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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冶金环境和电动单梁起重机
1.1 冶金环境

冶金环境非常复杂，工作人员需要仔细操作，同时
要加强掌控冶金环境。在冶金环境中，不同的冶金技术
具有不同的使用效果。当前主要是利用火法冶金和湿法
冶金等技术，不同的技术的环境标准也是不同的，在优
化冶金环境的过程中，要注意提高安全水平。冶金环境
是动态变化的，同时对于自然环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前市场需求逐渐趋于平稳，因此当前主要工作内容是
优化冶金环境。如果无法改善冶金环境，不利于实现冶
金行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冶金企业需要有效整治冶金起重机，有效落实各项
技术标准，国家对此提出针对性的技术规范，注重合理
选择设备类型，同时要安装安全保护装置，明确的规定
起重机检验内容和结果评估等工作。并且提出以下具体
的规范：要利用双制动的主副起升机构，同时要将超载
限制器安装在主副钩，需要利用多种类型的上升双限位
开关，同时要加大力度控制对应的回路。起升机构要具
备能力防范双向接触器故障，避免引发失速问题。选用
的钢丝绳要适应高温环境，钢芯要具有较高的安全系数。
1.2 电动单梁起重机

电动单梁起重机
电动单梁起重机的结构比较简单，如下图所示，主

要包括主梁和端梁两部分。主梁的电动葫芦在运行阶段
主要是顺着工字钢，因此形成矩形运动区域，可以充分
利用桥架空间，平稳的调运物料，降低了地面设备的影
响。电动葫芦包括驱动系统和制动系统以及减速机，可
以同时作为提升机构和运行机构等。对比其他起重机，
电动单梁起重机维护工作比较简单，可以提高整体运行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整体生产生本比较低 [2]。

2 电动单梁起重机在冶金环境中的改造内容
2.1 电动机构件和绝缘等级

现代技术不断发展，冶金企业在优化利用电动单梁
起重机的过程中，开始利用冶金起重机专用电动机。在
冶金作业中主要是利用 F 级电动机设备绝缘技术等级，
无法满足冶金生产工作中的湿度要求。结合冶金技术规
范，如果工业环境在 40℃以上，就要增加电动单梁起重
机配件绝缘等级，因此需要改造优化电动机构件和绝缘
等级 [3]。
2.2 双制动器

主体起升机构驱动技术系统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安
装两套制动器构件，在主体起升结构中安装利用行星减
速器，将电动葫芦作为主要构件，同时配置安全制动器，
如果在实际工作中破坏驱动技术结构之后，或者发生故
障问题，需要利用安全制动器及时处理问题。
2.3 起重量限制器

开展单臂起重机配套设计工作，设计人员需要结合
重量信息和物力状态等，盛满钢水管之后，控制超载问
题。设计电动单梁起重机的钢水管的过程中，工作人员
需要关注金属熔融物质的物理变化和和化学变化，综合
利用显示器和动态称重装置等，实时显示动态参数数值，
结合重量特征避免发生超载问题。辅助工作人员全面检
查电动单梁起重机的运行状态，提高后续监督查阅工作
的便利性，合理发挥出设备作用，顺利开展冶金作业 [4]。
2.4 改造双重限位器

利用电动单梁起重机的过程中，在上升极限位置部
位安装设备道具，配置限位器的过程中，为了合理发挥
出电动单梁起重机的作用，同时可以独立设备的限位器，
避免限位器之间产生相互影响，如果其中一个限位器出
现问题，可以继续发挥另一个限位器作用，同时合理利
用不同模式技术形式，可以合理控制短路情况，避免短
路问题影响到设备性性能。

在使用双重限位器的过程中，两个限位器利用不同
技术形式，可以合理控制短路技术组件，在实际工作中，
两个限位器发挥不同的技术作用，同时要具备时间顺序，
利用重锤率突出技术价值。如果出现技术失效的情况，
需要利用旋转式限位器，有效控制单臂组件的纤维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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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提高生产运行的安全性 [5]。
2.5 超速保护

当电动单梁起重机发生超速运行问题，需要合理设
置超速保护组件，当吊运起升速度超过了 5m/min，需要
根据电气制动模式，有效控制电动单梁起重机，需要利
用专业的超控制开关处理负载超速危险。
2.6 有效联动制动器和电动机构件

在冶金环境当中，工作人员要合理改造电动单梁起
重机，合理联动电动机构件和制动器以及机器构件，在
电动单梁起重机的起升结构中需要配置正反相接的接触
器，可以发挥出故障保护作用，避免破坏电动单梁起重
机设备。没有接通电动机之前，制动器并没有通电，并
且处于闭合状态，可以避免在失电情况中电流流经电动
机制动器组件，有效预防冶金作业中电动单梁起重机的
失效问题 [6]。
2.7 电气组件技术防护等级

为了保障电动单梁起重机的安全性，在粉尘工作环
境中，电气设备构件的带电部分安全都利用起重机，在
隔热防尘环境中放置控制屏机构，合理安置电气设备，
使安全防护等级因此提高，满足实际工作需求，提高整
体运行的安全性。
2.8 改善高温作业防护技术

在高温工作环境，需要为电动单梁起重机设置隔离
措施，提高环境温度的合理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装
冷风机或者空调设备等。

3 电动单梁起重机在冶金环境中改造措施
3.1 电动单梁起重机改造部位

我国不断拓展电动单梁起重机的使用范围，在冶金
环境中需要在危险度较低的工序中利用电动单梁起重
机。例如在热处理加工金属部件的过程中，可以利用电
动单梁起重机发挥调运作用。冶金环境具有高温和高湿
度等特征，这些特征将会影响到电动单梁起重机电动葫
芦运行，因为电动机和控制箱等对于温度具有较高的敏
感性，因此在高温环境中，电动单梁起重机的钢丝绳和
吊钩等将会影响到使用性能。同时制动器构件对于高温
也非常敏感。

因为冶金环境具有较大的湿度，腐蚀性气体将会损
坏电动单梁起重机零部件，在实际工作中无法整体改造
电动单梁起重机零部件，需要开展针对性的改造行为，
电动单梁起重机最重要的构件是电动葫芦，因此需要加
大力度改造电动葫芦。
3.2 电葫芦系统改造措施

3.2.1 主梁改造

分析电动单梁起重机整体结构，主梁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但是高温环境会影响到主梁性能。因此在改造主
梁的过程中需要做好隔热处理工作，进一步优化整体性
能。在实际改造过程中，在玻璃钢隔热层黏贴主梁，也
可以在工字钢下部连接主梁，可以进一步优化隔热作用。
利用这种改造措施，可以避免因为受热而扭曲主梁。

3.2.2 改造单梁

电动单梁起重机运行过程中，电动葫芦处于高温工
作环境中，将会逐渐影响电动单梁受热幅度，因此需要
利用隔热措施处理电葫芦，合理规避各种不合理问题。
在实际处理过程中，操作人员可以在电动葫芦下方安装
隔热板，保障隔热处理效果，利用隔热方式可以实现隔
热防辐射目标，同时可以提高电动单梁起重机整体安全
性，更加安全的利用各种设备，有效保护电葫芦，提高
表面形态的稳定性，降低安全问题的发生率。
3.2.3 改造制动器

全面分析电动单梁起重机的运行状态，在冶金环境
中，电动单梁主要是利用两套制动器，可以使设备安全
性因此提高。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综合分析实际情况，完
善双制动方案，利用这一方案可以合理改造制动器，促
使制动器更加适用于冶金环境。
3.2.4 钢丝绳改造

在改造电动葫芦的过程中，要注重改造和更换钢丝
绳，为了保障钢钢丝绳质量，在实际工作中要选择耐高
温的钢丝绳和电缆，合理锻造吊钩设备，并且要利用隔
热设备，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冶金环境的负面影响。
3.3 改造电动单梁起重机运行流程防护等级

在冶金环境中要注重改造电动单梁起重机运行路程
防护等级，提高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工作人员在改造阶
段，要全面检查电气设别是否存在外露带电情况，在多
粉尘的工作环境中可以利用控制屏机构，保障电器设别
防护等级处于 IP00 状态当中。桥架的电气设备外壳技
术的防护等级要在 IP10 等级以上。此外还要改善利合
适的隔热操作，控制室内温度在 45℃以内。

4 结束语
在冶金环境中利用电动单梁起重机，为了充分发挥

出电动单梁起重机的作用，需要合理改造电动单梁起重
机，优化隔热保护作用，提高设备运行的稳定性，保障
冶金生产工作的效率，提高冶金企业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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