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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材。
    本书总结了我国广大建设者们近几十年的起重施工经验，并参阅了各方面的书籍、文献中的相关内
容，系统介绍了目前常用吊装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工艺方法，并联合国内多年从事起重工作的专家撰写
了数个重大工程的实例。
主要内容包括：起重机械的分类，基本参数及载荷处理，索、吊具及牵引装置的计算与选择，自行式
起重机的技术使用，桅杆式起重机的设计与校核，其他起重机介绍，设备的二次搬运，自行式起重机
吊装工艺，桅杆式起重机吊装工艺，其他吊装方法简介，工程实例，吊装方法的选择与方案编制等。
各章、节还列举了必要的设计例题，以利于有关基本理论和设计方法的掌握。
书末有附录，列出了设计所需的数据和部分起重机械的特性，以供查用。
    本书经过必要的内容删减，可用作专科教材，同时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工程管理人员参考、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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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设备或构件　习题78 桅杆式起重机吊装工艺　8.1 利用倾斜桅杆或动臂桅杆在高基础上吊装设备
或构件吊装工艺　8.2 利用直立单桅杆吊装桥式起重机工艺　8.3 双桅杆滑移抬吊高耸设备或构件工艺
　8.4 扳倒法吊装塔架类构件工艺　8.5 桅杆的组立、移动和放倒　习题89 其他吊装方法简介　9.1 无锚
点推吊旋转法吊装大型高耸设备或构件　9.2 液压装置顶升旋转法吊装立式设备　9.3 超高空斜承索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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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桥式起重机整体吊装　10.3 深圳会议展览中心大跨度、大截面箱梁吊装技术　10.4 沪宁高速（
江苏段）锡澄运河大桥整体牵引安装施工工艺　10.5 大型体育场飘带式屋盖钢结构吊装工艺　10.6 某
厂尾气排放塔扳倒法吊装技术　10.7 东海大桥桥头堡钢结构吊装技术11 吊装方法的选择与方案编制
　11.1 吊装方法的选择原则及步骤　11.2 吊装方案的主要内容及其编制依据附录　附录1 钢丝绳规格表
　附录2 电动慢速卷扬机技术性能和规格　附录3 自行式起重机特性曲线　附录4 金属管式桅杆截面选
择参考表　附录5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φ　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起重技术>>

章节摘录

　　（1）危险工况分析　　吊装过程中，桅杆倾角在改变，桅杆、地锚、缆风绳、滑轮组等系统的
受力状况也在发生改变，整个过程中，最危险的状况是进行工程设计的依据。
　　如图8.1所示，在吊装的开始状态，桅杆的倾角最大，相应缆风绳与桅杆的夹角β最小，缆风绳拉
力在桅杆轴线上的分力最大，桅杆自重弯矩也最大，是桅杆受力危险工况之一。
在进行设备或构件水平牵引时，尽管桅杆的倾角最小，相应缆风绳与桅杆的夹角β最大，缆风绳拉力
在桅杆轴线上的分力最小，桅杆自重弯矩也最小，但起升滑轮组与桅杆的夹角最小，起升载荷在桅杆
轴线上的分力最大，同时由于存在较大的水平牵引力，导致起升滑轮组发生倾斜，使起升载荷在桅杆
轴线上的分力进一步增大。
两种工况，谁对桅杆的影响最大，应根据具体工程情况进行分析计算。
对起升滑轮组、缆风绳、地锚等也应进行同样的分析与计算，以作为以后计算的依据。
　　（2）受力分析与计算　　这是后面所有工程设计、计算的基础。
应计算出桅杆、起升系统、稳定系统等各个系统的内力。
具体计算请参见第2、第3、第4章内容。
　　（3）桅杆的选择与校核　　桅杆的选择包括长度选择和截面选择。
前面第4章讲的是单桅杆的长度选择，而此处讲的是人字桅杆的选择，其区别是：按前述单桅杆计算
出的长度，仅是人字桅杆中心线的长度，而桅杆实际长度还有一个角度参数（两桅杆的夹角）需计入
。
　　截面选择时，如所吊装设备或构件重量较小（一般都较小），采用的是钢管式桅杆，则可用简便
算法，即将偏心受压简化成轴心受压，而将许用应力减小20~30MPa。
　　（4）缆风绳的计算　　如在吊装平面内无法布置主缆风绳，而在吊装平面的两侧对称两布置主
缆风绳，此时应按每一根缆风绳单独承担吊装载荷进行计算。
　　（5）地锚的计算　　地描计算包括缆风绳地锚、卷扬机地锚和导向轮地锚等计算。
在高基础上，一般只能利用建筑物作为地锚，除了方案编制者自己要计算建筑物的强度外，还必须征
得建筑物结构设计单位和设计者的书面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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