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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１９６５—２００８《钢丝绳　验收及缺陷术语》。本标准与ＧＢ／Ｔ２１９６５—２００８相比，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验收术语中“取样”“试样”“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术语的定义（见２．１．２、２．１．２．３、

２．１．３．２．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２．１、２．１．４、２．２．２．３）；

———增加了验收术语“钢丝绳扭矩”“钢丝绳旋转度”（见２．１．４．７．１、２．１．４．７．２）；

———增加了“批”“重试”验收术语及其定义（见２．１．２．１、２．１．２．８）；

———增加了“股间隙”“钢丝直径／尺寸”“中心钢丝直径”验收术语及其定义（见２．１．４．２．４、２．１．４．２．５、

２．１．４．２．６）；

———将验收术语中的“１００％检验”术语修改为“全部检验”，“尺寸检验”术语修改为“尺寸测量”，反

复弯曲试验和扭转试验中的“张力”修改为“弯曲张紧力”和“扭转拉紧力”，扭转试验中的“交变

扭转”修改为“双向扭转”，“牢固性能试验”修改为“镀层附着性”，“硫酸铜试验”修改为“镀层

均匀性”，外观检查中的“捻制质量”修改为“表面质量”（见２．１．２．５、２．１．３．４、２．１．３．６．１、２．１．３．７．４、

２．１．３．７．２、２．１．３．９．２、２．２．９．３、２．１．４．１．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２．１．６、２．２．４、２．２．６．３、２．２．７．３、２．２．７．１．２、

２．２．９．２、２．２．９．３、２．３．１．６）；

———删除了化学成分分析中的“元素含量允许范围”，金相检验中的“不均匀度”，拉伸试验中的“试

验最少持荷时间”，反复弯曲试验中的“圆柱支座至拨杆底部距离”“两圆柱支座轴线所在平面

与试样最近接触点距离”“拔杆孔直径”，扭转试验中的“扭转角度”“扭转试样表面”，钢丝绳外

观检查中的“捻法”和“结构”等术语（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２．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２．５．２、２．２．６．１、２．２．６．２、

２．２．７．５、２．２．７．６）；

———将钢丝绳检验“外观及尺寸检查”术语拆分为“外观检查”和“钢丝绳尺寸测量”，将钢丝绳检验

“疲劳试验”术语拆分为“弯曲疲劳试验”和“轴向应力疲劳试验”（见２．１．４．１、２．１．４．２、２．１．４．５、

２．１．４．６，２００８年版的２．３．１、２．３．５）；

———修改了“盐雾试验”术语的定义（见２．１．３．９．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２．２．９．４）；

———增加了钢丝绳拉伸试验中的“树脂浇注法”术语及其定义（见２．１．４．４．１．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２．３．３．１）；

———增加了缺陷术语“跳丝”“中心钢丝未加大”“拉伤”“分层”“竹节”“浮锈”“锈蚀”“麻点”“钢丝绳

直径超差”“钢丝绳不圆度超差”术语及其定义（见２．２．１．３、２．２．１．７、２．２．１．８、２．２．１．９、２．２．１．１０、

２．２．１．１１、２．２．１．１２、２．２．１．１３、２．２．１．２４、２．２．１．２５）；

———将缺陷术语中的“股松紧不均”修改为“股松弛”，“绳芯挤出”修改为“绳芯或绳股突出”，“钢丝

挤出”修改为“钢丝环状突出”，“部分被压扁”修改为“局部扁平”，“绳端断丝”修改为“绳端固定

处断丝”（见２．２．１．２０、２．２．５．３、２．２．５．４、２．２．５．６、２．２．５．１７，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１．１２、３．２．２．３、３．２．２．４、

３．２．２．６、３．２．７）；

———将“运输及使用期间”拆分为“搬运和运输期间的缺陷”“贮存期间的缺陷”“安装期间的缺陷”和

“使用期间的缺陷”（见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４、２．２．５）；

———增加了搬运和运输期间“盘卷散乱”术语及其定义（见２．２．２．２）；

———增加了贮存期间“油脂流失”“油脂龟裂”“油脂变质”“性能劣化”术语及其定义（见２．２．３．１、

２．２．３．２、２．２．３．３、２．２．３．４）；

———增加了使用期间“热和电弧灼伤”“挤压损伤”术语及其定义（见２．２．５．２０、２．２．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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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用期间缺陷术语“锈蚀”“麻点”修改为“外部腐蚀”“内部腐蚀”“摩擦腐蚀”并修改其定义

（见２．２．５．１４、２．２．５．１５、２．２．５．１６，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２．５、３．２．６）；

———增加了钢丝绳典型缺陷实例（见附录Ａ）。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８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金属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芸裕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国家钢丝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神王集团钢缆有限公司、南通松诚实业有限公司、江苏

通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平萍、洪涛、苏建锋、杨云、邵彪、薛建军、黄玮颉、阮小丽、汪小竹、陈健、冷明鉴、

费永祥、余绍洪、黄建明、缪六权、施相忠、王勇、蔡红、原寿松、王玲君。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１９６５—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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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丝绳　验收及缺陷术语

１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制造、搬运和运输、贮存、安装和使用过程中钢丝绳验收及缺陷常用的术语。

本标准适用于钢丝绳验收及缺陷术语的一般规定，不适用于产品标准另有规定的情况。

２　术语和定义

２．１　验收

２．１．１

验收　犪犮犮犲狆狋犪狀犮犲

依据相关标准、规范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取样数量、检验数量、检验方法和判定原则，对钢丝绳产品逐

轮（卷）或成批进行检查和检测，并做出接收或拒收的决定。

２．１．１．１

拒收　狉犲犼犲犮狋犻狅狀

需方对不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等规定的钢丝绳产品，不予以接受的行为。

２．１．２

取样　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从总体中抽取个体或样品的过程。

注：由于钢丝绳结构的特殊性，在截取样品前需对钢丝绳进行牢固捆扎然后再截断，以保证钢丝绳整体性能的检验

不受影响。

２．１．２．１

批　犾狅狋

汇集在一起的一定数量的某种产品或材料。

注：钢丝绳的批通常是指由同一直径（尺寸）、结构、钢丝绳级、表面状态、捻制方向且同时交付验收的单位产品。

２．１．２．２

批量　犾狅狋狊犻狕犲

批中产品的数量。

注：钢丝绳产品的批量通常是指同交付批中轮轴或盘卷的数量。

２．１．２．３

试样　狊犪犿狆犾犲

用于钢丝绳直径（尺寸）、外观质量、捻制质量、力学性能、工艺性能和化学性能等测量、检查和检测

的样品。

２．１．２．３．１

试样尺寸　狊犻狕犲狅犳狊狆犲犮犻犿犲狀

钢丝绳验收时为检验质量所采取样品的直径，或宽度和高度。

２．１．２．３．２

钢丝试样　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狑犻狉犲

用于钢丝绳中钢丝直径（尺寸）、表面质量、力学性能、工艺性能、金相组织和化学性能等测量、检查

和检测的样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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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３．３

钢丝绳试样　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狉狅狆犲

用于钢丝绳直径（尺寸）、外观质量、捻制质量、力学性能和化学性能等测量、检查和检测的样品。

２．１．２．３．４

钢丝绳芯试样　狊犪犿狆犾犲狅犳犮狅狉犲

用于钢丝绳中绳芯润滑剂含量等检测的样品。

２．１．２．４

抽样检验　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

根据统计抽样技术，从一批产品的总体中随机抽取部分单位产品，通过检测部分单位产品来推断该

批产品总体的质量。

２．１．２．５

全部检验　犪犾犾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

对交付验收的每个单位产品（轮或卷）都进行检验。

２．１．２．６

随机抽样　狉犪狀犱狅犿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从检查批中单位产品被抽入样本完全是偶然的抽取样本的方法。

２．１．２．７

初试　狆狉犻犿犪狉狔狋犲狊狋

对试样的第一次试验。

２．１．２．８

重试　狉犲狋犲狊狋

试验过程中，试样在夹持钳口或浇铸体内出现滑动、在钳口内或规定有效范围外断裂，导致试验结

果无效，在原样品上重新取样进行试验。

２．１．２．９

复试　狉犲狆犲犪狋狋犲狊狋

初试不合格时 ，按标准或规范规定的方法和数量取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试验 。

２．１．３

钢丝检验　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狊狋犲犲犾狑犻狉犲狊

通过对钢丝绳中钢丝尺寸、化学成分、金相组织、缺陷、力学及工艺性能、镀层性能等质量特性测量、

测试或检查，并对其质量进行评价的过程。

２．１．３．１

试样矫直　狊犪犿狆犾犲狊狋狉犪犻犵犺狋犲狀犻狀犵

为了试验准确和便于试验，用手、适宜的工具或工装将试样矫直，保证试样表面和力学及工艺性能

不受影响。

２．１．３．２

成品分析　狆狉狅犱狌犮狋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用于验证化学成分，从钢丝绳上采取试样，对其进行的化学分析。

２．１．３．２．１

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狆犲狉犿犻狊狊犻犫犾犲狋狅犾犲狉犪狀犮犲犳狅狉狆狉狅犱狌犮狋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由于钢中元素偏析，成品分析值超出标准规定的限值的允许的数值。

２．１．３．３

金相检验　犿犻犮狉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

应用金相学方法，对金属和合金的宏观组织、显微组织及其内部缺陷组织和相关性能等进行观察、

测定、分析和评价的过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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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３．１

显微组织　犿犻犮狉狅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采用适当的方法（如磨片、镶嵌、抛光、侵蚀等）对钢丝的横截面或纵截面进行处理，通过显微镜观察

到的截面上的组织结构。

２．１．３．３．２

非金属夹杂物　狀狅狀犿犲狋犪犾犾犻犮犻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钢材冶炼脱氧过程和钢液凝固过程中产生或混入的，经加工或热处理仍不能消除的氧化物、硫化

物、硅酸盐等非金属化合物。

２．１．３．３．３

脱碳　犱犲犮犪狉犫狌狉犻狕犪狋犻狅狀

钢丝与表面接触的介质发生一种或多种化学反应，导致钢丝表层上碳的损失。

注：这种碳的损失包括部分脱碳或完全脱碳。

２．１．３．３．４

马氏体　犿犪狉狋犲狀狊犻狋犲

钢丝加热到一定温度后迅速冷却，得到的一种碳在体心立方结构的α铁（铁素体）中的过饱和固溶

体组织。

２．１．３．４

尺寸测量　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狊犿犲犪狊狌狉犲

圆形或异形钢丝横截面特征尺寸的测定。

２．１．３．５

拉伸试验　狋犲狀狊犻犾犲狋犲狊狋狅犳狊狋犲犲犾狑犻狉犲

钢丝在单向静拉力作用下，测定抗拉强度及伸长率等项目的试验。

２．１．３．５．１

标距　犵犪狌犵犲犾犲狀犵狋犺

测量伸长用的试样标线之间的长度。

２．１．３．５．２

拉伸速率　狋犲狀狊犻犾犲狉犪狋犲

拉伸试验时单位时间的横梁位移或单位时间增加的应力。

２．１．３．５．３

抗拉强度　狋犲狀狊犻犾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钢丝在单向静拉力作用下抵抗破断的最大力与试样原始横截面积之比。

２．１．３．５．４

打结拉力　犽狀狅狋狋犻狀犵犳狅狉犮犲

打结后的钢丝试样在单向静拉力作用下测得的最大力。

２．１．３．５．５

打结率　狉犪狋犻狅狅犳犽狀狅狋狋犻狀犵犳狅狉犮犲

打结拉力与该钢丝不打结拉力的百分比。

２．１．３．５．６

断后伸长率　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犲犾狅狀犵犪狋犻狅狀犪犳狋犲狉犳狉犪犮狋狌狉犲

钢丝拉断后，标距部分增加的长度与原始标距长度的百分比。

２．１．３．６

反复弯曲试验　狉犲狏犲狉狊犲犫犲狀犱狋犲狊狋

将钢丝一端固定，施加一定的拉紧力，绕规定半径的圆柱支座弯曲９０°，再沿相反方向弯曲，检查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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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承受塑性变形能力的试验。

２．１．３．６．１

弯曲张紧力　狋犻犵犺狋犲狀犳狅狉犮犲狅犳犫犲狀犱

为使钢丝与弯曲圆柱良好接触，给试样施加的张紧力。

２．１．３．６．２

反复弯曲次数　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狉犲狏犲狉狊犲犫犲狀犱狊

钢丝试样自由端从起始位置向一个方向弯曲９０°再返回至起始位置作为第一次弯曲，然后一次向

相反方向进行连续不间断的反复弯曲直至试样断裂前的次数（即最后一次弯曲不计入弯曲次数）。

２．１．３．６．３

弯曲速率　犫犲狀犱犻狀犵狉犪狋犲

钢丝试样单位时间的反复弯曲次数。

２．１．３．７

扭转试验　狋狅狉狊犻狅狀狋犲狊狋

检查钢丝在固定或交变方向扭转时的塑性变形性能，并显示不均匀性及内外缺陷的试验。

２．１．３．７．１

单向扭转　狊犻犿狆犾犲狋狅狉狊犻狅狀

钢丝以自身为轴线，沿一个方向均匀扭转至试样断裂或达到规定扭转次数的试验。

２．１．３．７．２

双向扭转　狉犲狏犲狉狊犲狋狅狉狊犻狅狀

钢丝试样绕自身轴线向一个方向均匀旋转３６０°作为一次，扭转至规定次数后，再向相反方向旋转

至规定次数或试样断裂的试验。

２．１．３．７．３

扭转标距　狋狅狉狊犻狅狀犵犪狌犵犲犾犲狀犵狋犺

两夹头之间的标距长度。

２．１．３．７．４

扭转拉紧力　狋犻犵犺狋犲狀犳狅狉犮犲狅犳狋狅狉狊犻狅狀

为使试样保持平直施加到钢丝上的拉紧力。

２．１．３．７．５

扭转速率　狋狅狉狊犻狅狀狉犪狋犲

单位时间内钢丝试样绕其自身轴线旋转的圈数。

２．１．３．７．６

断口类型　狋狔狆犲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

钢丝试样绕其自身轴线旋转断裂后断口的形貌和特征。

２．１．３．７．７

扭转次数　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狋狅狉狊犻狅狀

单位时间内钢丝试样绕其自身轴线旋转次数。

２．１．３．８

缠绕／松懈试验　狑狉犪狆／狉犲犾犪狓犪狋犻狅狀狋犲狊狋

将钢丝试样在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直径的芯棒上按规定的速率紧密螺旋缠绕至规定圈数，用于检查

试样（有镀层或无镀层）承受缠绕变形能力或镀层附着性的试验。

２．１．３．８．１

芯棒直径　犱犻犪犿犲狋犲狉狅犳犿犪狀犱狉犲犾

为检验钢丝试样承受缠绕变形能力或镀层附着性，根据相关产品标准确定的缠绕芯棒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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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８．２

缠绕速率　狑狉犪狆狉犪狋犲

单位时间内钢丝试样围绕芯棒螺旋缠绕的圈数。

２．１．３．８．３

缠绕圈数　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狑狉犪狆

钢丝试样在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规定的直径的芯棒上紧密螺旋缠绕的圈数。

２．１．３．９

镀层试验　犮狅犪狋犻狀犵狋犲狊狋

检查钢丝单位面积的镀层重量、附着性及均匀性的试验。

２．１．３．９．１

镀层重量　犿犪狊狊狅犳犮狅犪狋犻狀犵

钢丝单位表面积上镀层的重量。

２．１．３．９．２

镀层附着性　犪犱犺犲狊犻狅狀狅犳犮狅犪狋犻狀犵

镀层与钢丝基体结合的附着性。

２．１．３．９．３

镀层均匀性　犮狅狀狋犻狀狌犻狋狔狅犳犮狅犪狋犻狀犵

钢丝表面镀层厚度分布的均匀性。

２．１．３．９．４

盐雾试验　狊犪犾狋狊狆狉犪狔狋犲狊狋

利用盐雾试验设备所创造的人工模拟盐雾环境条件来考核金属材料或覆盖层耐腐蚀性能的环境

试验。

注：人工模拟盐雾环境通常包括中性盐雾（ＮＳＳ）、乙酸盐雾（ＡＡＳＳ）和铜加速盐雾（ＣＡＳＳ）。

２．１．４

钢丝绳检验　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狊狋犲犲犾狑犻狉犲狉狅狆犲狊

通过对钢丝绳外观、尺寸、拆股钢丝力学及工艺性能、拉伸性能、疲劳性能、旋转性能、径向刚度、含

油率等质量特性测量、测试或检查，并对其质量进行评价的过程。

２．１．４．１

外观检查　狏犻狊狌犪犾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

通过对钢丝绳表面质量、不松散性、平直度、平整度、残余扭转、涂油均匀性等质量特性检查，并对其

质量进行评价的过程。

２．１．４．１．１

表面质量　狊狌狉犳犪犮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狉狅狆犲

钢丝绳股和绳捻制质量的感官评价指标。

２．１．４．１．２

不松散性　犾狅狑犻狀狋犲狉狀犪犾狊狋狉犲狊狊犲狊狅犳狉狅狆犲

将钢丝绳一端解开相对的两个股约２个捻距，将这两个股恢复原位后，如果不自行散开即为不

松散。

２．１．４．１．３

平直度　狊狋狉犪犻犵犺狋狀犲狊狊狅犳狉狅狆犲

规定长度的钢丝绳在无张力的条件下放置在平面上，其偏离轴线的最大距离，或规定长度的钢丝绳

在无张力的条件下沿垂线自然下垂，其自由端偏离垂线的最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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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１．４

残余扭转　狉犲狊犻犱狌犪犾狋狅狉狊犻狅狀狅犳狉狅狆犲

规定长度的钢丝绳在无张力的条件下自由回转的圈数。

注：残余扭转的检查方法通常是将钢丝绳从轮轴的绳端拉出规定长度，将其自由端放开，在无张力的条件下测得的

自由回转的圈数。

２．１．４．２

钢丝绳尺寸测量　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犿犲犪狊狌狉犲狅犳狉狅狆犲

通过对钢丝绳直径或尺寸、不圆度、捻距、股间隙、钢丝直径或尺寸、中心钢丝直径等质量特性测量，

并对其进行评价的过程。

２．１．４．２．１

钢丝绳直径／尺寸　犱犻犪犿犲狋犲狉狅狉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狉狅狆犲

圆钢丝绳横截面的节圆直径或非圆横截面的特征尺寸（如宽度和厚度）。

２．１．４．２．２

不圆度　狅狌狋狅犳狉狅狌狀犱狀犲狊狊狅犳狉狅狆犲

钢丝绳同一横截面上测得的最大直径和最小直径的差值与钢丝绳公称直径的百分比值。

２．１．４．２．３

捻距　犾犪狔犾犲狀犵狋犺狅犳狉狅狆犲

单股钢丝绳的外层钢丝、多股钢丝绳的外层股或缆式钢丝绳的单元钢丝绳围绕钢丝绳旋转一周或

一个螺旋，且平行于钢丝绳轴线的对应两点间的距离。

２．１．４．２．４

股间隙　狊狋狉犪狀犱犮犾犲犪狉犪狀犮犲

同一层股中两相邻股之间的距离。

２．１．４．２．５

钢丝直径／尺寸　犱犻犪犿犲狋犲狉狅狉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狑犻狉犲

圆钢丝的横截面直径、全密封钢丝的高度或半密封钢丝的高度和宽度。

２．１．４．２．６

中心钢丝直径　犱犻犪犿犲狋犲狉狅犳犮犲狀狋狉犲狑犻狉犲

单捻钢丝绳中位于钢丝绳中心位置或多股钢丝绳中位于股中心位置的钢丝横截面直径。

２．１．４．３

拆股试验　犱犻狊犿犪狀狋犾犲狊狋狉犪狀犱狋犲狊狋

将钢丝绳股（部分或全部）拆散成单根钢丝，用于测定钢丝破断拉力总和及钢丝的拉力（抗拉强度）、

反复弯曲、扭转、缠绕、镀层重量、镀层附着性、镀层均匀性等性能的试验。

２．１．４．４

钢丝绳拉伸试验　狋犲狀狊犻犾犲狋犲狊狋狅犳狉狅狆犲

钢丝绳试样在单向静拉力作用下，测定其破断拉力及伸长率等性能的试验。

２．１．４．４．１

试样夹持方法　犿犲狋犺狅犱狅犳犵狉犻狆狆犻狀犵

将钢丝绳试样加持在试验机上的方法。

２．１．４．４．１．１

合金浇铸法　犿犲狋犺狅犱狅犳犪犾犾狅狔狆狅狌狉犲犱狊狅犮犽犲狋犻狀犵

将钢丝绳试样散头用熔融金属浇铸，冷却到常温后，夹持在试验机夹具座内进行拉伸试验的方法。

２．１．４．４．１．２

树脂浇注法　犿犲狋犺狅犱狅犳狉犲狊犻狀狆狅狌狉犻狀犵

将钢丝绳试样散头用树脂浇铸，放置凝固后，夹持在试验机夹具座内进行拉伸试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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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４．１．３

套管压制法　犿犲狋犺狅犱狅犳犳犲狉狉狌犾犲狆狉犲狊狊犻狀犵

将钢丝绳试样用套管压紧，再夹持在试验机夹具内进行拉伸试验的方法。

２．１．４．４．１．４

直接夹持法　犿犲狋犺狅犱狅犳犱犻狉犲犮狋犵狉犻狆狆犻狀犵

钢丝绳试样直接夹持在试验机夹具内进行拉伸试验的方法。

２．１．４．４．１．５

缠绕法　犿犲狋犺狅犱狅犳狑狉犪狆狆犻狀犵

将钢丝绳试样直接缠绕在试验机缠绕轮上进行拉伸试验的方法。

２．１．４．４．２

钢丝绳伸长率　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犲犾狅狀犵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狅狆犲

在工作载荷或规定载荷下，钢丝绳在弹性范围内产生的总伸长与原始标距的百分比。

２．１．４．４．３

弹性伸长率　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犲犾犪狊狋犻犮犲犾狅狀犵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狅狆犲

在工作载荷或规定载荷下，钢丝绳在弹性范围内产生的可以恢复的伸长与原始标距的百分比。

２．１．４．４．４

永久延伸率　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狆犲狉犿犪狀犲狀狋犲犾狅狀犵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狅狆犲

在工作载荷或规定载荷下，钢丝绳在弹性范围内由于股中钢丝和绳中股的位置发生变化产生的不

可恢复的伸长与原始标距的百分比。

注：永久延伸率也称结构伸长率。

２．１．４．４．５

实际弹性模量测定　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犪犮狋狌犪犾犿狅犱狌犾狌狊犲犾犪狊狋犻犮犻狋狔犳狅狉狉狅狆犲

按照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钢丝绳试样应力—应变关系曲线中常数的试验。

２．１．４．４．６

实测破断拉力测定　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犫狉犲犪犽犻狀犵犳狅狉犮犲犳狅狉狉狅狆犲

按照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钢丝绳试样破断时或出现第一根断丝时拉力值的试验。

２．１．４．４．７

破断位置和形式　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狔狆犲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犲

按照规定的拉伸试验方法将钢丝绳拉伸至第一根钢丝断裂或钢丝绳破断时，断丝或破断的位置、数

量和形貌。

２．１．４．５

弯曲疲劳试验　犫犲狀犱犻狀犵犳犪狋犻犵狌犲狋犲狊狋狅犳狉狅狆犲

钢丝绳以一定的包角绕过试验轮。并对其施加规定的载荷，以一定的频率对其进行反复弯曲，评价

其承受反复弯曲能力的试验。

２．１．４．６

轴向应力疲劳试验　犪狓犻犪犾狊狋狉犲狊狊犳犪狋犻犵狌犲狋犲狊狋狅犳狉狅狆犲

按照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钢丝绳试样在规定的交变应力作用下，承受轴向冲击载荷能力的试验。

２．１．４．７

旋转性能试验　狉狅狋犪狋犻狅狀犪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狔狋犲狊狋狅犳狉狅狆犲

按照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钢丝绳试样单位长度上的旋转度和扭矩的试验。

２．１．４．７．１

钢丝绳扭矩　狋狅狉狇狌犲狅犳狉狅狆犲狊

在保持钢丝绳两端不旋转的条件下，对其施加静态拉伸负荷，通过试验或计算所确定的以牛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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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７．２

钢丝绳旋转度　狋狌狉狀狅犳狉狅狆犲

在保持钢丝绳两端不旋转的条件下，对其施加静态拉伸负荷，通过试验或计算所确定的以单位长度

转动的圈数或度数表示的特性值。

２．１．４．８

钢丝绳径向刚度试验　狋狉犪狀狊狏犲狉狊犲狉犻犵犻犱犻狋狔狋犲狊狋狅犳狉狅狆犲

测定无轴向荷载条件下钢丝绳抵抗径向变形能力的试验。

２．１．４．９

含油率　犾狌犫狉犻犮犪狀狋犮狅狀狋犲狀狋

钢丝绳含油率、纤维绳芯含油率和股含油率的统称。

２．１．４．９．１

钢丝绳含油率　犾狌犫狉犻犮犪狀狋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狀狉狅狆犲

钢丝绳（含绳芯）表面吸附的钢丝绳润滑脂质量与去除油脂后钢丝绳（含绳芯）质量的百分比。

２．１．４．９．２

纤维绳芯含油率　犾狌犫狉犻犮犪狀狋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狀犳犻犫狉犲犮狅狉犲

纤维绳芯表面吸附的钢丝绳润滑脂质量与去除油脂后干纤维芯质量的百分比。

２．１．４．９．３

股含油率　犾狌犫狉犻犮犪狀狋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狀狊狋狉犪狀犱

绳股表面吸附的钢丝绳润滑脂质量与去除油脂后绳股质量的百分数。

２．２　缺陷

注：附录Ａ给出了各种缺陷的典型实例。

２．２．１

制造期间的缺陷　犱犲犳犲犮狋犱狌狉犻狀犵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

在钢丝拉拔、捻股、合绳过程中产生的影响钢丝绳使用的各种缺陷。

２．２．１．１

断丝　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狅犳狑犻狉犲

钢丝绳股中出现钢丝断裂的现象。

２．２．１．２

缺丝　犾犪犮犽狅犳狑犻狉犲

钢丝绳股中全长或部分长度上缺少钢丝的现象。

２．２．１．３

跳丝　狊犽犻狆狑犻狉犲

钢丝绳表面出现钢丝成弓形或环形凸起的现象。

２．２．１．４

钢丝交错　狋狉犪狀狊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狑犻狉犲狊

钢丝绳股中出现钢丝交叉，钢丝不在规定的几何位置的现象。

２．２．１．５

混丝径　犿犻狓狋狌狉犲狅犳狑犻狉犲

钢丝绳股中相同公称直径钢丝中出现超出规定的允许偏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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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６

混强度　犿犻狓狋狌狉犲狅犳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钢丝绳股中相同公称抗拉强度级钢丝中出现不符合本级别抗拉强度范围的钢丝的现象。

２．２．１．７

中心钢丝未加大　狀狅犲狀犾犪狉犵犲犿犲狀狋狅犳犮犲狀狋狉犲狑犻狉犲

钢丝绳中相同钢丝直径捻制的股，中心钢丝直径未按规定加大的现象。

２．２．１．８

拉伤　犱狉犪狑犻狀犵犳犾犪狑

拉拔过程中，由于模具等工装存在缺陷或润滑条件不佳造成的钢丝表面划痕、裂纹等损伤现象。

２．２．１．９

分层　犱犲犾犪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钢丝沿纵向出现的金属分层现象。

２．２．１．１０

竹节　狌狀犱狌犾犪狋犻狅狀

钢丝表面沿纵向出现周期性的直径粗细不均、形状类似竹节的现象。

２．２．１．１１

浮锈　犳狉犲犲狉狌狊狋

钢丝绳由于钢丝烘干欠缺、大气环境潮湿等原因引起的钢丝表面轻微氧化的现象。

注：浮锈通常可以用手擦掉，一般对使用性能无影响。

２．２．１．１２

锈蚀　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

钢丝表面局部或整体出现氧化的现象。

２．２．１．１３

麻点　狆犻狋狋犻狀犵

钢丝表面出现呈点状或片状分布的凹状粗糙面现象。

２．２．１．１４

接头不良　犻狉狉犲犵狌犾犪狉犼狅犻狀犻狀犵狅犳狑犻狉犲

钢丝绳中钢丝接头方法不当，造成的接头中心不正、焊接接头局部过大的现象。

２．２．１．１５

镀层开裂　犮狉犪犮犽狅犳犮狅犪狋犻狀犵

钢丝表面镀层出现裂纹或分层的现象。

２．２．１．１６

镀层脱落　犱犲狊狇狌犪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犮狅犪狋犻狀犵

钢丝表面镀层出现脱落的现象。

２．２．１．１７

股丝松动　狊犾犪犮犽狅犳狑犻狉犲犻狀狊狋狉犪狀犱

钢丝绳股中钢丝出现松动的现象。

２．２．１．１８

股丝松散　狌狀狋狑犻狊狋犻狀犵狅犳狑犻狉犲犻狀狊狋狉犪狀犱

钢丝绳端头松解或截断后，股中钢丝部分或全部散开不能再复位的现象。

２．２．１．１９

股芯外露　犲狓狆狅狊狌狉犲狅犳狊狋狉犪狀犱犮狅狉犲

股芯从钢丝缝隙间露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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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２０

股松弛　狉犲犾犪狓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狋狉犪狀犱狊

钢丝绳中股变形量不一致或松紧程度不均匀，出现钢丝绳不平整、股突起或陷落的现象。

２．２．１．２１

股间隙不均匀　狀狅狀狌狀犻犳狅狉犿狅犳狊狋狉犪狀犱犮犾犲犪狉犪狀犮犲

钢丝绳中各股之间的间距大小不一致的现象。

２．２．１．２２

钢丝绳松散　犳犾犪狉犲狅犳狉狅狆犲

钢丝绳端头松解或截断后，股自行散开或打开后不能复位的现象。

２．２．１．２３

捻距不均　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犻狀犾犪狔犾犲狀犵狋犺

钢丝绳或股全长或局部出现捻距不一致的现象。

２．２．１．２４

钢丝绳直径超差　狅狌狋狅犳狋狅犾犲狉犪狀犮犲狅犳狉狅狆犲犱犻犪犿犲狋犲狉

钢丝绳全长或局部的直径低于标准规定的下限或高于标准规定的上限的现象。

２．２．１．２５

钢丝绳不圆度超差　狅狌狋狅犳狋狅犾犲狉犪狀犮犲狅犳狉狅狆犲

钢丝绳的不圆度超出标准规定限值的现象。

２．２．１．２６

绳芯外露　犲狓狆狅狊狌狉犲狅犳狉狅狆犲犮狅狉犲

绳芯从钢丝绳局部或全长的股缝隙间露出的现象。

２．２．１．２７

涂油不良　犻狉狉犲犵狌犾犪狉犵狉犲犪狊犻狀犵

钢丝绳表面油脂不均匀或绳芯油脂缺失的现象。

２．２．２

搬运和运输期间的缺陷　犱犲犳犲犮狋犱狌狉犻狀犵狉犲犿狅狏犪犾犪狀犱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狆犲狉犻狅犱

在钢丝绳搬运、装卸和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影响钢丝绳使用的各种缺陷。

２．２．２．１

表面损伤　狊狌狉犳犪犮犲犱犪犿犪犵犲

由于吊装方法不正确、装卸工具不合适或装卸不当，造成的钢丝绳表面局部压伤、碰伤、挂伤、刮伤、

划伤等现象。

２．２．２．２

盘卷散乱　犮狅犾犾犪狆狊犲犱犮狅犻犾狊

由于吊装方法不正确、装卸工具不合适或高处滚落造成钢丝绳轮轴严重变形或散架，导致钢丝绳盘

卷散乱、无法解卷或安装的现象。

２．２．３

贮存期间的缺陷　犱犲犳犲犮狋犱狌狉犻狀犵狊狋狅狉犪犵犲狆犲狉犻狅犱

在钢丝绳贮存过程中产生的影响钢丝绳使用的各种缺陷。

２．２．３．１

油脂流失　犾狅狊狊狅犳犵狉犲犪狊犲

由于贮存环境温度过高或长时间阳光下直射，导致钢丝绳表面油脂甚至绳芯油脂溶化流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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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２

油脂龟裂　犮狉犪犮犽犻狀犵狅犳犵狉犲犪狊犲

由于钢丝绳在低温或干燥环境条件下存放时间过长，导致钢丝表面油脂出现纵横交错细小裂纹的

现象。

２．２．３．３

油脂变质　犱犲狋犲狉犻狅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犵狉犲犪狊犲

钢丝绳长时间存放在化工产品、化学烟雾、蒸汽或其他腐蚀剂侵袭的场所或露天存放等，导致钢丝

绳油脂变质甚至钢丝绳锈蚀的现象。

２．２．３．４

性能劣化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犱犲狋犲狉犻狅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狅狆犲

钢丝绳因存放时间过长，导致油脂失效或钢丝的力学及工艺性能降低甚至达不到相关产品标准或

规范的最低要求的现象。通常钢丝绳验收期应不超过一年。

２．２．４

安装期间的缺陷　犱犲犳犲犮狋犱狌狉犻狀犵犻狀狊狋犪犾犾犪狋犻狅狀狆犲狉犻狅犱

在钢丝绳安装过程中产生的影响钢丝绳使用的各种缺陷。

２．２．４．１

磨损损伤　狑犲犪狉犱犪犿犪犵犲

钢丝绳安装过程中，因与坚硬物体或粗糙地面摩擦、刮蹭等产生的钢丝绳表面损伤现象。

２．２．４．２

扭结　犽犻狀犽

由于解卷方法不正确，钢丝绳解开一圈产生一个３６０°的附加扭转，在未消除附加扭转的情况下将

钢丝绳拉紧，产生的加捻或退捻的现象。

２．２．４．３

折弯　犫犲狀犱犻狀狉狅狆犲

由于解卷方法不正确或外力作用，导致钢丝绳局部产生一定角度永久变形的现象。

２．２．５

使用期间的缺陷　犱犲犳犲犮狋犱狌狉犻狀犵狊犲狉狏犻犮犲狋犻犿犲狆犲狉犻狅犱

在钢丝绳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影响钢丝绳使用的各种缺陷。

２．２．５．１

波浪形　狑犪狏犻狀犲狊狊

钢丝绳由于受到突然的冲击或撞击，产生的沿其纵向轴线呈现波浪形状的现象。

２．２．５．２

笼状畸形　犫犪狊犽犲狋犱犲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多股钢丝绳由于大载荷下突然松弛，或受到附加力矩作用，或绕过多个滑轮组，引起外层股浮起而

形成类似灯笼状形状的现象。

２．２．５．３

绳芯或绳股突出　犮狅狉狀狅狉狊狋狉犪狀犱狆狉狅狋狉狌狊犻狅狀

绳芯或绳股从钢丝绳的缝隙之间被挤出的现象。

２．２．５．４

钢丝环状突出　狆狉狅狋狉狌犱犻狀犵狑犻狉犲犻狀犾狅狅狆狊

钢丝或钢丝束在钢丝绳一侧拱起成环状突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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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５

扭结　犽犻狀犽

钢丝绳成环状在不可能绕其轴线转动的情况下被拉紧而造成的变形，钢丝绳局部有加捻或退捻的

现象。

２．２．５．６

局部扁平　犳犾犪狋狋犲狀犲犱狆狅狉狋犻狅狀

钢丝绳由于外力冲击、排绳混乱、从绳槽中滑出等造成的钢丝绳局部压扁的现象。

２．２．５．７

绳径局部减小　犾狅犮犪犾犱犲犮狉犲犪狊犲犻狀犱犻犪犿犲狋犲狉

钢丝绳因机械磨损、绳芯缩细、局部锈蚀、局部扭结、过载及断丝等原因造成局部直径减小的现象。

２．２．５．８

绳径局部增大　犾狅犮犪犾犻狀犮狉犲犪狊犲犻狀犱犻犪犿犲狋犲狉

钢丝绳因纤维绳芯吸收过多水分、金属绳芯受到冲击等造成的局部直径增大的现象。

２．２．５．９

折弯　犫犲狀犱犻狀狉狅狆犲

钢丝绳因局部受到冲击而产生的不可恢复的角度变形的现象。

２．２．５．１０

内部磨损　犻狀狋犲狉狑犲犪狉

钢丝绳因股丝间承受载荷不同、相互挤压等原因产生内层钢丝磨损的现象。

２．２．５．１１

外部磨损　狅狌狋狊犻犱犲狑犲犪狉

钢丝绳因与滑轮、卷筒、支撑辊、硬物等接触而引起的外层钢丝磨损的现象。

２．２．５．１２

局部磨损　犾狅犮犪犾狑犲犪狉

钢丝绳因局部挤压、滑轮剧烈振动冲击或因滑轮与卷筒中心偏斜等引起的钢丝磨损的现象。

２．２．５．１３

白亮层　狑犺犻狋犲犫狉犻犵犺狋犾犪狔犲狉

钢丝绳因与外部剧烈摩擦，使钢丝表面温度瞬间达到淬火临界温度，继而急剧冷却在钢丝表面形成

的硬而脆的白亮层组织的现象。

２．２．５．１４

外部腐蚀　犲狓狋犲狉狀犪犾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

钢丝表面受使用环境中介质作用引起的化学或电化学腐蚀现象。

注：轻微的表面氧化能够擦净，重度的表面手感粗糙，严重的表面出现麻坑甚至钢丝松动。

２．２．５．１５

内部腐蚀　犻狀狋犲狉狀犪犾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

钢丝绳绳芯吸附水分或腐蚀性介质造成内部钢丝被腐蚀的现象，严重时腐蚀碎屑会从绳股缝隙间

溢出。

２．２．５．１６

摩擦腐蚀　犳狉犻犮狋犻狅狀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

干燥的钢丝和绳股之间持续的相互摩擦产生钢质微小颗粒，发生氧化形成干粉状内部碎屑的现象。

２．２．５．１７

绳端固定处断丝　狑犻狉犲犫狉犲犪犽狊犪狋犪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绳端安装不正确或受到冲击作用等原因而引起钢丝绳绳端或其附近出现断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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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１８

断丝局部聚集　犾狅犮犪犾犮狅狀犵犾狅犿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犳狉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狑犻狉犲

局部出现大量断丝的现象。

２．２．５．１９

绳股断裂　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狅犳狊狋狉犪狀犱狊

钢丝绳由于过载、卡阻、磨损、腐蚀等原因导致整股钢丝断裂的现象。

２．２．５．２０

热或电弧灼伤　犺犲犪狋狅狉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狉犮犻狀犵犱犪犿犪犵犲

钢丝绳受到异常高温、电弧（如焊接引线接地）或雷击的影响，造成钢丝表面颜色变化、油脂消失甚

至金属熔化的现象。

２．２．５．２１

弹性降低　犱犲犮狉犲犪狊犲狅犳犲犾犪狊狋犻犮犻狋狔

钢丝绳因反复绕过卷筒、滑轮、旋转、弯折、载荷冲击或相互挤压等作用引起的韧性减少、弹性显著

降低的现象。

２．２．５．２２

挤压损伤　犲狓狋狉狌狊犻狅狀犱犪犿犪犵犲

使用中的钢丝绳从绳槽中滑出、在卷筒上排绕混乱、支撑装置转动失灵、绳槽与钢丝绳直径不匹配、

多层缠绕钢丝绳遭受瞬间外力作用等，导致钢丝绳被卡阻产生的挤压损伤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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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钢丝绳典型缺陷实例

　　表Ａ．１列出了钢丝绳可能出现的缺陷。图Ａ．１～图Ａ．１１给出了各种缺陷的典型实例。

表犃．１　钢丝绳缺陷

图号 缺陷 对应条目号

Ａ．１ 钢丝交错 ２．２．１．４

Ａ．２ 锈蚀 ２．２．１．１２

Ａ．３ 股丝松动 ２．２．１．１７

Ａ．４ 绳芯外露 ２．２．１．２６

Ａ．５ 扭结（加捻） ２．２．４．２

Ａ．６ 波浪形 ２．２．５．１

Ａ．７ 笼状畸形 ２．２．５．２

Ａ．８ 扭结（退捻） ２．２．５．５

Ａ．９ 外部磨损 ２．２．５．１１

Ａ．１０ 白亮层 ２．２．５．１３

Ａ．１１ 断丝局部聚集 ２．２．５．１８

图犃．１　钢丝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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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２　锈蚀

图犃．３　股丝松动

图犃．４　绳芯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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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５　扭结

图犃．６　波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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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７　笼状畸形

图犃．８　扭结（退捻）

图犃．９　外部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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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１０　白亮层

图犃．１１　断丝局部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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