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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起重机械使用的广泛性、基础性和重要性，使许多工业发达国家把起重机械技术

与工业称重技术的有机结合作为发展重点之一。文章根据起重机械应用称重技术的状况，重点阐述

一种参与起重机械物料搬运作业的称重设备——起重量限制器的组成、结构特点与工作原理。 

【关键词】  起重机械  起重量限制器  称重传感器  称量控制仪表 

 

近年来国外一些专家指出，物料搬运工程技术是现代化工业中最薄弱，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领域

之一，但也是最具潜力，最有发展前途的领域之一，提出了物料搬运技术是第三利润源的概念。物

料搬运机械通常包括起重机械、运输机械、装卸机械、仓储机械、工业搬运车辆和水工机械共６大

类产品。我国把物料搬运机械习惯称为起重运输机械。由于起重机械具有品种多、功能强、作用大

等特点，在物料搬运机械中处于主导地位，也是最早应用称重技术的物料搬运机械。 

一、称重技术在起重机械上的应用历史 

起重机械是一种以间歇作业方式对物料进行起升、下降和水平移动的搬运设备。为了使起重机

械在进行作业的同时完成对被吊物料的称重，人们随之产生了在起重机械上装配称重装置的想法和

愿望。 

起重机械应用称重技术的历史已有 200 余年。位于慕尼黑市的巴伐利亚州计量局里，保存有一

只 1780 年左右的称量悬挂负荷的壁式弹簧秤；在汉堡还有一台 1760 年的固定起重臂式旋臂起重机，

它上面装有一台 1858 年制造的十进制秤。在 19 世纪上半叶，吊车（起重机）秤就以“瑞典船舶秤”

的名称而闻名于世了。1932 年，带吊索的吊车秤的误差已经能够达到任一负荷的 0.2%以内，从而

得到了型式批准。 

二、称重技术在起重机械上的应用现状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突破性进展，特别是电子称重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起重机械机械化、自动化、

集成化以及智能化的发展。由于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效率日益提高，促使大型化、高速化

和专用化的起重机械具有自动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的性能特征。现代称重技术的应用已使各种起重

机械在作业环境内直接参与进行物料的装卸、运输、升降、分拣、堆垛、储存甚至配送，有时还能

够对物料直接进行计量、识别、跟踪和管理等等。 

目前，在起重机械上使用的称量装置按功能通常可分为电子吊秤和特殊称重装置两类。获得广



泛使用的电子吊秤，相关说明较多，在此不加以阐述。特殊称重装置主要是指在起重机械上已经普

遍使用的起重量限制器 

三、起重量限制器 

1．名词定义 

起重量限制器是一种通过检测起吊重量防止起重机械处于超载作业险情的称重保护装置，也称

为起重机超载限制器或起重机负荷限制器。 

2．《起重机械安全规程》规定 

GB6067—85《起重机械安全规程》中规定：大于 20t 的桥式起重机、大于 10t 的门式起重机应

安装超载限制器；其他吨位的桥式和门式起重机以及电动葫芦单梁或双梁起重机宜装超载限制器。 

3．起重量限制器的组成 

起重量限制器一般由电阻应变片式称重传感器和称量控制仪表两部分组成。称重传感器用于检

测起吊重量；称量控制仪表根据起吊重量进行判别，输出相应的状态控制信号。 

4．结构特点 

起重量限制器的最大特点是有效的同起重机械的具体结构形式相结合，确保称重传感器和称量 

控制仪表的使用不破坏起重机的安

全性。同时，应满足性能可靠，检修

方便，测量准确度高的功能要求。 

根据电动葫芦单梁或双梁起重

机的具体结构形式，起重量限制器通

常采用板环式或别绳式称重传感器，

安装位置处于钢丝绳的固定端；称量

控制仪表通常安装在司机室里或控

制按钮站上方。 

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根据桥式、门式起重机的具体结

构形式，起重量限制器通常采用双剪

切梁桥式称重传感器安装在起重机

卷筒的轴承座下方或采用轴式称重

传感器安装在起重机定滑轮轴上；称

量控制仪表通常安装在司机室里。安

装形式如图 2 所示。结构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图 1  电动葫芦起重量限制器结构示意图 

 



 

 

图 2  桥式、门式起重机起重量限制器安装形式示意图 

 

 

 

图 3  桥式、门式起重机起重量限制器结构示意图 

 

5．主要技术参数 

 适用范围：0.5～500 吨各类起重机； 



 综合误差：≤±5%； 

 显示误差：≤±3%； 

 动作误差：≤±3%； 

 报警点的设定： 

（1）预报警点：额定起重量的 90%； 

（2）延时报警点：额定起重量的 105%； 

（3）立即报警点：额定起重量的 130%； 

 延时报警时间：1～2 秒； 

 传感器过载能力：1.5 倍； 

 使用环境条件：-10℃～+50℃  90%RH； 

 电源电压：380V-15%(+10%)  50HZ 

 继电器触点容量：AC380V  2A； 

 传感器防护等级：IP65； 

 电器控制箱防护等级：IP42。 

6．工作原理 

称重传感器检测起吊重量，输出信号由放大器进行放大。放大后的信号送入称量控制仪表。称

量控制仪表根据重量信号与“预报警”、“延时报警和控制”及“立即报警和控制” 三个基准重量

信号设定值进行比较判别，输出相应的状态控制信号。三个基准重量信号设定值分别设定在额定载

荷的 90%、105%和 130%。当起吊载荷重量达到额定载荷的 90%时，称量控制仪表使蜂鸣器发出断

续的鸣响。起重机起升的瞬间，由于起升加速力的作用，将会产生暂时的冲击载荷现象。为避免起

升时的冲击载荷引起的瞬间假超载， 称量控制仪表具有延时判别功能。1～2 秒钟的延时结束时，

如果超载现象仍存在，则判定是真正的超载，称量控制仪表立即输出信号切断起重机的起升主回路，

同时蜂鸣器长鸣。对超载信号的延迟，是在一定超载范围内进行判别的。如果超载大于额定载荷的

130%时，则无论是实际超载还是冲击载荷引起的动载超载，称量控制仪表均输出信号切断起重机

的起升主回路，同时发出声光报警，即立即报警控制。由于称量控制仪表输出信号只切断起重机的

起升主回路，因此不会影响起升回路进行下降等机构的动作。 

四、结束语 

从 1986 年第一台起重量限制器的问世，到 2006 年底创造约 2 亿元人民币的销售产值，乃至国

家标准立法的事实均证明了起重量限制器不但为生产企业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社会效益。 

目前，大型高效的起重机械新一代电气控制装置已发展为全电子数字化控制系统，特别是现代

工业称重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起重机械参与物料搬运过程中获得决定性参数的重要测量环节，是有

效创造第三利润源的基础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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