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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按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所要求达到的性能指标，应由采用本标准的制造企业在设计制造过程中自行进行验证试验，

并对销售的产品作产品符合性声明。 

本标准由中国电梯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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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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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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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电梯的重要组成部件，其设计制造质量直接影响电梯的安全性能。 

对重块的主要作用是在曳引式电梯运行过程中保持曳引能力，从而实现电梯节能的效果。对重块主

要类型有钢板对重、铸铁对重、包覆混合对重、金属压制对重、混凝土对重等类型。目前在 GB/T 7588.1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第 1部分》、GB/T 7588.2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第 2部分》等电梯标

准中均未对对重块有针对性的技术要求，但其可靠性和安全性对于电梯安全运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前，新型复合材料对重块（包覆混合对重和金属压制对重）等世界创新的材料和工艺，在中国已

经得到了广泛使用。但是市场上对重块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其现场失效会给电梯的安全使用带来巨大

风险。如何能够降低对重块所带来的的安全风险，如何确保电梯能够使用符合良好工程实践的对重块产

品，行业急需对重块零部件产品标准来规范对重块设计、制造及检验。 

本文件对电梯对重块设计、制造、试验方法、标志和包装等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和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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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对重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梯对重块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符合 GB/T 7588.1 中预期的环境和特定的工作条件下使用曳引驱动电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1499.1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T 1499.2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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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7588.2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第 2 部分：电梯部件的设计原则、计算和检验 

GB/T 10058   电梯技术条件 

GB/T 10125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盐雾试验 

GB/T 14685   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 50081-2019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52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GB/T 9439  灰铸铁件 

GB/T 2423.22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N：温度变化 

GB/T 14583   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 

T_CEA 0010   电梯对重系统技术规范 

GB/T 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 

GB/T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4、GB/T 7588.1、GB/T 7588.2、T/CEA 001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对重块 f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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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系统中增加质量的零部件，它应安装在对重框架内并以适当的安全方式加以固定。 

4 对重块分类 

4.1 依据对重块主要材料组成分成以下类型 

a) 钢板对重块：由钢板通过切割成所需形状的对重块； 

b) 铸铁对重块：将以适当比例混合焦炭、钢渣、铁渣等组合高温熔炼后，注入铸模内，经冷却凝

固获得所需形状的对重块； 

c) 包覆混合对重块：由钢板、钢筋焊接组合成型腔，再将水泥、水、填充材料搅拌均匀后填充至

型腔中制成所需形状对重块（如图示 1）。包覆混合对重块填充材料主要以重金属矿粉为主，目的

为增加对重块的密度。 

     

图 1 包覆混合对重块立体示意图 

 

d) 金属压制对重块：由金属等通过模具压制成型所需形状的对重块。 

e) 混凝土对重块: 由水泥、砂、石、水和外加剂按一定比例拌和成混合料注入装有钢筋的模型内

制成的对重块。 

注：对重块优选规格参见附录 A 

5 对重块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对重块材料应是安全和无毒无害的。 

5.1.2 对重块的设计应易于搬运。 

5.1.3 设计寿命不应低于 25 年。 

5.1.4 外观质量应无毛边和锐边。 

5.1.5 对重块表面应是平整的，表面应进行防锈处理。 

5.1.6 对重块质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a）单人作业单块对重块质量不应超过 2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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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双人作业单块对重块质量不应超过 50kg； 

c）10 块质量不应低于名义质量，且不应大于 3%的名义质量。 

5.1.7 包覆混合对重块和金属压制对重块内部材料应分布均匀，不得将散状物料包裹成为对重块。 

5.1.8 包覆混合对重块和混凝土对重块应进行以下任一养护方式： 

a) 自然养护：养护应在混凝土浇筑后的 12h－18h 后开始养护。养护时间不应小于 28 天。养护方

法宜采用洒水自然养护、喷涂薄膜养护或塑料薄膜包裹养护。 

b) 蒸汽养护：将混凝土构件放在充满饱和蒸汽或蒸汽与空气混合物的养护室内，在温度大于 50℃，

相对湿度大于 95%的环境中加速混凝土硬化。养护时间不应低于 24h。 

5.2 材料要求 

5.2.1 钢板对重块材料要求 

钢板对重块原材料的材质不应低于 GB/T 700 中的 Q235B。 

5.2.2 铸铁对重块材料要求 

铸铁对重块材质不应低于 GB/T 9439 中 HT100。 

5.2.3 包覆混合对重块材料要求 

5.2.3.1 外包钢板 

材质不应低于 GB/T 700 中的 Q235B，厚度不应低于 2mm。 

5.2.3.2 钢筋混凝土 

5.2.3.2.1 硅酸盐水泥 

应采用 P·O 42.5 及以上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其性能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 

5.2.3.2.2 拌制和养护混凝土用水 

应符合 JGJ 63 规定的混凝土用水的要求。 

5.2.3.2.3 钢筋骨架用带肋钢筋 

a) 钢筋混凝土用带肋钢筋，纵向直径不应低于 6mm，其性能应符合 GB/T 1499.2 的规定； 

b) 横向直径不应低于 5mm，其性能应符合 GB/T 1499.1 的规定； 

c) 钢筋应进行防腐蚀处理。 

5.2.3.2.4 填充材料 

a) 有害元素的要求含硫不大于 1%，符合 GB/T 14685 的规定； 

b) 有害元素的要求含磷不大于 1%； 

c) 氯离子不大于 0.06%，符合 GB 50164 的规定； 

d) 放射性元素，内照射指数不大于 1.0，外照射指数不大于 1.0，符合 GB6566 的规定； 

e) PH 值不应小于 10。 

5.2.4 金属压制对重块材料要求   

a) 钢屑：一般指机加工产生的尾料； 

b) 粒子钢：铁元素含量应在 92%及以上； 

c) 彩钢瓦废料：应为条状类似于钢刨花或卷装； 

d) 有害元素的要求含硫不大于 1%，符合 GB/T 14685 的规定； 

e) 有害元素的要求含磷量低于 1%； 

f) 放射性元素应符合 GB/T14583 的规定； 

g) 满足以上材料性能和密度要求的其他类似材料。 

5.2.5 混凝土对重块材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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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1 硅酸盐水泥 

应采用 P·O 42.5 及以上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其性能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 

5.2.5.2 拌制和养护混凝土用水 

应符合 JGJ 63 规定的混凝土用水的要求。 

5.2.3.3 钢筋骨架用带肋钢筋 

a) 钢筋混凝土用带肋钢筋，纵向直径不应低于 6mm，其性能应符合 GB/T 1499.2 的规定； 

b) 横向直径不应低于 5mm，其性能应符合 GB/T 1499.1 的规定； 

c) 钢筋应进行防腐蚀处理。 

5.2.5.4 混凝土用砂的坚固性指标不应大于 10%，氯离子含量不应大于 0.01%，含泥量和泥块含量分别

不应大于 3.0%和 1.0%，其性能应符合 JGJ 52 的规定。 

5.2.5.5 混凝土 PH值不应小于 10。  

5.3 性能要求 

5.3.1 钢板对重块性能要求 

5.3.1.1 叠加高度要求 

a）10 块叠加总高度不应超出名义高度 15mm，试验方法见 6.3； 

b）10 块叠加后四角落差不应大于 15 mm，试验方法见 6.4。 

5.3.2 铸铁对重块性能要求 

5.3.2.1 叠加高度要求 

a）10 块叠加总高度不应超出名义高度 15mm，试验方法见 6.3； 

b）10 块叠加后四角落差不应大于 20 mm，试验方法见 6.4。 

5.3.2.2 强度要求 

a) 抗压强度不应小于 100MPa，不允许有破裂，试验方法见 6.5； 

b) 1 m 高度水平跌落一次或者 45°跌落三次至混凝土地面不允许有破裂，试验方法见 6.6。 

5.3.3 包覆混合对重块性能要求 

5.3.3.1 叠加高度要求 

a）10 块叠加总高度不应超出名义高度 15mm，试验方法见 6.3； 

b）10 块叠加后四角落差不应大于 15 mm，试验方法见 6.4。 

5.3.3.2 强度要求 

5.3.3.2.1 抗压强度 

满足 5.1.8 养护的包覆混合对重块，其除去包覆材料后抗压强度不应小于 25MPa。试验方法见 6.5。 

5.3.3.2.2 跌落强度 

满足 5.1.8 养护的包覆混合对重块，在进行 6.6 的跌落试验后，对重块的质量损失不应大于 2‰，

对重块外观的裂纹数量不应超过 3条，裂纹宽度不大于 1 mm，单条裂纹长度应小于对重块宽度的 1/2。 

5.3.3.2.3 静载强度 

使用 6.6 跌落试验后的对重块进行 6.7 的静载试验，其不应造成原有裂纹长度增加、裂纹数量的增

加和质量的损失。 

5.3.3.2.4 冲击强度 

满足 5.1.8 养护的包覆混合对重块，进行 6.8 试验后的上、中、下抽取三块复合材料对重块裂纹数

量不得超过 3条，裂纹宽度不大于 1 mm，单条裂纹长度小于对重块宽度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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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3 焊接质量 

各焊接点应牢固，无明显未焊透、烧穿、裂纹、凸瘤等缺陷。 

5.3.3.4 稳定性 

5.3.3.4.1 进行 6.9 规定的环境试验后，施压不小于 25MPa，不允许有破裂,鼓包。 

5.3.3.4.2 进行 6.10 规定的盐雾试验后,应无穿透性锈蚀/腐蚀，如有焊接时不得出现断裂，之后施压

大于等于 25MPa，不允许有破裂,鼓包。 

5.3.3.5 密度 

不应低于 3.0kg/cm³。 

5.3.3.6 吸水率要求 

水中浸泡 72 h 后增重不应大于 2%，再在空气中放置 24 h 后增重降至不应大于 1%且不允许有破裂,

鼓包（例如：初始质量：25kg，72h 后不应大于 25.5kg，24h 后不大于 25.25kg。) 

5.3.4 金属压制对重块性能要求 

5.3.4.1 叠加高度要求 

a）10 块叠加总高度不应超出名义高度 15mm，试验方法见 6.3； 

b）10 块叠加后四角落差不应大于 20 mm，试验方法见 6.4。 

5.3.4.2 强度要求 

5.3.4.2.1 抗压强度 

抗压强度不应小于 100MPa，不允许有破裂，试验方法见 6.5。 

5.3.4.2.2 跌落强度 

1 m 高度水平跌落一次或者 45°跌落三次至混凝土地面不允许有破裂，试验方法见 6.6。 

5.3.4.3 耐久性 

5.3.4.3.1 进行 6.9 规定的高低温试验后，施压不小于 100MPa，不允许有破裂。 

5.3.4.3.2 进行 6.10 规定的盐雾试验后,应无穿透性锈蚀/腐蚀，如有焊接时不得出现断裂，之后施压

大于等于 100MPa，不允许有破裂。 

5.3.4.4 密度 

不应低于 6.0kg/cm³。 

5.3.4.5 吸水率 

水中浸泡 72 h 后增重不大于 0.5%，再在空气中放置 24 h 后增重降至不大于 0.2%。 

5.3.5 混凝土对重块性能要求 

5.3.5.1 叠加高度要求 

a）10 块叠加总高度不应超出名义高度 15mm，试验方法见 6.3； 

b）10 块叠加后四角落差不应大于 15 mm，试验方法见 6.4。 

5.3.5.2 强度要求 

5.3.5.2.1 抗压强度 

抗压强度不应小于 25MPa。 

抗压试验依据 GB/T 50081 第 5 章，试样要求依据 GB/T 50081 第 4章。 

5.3.5.2.2 跌落强度 

满足 5.1.8 养护的混凝土对重块，在进行 6.6的跌落试验后，对重块的质量损失不应大于 2‰，对

肿块外观的裂纹数量不应超过 3条，裂纹宽度不大于 1 mm，单条裂纹长度应小于对重块宽度的 1/2。 

5.3.5.2.3 静载强度 

使用 6.6 跌落试验后的对重块进行 6.7 的静载试验，其不应造成原有裂纹长度增加、裂纹数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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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和质量的损失。 

5.3.5.2.4 冲击强度 

满足 5.1.8 养护的混凝土对重块，进行 6.8 试验后的上、中、下抽取三块复合材料对重块裂纹数量

不得超过 3条，裂纹宽度不大于 1 mm，单条裂纹长度小于对重块宽度的 1/2。  

5.3.5.3 稳定性 

5.3.5.3.1 进行 6.9 规定的高低温试验后，施压不小于 25MPa，不允许有破裂。 

5.3.5.3.2 进行 6.10 规定的盐雾试验后，施压不小于 25MPa，不允许有破裂。 

5.3.5.4 密度 

不应低于 2.4kg/cm³。 

5.3.5.5 吸水率要求 

水中浸泡 72 h 后增重不应大于 2%，再在空气中放置 24 h 后增重降至不应大于 1%且不允许有破裂

（例如：初始质量：25kg，72h 后不应大于 25.5kg，24h 后不大于 25.25kg。) 

5.3.6 对重块主要技术要求汇总见表 1所示。 

表 1 对重块的主要技术要求汇总 

项目      类型 钢板对重块 铸铁对重块 
包覆混合对重块 

混凝土对重块 
金属压制对重块 

尺寸要求 

10块堆叠高度 10块堆叠高度 10块堆叠高度 10块堆叠高度 

四角落差 四角落差 四角落差 四角落差 

平整度 平整度 平整度 平整度 

强度要求 

 抗压 抗压 抗压 

 跌落 跌落 跌落 

  静载力  

  冲击  

外观要求 外观 外观 外观 外观 

稳定性 
  环境 环境 

  盐雾 盐雾 

密度   密度 密度 

吸水率   吸水率 吸水率 

 

6 对重块测量与试验方法 

6.1 试验试样要求 

试验试样应满足以下要求： 

a) 6.2~6.10 试验的对重块试样应是符合 5.1 和 5.2 的对重块成品； 

b) 6.5 试验对于包覆混合对重块，试样应是去除包覆层的对重块。 

6.2 对重块重量测量 

使用精度 0.1kg 的台秤进行对重块的重量测量，结果应符合 5.1.6 要求。 

6.3 10 块叠加尺寸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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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10 块对重块表面清理后有序叠加在一起（如图示 2）放置在检验平台上，使用钢卷尺测量其总

高度 H，结果应符合 5.3 要求。 

                  

图中： 

①──试验对重块 

②──检验平台 

 

图 2 10 块对重块测量示意图 

6.4 四角落差测量方法 

将 10块堆叠后放置在检验平台上（如图示 3）使用钢卷尺测量最上面一块上表面的其四角落差值，

结果应符合 5.3 要求。 

                       

图中： 

①──试验对重块 

②──检验平台 

 

图 3 10 块对重块叠加示意图 

6.5 抗压强度试验方法 

采用压力机（如图示 4），根据 GB/T 50081 的试验方法检测，结果应符合合 5.3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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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 

①──压力机 

②──试验对重块 

③──垫块 

 

图 4 对重块抗压强度试验示意图 

6.6 跌落强度试验方法 

1）将对重块提高到 1 m高度，按水平方向自由跌落至混凝土地面（如图示 5），结果应符合 5.3 要

求。 

                           

图中： 

①──试验对重块 

②──平台 

③──混凝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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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对重块跌落试验示意图 

2）将对重块 45°倾斜，自由跌落至混凝土地面三次（如图示 6），结果应符合 5.3 要求。 

 

                           

图中： 

①──试验对重块 

②──混凝土地面 

 

图 6 对重块跌落试验立体示意图 

6.7 静载强度试验方法 

先将受试验的对重块水平放置在混凝土地面，再将最大设计理论重量的对重块放入固定框架内，最

后将固定框架悬挂后自由压在受试验的对重块上（如图示 7），结果应符合 5.3.3.2.3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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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 

①──吊钩 

②──对重框架 

③──对重块 

④──试验对重块 

⑤──混凝土地面 

图 7 对重块跌落试验立体示意图 

6.8 冲击强度试验方法 

将试验对重块放入对重框架内，对重框架内从下往上第一块应先放置一块厚度不低于 10mm 同外形

尺寸的钢板对重块，根据 GBT 7588.2 测定缓冲器性能的试验要求，将整体对重框架提升至 0.0674V²以

上高度自由释放撞击缓冲器，反复做 3次试验（如图示 8），结果应符合 5.3 要求。 

 



T/CEA 0051—202X 

11 
 

          

图中： 

①──自卸钩 

②──试验架 

③──试验对重块 

④──对重框架 

⑤──缓冲器 

⑥──混凝土地面 

图 8 对重块冲击试验立体示意图 

6.9 高低温试验 

依据 GB/T 2423.22 高温 150℃、低温-40℃，各保持时间 30min，共进行 250 个周期。试验

后，结果应符合 5.3.3.4.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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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盐雾试验 

依据 GB/T 10125 规定的中性盐雾试验方法，对包覆混合对重块或混凝土对重块进行耐腐蚀-盐雾

性能试验。试验箱温度 35℃，氯化钠浓度 5%，喷雾压力 0.04-.017Mpa，PH 值 6.8，平均沉降量

1.1mL/(80cm
2
*h)，试验时间不应少于 360h。结果应符合 5.3.3.4.2 或 5.3.5.3.2 要求。 

6.11 材料试验 

1) 复合混凝土对重块填充材料应进行有害元素分析和放射性分析，结果应符合 5.2.3.2.4 要求。 

2) 金属压制对重块材料应进行有害元素分析和放射性分析，结果应符合 5.2.4 d 要求。 

7 检验规则 

7.1 首次检验：首件产品经操作者自检合格后，提交检验员进行检验的活动. 

7.2 过程检验：对生产过程所生产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和抽查的活动。 

7.3 出厂检验：需要每批产品出厂前都进行检验，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7.4 年度检验：规定每年从逐批检验合格的某批或若干批中抽样进行的检验。 

7.5 检验试验要求 

首次检验、过程检验、出厂检验和年度检验应按照表 2进行试验。 

表 2 电梯对重块检验试验表 

序号 检验项目 章节 
首 次

检验 

首 检

数量 

过 程

检验 

过 检

数量 

出 厂

检验 

出 检

数量 

年 度

检验 

年 检

数量 

1 尺寸检查 6.1 √ 3 √ 1 √ 1 √ 3 

2 外观检查 5.1.8 √ 3 √ 1 √ 1 √ 3 

3 重量检查 6.2 √ 10 √ 1 √ 1 √ 10 

4 10 块叠加测量方法 6.3 √ 10 √ 1   √ 10 

5 四角落差测量方法 6.4 √ 1 √ 1   √ 1 

6 抗压强度试验方法 6.5 √ 1     √ 1 

7 跌落强度试验方法 6.6 √ 1     √ 1 

8 冲击强度试验方法 6.7 √ 1     √ 1 

9 环境试验
a/b
 6.8 √ 1     √ 1 

10 盐雾试验
a/b
 6.9 √ 1     √ 1 

11 材料试验
a/b
 6.10 √ 1     √ 1 

12 吸水率
a/b
 

5.3.3.6 

5.3.4.6 
√ 1     √ 1 

13 静载力试验
a
 5.3.3.2.3  √ 1     √ 1 

注:a 仅针对包覆混合对重块；b仅针对金属压制对重块 

8 标志 

对重块上应标记以下内容： 

a）生产厂名称、生产日期； 

b）批量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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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重量； 

9 包装、运输、贮存 

9.1  包装 

宜装入包装箱内，如裸装发货需要进行必要防护。 

9.2  运输 

在搬运和运输过程中，应轻起、轻放、严禁碰撞。 

9.3  贮存 

贮存场地应坚实平坦。不同规格、批号的产品应分别存放。对重块堆叠高度不宜超过 2 m，防止受

潮及受到腐蚀物质的侵蚀。 

 

 

 

 

 

 

 

 

 

 

 

 

 

 

 

 

 

 

 

 

 

 

 

 

 

 

 

 

 

 

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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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对重块优选规格 

A.1 钢板对重块优选规格 

 

表 A.1 钢板对重块优选规格表 

序号 钢板尺寸规格/mm 单重/kg 

1 610*260*6 6 

2 610*300*6 7 

3 1060*210*6 10 

4 650*240*20 22 

5 650*200*25 23 

6 670*255*20 25 

7 575*280*25 29 

8 675*280*25 34 

A.2 铸铁对重块优选规格 

                               表 A.2 铸铁对重块优选规格表  

序号 尺寸规格/mm 单重/kg 

1 982*90*40 23 

2 578*95*75 23 

3 638*315*27 30 

4 830*240*24 30 

5 615*220*46 35 

6 610*360*33 42 

A.3 包覆混合对重块和混凝土对重块优选规格 

表 A.3 包覆混合对重块和混凝土对重块优选规格表 

序号 尺寸规格/mm 单重/kg 

1 650*240*46 22 

2 986*89*65 25 

3 650*240*46 25 

4 650*200*55 25 

5 738*210*56 30 

6 825*150*82 33 

7 1040*150*67 35 

8 1382*155*60 40 

9 1285*132*82 46 

A.4 金属压制对重块优选规格 

表 A.4 金属压制对重块优选规格表 

序号 压制尺寸规格/mm 单重/kg 

1 500*210*41 25 

2 610*240*35 30 

3 610*260*35 32 

4 610*300*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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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15*220*46 35 

6 680*150*38 25 

7 825*150*48 35 

8 610*150*5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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