带式输送机应采用

拉伸强度较高的输送带。

    钢丝绳芯输送带的拉伸强度高，一般无横向承拉构件，容易被

金属件、坚硬物料划伤撕裂。当输送堆积密度大的块状物料或受

料点物料的直接落差较大时，容易出现输送带的纵向撕裂事故。

为保证输送带运行的可靠性，除在受料点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撕

裂事故发生外，宜对输送带的选型提出抗冲击、防撕裂的要求。

    多层织物芯输送带应有合理的层数。层数过少，输送带成槽

J性差，易引起撒料。层数过多，输送带厚度和刚度增大，不利于运

转的稳定性并易引起脱层。根据国内外的实践经验，织物芯输送

带的层数宜为3层一6层，最多不宜超过8层。

8.1.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煤矿井下为易燃易爆

工作环境，为保证设备和人身安全，煤矿井下使用的带式输送机必

须采用适用于煤矿井下特殊环境的矿井用阻燃输送带。

8.1.4 煤矿、洗煤厂、电厂、码头等栈桥或隧道内的带式输送机，

应根据工作场所建筑物封闭情况和可燃粉尘聚集及散发情况选用

输送带。输送的物料具有可燃粉尘聚集，不易散发，并有爆炸危险

的封闭式栈桥或隧道，应采用一般用途阻燃输送带，如现行国家标

准《一般用途织物芯阻燃输送带》GB/T 10822一2014等规定的输送

带，其他情况可采用普通用途输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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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输送带在寒冷环境条件下工作时，普通输送带的覆盖层易

出现变硬、表面龟裂，甚至发生输送带在滚筒上打滑的事故。设计

时宜根据寒冷环境的工作条件提出工作温度要求，采用相应温度

等级的耐寒输送带，以保证设备可靠运转。

8.1.6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机头和机尾段，输送带需要从平形向圆

形过渡或圆形向平形过渡。要求输送带应具有良好的弹性、横向

刚性，在输送带的搭接边缘应有良好的弹性及耐磨性，以满足管状

输送带不塌管，两组托辊组之间输送带搭接边缘不张开的要求。

                      n 覆盖层的确定

8.1.7 输送带覆盖层的厚度应考虑物料特性和工艺要求等因素

的影响。堆积密度大、粒度大或磨琢性大的物料，对输送带的划裂

损坏大，应选用较厚的上覆盖层。短距离带式输送机在卸料点单

位时间内受物料冲击的频率高，宜适当加大上覆盖层厚度，以保证

输送带在规定使用期内不会出现覆盖层过早磨损损坏。

    为减小输送带的运行阻力，下覆盖层厚度不宜过大。多层织

物芯输送带上覆盖层与下覆盖层厚度比不宜超过3，以避免产生

横向起拱。对于钢丝绳芯输送带可不限制这个比值。

    输送油性、酸性、碱性和温度较高等特殊物料的输送带，覆盖

层厚度应根据物料特性、工作条件及要求确定。

8.1.8 织物芯输送带覆盖层的最小厚度应在基准值lmm一Zmm

的基础上加上表8.1.8一2规定的覆盖层附加厚度。表8.1.8一1和

表8.1.8一2的数值系参照德国工业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输送散状物

料的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设计基础》DIN 22101，2011的规定制订的。

8.1.9 钢丝绳芯输送带覆盖层的最小厚度应在最小厚度基准值

的基础上，加上按表8.1.8一2的评价值确定的覆盖层附加厚度值。

当钢丝绳芯输送带覆盖层内设有预埋线圈等检测保护元件或横向

加强层时，覆盖层的最小厚度应考虑增加保护元件或加强层后厚

度增加的因素。

8.1.10 输送带覆盖层性能包括覆盖层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磨
      176



耗量等。表8.1.10中的磨琢性物料系指具有尖锐棱边和尖角的

物料，在输送过程中由于撞击、划割等原因易使输送带损伤撕裂的

物料。岩石类物料主要是磨琢性对输送带的划裂危害。

                        m 输送带接头

8.1.n 输送带硫化接头的强度利用率高、接头光滑、寿命长，橡

胶输送带宜首先采用硫化接头。钢丝绳芯输送带应采用硫化

接头。

    机械连接接头由于接头强度利用率低，一般只用于水平布置、

输送带长度频繁变化的织物整芯输送带。

8.1.12、8.1.13 输送带接头是输送带的薄弱环节，是影响输送带

安全系数的关键部位。为保证接头的可靠性，应由输送带制造厂

或专业人员严格按接头技术要求进行施工。输送带拉伸强度不小

于400ON/mm和输送带的安全系数低于6的大型或倾斜带式输

送机宜进行接头强度试验。为保证带式输送机的安全可靠运行，

必要时可采用输送带在线监测装置对接头状况进行检测。

                    W 输送带安全系数

8.1.14 输送带安全系数关系到带式输送机的安全、投资和运营

费用，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的具体条件合理确定。德国工业标准《连

续搬运设备    输送散状物料的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设计基础》

DIN 22101一2011将钢丝绳芯输送带设计安全系数由DIN 22101-

1982规定的6.7一9.5调整为按输送带运行条件和接头特征等因

素确定，安全系数降低到6.7以下。随着启动、制动性能的提高及

输送带接头参数和技术的改进，国外正在运行的一些长距离带式

输送机，钢丝绳芯输送带安全系数最低已降到4.5一5.5。

    我国钢丝绳芯输送带的接头规定和质量要求已采用了国际先

进的技术标准，当采用有效的可控软启动、制动和拉紧技术时，钢

丝绳芯输送带安全系数宜取5一7，聚酞胺和聚醋织物芯输送带的

安全系数宜取9一1。。

    本标准参照德国工业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输送散状物料的

                                                                                177



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设计基础》DIN 22101一2011，增加了根据输送

带接头特征和输送带运行条件计算安全系数的方法。

8.2 滚 筒

8.2.1 滚筒最小直径的计算公式和表8.2.1的规定系参照德国

工业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输送散状物料的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

设计基础》DIN 22101一2On的规定制订的。滚筒最小直径是依据

输送带接头的使用寿命应达到输送带预期寿命确定的，以避免过

小的滚筒直径造成输送带过早的失效。同时，应根据输送带的许

用比压验算传动滚筒的直径。

    按式(8.2.1一1)计算滚筒直径基准值 DT，，并根据圆整后的基

准值、滚筒的张力利用率，参照图1确定滚筒的组别，按表8.2.1

选取传动滚筒或其他滚筒的直径。

(a)头部单滚筒驭动、中间卸料 (卜)头部机头的下部双滚筒驱动

(。)头部双滚筒驱动 (d)尾部单滚筒驱动

                        图1 滚筒组别示意图

8.2.2 滚筒的长度与带式输送机类型有关，普通带式输送机、水

平转弯带式输送机、U型带式输送机的滚筒长度系列基本相同，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GB/T 10595一2017的规定执行。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滚筒长度取决于输送带宽度，表8.2.2的滚筒

长度值综合考虑了与输送带宽度的合理匹配，并兼顾了现行国家

标准《带式输送机》GB/T 10595一201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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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传动滚筒覆盖面的作用是增加滚筒与输送带之间的摩擦

系数，同时可减少滚筒表面粘料。胶面覆盖面滚筒适用于圆周力

较大、工作环境条件差、环境温度较低的工作条件。根据需要亦可

采用耐磨性较好的镶嵌陶瓷块等表面形式。传动滚筒覆盖面的沟

槽应考虑滚筒旋转方向性。双向运行的带式输送机应为菱形

沟槽。

8.2.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煤矿井下具有煤尘和

爆炸性气体危险，滚筒的胶面材料应采用阻燃材料制造。

8.2.5 滚筒的载荷通常按带式输送机稳定运行工况计算。输送

距离长、提升高度大、输送线路布置复杂的带式输送机，滚筒受力

情况复杂。因此，在按稳定运行工况的载荷计算选型后，还应按最

不利工况的载荷条件对滚筒进行强度校核。

8.3 托  辊 组

                        工    一 般 规 定

8.3.1 带式输送机托辊组形式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类型、工作条件

等选择。

    (1)吊挂托辊组具有柔性和自调重心功能，适用于移置式、半

移动式带式输送机。但在下运的上分支，吊挂托辊组中间辊的前

移造成侧辊后倾，同样上运的下分支托辊组侧辊后倾，对防止输送

带的跑偏不利。因此，倾角较大的带式输送机应考虑上述因素的

不利影响，宜采取将吊挂托辊组的中间托辊进行定位等措施。

    (2)前倾托辊组对输送带跑偏起到纠偏作用，但托辊的前倾也

增加了输送带的磨损和功率消耗。托辊的前倾角度越大，对输送

带的磨损越严重。因此，前倾角不宜大于30。长度300m以上的

带式输送机不宜全部采用前倾托辊组，宜在头部、尾部或适当位置

设部分前倾托辊组。

    (3)带式输送机受料点的缓冲托辊组的作用是缓冲物料对输

送带的冲击。大块物料或岩石类物料对输送带和托辊的冲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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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缓冲托辊组、缓冲床等缓冲装置。缓冲托辊组支架或吊架也

宜采用减振措施。

    (4)长距离带式输送机输送带的张力较大，槽形过渡段需要长

度大，过渡托辊组能适应输送带槽角的变化，避免输送带悬空过大

造成撒料或增大槽形托辊组负载。

    (5)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带式输送机下分支输送带和托辊易粘

物料，并容易造成输送带跑偏。采用梳形托辊组或螺旋托辊组，可

防止物料粘结在托辊上。

    多雨地区室外设置的托辊的工作条件恶劣，宜采取设防雨罩

等防护措施。否则，宜对大槽角的托辊提出防水要求，以保证托辊

的预期使用寿命。

    (6)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水平转弯段通常采用托辊组内曲

线侧抬高和托辊前倾等措施来平衡输送带张力引起的向心力，以

保证带式输送机正常运行。

    (7)输送带偏移会加剧输送带覆盖层磨损、输送带边缘退化、

多层输送带分层和托辊磨损。物料的偏载会导致撒料及环境污

染，应根据带式输送机参数采取相应的防跑偏措施。

8. 3.2 托辊选择包括托辊的直径、长度、密封形式及承载能力验

算等。托辊最小直径应满足带速要求，表8.3.2是以托辊转数不

超过6O0r/min为基础计算的。

    托辊的承载能力验算主要针对一些输送量超过300ot/h、输

送带质量较大或托辊间距较大的带式输送机。预期托辊轴承寿命

L，。与托辊的载荷、带速、托辊直径有关，是对带式输送机托辊的寿

命评价方法。

    根据环保要求，临近学校、住宅区等区域宜采用低噪声托辊以

满足环保要求。

8.3.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煤矿井下为具有爆炸

性煤尘和气体的危险场所，带式输送机托辊的缓冲圈、圆环等非金

属材料，应符合井下防爆环境条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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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8.3.5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托辊组间距，应根

据下列因素确定:

    (1)输送带和物料单位长度的质量、托辊额定载荷、输送带垂

度、带式输送机输送量、输送带张力和托辊的位置。

    (2)托辊组在输送带的高张力区，托辊间距可增大，但应满足

托辊额定承载能力和输送带垂度的要求。

    (3)带式输送机的凸弧段和水平转弯段托辊组间距宜适当

减小。

8.3.6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段的托辊组应起到平衡输

送带向心力的作用。根据带式输送机的布置参数，宜采用托辊组

内曲线侧抬高、深槽托辊组、多托辊、托辊前倾、吊挂等形式，以实

现平衡输送带张力引起的向心力。

                    班 U型带式输送机

8.3.7 U型带式输送机输送带承载物料的横截面形状与普通带

式输送机不同，托辊的长度不同，宜根据带宽、物料的横截面及托

辊的数量按表8.3.7选取。

8.3.S U型带式输送机托辊组的形式应根据直线段或转弯段的

需要确定。转弯段的上分支托辊组应采用U形横截面，下分支可

采用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托辊组形式。

                    W 管状带式输送机

8.3.9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托辊组，当托辊设在窗框板一侧时，相

邻两个托辊间的间隙应有安全距离，并不应过大，以避免输送带边

缘嵌入两个托辊间造成损坏。当托辊设在窗框板两侧时，托辊加

长有利于输送带的安全运行。

    过渡段(含成形段)的输送带从滚筒的平形至管状的范围内，

托辊组槽角宜采用渐变等布置形式，以利于输送带在平形与管状

间的平稳过渡。但在尾部的受料段导料槽范围内，托辊组的布置

应符合受料段布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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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0 管状带式输送机输送带呈管状横截面的标准段托辊长

度，取决于管状带式输送机名义管径、托辊的布置形式及数量。过

渡段(成形段)的托辊长度应根据托辊组横截面的参数确定。

8.3.n 管状带式输送机直线段和曲线段托辊组的间距系指输送

带呈管状时相邻两托辊组的距离。

8.4 机 架

                        1 一 般 规 定

8.4.1 带式输送机机架包括头架、尾架、中间架、驱动装置架、拉

紧装置架等。机架应满足工程输送工艺、地面工作条件及气候等

条件的要求。

                    n 普通带式输送机

8.4.3 带式输送机的头架和尾架是用于支承滚筒并承受输送带

张力的钢结构，应根据带式输送机类型及参数确定机架类型。

    1 三角形头架和尾架的结构简单、受力好，固定式带式输送

机宜优先选用。

    3 移置式和半移动式带式输送机需经常移设，头架和尾架应

具有良好的整体可移性，并应满足在恶劣地面条件下移设的要求。

8.4.4 固定式中间架结构简单，适用于固定不动的带式输送机。

移置式带式输送机移设频繁，当有轨道式受料漏斗车或卸料车等

移动设备跨越在上面行走时，需采用双轨滑橇式中间架。当跨越

的移动设备为履带式行走机构时，可采用单轨滑橇式中间架。半

移动式带式输送机通常采用无轨道的滑橇式中间架，以方便搬迁。

          111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和U型带式输送机

8.4.6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和U型带式输送机，直线段中间架

的形式与普通带式输送机相同。转弯段托辊组采用便于平衡输送

带张力引起的向心力的结构形式，其配套中间架应便于托辊组的

调整。

                    W 管状带式输送机

8.4.8 管状带式输送机上分支的机头过渡段，输送带由管状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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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过渡，尾部过渡段输送带由平形向管状过渡。当尾部受料时，输

送带由受料段的槽形向管状过渡。过渡段的中间架形式应满足不

同位置和不同布置的要求，并应便于托辊的调整，以利于输送带平

稳过渡。

8.5 驱 动 装 置

8.5.2 带式输送机驱动装置形式应根据输送机性能要求确定。

    (1)电动机与减速器直联驱动装置系统简单，但启动电流大，

启动加速度大，可用于小功率带式输送机。

    (2)驱动功率45kw到sookw是限矩型液力偶合器常用范

围，是应用广泛经济适用的驱动形式。永磁变频电动机与滚筒直

联驱动，由于取消了减速器、液力偶合器等传动环节，提高了传动

效率、节能、占地面积小，宜用于大中型带式输送机。

    (3)长距离和布置复杂的带式输送机的工况复杂，应采用变频

调速等有较好的可控启动和制动性能的驱动装置。

8.5.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带式输送机在具有爆

炸和火灾危险环境工作时，为保证带式输送机安全运行，驱动装置

及电气设备应具有防爆性能。

8.5.4 带式输送机驱动装置的布置应有利于降低输送带的张力，

同时应考虑供电及维修等现场条件。

8.5.5 移置式和半移动式带式输送机需经常进行移设，头架及尾

架受地面条件和移设的影响容易变形，驱动装置固定在机架上容

易造成驱动装置及滚筒间的连接故障，甚至损坏，应采用浮动支撑

形式，以避免机架变形对驱动装置产生影响。

8.6 拉 紧 装 置

8.6.1 拉紧装置的作用是拉紧输送带，保证输送带在稳定运行、

启动和制动各种工况下的张力要求，避免输送带在滚筒上打滑，保

证输送带在托辊组之间的垂度不超过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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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拉紧装置的形式包括重锤式拉紧、固定式拉紧、自动式拉

紧装置等形式。

    (1)重锤式拉紧为恒张力拉紧，结构简单，在各种运行工况下

拉紧力保持不变。重锤式拉紧装置包括垂直式重锤拉紧和塔架重

锤式拉紧。垂直式重锤拉紧装置系指拉紧装置直接设在带式输送

机下部。塔架重锤式拉紧装置为拉紧重锤布置在带式输送机旁侧

塔架上，适用于拉紧行程较长的长距离带式输送机。为了降低拉

紧塔架高度，往往采取电动绞车与重锤拉紧组合式拉紧形式。

    (2)固定式拉紧装置包括螺旋拉紧装置、固定式电动绞车拉紧

装置等，拉紧滚筒位置在各种工况下保持不变。螺旋拉紧装置的

拉紧力一般通过丝杠手动调整，受螺旋拉紧装置最大行程的限制，

仅用于短距离带式输送机。

    (3)自动式拉紧装置包括自动式电动绞车和自动式液压拉紧

等，能根据带式输送机启动、稳定运行、制动等工况的不同张力要

求，自动调整输送带拉紧力。

8.6.3 拉紧滚筒的拉紧行程用于补偿输送带伸长、更换滚筒时放

松输送带、储备输送带以及重新接头时所需的附加行程。长距离

带式输送机，当采用可控启制动装置并经过分析计算时可减小拉

紧行程。长距离带式输送机采用钢丝绳芯输送带时，应根据工作

条件考虑输送带的热伸长量影响、带式输送机加速或减速过程中

输送带伸长量的变化影响，以避免拉紧装置移动范围超限造成碰

撞事故。

8.6.4 长距离带式输送机的拉紧装置可根据张力分布设多点拉

紧。重锤车式拉紧装置从拉紧滚筒到拉紧重锤环节的滑轮较多.

应采取措施减小拉紧系统的附加阻力。

8.7 制动和逆止装置

8.7.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上运带式输送机达到

一定角度，在满载停机时逆转力矩会导致输送带逆转。制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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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逆止装置应起到防止输送带逆转，避免恶性事故发生的作用。

    制动装置是倾斜带式输送机停机时通过制动闸的作用保证上

运时输送带不发生逆转，下运时安全停机的安全装置。逆止装置

是上运带式输送机停机时防止输送带逆转的安全装置。上运倾角

越大停机时输送带逆转的危险性越大，大型上运带式输送机应同

时设逆止装置和制动装置，以确保安全。

8.7.2 长距离、大输送量带式输送机的惯性力大，自由停机时间

长，有可能超过允许停机时间，应通过制动装置来调整停机时间。

微倾斜带式输送机一般指倾角3。以内的带式输送机。

8.7.4 逆止装置应在任何工况下起到防止输送带逆转的安全作

用。当一条带式输送机设有多台逆止装置时，没有力矩均衡性能

或均衡性能不可靠的逆止装置可能仅单台受力或受力不均，因此，

每台逆止装置应按整条带式输送机所需逆止力矩选型，避免逆止

装置逆止力矩过小，过载损坏，致使逐个失效出现飞车安全事故。

采用具有力矩均衡性能的逆止装置，目的是使多台逆止装置尽量

均匀受力，保证可靠性。

8.8 清  扫 器

8.8.1 由于输送物料特性、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输送带承载面

易出现粘料现象，特别是输送豁性物料或在寒冷工作条件下，输送

带粘料更为严重，不仅造成环境污染，也加剧输送带的磨损和跑

偏，应根据物料特性及工作条件采用不同结构和类型的输送带清

扫器。

8.8.2 输送带回程段有可能发生物料撒落到输送带上，空段清扫

器可避免物料进人滚筒与输送带之间，造成滚筒磨损和输送带

损坏。

8.8.3 寒冷工作条件下或输送豁性物料时，物料易粘在输送带上

并易粘在与输送带承载面接触的滚筒面上。滚筒清扫器可清扫滚

筒的粘料以避免滚筒表面损坏或输送带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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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全保护装置

9.1 一 般 规 定

9.1.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为保证带式输送机安

全运行，本条规定了带式输送机应设的安全保护装置。拉绳保护

装置应设在人行道侧全长范围内，以便于人员操作。

9.1.2 本条规定根据带式输送机的性能参数和工作环境条件，推

荐装设的带式输送机安全保护装置。

    长距离带式输送机的拉绳保护装置数量多，采用地址编码故

障位置识别系统，便于对某个拉绳保护装置的动作或故障进行快

速位置识别。

9.2 紧 急 开 关

9.2.2 拉绳保护装置应便于人员操作和安全。为了减少钢丝绳

下垂造成误动作，应设托绳环，为便于人员操作，拉绳保护装置的

间距不宜太大。

9.3 输送带保护

9.3.1 输送带保护装置包括输送带打滑检测装置、输送带跑偏检

测装置和输送带纵向撕裂保护装置等。输送带打滑检测装置应根

据带式输送机的性能参数采用相应检测方式。

    大型长距离带式输送机的输送带张力较大，输送带打滑有可

能造成安全事故，而且带式输送机启制动时容易发生输送带打滑，

应采用同时检测传动滚筒和输送带速度的对比式打滑检测装置对

带式输送机的启动、稳定运行、制动工况进行全过程检测，保证带

式输送机在各种工况下的安全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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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距离及张力较小的小型带式输送机可采用仅检测输送带速

度的打滑检测装置，检测和判断稳定运行时是否打滑。

9.3.2 输送带跑偏检测装置的作用是检测输送带跑偏(横向偏

移)是否超限。当输送带跑偏超过一定值时，跑偏检测装置发出报

警信号或停机信号，避免带式输送机发生安全事故。输送带跑偏

检测装置的位置应设在输送带易跑偏或输送带跑偏易造成危险的

地方。

9.3.4 输送带接头是输送带最薄弱的环节。倾斜角度较大、张力

大的上运带式输送机应加强输送带接头的状态检测，并宜设输送

带接头动态检测装置，以便于及时发现安全隐患，避免断带事故

发生。

9.4 料流检测装置

9.4.1 对湿式除尘自动洒水系统设料流检测器是为了避免无料

洒水造成环境和设备污染。对多台长距离带式输送机系统，有时

需根据料流的位置实施启动和制动顺序控制，需通过料流检测器

对料流情况进行检测。

9.4.2 带式输送机特别是高带速及大运量的带式输送机，瞬间流

量较大，如发生溜槽堵塞将对系统造成严重后果。因此，设溜槽堵

塞检测装置是为了避免溜槽堵塞的恶性事故发生。

9.5 下运带式输送机和管状带式输送机保护

9.5.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驱动力矩为负值的下

运带式输送机(电动机为发电运行工况)易发生飞车事故，应设超

速保护装置。另外，在断电状态下也应采取保护措施，避免发生带

式输送机超速飞车事故。

9.5.2 下运带式输送机的超速限定值应根据电动机发电运行工

况的工作特性曲线及电气保护系统确定。

    当发出一级超速信号并停止向带式输送机给料后，应在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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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一定数量后再逐渐减速。因此，一级超速限定值宜取小值，并

应控制超速，避免发生二级超速造成停机影响生产。在一级超速

解除，带速降至不大于额定速度后，再重新给料。

    当发出二级超速信号时，应能安全制动停机，避免造成设备及

相关设施发生破坏。二级超速限定值与一级超速限定值的差值不

宜太小。

9.5.4 管状带式输送机除应符合本章第9.1节~第9.5节规定

的保护外，还应根据其特点设防瞬间料流过大及超限大块等安全

保护装置。由于给料不均匀或超限大块进人管状输送带后易造成

胀管事故，在受料点出口处物料进人管状前宜采取措施防止物料

超载或大块等原因造成输送带胀管。为了防止管状带式输送机扭

转，在托辊结构、安装位置、前倾角度等方面应采取措施，避免输送

带扭转超过允许值。



10 整 机 布 置

10.1 一 般 规 定

10.1.1 带式输送机输送物料的允许最大倾角系指在空载情况

下，将物料卸到输送带上能平稳输送的角度。允许最大倾角受输

送物料特性(堆积密度、粒度及组成、含水率、静堆积角及流动性

等)、带式输送机布置及参数(物料负载情况、导料槽长度及角度)

和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有时为了提高运行的可靠性，采取将

导料槽加长和减小导料槽角度等措施。物料的静堆积角越大，输

送物料的倾角也越大。在一定条件下，托辊槽角越大，则输送倾角

亦越大。此外，输送物料的倾角还与外部环境条件及输送带承载

面表面形状和材料特性有关。光面输送带系指输送带承载面为无

任何凸起的平面输送带。

    在寒冷地区，低温环境条件下的输送带表面变硬，摩擦系数降

低，向倾斜布置的空载带面上卸料时，物料易下滑，受料段布置宜

考虑低温的影响。

    常用一般特性散状物料系指未经筛分的中等块度、内摩擦系

数中等的一般特性散状物料，如硫酸铝、页岩、石灰石、矿山剥离

物、原煤等。散状物料特性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散状物料分类、符号、性能及测试方法》GB/T 35017一2018的规定。

普通带式输送机输送的常用散状物料特性见表1。

                      表1 常用散状物料特性表

物料名称 物料名称(英文)
堆积密度

(t/m3)

静堆积角

    (。)

最大允许倾

角推荐值(“)

暗色岩，块 Trap Rock，IJumps 1.6~1.76 30~ 44

白铅矿，干的 White Lead，Dry 1.2~ 1.6 30~ 44



续表 1

物料名称 物料名称(英文)
堆积密度

(t/m3)

静堆积角

    (。)

最大允许倾

角推荐值(o)

白云石，粉末 〔k)lomite，Pulverized 0。74 4l

白云石，块状 伪lomite，LumPy 1.44~ 1.6 30~ 44 22

板岩，磨碎的，3.15mm Slate，Ground，1/8即 1.31~1.36 45

板岩，压碎的，12.smm Slate，Crushed，1/2" 1.28~ 1.44 28 l5

大豆.完整的 豁ybcan，Whole 0.72~0.8 21~28 12to 16

大理石，压碎的，

12.smm及以下

Marble，Crushed，

  1/2即and undcr
1.28~1.52 30~ 44

大米.有壳的 Rice，Hulled 0。72~0.78 19 8

矾土，干，研磨过的 Bau石te，Dry，Ground 1。09 20~29 20

矾土，原矿 Ba u石te，Mine Run 1.06~1.44 3l 17

高岭土，75mm及以下
Kaolin Clay，311 and

        under
l 35 l9

铬，原矿(铬铁矿)
Chrome，Ore

(Chromite)
2.00~ 2.24 30~ 44

硅酸铝(红柱石)
Aluminum  Silicate

  (Andalusite)
0。78 30~ 44

硅酸铅，颗粒状
1，ead Silicate，

  Granular
3。68 40

花岗岩，残屑，12.smm
Granite，Screenings，

      1/2“
1.28~ 1.44 20~29

花岗岩，块状，

38mm~75rn「。

Granite，IJumPs，

  11/2“to3，，
1.36~ 1.44 20~29

滑石，12.smm Talcum，1/2” 1。28~ 1。44 20~ 29

黄铁矿，小球 巧rite，Pellets 1.92~ 2。08 3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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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物料名称 物料名称(英文)
堆积密度

(t/m3)

静堆积角

    (。)

最大允许倾

角推荐值(o)

灰，煤，干的，

75mm及以下

Ashes，吻al，Dry，

  3即and under
0.56~0.64 45

灰，煤，湿的，

75mm及以下

Ashes，Coal，Wet，

  3n and under
Q.72~0.80 45

混凝土，灰渣 Concrete，Cinder 1.44~ 1.60 12~ 30

焦炭，煤屑，6mm及以下
Coke，Breeze，1/4”

    and under
0.40~0.56 30~ 44 20~22

焦炭，松散的 Coke，Loose 0.40~0.56 30~ 44 l8

磷酸钾，干的.氯化物
Potash，Dry

  (Muriate)

1.12 20~ 29

磷酸钾，盐(钾盐) Potash，Salt(Sylvite) 1.28 20~ 29

磷酸钠 5〕dium PhosPhate 0.8~ 0.96 37

磷酸三钠，粉状
Trisedium Phosphate，

      Pulverized
0.8 4O 25

磷酸三钠，颗粒状
Ttisedium PhosPhate.

      Granular
0。96 30~ 44 ll

磷酸盐，化肥
Phosphate，Acid，

    Pertilizer
0.96 26 l3

磷酸盐岩，粉末状
Phosphate Rock，

    Pulverized
0.96 40 25

磷酸盐岩，破碎的
PhosPhate Rock，

    Broken
1.2~ 1.36 25~ 29 12~ 15

硫化铁矿，铁 Pyrites，Iron 2.16~2.32 20~ 29

硫化亚铁，0.巧mm筛孔
Ferrous Sulfide，

    100 Mesh
1.7~ 1.9 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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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名称 物料名称(英文)
堆积密度

  (t/m3 )

静堆积角

    (。)

最大允许倾

角推荐值(o)

硫化亚铁，12.smm Ferrous Sulfide，1/2，I 1.9~2.2 ZQ~ 29

硫酸铝 Alumi num Sulfate 0.72~0.93 32 l7

硫酸锰 Manganese Sulfate 1.12 30~ 44

硫酸铅，粉状
Iead Sulfate，

  Pulverized
2.95 45

硫酸铜(青石)
Copper Sulfate

  (Bluestone)
1.20~ 1。52 3l l7

硫酸亚铁 Ferrous Sulfate 0.8~ 1.2 30~ 44

硫酸盐，粉末状 Sulfate，Powdered 0.88 30~ 44 2l

硫酸盐，块状，

75mm及以下

Sulfate，Iumps，3n

      and under
0.88 30~ 44 l8

炉渣，熔炉，

颗粒状，干的

Slag，Furnace.

Granular，Dry
0.96~ 1。04 25 13~ 16

铝酸钠，磨碎的
Sodium Aluminate，

      Ground
1.15 30~ 44

氯化钾，小球
Potassium Chloride，

        Pellets
1。92~ 2.08 30~ 44

氯化镁(菱镁矿)
Magnesium Chloride

    (Magnesite)
0。53 40

煤，褐煤 Coal，IJignite 0.59~0.72 38 22

煤，无烟煤，块状，

      12.smm

Coal，Anthracite，

  Sized，1/2，
0.78~0.98 27 l6

煤，烟煤，开采的，

      原矿

Coal，Bituminous，

Mined，Run of Mine
0.72~0.88 3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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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名称 物料名称(英文)
堆积密度

(t/m3 )

静堆积角

    (。)

最大允许倾

角推荐值(。)

  煤，烟煤，开采的，

0.425nl们。筛孔及以下

Coal，Bituminous，

Mined，50 Mesh and

        under

0.80~0.86 45 24

煤，烟煤，开采的，

  大小分类的

Coa!，Bituminous，

  Mined，Sized
0.72一0.88 35 16

煤，烟煤，开采的，

    松散的

Coal，Bltuminous，

  Mined，Slack
0.69~0.80 40 22

煤渣，高炉 Cind ers，Blast Furnace 0。91 35 18~20

煤渣，碳 Cinders ，Coal 0.64 35 20

锰矿石 Manganese Ore 2~ 2.24 39 20

面粉，小麦 Flour，Wheat 0.53~0.64 45 21

钥，矿石 Malybdenum，ore 1.71 40

钥矿粉末 Molybdenite Powder 1.71 40 25

泥灰土(勃土) Marl(Clay) 1.28 30~ 44

镍(硫酸钻矿石)
        Nickel

(Cobalt Su lfate()re)
1。28~ 2.4 30~ 44

硼砂块，38mm~50mm
BOrax LumPs，

11/2即toZ仲
0.88~0.96 30~ 44

硼砂块，50mm~75mm BOrax Lumps，2”to3即 0.96~ 1.12 30~44

硼酸钙 BO rate of Lime 0.96 30~ 44

膨润土，0.15mm筛孔 Bentonite，100 Mesh 0.80~0.96 42 20

膨润土，天然的 段nton ite，Crude 0.54~0.72 42~44

膨胀页岩，私土或

  青砂石板岩

ExPanded Shale，Clay

or Slate Lightweight

      Aggregate

0。56~0.96 30~ 4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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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名称 物料名称(英文)
堆积密度

(t/m3 )

静堆积角

    (。)

最大允许倾

角推荐值(0)

铅矿，3.15mm 1，ead()re，1/8即 3.2~4.33 30 15

氢氧化铝 Alu而num Hydrate 0.21~0.32 34 20~ 24

氢氧化钠，片状 Caustic Sxla，Plakes 0.75 29~ 43

沙子，堆积的，千燥的 Sand，Dry Bank，Dry 1.44~ 1.76 35 16~ 18

沙子，二氧化硅，干燥的 压nd，Silica，Dry 1。44~ 1.6 20~ 29 10~ 15

砂岩，破碎的 Sa ndstone，Broken 1.36~ 1.44 30~ 44

石膏，残屑，12.smm
GyPsum，Screeni眼5，

        1/2’’
1.12~ 1.28 40 21

石膏，块，38mm~75mm
GyPsum，1，umPs，

  11/2‘to3，’
1.12~ 1。28 30 15

石灰.含水的，粉末
1.ime，Hydrated，

    Pulverized
0.51~0.64 42 22

石灰.卵石 Lime，Pebble 0.85~ 0。89 30 l7

石灰，岩土，生的
ljme，Ground，

    Unslaked
0.96~ 1.04 43 23

石灰石，破碎的 IJimestone，Crushed 1.36一 1.44 38 l8

石英，12.smm Quartz，1/2，‘ 1.28~ 1.44 20~ 29

石英，结块，

38mm~75mm

Quartz.1，umPs.

  11/2，，to 3n
1。36~ 1.52 20~ 29

水泥，波特兰 Cement，Po rtland 1.5 30~ 44 20~23

碎石.鹅卵石 Gravel，Pebbles 1.44~ 1.6 30 12

碎石，干，有梭角 Gravel，Dry，SharP 1.44~1.6 30~ 44 15~ 17

钦铁矿，原矿 Ilmeni!e，()re 2.24~2.56 30~ 44

碳，黑，粉末
Carbon，Black，

    Powder
0.06~0.11 3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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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名称 物料名称(英文)
堆积密度

(t/m3)

静堆积角

    (。)

最大允许倾

角推荐值(o)

碳，黑，压制成丸
Carbon，Black，

    Pelleted
0.32~0.40 25

碳，有活性的，干，

    细小的

Carbon，Activated，

    Dry，Fine
0.13~ 0.32 20~29

铁矿石 lron Ore 1。6~ 3.2 35 18~20

铁矿石，小球 Iron Ore，Pellets 1.86~2.08 30~44 13~15

铜，原矿 CoPPer，()re 1.92~ 2.40 30~ 44 20

土，湿，含有私土
  Earth，Wet，

吻ntaining Clay
1.6~ 1.77 45 23

土，挖掘的，干
Earth，As Excavated，

        Dry
1。12~ 1.28 35 20

硝酸钱 Ammonium  Nitrate 0。72~0.99 30~ 44

硝酸钾，12.smm
Potassium Nitrate，

      1/2”
1.22 20~29

硝酸钠 5〕dium  Nltrate 1.12~ 1。28 24 1l

锌矿，压碎的 Zinc()re，Crushed 2.56 38 22

玄武岩 Ba salt 1.28~ 1。68 20~28

氧化铝 Aluminunl()幻dc 0.96~ 1.92 29

氧化铅，粉状
IJeado石de，

  Pulverized
3。2~ 4 30~44

氧化锌，重的 Zinc()范de，HeaVy 0.48~0.56 45

氧化锌，轻的 Zinco石de，IJight 0.16~ 0.24 45

页岩，破碎的 Shale，Broken 1.44~1.6 20~29

页岩，压碎的 Shale，Crushed 1.36~1.44 3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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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名称 物料名称(英文)
堆积密度

  (t/m3)

静堆积角

    (。)

最大允许倾

角推荐值(。)

10

一
23

18~ 20

21

-
34

-
35

玉米.去壳的

云母，磨碎的

钻土，干，块状

(、orn Shelled

Mica，(lround

    0.72

0.21~ 0.24

Clay，Dry.IJumpy 0.96~ 1.20

薪土。砖块，干，细粒
Clay，Brick.Dry，

        Fines

1.20~ 1.92 20~ 22

长石.残渣

长石，块状

Feldspar，Screenings

Feldspar.IJumps 器子令侣一
磷酸盐。重的。磨碎的

Phosphate，TriPle

  SuPer.Ground
0.8~ 0.88 1 45 1 30

重晶石.粉末 Barile，Powder 1.92~ 2.88} 30~ 44

铸造垃圾，旧砂芯等
Foundry Refuse，()ld

  Sand Cores，etc.
1.12~ 1.6 } 30~ 44

10.1.2 带式输送机输送系统应通过优化减少输送机台数。根据国

家要切实保护耕地、合理利用土地和工业占地的要求，线路布置应尽

量避开或少占农田。可通过采用深槽、U型、管状带式输送机和直线、

水平曲线、大倾角布置或组合布置，实现布置紧凑、占地少的目的。

    输送线路的转载站、驱动站等重要建筑物应避开有安全隐患

的不良工程地段，避免地质灾害的影响。当长距离带式输送机需

穿越有可能出现塌陷危险的地段时，中间架宜采用便于调整的半

移动式等结构。对需架空的栈桥，应采用便于调整的结构和采取

安全措施。

10.2 受 料

          1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10.2.1 带式输送机输送块状物料或采用高带速时，受料段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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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布置易出现物料滚动和撒落等安全隐患，应采取安全措施。

    带式输送机受料段包括导料槽、缓冲托辊组等，为保证导料

槽、缓冲托辊组与输送带的正常工作，受料段应避开过渡段。

10.2.2 导料槽的作用是引导物料落人输送带上平稳达到正常带

速。导料槽长度系指从受料中心到导料槽终点的长度。导料槽长

度取决于带速和物料流进入导料槽时在输送带运行方向的分速

度，垂直受料或在倾斜段受料时应加大导料槽长度。

                    n U型带式输送机

10.2.3 U型带式输送机的受料段设在直线段有利于物料在受

料段稳定运行。受料段缓冲托辊的槽角与普通带式输送机相同。

                    皿    管状带式输送机

10.2.4 受料段微倾斜布置时，有利于管状带式输送机稳定料流，

并有利于受料段出口以后的过渡段(管状的成形段)输送带形成

管状。

10.2.5 管状带式输送机为封闭式管状输送，给料量不均匀会使

管状输送带的物料横截面积超限，造成胀管等故障。应在给料环

节采取防超量措施，保证给料量均匀，避免瞬间超量给料。

10.3 卸 料

10.3.1 犁式卸料器为固定式定点卸料，为减少物料对输送带和

犁式卸料器的磨损，带速不宜过高，并不宜卸载大块物料或磨琢性

大的物料。

    移动式卸料车为设在带式输送机上并在轨道上行走的卸料设

备。当移动式卸料车为自移式时，水平布置有利于在轨道上行走。

可逆配仓带式输送机为在轨道上往返行走的移动卸料设备，水平

布置有利于在轨道上行走。

10.3.2 溜槽横截面尺寸与物料特性及输送量有关。高带速带式

输送机，特别是大输送量的带式输送机，应根据卸载物料流轨迹确

定带式输送机卸料处溜槽的横截面尺寸，避免料流对溜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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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保证卸料流的流畅。

    在低温环境下工作或输送勃性物料时，物料易粘在溜槽内壁

上造成溜槽横截面减小或发生堵塞，应在溜槽内壁设防粘耐磨衬

板。严寒地区必要时采取加热措施，避免物料冻粘在溜槽内壁上。

10.4 过  渡 段

          1 普通带式输送机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10.4.1 带式输送机槽形过渡段的长度系指滚筒中心线与相邻标

准段槽形托辊组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在过渡段输送带从滚筒处的

平形变成槽形，输送带边缘的单位宽度的张力(边缘的应力)比输

送带中心区高，边缘伸长率比输送带中心区大。如输送带边缘的

应力过大，输送带边缘将被永久性拉长，可能产生塑性变形，不仅

对输送带的对中运行造成不利影响，同时还有可能降低输送带使

用寿命。槽形过渡段的布置应使输送带边缘的最大应力不超过输

送带许用应力值，滚筒上母线与槽底托辊上母线平面的距离宜适

当增加，以减小输送带边缘应力或减小槽形过渡段的长度。

    表10.4.1一1与表10.4.1一2的数值系参照美国CEMA《散状

物料带式输送机》的规定制定的较为安全的推荐值，当没有特殊要

求时宜推荐采用。

    本标准参照德国工业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输送散状物料的

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设计基础》DIN 22 101一2011的规定，增加了

槽形过渡段最小长度的计算方法。式(10.4.1一1)是槽形过渡段最

小长度基准值计算方法，工程设计不应小于这一基准值。式

(10·4.1一3)、式(10.4.1一4)系根据槽形过渡段输送带中心区应力

大于。、输送带边缘的应力不超过许用值的计算方法，应取最大计

算值。

    钢丝绳芯输送带槽形过渡段最小长度的计算公式(10.4.1一4)

系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设计计算方法》GB/T36698-
2018确定的。式(10.4.1一4)~式(10.4.1一7)是对德国工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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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搬运设备  输送散状物料的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设计基础》

DIN 22101一2011的计算公式进行求解而成。
    DIN 22101一2011的计算公式为:

10.4.2

/l氮mi。+游r+2醛一Zbs(hTrsi以+bsCo从)一△ITd酥/马二K

                    欧/EI、K+1

                                                            (4)

            n U型带式输送机

U型带式输送机的槽形过渡段系指滚筒中心线与相邻

U形横截面托辊组中心线之间的距离。从滚筒的输送带为平形

到侧辊呈90。的U形横截面的过渡段内，托辊组槽角可从 15“一

75“递增。

    当尾部受料时，尾部槽形过渡段的长度应包括滚筒至受料段

缓冲托辊组的过渡段、受料段导料槽和导料槽至输送带呈 U形横

截面的成形段。表 10.4.2的数值不包括尾部受料时受料段的

长度。

                    m 管状带式输送机

10.4.3 管状带式输送机头部与尾部的过渡段，滚筒母线平面与

管状输送带的相对位置应有利于减小输送带边缘应力，避免输送

带边缘应力超限，并有利于输送带的平稳过渡。

10.4.4 管状带式输送机过渡段的最小长度系指滚筒中心线至管

状输送带呈圆形的第一个窗式框架上托辊中心线的距离。过渡段

最小长度应有利于管带的平稳过渡。

    尾部受料段包括滚筒至受料段缓冲托辊组的过渡段、受料段

导料槽和导料槽至输送带呈圆形的成形段。表10.4.4的数值不

包括尾部受料时受料段的长度。

10.5 曲    线 段

10.5

            工    普通带式输送机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凸弧段，槽形输送带边缘产生附加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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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输送带中心相对压缩，分别以正伸长和负伸长与输送带张力所

产生的伸长叠加。凸弧段半径应足够大，避免输送带边缘的应力

超限。

    参照德国工业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输送散状物料的带式输

送机  计算及设计基础》DIN 22101一2011的规定，本条增加了以

输送带中心区应力为零时，凸弧段最小曲率半径计算方法。

10.5.2 普通带式输送机凹弧段，在槽形输送带中心区出现附加

伸长，边缘出现相对压缩。凹弧段的布置应满足输送带在任何工

况下不抬起。式(10.5.2)参照了德国工业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输送散状物料的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设计基础》DIN 22101一2011

的规定，将弧段张力改为弧段上输送带的最大张力F，，在凹弧段

无物料的情况下，在启动、稳定运行等各种工况条件的计算值，按

最不利条件选取凹弧段曲率半径。

    因输送带为钻弹性体，按经验公式计算的凹弧段曲率半径值

与实际需要有可能差异较大，设计宜根据带式输送机布置尽量采

用较大的曲率半径，以改善工作条件。对空间窄小、布置困难的小

型带式输送机或移动设备(堆取料机、卸料车等)上的带式输送机，

可根据布置条件确定，当小于计算值时应采取安全措施。

                  n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10.5.3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水平转弯段系指带式输送机线路

的水平投影为曲线的区段，包括水平转弯段内含有竖向曲线(凸弧

或凹弧)的区段。

    为保证输送带的正常运行，水平转弯段的两端宜有抬高角渐

变的直线过渡段，在转弯段前，过渡托辊组槽角或内曲线侧抬高角

要逐渐增大，转弯段后逐渐减小，以保证输送带从直线段向转弯段

或转弯段向直线段的平滑过渡。

10.5.4 水平转弯段最小曲率半径受多种因素影响，与输送带张

力、托辊组间距、托辊组槽形结构、托辊组抬高角度、物料的堆积密

度、输送带特性、带速、加料条件和工况条件等有关。为保证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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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机正常工作，需满足输送带外曲线侧的输送带应力不超过输

送带许用应力、内曲线侧输送带的应力不宜小于零、外侧托辊上的

输送带不离开托辊、输送带横向偏移不超过允许值的要求。由于

影响因素较多，仅按某个条件计算可能偏差较大，设计时应综合评

价影响因素，安全合理选择曲率半径，有条件时应选择较大的曲率

半径。水平转弯段的托辊组有多种形式，作为示例，仅给出3托辊

的托辊组曲率半径计算公式。

    水平转弯段最小曲率半径计算公式系根据国内和国外的设计

和实践经验制订的经验公式。为了安全，式(10.5.4一1)是按转弯

段上空载及Fch按稳定运行时最不利的工况条件的最大张力计算

的。式(10.5.4一14)按外侧托辊上的输送带不离开托辊的限制条

件计算，否则，输送带与外侧托辊的轴向摩擦力为0。

    式(10.5.4一18)中的输送带纵向弹性模量马。K亦可用输送带

的拉伸刚度EO表示:

                        EO 口 1000BE:二K (5)

式中:EO— 输送带的拉伸刚度(N);

      B— 带宽(m);

    马GK— 输送带纵向弹性模量(N/mm)。

    根据经验，转弯的适宜度可用输送带内曲线和外曲线边缘间

的宽度b3(输送带两外缘间距离)与水平转弯段最小曲率半径R3

的比值仰=R3/b。进行评价。
    (1)以满足水平转弯段水平向心力的平衡条件为限制条件时:

    比值仰>900时，通常为适宜的转弯半径。
    (2)以满足输送带的许用应力为限制条件时:

    比值为900>仰>400时，通常为较困难的转弯半径。
    (3)当不能满足水平转弯段的任一个限制条件时，比值沪。<

400，通常为转弯困难的转弯半径。仅可在短距离带式输送机上应

用，但应采取有效措施。

                    班 U型带式输送机

10.5.S U型带式输送机凸弧段的最小曲率半径系指输送带为

                                                                                201



U形横截面时的曲率半径。式(10.5.5一1)~式(10.5.5一4)以织物

芯输送带的伸长率0.8%，钢丝绳芯输送带的伸长率0.2%为基础

计算。对张力较大的带式输送机或在输送带高张力区的凸弧段宜

选用较大的曲率半径值。

10.5.7 U型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段的最小曲率半径与输送带

张力、托辊组结构、输送带特性、工况条件等有关。表10.5.7的数

据为正常情况的经验值，当输送带张力较大时应计算确定，并尽量

采用较大的曲率半径。

                    W 管状带式输送机

10.5.8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曲线段包括水平转弯曲线段和垂直曲

线段(凸弧或凹弧)。在水平转弯段内应避免出现凸弧，以防止管

带扭曲。

    对于输送距离较长、多处连续弯曲、布置复杂的管状带式输送

机，水平转弯段的曲率半径应尽量大，并减小转弯角度，相邻两个

曲线段宜尽量对称布置;较大的转弯角度(水平转弯段对应的圆心

角)应尽量远离头部;当布置复杂的曲线段接近头部时，宜尽量设

凹弧。

10.5.9 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水平转弯段的两曲线段间为“5”形布

置时，或凸弧与凹弧两曲线段连接时，在曲线段间设直线段有利于

输送带稳定运行。

10.6 输送带翻转装置

10.6.1 采用输送带翻转装置的目的是在下分支将与物料接触的

输送带承载面翻转到上面，避免输送带承载面与下分支托辊接触，

有利于带式输送机的清洁并减少下分支托辊的粘料和磨损，减少

环境污染。由于翻转装置需要一定的空间尺寸，宜用于中距离及

以上的固定式带式输送机。当下分支也输送物料时，翻转装置的

主要作用是实现回程段用输送带的承载面输送物料。

10.6.2 翻转装置设在带式输送机机头和机尾的下分支。输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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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装置翻转段的长度系指输送带翻转 1800所需长度。一般在

输送带翻转装置的前后，各设一组由平托辊组成的水平夹辊，以便

为输送带翻转定位，翻转段的长度亦为两夹辊之间的长度。翻转

装置常用形式有自然翻转式、托辊导向式和滚轮支承式。自然翻

转式在翻转过程中不需任何装置。表 10.6.2的数值系参照德国

工业标准《连续搬运设备  输送散状物料的带式输送机  计算及

设计基础》DIN 22101一ZOn的规定制订的。

10.8 栈桥和隧道

10.8.1 带式输送机栈桥形式应根据带式输送机布置、地形条件

及气候条件等因素确定。模块化栈桥系指在工厂整体制造，现场

快速安装的封闭式栈桥。

    带式输送机栈桥和隧道的净空尺寸系参照煤炭、电力及其他

有关设计标准，并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的最低要求制订的，各行业可

根据系统具体要求和条件确定，但不应小于表10.8.1规定的最小

净空尺寸。栈桥或隧道的净高度系指垂直栈桥或隧道地面的净

高度。

10.8.5 带式输送机封闭式栈桥和隧道设安全出口是防火安全的

需要。安全出口之间的距离应保证人员最大的逃生距离不超过

75m。当山区等地形复杂的带式输送机设隧道安全出口困难时，

可每15om设一处人员躲避室。



n 电气和控制

11.1 供 电 电 源

11.1.1 对同一带式输送机系统的各设备，如由多个电源供电，任

一电源故障都会影响该输送系统的正常工作，为提高系统的可靠

性，对同一个输送系统宜采用单一的电源供电。

11.1.2 对一些重要的大型带式输送机系统，采用双回路供电可

保证设备可靠运行。任一回路故障时，另一回路可保证设备正常

运转。

11.1.3 地面及煤矿井下增加了3.3kV供电电压等级是根据生

产企业的实践确定的。

11.2 配 电

11.2.1 熔断器作为短路保护时，应根据其特性及电动机启动情

况确定。采用过负荷保护时，保护装置的动作时间应能躲开启动

电流非周期分量衰减时间。

n.2.2 对移置式带式输送机等输送机，当控制电器设备安装在

头架上时，应考虑振动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控制电器误

动作对人员和设备造成损害。

11.2.3 现行国家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T

50065一2011对低压电气装置的接地装置和保护导体有明确规定，

本标准取消了原来的电气设备的结构部件和构架之间的连接表面

关于保护导体连接的规定。

11.2.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爆炸和火灾危险环

境下的带式输送机配电具有防爆功能是保证配电设备安全的强制

性要求，应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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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单 机 控 制

11.3.1 带式输送机解除联锁时，应具备就地启动和停止控制的

功能，同时应在机旁控制箱上设置紧急停机按钮，便于设备检修和

调试。

n.3.2 对电动运行工况的带式输送机驱动系统，在紧急状态下，

用紧急停机开关或拉绳保护装置断开电源停机能避免故障扩大，

保障安全。而对于处于发电运行工况的驱动系统应根据工程实际

情况确定。

11.3.3 采用非自动复位式开关设备，主要是为了确保安全，在故

障未排除之前，避免其他地方操作造成安全事故。

n.3.4 处于发电运行工况的带式输送机驱动系统，在停机时受

物料输送量、带速、下运角度等影响，所需制动力可能较大，仅采用

机械制动可能会造成设备的损坏和物料下滑，宜采用电气和机械

联合制动减速停机。

11.3.6 随着带式输送机输送系统的长度和输送能力的增加，多

机驱动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多，多机驱动功率平衡控制已经成为保

证系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n.4 集 中 控 制

11.4.2 可编程序控制器具有逻辑控制能力，可实现实时控制，抗

干扰能力强、使用方便。带式输送机工程输送系统具有多条带式

输送机时，宜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

n.4.3 上位计算机可代替模拟盘，功能更完善。

n.4.4 随着带式输送机长度和输送量的增加，工况也越来越复

杂，应合理优化启动和制动系统，优化系统设备选型，在满足工况

要求的前提下，实现精细化控制，以满足复杂工况的要求，保证系

统的安全运行。

11。4.5 上位机系统和控制分站设不间断电源，可保证系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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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时能继续对输送系统设备状态的监测，保存各种运行参数。

H.4.6 联锁控制可采用多种启动和停止方式，应能适合工艺要

求和运行的需要。

11.4.7 为避免物料堆积，输送线路中任一设备故障停机时，应使

来料方向的带式输送机立即停机，并应保证设备和人员的安全。

n.4.9 带式输送机系统应能就地解除联锁，以便就地调试带式

输送机。

11.4.10 启动预告信号一般采用音频信号，带式输送机距离较长

时，可沿线分段设启动预告信号。事故信号便于人员随时了解设

备运行状态，保障安全。直接作用方式紧急停机控制回路可更可

靠地保障设备及人身安全。

11.5 智 能 控 制

    本节为新增内容。随着智能化控制技术在散料输送系统工程

中的逐步普及运用，建设高效、绿色环保、高安全性的带式输送机

输送系统已经成为各企业的发展方向。增加本节内容是为了努力

推进带式输送机输送系统的智慧化水平。

11.6 电气保护和通信

n.6.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带式输送机驱动系

统应有完善的电气保护，这是设备安全运行的需要。

11.6.2 带式输送机系统是企业的一个重要生产环节，大多数没

有单独的管理机构。随着技术进步，减少人员或无人化管理是发

展方向。本节取消了原行政通信的要求。



12 优化设计和动态性能评价

12。0.1 为达到技术经济合理，宜对大型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进

行优化，寻求最佳参数搭配和合理的结构设计，降低运营费用。

12.0.2~12.0.4 在进行带式输送机功率和张力计算时，通常将

输送带按刚体考虑，带式输送机启动和停机工况的输送带张力计

算值与实际情况有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带式输送机动态性能评

价是将输送带按薪弹性体(或弹性体)考虑，并综合计人驱动装置

的机械特性与控制方式、各运动体的质量分布、线路各区段的坡

度变化、运行阻力、输送带初始张力、输送带垂度变化、拉紧装置

形式、位置和拉紧力等因素的作用，计算带式输送机非稳定运行

过程中输送带各点随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速度、加速度及张力

的变化，分析带式输送机在启动和停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动态

危险和不安全之处，提出设计改进和调整措施，给出最优的设计

和控制参数。

    动态危险和不安全环节主要有:输送带峰值高张力;可能出现

不利工况的输送带低张力;拉紧装置的位移超出设计行程，位移的

响应速度不满足动态要求、输送带在传动滚筒上打滑等。

12.0.6 带式输送机输送带与托辊的共振是指输送带的横断面振

动固有频率与托辊转动的频率相近而发生共振，从而引起带式输

送机共振，加速托辊和机架的破坏。避免共振设计是使输送带的

固有频率与作为振源的托辊的激振频率避开。避免输送带与托辊

共振设计，主要是针对带式输送机满载稳定运行工况，个别情况需

考虑空载稳定运行工况。

    (1)带式输送机避免共振应满足下列条件:

    ①低带速带式输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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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式中:fr— 托辊的转动频率(Hz);

    几1— 输送带1阶固有频率(Hz)。

    ②高带速带式输送机:

}李一1}>。.15
IJp， }

(7)

式中:几。— 输送带n阶固有频率(Hz)。

    (2)托辊的转动频率宜按下式计算:

(8)

 
 
 
 

-

R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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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盯

 
 

-一
五

式中:dR— 托辊直径(m)。

    (3)输送带的横截面振动固有频率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上分支:

下分支:

、一蠢丫裹裔

九一众擂

  (9)

(10)

式中:n— 固有频率阶数，n=1，2，3，4，⋯

F:— 计算固有频率处输送带张力(N)。



13 附 属 设 备

13.0.3 电热硫化器应根据输送带类型、参数及工作条件确定。

硫化器加热板应满足输送带接头尺寸、压力、温差及温升的技术

要求。

    煤矿井下及有爆炸气体和粉尘危险环境工作场所，应采用防

爆电热硫化器，并便于拆装、搬运和操作。

13.0.4 电子皮带秤计量精度比核子皮带秤高，但对环境及安装

条件要求严格，维护量比核子皮带秤大。当工作条件恶劣、带式输

送机长度较短或采用吊挂等柔性托辊时，可选用核子皮带秤。

    电子皮带秤的托辊组应采用性能良好的托辊，其径跳宜小于

0.Zmm，动平衡宜为G6.3级。



14 消防和环保

14.1 消 防

14.1.1 工业场地内带式输送机工程系统设完整的消防给水系统

是防火安全的需要。消防设施应根据火灾发生的危险性进行配

置，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

14.1.2 工业场地外的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发生火灾的可能性较

小，当火灾发生时不会造成大范围蔓延及危害，且采用消防给

水灭火方式的及时有效性较差。从经济性、有效性考虑，当没有

特殊要求时，长距离带式输送机线路沿线可不设消防给水系

统。

14.1.4 在严寒地区消防给水管路易产生冻结，应采取防冻措施。

可在固定地点设地下防冻快速启闭装置。

14.2 粉 尘 防 治

14.2.1 现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对工业

场所提出了基本卫生要求。现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工作场所有

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规定了工作场所

空气中粉尘容许浓度的要求。带式输送机在设计中应采取相应措

施，满足工作环境卫生及粉尘浓度的要求。

14.2.2 输送含水率较低的物料，在转载过程中易产生粉尘，应在

转载环节设抑尘除尘装置。除尘应采用以预防为主的综合防治措

施，以满足环保的要求。

14.2.3 带式输送机的喷雾抑尘系统采用直径10拌m及以下的
微雾(亦称干雾)抑尘。微雾抑尘宜用于捕集和抑制细小颗粒粉

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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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清 扫

14.3.1、14.3.2 带式输送机转载站、栈桥地面的水力冲洗供水位

置应便于清洗作业。地面冲洗的污水应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或

重复利用，以避免环境污染。

14.4 噪声和光电污染控制

14.4.1 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GB/T 10595一2017规定了带

式输送机空载运行时整机噪声的最大值和带式输送机运行时的噪

声控制要求，带式输送机工程系统设计应满足该标准的要求。

14.4.2 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

50087一2013提出了对工业企业噪声控制限值、噪声控制、隔声设

计和消声设计的要求，带式输送机工程系统设计应满足该标准

要求。



15 工 程 施 工

15.1 一 般 规 定

15.1.1 本条是对带式输送机的现场施工单位、特种作业人员等

的基本要求，是带式输送机在安装施工过程中应遵循的共同规定。

15.1.2 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文件应齐全，以满足工程施工的基

本要求。

15.1.3 本条规定了设备开箱检查验收的要求，以保证工程顺利

安装。

15.1.6 设备安装前对基础进行检查验收是安装前应做好的重要

工作，以保证设备安装的质量。

巧.2 施 工

巧.2.1 工程施工现场应满足施工必备的基础条件要求，以保证

施工的顺利进行，保证环保施工和安全施工。

15.2.4 本条规定了直线布置的固定式带式输送机头架、尾架、中

间架及其支腿的安装精度要求。

巧.2.5 本条规定了各类滚筒的安装精度要求。
15.2.6~15.2.12 这几条针对几种不同类型的带式输送机及其

部件的施工特点做出了相应规定。

巧.2.16 带式输送机的绿色施工应有目标和管理制度。

巧.3 试  运 转

15.3.2 带式输送机试运转前，应对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符合要求

后方能进行试运转。

15.3.3 输送机空载试运转应遵照试运转程序和要求进行。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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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载试运转时间是保证有载试运转的基本要求。长距离带式输送

机除满足连续空载试运转时间规定外，还应考虑由于输送机长度

较长回转循环周期较长的因素，最少不宜少于2个回转循环周期。

15.3.4 带式输送机有载试运转是设备验收的前提，本条规定了

有载试运转的程序和要求。



16 工 程 验 收

16.1 工 程 划 分

16·1.2~16.1.4 这几条规定了工程划分原则。参考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一2013的规定和借

鉴了设备安装工程划分的通常做法制订的。

16.2 工 程 验 收

16.2.1 本条规定了带式输送机的工程验收前提条件及要求。

16.2.2、16.2.3 这两条规定了带式输送机工程的验收程序和验

收文件的要求。



附录B 托辊载荷计算

B.0.1~B.0.3 托辊载荷计算适用于普通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

带式输送机、U型带式输送机、管状带式输送机的平形及槽形托

辊组的托辊载荷计算。

    下分支托辊静载荷和动载荷计算公式为下分支不承载物料的

工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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