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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17889．2—2012

GB／T 17889《梯子)由以下4部分组成：

——第l部分：术语、型式和功能尺寸}

——第2部分：要求、试验和标志；

——第3部分：使用说明书；

——第4部分：带有单个或多个铰链的梯子。

本部分是GB／T 17889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 17889．2—1999《梯子第2部分：要求、试验和标志》。

本部分对GB／T 17889．2—1999做了如下技术修改：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修改了4．2．3中对塑料的要求(见4．2．3，1999年版的3．1．3)；

——修改了4．2．4中对木材的要求(见4．2．4，1999年版的3．1．4)；

——修改了第5章中的试验方法(见第5章，1999年版的第5章)；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见附录A)。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欧洲标准EN 131—2：2010《梯子第2部分：要求、试验和标志》。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 228．1—2010金属材料拉伸试验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ISO 6892-1：2009，

MOD)

——GB／T 1040．1—2006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第1部分：总则(ISO 527—1：1993，IDT)

——GB／T 1040．2—2006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

(ISO 527-2：1993，IDT)

——GB／T 1043．1—2008 塑料 简支梁冲击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非仪器化冲击试验

(ISO 179—1：2000，IDT)

——GB／T 12467．1—2009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 第1部分：质量要求相应等级的选择准则

(ISO 3834—1：2005，IDT)

——GB／T 12467．2—2009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 第2部分：完整质量要求(ISO 3834—2：

2005，IDT)

——GB／T 12467．3—2009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 第3部分：一般质量要求(IsO 3834—3：

2005，IDT)

——GB／T 12467．4—2009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 第4部分：基本质量要求(ISO 3834—4：

2005，IDT)

——GB／T 17620--2008带电作业用绝缘硬梯(IEC 61478：2003，MOD)

——GB／T 19419--2003焊接管理任务与职责(IsO 14731：1997，IDT)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按照GB／T 1．1—2009的要求修改了范围中条款的表述；

——为便于实施，4．2．4．1中增加了国内对应的树材名称；

——删除了资料性附录B。

本部分由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08)提出并归口。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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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由于木材的不均匀性，本部分规定了相应的特殊要求。

Ga／T 17889．2—2012

m



1范围梯子第2部分：要求、试验和标志CB／T17889．2—2012GB／T17889的本部分规定了便携式梯子的一般设计特征、要求和试验方法。本部分适用于便携式梯子．本部分不适用于梯凳或专用梯子，例如：消防梯、屋顶梯子和移动式梯子。本部分不适用于在带电系统或设备之上或靠近带电系统或设备工作的梯子，GB／T17620适用于这类梯子。注1：本部分与GB／T17889．1配套使用．注2：对于带有单个或多个饺链的梯子，见GB／T17889．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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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7889．1—2012梯子第1部分：术语、型式和功能尺寸GB／T17889．3梯子第3部分：使用说明书ISO179—1塑料筒支粱冲击性能的测定第l部分：非仪器化冲击试验(Plastics—DeterminationofCharpyimpactproperties--Part1：Non-instrumentedimpacttest)ISO527—1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第1部分：总则(Plastics--Determinationoftensileproper—ties—Part1：Generalprinciples)ISO527—2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第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Plastics--Determi—nationoftensileproperties--Part2：Testconditionsformouldingandextrusionplastics)ISO3834—1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第1部分：质量要求相应等级的选择准则(Qualityrequire—mentsforfusionweldingofmetallicmaterials--Part1：Criteriafortheselectionoftheappropriatelevelofqualityrequirements)ISO3834—2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第2部分l完整质量要求(Qualityrequirementsforfusionweldingofmetallicmaterials--Part2：Comprehensivequalityrequirements)ISO3834—3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第3部分：一般质量要求(Qualityrequirementsforfusionweldingofmetallicmaterials--Part3：Standardqualityrequirements)ISO3834—4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第4部分：基本质量要求(Qualityrequirementsforfusionweldingofmetallicmaterials--Part4：Elementaryqualityrequirements)ISO4892—2：2006塑料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第2部分：氤弧灯(Plastics--Methodsofexposuretolaboratorylightsources--Part2：Xenon-arclamps)ISO6892—1金属材料拉伸试验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Metallicmaterials--Tensiletesting--Part1：Methodoftestatroomtemperature)ISO14125纤维强化塑料合成物弯曲性能的确定(Fibre-reinforcedplasticcomposites--Deter—minationofflexuralproperties)ISO14731焊接管理任务与职责(Weldingcoordination--Tasksandresponsibilities)】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GB／T 17889．2—2012

IEC 61478带电作业用绝缘硬梯(Live working--Ladders of insulating material)

EN 59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用巴氏硬度仪测量硬度(Glass reinforced plastlcs--Measurement of

hardness by means of a Barcol impressor)

EN 204非承重构件牯接热塑木胶粘剂的分类(Classification of thermoplastic wood adhesives for

non-structural applications)

EN 301承重木结构用的粘合剂、酚醛树脂和氨基塑料 分类和性能要求(Adhesives，phenolic

and aminoplastic，for load-bearing timber structures--Classification and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EN 385 指形结合结构木料 性能要求和最低生产要求(Finger jointed structural timber--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minimum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EN 386：2001 胶合板 性能要求和最低生产要求(Glued laminated timber--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minimum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EN 391：2001胶合板胶粘层的剥离试验(Glued laminated timber--Delamination test of glue

lines)

EN 392胶合板腔粘层的剪切试验(G1．ued laminated dmber--Sb．ear test of glue lines)

EN 408木质结构木料和胶合板物理性能和机械性能的测定(Timber structures--Structural

timber and glued laminated timber--Determination of som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EN 844—9；1997 圆术和锯木 术语 第9部分：与锯术性能有关的术语(Round and sawn

timber---Terminology'--Part 9：Terms relating to features of sawn timber)

EN 1310圆木和锯木 特性测定方法(Round and sawn timber--Method of measurement of

features)

3术语和定义

3．1

3．2

3．3

8．4

GB／T 17889．1--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热固化塑料thermoset plastic

通过加热或其他方法，如辐射、催化等，已固化成基本不溶、不熔状态的塑料。

l-GB／T 2035--2008]

复合材料composite material

以可交联树脂为基体，连续增强纤维(如玻璃纤维)为填充物的材料。

热塑性材料thermoplzBtic material

热固化塑料或复合材料之外的塑料，无论其是否有填充物、是否增强。

最大总载荷mxim虹total load

梯子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架起时设计能支撑的最大设计重力。

4要求

4．1一般要求

以下要求是基于最大总载荷为150 kg提出的．

在同一时间只能由一人使用梯子，但用踩住梯子(稳定梯子)的人员除外。

2



GB／T 17889．2—2012

4．2材料

4．2．1铝合金

所有铝合金承重部件按照GB／T 228．1测量得到的断裂延伸率A。最小应为5％。

所有铝合金承重部件的厚度应至少为1．2 mm。

4．2．2钢

如果使用冷轧钢或特种合金钢，则0．2％屈服应力和极限强度(R。。。／R。)之间的比率应低于0．92。

所有钢制部件的厚度应至少为1．0 mm。

4．2．3塑料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应采取保护措施，使其不被水和污物的浸透。表面应光滑。纤维不应暴露出来。

根据EN 59测得的巴氏硬度至少应为35。

试验方法与确定增强热塑性材料和复合材料特性的验收准则在5．16中给出。它们适用于梯子在

使用时其结构中的承重元件(梯框、攀爬支撑、平台)。承重元件不应采用未增强的热塑性材料。

由热固化塑料和复合材料制成的承重元件的最小厚度为2 mm。

当使用塑料时，应考虑抗老化和耐温。

4．2．4木材

4．2．4．1木材的不同种类

对于用作梯框、支柱、支撑、踏棍和踏板的木材种类，软木材的体积密度应大于或等于450 kg／m。，

硬木材的体积密度应大于或等于690 kg／m3。测量体积密度时的含水量为15％。

合适的木材种类的示例为：

针叶树材：

——冷杉(欧洲冷杉，国内为臭冷杉)；

——落叶松(欧洲落叶松，国内为兴安落叶松)；

——云杉(欧洲云杉，国内为鱼鳞云杉)；

——松木(欧洲赤松，国内为黑松、马尾松)；

——花旗松(北美黄杉，国内为江南黄杉)；

——铁杉(西部铁杉，国内为铁杉)。

阔叶树材：

——山毛榉(欧洲山毛榉，国内为水青冈、栎木)；

——白蜡木(欧洲白蜡木，国内为水曲柳)；

——橡木(夏橡，国内为麻栎、板栗)；

——槐树(刺槐，国内为刺槐、国槐)．

也允许使用其他至少具有上述同等质量的木材种类。

不允许使用以下种类的木材生产梯子：

——巴西杉(巴西南洋杉，国内为杉木)}

——北美铁杉(加州冷杉，国内为臭冷杉以外的密度较低的冷杉)；

——科西嘉松(欧洲黑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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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通用要求

通用要求在表1中给出。

表1通用要求

硬木材 软木材 准则 要 求

× × 1．缺棱 只允许在梯框的一边出现量大深度为lO mm，最大长

度为500 mm的缺棱．踏棍上不允许出现(见圈1)

× × 2．年轮的宽度 小于4mml

× 北美脂松：体积密度为550 kg／m4时小于6 mm．

不允许使用年轮小于I mm的多孔渗水硬木材，例如：

橡木(栎木)、白蝽木(欧洲白蜡木)、槐树(刺槐)

X × 3．斜纹理 每l 000 mm长度在纵边上允许木材年轮的斜纹理偏

差最大为100 mm(见图2)．忽略局部偏差，例如：节疤

× × 4．开裂

——劈裂‘ 不允许

——裂纹‘ 长度小于100 mm

——雷击裂／冻裂、环裂 不允许

5．颜色

× 蓝变 允许

× 红斑 允许至表面的25％

× 红腐、褐腐 不允许

× 山毛榉红心伪心材、白蜡木褐心
允许

伪心材

× 腐朽材 不允许

× × 6．应力木 允许至横截面或表面的1／5

× × 7．髓 不允许

× 8．虫害 不允许

X X 9．槲寄生木材 不允许

× 10．树脂囊

不贯遥 允许宽度不大于4 mm，长度不大于梯框宽度的1．5

倍(见圈3)

贯通 不允许

× × 11．螺旋纹理 允许利用收缩裂缝工艺或刮痕法测得的纹理每

1 000 mm偏离术材纵边不大于50 mm(见图4)．在相

互垂直的两个面上进行测量．以最大的偏差为准．对

于踏棍和踏板，除节疤外，纹理的束靖应位于蹿棍或踏

板的末靖

‘定义见EN 844—9：1997．

4



圈1允许的缺棱

茎重薹耄蓊i
1000

图2斜纹理相对纵边的容许偏差

圈3窖许的树脂囊

GB／T 17889．2—2012

单位为毫米

单位为毫米

单位为毫米

单位为毫米

。∞。

f

田4纹理方向相对于纵边的窖许偏差(螺旋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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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节疤

4．2．4．3．1梯框和支撑件上的节疤

不允许有横向倾斜节疤”贯穿梯框或支撑件的横截面(见图5)。

图5不允许的节疤

允许有直径小于或等于5 film的针节2’(包括黑色针节)。

梯框或支撑件的上下三分之一内，每米允许有一个坚硬连生的节疤”，该节疤的直径d应小于或等

于0．2×6(梯框的宽度)。节疤的直径根据EN 1310测量。节疤距梯框或支撑件的边沿的最小距离应

为i0 mm，距踏棍孔、踏板榫头和铣槽的最小距离为50 ram(见图6)。

图6允许的节疤

对于由胶合板制成的梯子，梯子的全部长度上允许有上述数量、尺寸和位置的节疤．

4．2．4．3．2踏棍、踏板、支撑的节疤

连生针节的最大允许直径为3 mm。

4．2．4．4制造时的含水量(相对于烘干重量)

单位为毫米

含水量应采用湿度计进行测定，在有疑问或争议的情况下采用烘干方法．木材的含水量根据露天

干燥的平衡含水量来选择，通常选择12％～20％。

生产时，踏棍和踏板的含水量应低于梯框的含水量。

1)定义见EN 844-9：1997．

2)针节是具有近似圆形横截面的节疤．



4．2．4．5胶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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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指形接合木材

指形接合木材应满足EN 385。

指形接合挠度试验的结果应满足EN 385和EN 408。该试验的结果应至少为35 N／mm。

b)胶合板

如果满足以下要求，则可使用胶合板：

——所使用的木材符合4．2．4．1～4．2．4．4中的要求；

——胶合板的胶合层完整性和强度试验应符合EN 391：2001中的A方法和B方法以及EN 392。

试验结果应符合EN 386：2001中的表1和表2。

4．2．4．6胶粘剂

胶粘剂应符合以下要求：

对于梯框与踏棍的连接，符合EN 204中D3级的要求；

对于胶合板，符合EN 301中1类或EN 204中D4级的要求。

4．3设计

根据制造商的说明书使用时，梯子不应存在剪切点或挤压点。

注：如果可接近的部件之间的相对距离大于7 rilrl2，小于18 r12in，则在移动过程中任何位置都存在剪切或挤压点．

所有的连接都宜耐用，且有与应变相当的强度(也可见第5章)。连接的设计宜使得所产生的缺口

张力保持低水平。

螺钉和螺母应防松，例如：通过白锁或机械锁定安全装置防松。

只有钉子的功能与生产过程有关时才允许使用，例如：胶合剂烘干期间的固定。

如果有合适的焊接工艺和焊接人员，则允许采用焊接接头。这时应满足GB／T 19419和

GB／T 12467．1至GB／T 12467．4中的相关要求。

4．4表面抛光

为了避免伤害，可触及的边、角和突出部分都应去毛刺，例如：倒角或倒圆角。

易受腐蚀影响的金属部件应通过涂漆或类似涂层加以保护。在正常条件下，铝合金不易受腐蚀

影响。
’

木制部件的所有面都应进行抛光和涂层处理。

涂层应透明且可渗透水蒸气。

4．5铰链(旋转点)

铰链应牢固的将自立踏棍式梯子和自立踏板式梯子的支撑腿连接起来。铰链的设计方式应使得在

使用梯子时其部件不会越过铰链形成邻接。

铰链销应紧固，以防意外松动。铰链销应至少具有与8．8级M6(5．3 mm)钢制销相同的强度．如

果铰链销有几个剪切点(琴式铰链)，则对铰链销的直径没有限制。

铰链应满足5．8中的试验。

4．6张开限制

自立式梯子的支撑腿应通过张开限制防止其张开超过正常使用的结构。如果使用链条，除了第一

个和最后一个链环之外，所有链环都应能自由运动。

张开限制应满足5．8中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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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踏棍／踏板／平台

由金属或塑料制成的踏棍、踏板和平台的工作面应为网纹表面，以防滑倒。覆盖层的接触表面应牢

固附着于踏棍或踏板。

踏棍和踏板与梯框的连接应牢固耐用．

木质踏棍应通过榫头和榫眼与梯框连接并以胶水粘合，当榫头贯穿榫眼时应楔紧(见图7、图8和

图9)。木质踏棍的最小尺寸见图7。

说明：

1——梯框；

2--踏棍．

说明：

1——梯框；

2——踏棍．

i—j_。；
． r ^、

缎 {

图7暗接头的示例

爱 ；

圈8明接头的示例

单位为毫米

蘑“上

hL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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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踏棍的直径应大于或等于25 mm。平站立面的上表面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应小于或等于25。。

倚靠式梯子的踏棍与梯框的相对角度应为65。～90。，踏板与梯框的相对角度应为60。～706。

踏棍／踏板／平台应满足5．6和5．7中的试验。

4．8平台

如果自立式梯子的顶部步行表面设计成可折叠的平台，则当折叠梯子时该平台应通过一种装置被

抬起。

平台应满足5．10中的翘起试验。

4．9防滑装置

梯子的底端应防滑。

可认为木制梯框的末端是防滑的。

4．10延伸式梯子与分段式梯子

4．10．1 踏棍／踏板的挂钩／锁定装置

在使用状态下，推拉延伸式梯子各部分应固定，防止意外关闭和分开。

所有分段式和延伸式梯子应安装锁定装置，以保持梯子挂钩在使用时钩在踏棍上．制造商可选择

手动或自动的锁定装置。锁定装置应能支撑梯子下部部件的重量。

拉绳延伸式梯子上的锁定装置应确保可靠的安全锁紧。

拉绳延伸式梯子的踏棍／踏板挂钩的设计应使绳子松开或断裂时，梯子上部每一梯段的下落量不超

过一个踏棍。此安全要求在梯子处于直立时和使用时都适用。

在使用梯子期间，相互重叠的踏棍应位于与梯框垂直的同一平面中，或者在一个水平面中，或在其

他位于这两个平面之间的平面中。

4．10．2拉绳

延伸式梯子所用的拉绳应至少能承受4 000 N。手动拉绳的最小直径应为8 mm。合成纤维拉绳

应进行稳定化处理，以防紫外线。

例示的头接暗图

榧棍梯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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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验

5．1一般要求

对于所有的试验，除非在特殊试验中另有规定，否则允许采用下面的公差

长度测量：±1 mm；

悬伸长度与支撑之间距离的测量：士5 mm；

角度测量：士10；

静力和扭矩测量：士1％。

5．2梯框强度试验

试验应在完整的梯子上进行。如果是延伸式梯子和组合式梯子，则试验应在完全展开的梯子上进

行。分段式梯子应在所有可用部件的全部长度上进行试验。如果支撑腿没有永久固定在梯子上，则试

验应在无支撑腿的条件下进行。

当攀爬边不能由产品的结构确定，或梯子是多部分组合式梯子时，应对梯子进行两次试验．进行第

二次试验时，梯子应沿着纵轴旋转180。。

梯子应水平放置在两个支撑点上，两个支撑点分别位于距离梯子两端200 mm处。

两个支撑点应为直径在25 n21Tl～100 mm之间的圆柱，并且其中一个能自由转动，另一个是固

定的。

试验载荷应缓慢均等的施加到梯子中部的两个梯框上，受力处的宽度为100 ITim。同时，施加载荷

时应注意避免产生冲击力。

预加载500 N并持续l rain。去除预加载荷后，梯子的位置为初始测量位置。

施加1 100 N的试验载荷F(见图10)并持续1 min。应在去除试验载荷1 min之后进行测量。梯

子的永久变形f不应超过两个支撑点间距z的0．1％。

对于自立式梯子，试验载荷F应由式(1)确定：

F==2 600 N×cosa ⋯⋯⋯⋯⋯⋯⋯⋯⋯⋯(1)

式中：

a——制造商设计的使用角度(容许角度：最小为60。；最大为7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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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0强度试验

单位为毫米



5．3梯框弯曲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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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应在完整的梯子上进行。如果是延伸式梯子和组合式梯子，则试验应在完全展开的梯子上进

行。分段式梯子应在所有可用部件的全部长度上进行试验．如果支撑腿没有永久固定在梯子上，则试

验应在无支撑腿的条件下进行。

当攀爬边不能由产品的结构确定，或梯子是多部分组合式梯子时，应对梯子进行两次试验。进行第

二次试验时，梯子应沿着纵轴旋转180。。

梯子应水平放置在两个支撑点上，两个支撑点分别位于距离梯子两端200 mm处。

两个支撑点应为直径在25 miTi至100 mm之间的圆柱，并且其中一个能自由转动，另一个是固

定的。

试验载荷应缓慢均等地施加到梯子中部的两个梯框上，受力处的宽度为100 mm。同时，施加载荷

时应注意避免产生冲击力，

在梯子的中心垂直施加750 N的试验载荷(见图1D并至少持续1 rain。

由此，最大允许挠度，m。是两个支撑点间距z的函数：

——梯子长度小于或等于5 In时，，m。一5X产×10一mm；

——梯子长度大于5 m且小于或等于12 m时，，毗；=0．043×l--90 mm；

——梯子长度大于12 m时，，一一0．06Xl--294 mrll。

．200 l／2 。I 200}

F ?力 一
I／ ／一 —，1

么≥～一一一荔≥

图11弯曲试验

单位为毫米

5．4梯子的侧向挠度试验

所有单件式梯子、多件式梯子(自立式梯子、分段式梯子、组合式梯子、延伸式梯子)的每个可攀爬部

分以及自立式踏棍或踏板梯子的支撑腿都应进行本试验。

梯子应水平放置在两个支撑点上，两个支撑点分别位于距离梯子两端200 mm处。

两个支撑点应为直径在25 mm至100 mm之间的圆柱，并且其中一个能自由转动，另一个是固

定的．

梯子应侧向放置。

顶加载100 N并持续施加1 min。去除预加载荷后梯子的位置为初始测量位置。

在下梯框与两个支撑点等距离的位置施加250 N的试验载荷F(见图12)。

加载1 min后，测量与两个支撑点等距离的位置的挠度，．

由此，作为两个支撑间距离z的函数的最大允许挠度，～应为，一一o．0051 m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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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梯框底端试验

图12侧向变形试验

单位为毫米

梯子侧向放置，梯子的纵轴处于水平位置。下面的梯框固定在支撑面上，以使梯框束端悬在支撑面

之外(见图13)。如果踏棍／踏板采用螺栓连接、铆接或以类似方法固定在梯框上，则支撑面的边缘应与

底部螺栓或铆钉孔的下边成一条直线。如果踏棍／踏板采用未贯穿梯框的方式固定在梯框上，则支撑面

的边缘应与踏棍／踏板的下边成一条直线。

如果梯子永久性的安装平衡腿，则不需要进行本试验。

放置一个50 iTlITl宽的刚性加载块，并使其末端与梯框末端对齐。加载块应静止在梯框上并作用于

整个梯框宽度。梯框末端的侧向挠度，应沿纵轴方向在加载块的外棱上测量。

注；为了能在梯框上得到好的静止效果，如果有防滑材料，则允许部分切除。

将1 100 N的垂直作用力F施加于加载块的中间并保持1 min(见图13和图14)。需记录去除试

验载荷之后的永久挠度及任何损伤。

在不转动梯子的情况下在下部梯框上重复本试验。

要求：每次试验的永久挠度，不应超过2 mm．

不允许出现破裂或可见的裂纹。

本试验还应在支撑腿上进行。



图13梯框底端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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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14梯框底端试验方法(变形)

单位为毫米

5．6踏棍、踏板和平台的垂直载荷试验

5．6．1一般要求

施加200 N的预加载荷F并持续1 rain。去除预加载荷后踏棍／踏板／平台的位置为初始测量

位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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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踏棍和踏板

在梯子的使用位置，将2 600N的试验载荷F垂直施加到设计中最不结实的踏棍或踏板的中点，并

均匀分布在宽度为100 mm、深度等于踏棍／踏板深度的范围内，持续1 min(见图15)。

去除试验载荷之后的最大永久变形应小于或等于在被测踏棍下方测得的内侧宽度b-(见

GB／T 17889．1)的0．5％。

5．6．3平台

应在平台中心和前沿的圆角处这两个位置进行试验(见图16)。

梯子按使用状态放置，将2 600 N的试验载荷F均匀施加在100 mmX 100 mm范围内并持续

1 min。

去除每一试验载荷之后，在载荷施加点的平台上方，测得的平行于踏棍或踏板的最大永久变形应小

于或等于内侧宽度b。(见GB／T 17889．1)的0．5％。第二次试验后应满足的要求是在平台与梯框连接

处下部测时，不存在大于b。的0．5％的永久变形。

14

圈15踏棍／踏板／平台上的垂直载荷试验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载荷1的位置；

2——载荷2的位置．

围16载荷位置

GB／T 17889．2—2012

5．7踏棍和踏板的扭转试验

通过100 mm宽的夹紧装置将50 Nm的扭矩M(见图17)施加于踏棍或踏板的中点。应交替施加

该扭矩，即顺时针10次，逆时针10次，每次的持续时间为10 s。

在试验过程中，梯框与踏棍／踏板之间的连接处不应有相对运动。

试验后的最大永久变形应为士r，公差为士o．2。。

厂、兰厂、
U——＼／

图17踏棍和踏板的扭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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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自立式梯子的张开限制和铰链试验

5．8．1一般要求

本试验针对自立式梯子或用作自立式梯子的组合式梯子。对于本试验，这些梯子的工作姿态是两

个部件在顶部相连并能防止相互滑开。当梯子安装有自动和手动两种限制装置时，应只使用自动装置。

只有在没有安装自动装置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手动限制装置。

注l：一般不允许只使用手动限制装置．

洼2：闭铤饺链可认为是自动限制装置．

处于工作姿态的梯子，每个腿都放在装有多向滚轮的平台上(见图18)。应忽略滚轮与地面摩擦力

的影响．试验应在干净、表面平整的混凝土地面上进行。

去除5．8．2～5．8．4中的试验载荷后，在饺接处、开口限制装置及其附件上不应出现可见的永久变

形。梯子不应出现任何可见的损伤，如：破裂、凹陷等。只有在不削弱梯子的使用性能时，才可以接受永

久变形。

圈18 自立式梯子的开口限制装置和铰链试验



5．8．2两侧攀爬的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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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2 600 N的试验载荷F分为两个1 300 N的载荷(见图18)，各自分布在长度为i00 mm，宽度至

少等于所施加的踏棍或踏板表面宽度的平面内，尽可能靠近梯框地施加于最上面的踏棍或踏板，并持续

1 rain。然后在另外一条腿上重复进行本试验。

5．8．3带平台的自立式梯子

将2 600N的试验载荷F分为两个1 300N的载荷，各自分布在100mnlXl00mm的平面内，尽可

能靠近梯框地施加于平台的前边缘，并持续1 rain。然后在平台的后边缘重复进行本试验。

5．8．4单侧攀爬的梯子

将2 600 N的试验载荷F分为两个1 300 N的载荷(见图18)，各自分布在长度为i00 mm，宽度至

少等于所施加的踏棍或踏板的表面宽度的平面内，尽可能靠近梯框地施加于攀爬腿最上面的踏棍或踏

板，并持续1 rain。

5．9延伸式梯子和组合式梯子的踏棍／踏板挂钩试验

梯子至少延长一档踏棍／踏板的距离并竖直放置。试件的长度由试验者选择。

将均匀分布的3 500 N的试验载荷F(见图19)垂直施加于梯子的上部。并持续1 rain。

去除试验载荷后，不应存在削弱梯子使用性的永久变形。

青
l i

I

图19锁紧装置试验

5．10自立式梯子的平台囊起试验

在水平面上将自立式梯子架设成工作姿态，并沿着垂直方向将100 N的作用力F施加到平台的转

动边上且在踏板垂直中心线100 mrll宽度内(见图20)。平台从其使用位置翘起的角度不应超过6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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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F—t00N：

1--载荷衬垫．

5．11梯脚拉拔试验

5．”．1 由一个部件制成的梯脚

Z

圈20 自立式梯子的平台翘起试验

单位为毫米

将梯子固定并在梯脚的中心处装上一个固定装置。沿着最有可能将梯脚与梯框分离的方向上施加

作用力。

应施加150 N的载荷并持续l rain(示倒见图21)。

试验后，梯脚应功能完好并且与梯框的分离距离小于或等于4 rlln'l。

18

图21安装在梯子上的梯脚试验

k



5．11．2安装在梯子制造商提供的平衡腿上且由一个部件制成的梯脚

GB／T 17889．2—2012

在一对梯脚周围放置障碍物，防止梯子移动。在最有可能将梯脚与平衡腿分离的位置和方向将作

用力施加到自由梯脚上。

应施加150 N的载荷并持续1 rain(见图22)。

试验后，梯脚应功能完好并且从初始位置移动的距离小于或等于4 iTlnl。

图22安装在平衡腿上的梯脚试验

5．11．3多部件组成的梯脚和平衡腿梯脚

应完成5．11．1或5．11．2中的相关试验。此外，梯脚相对于产生地面移动阻力的部分，应按照实验

人员确定的最危险的位置和方向施加150 N的载荷并持续1 min(见图23)。试验后，梯脚的不同部件

之间不应有分开的痕迹。

如果产生地面与梯子之间摩擦力的梯脚部分已松开或脱落，则当梯子处于使用姿态时，应清晰可

见。当这部分磨损时，则在梯子使用前的检查过程中也应清晰可见．

设计用于产生梯子与地面摩擦力的梯脚部分，应只是梯子使用或试验时与地面接触的部件。当梯

子处于使用姿态时，梯脚的这一部件即使发生磨损，也不能被推人梯脚的外部部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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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上面部件I

2--下面部件．
图23多部件组成的梯脚试验

5．12扶手／横杆试验

5．12．1 自立式梯子的顶部扶手／横杆

自立式梯子应水平固定。将300 N的垂直载荷施加到扶手／横杆的顶部中心(见图24)。载荷应施

加到长度为100 mm，宽度至少等于扶手／横杆宽度的范围内1 rain。

试验后，扶手不应出现任何可见的、削弱梯子使用性的永久变形。

说明：

1——踏板梯子

2——固定，

3——饺链点．

5．12．2侧面扶手

圈24顶部扶手／横杆试验

梯子架设至最大长度(完全延伸)，并按照制造商的使用说明书调整梯子，使其与顶部铰链的枢轴垂

直．在装有待测扶手的梯框一侧，放置一个止动装置以防梯脚移动。将400 N的静载荷F通过一块

100 inri"i的衬垫施加到踏棍中心或者最靠近已延伸的梯子中心的绳上(见图25)。整个试验过程中都应

保持此载荷。每次施加表2中的试验力时应足够缓慢，从而消除任何动力效应．每个力施加10次并且

每次保持5 S。向外的力A，B和c沿两个方向(垂直和平行于梯子的平面)施加，向下的力D平行于梯

子的平面施加。将表2中给出的力施加到图25给出的位置，并将向外的力A、B和c也施加到由于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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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可能导致失效的扶手上的其他点。单独施加每个力。

完成试验后，扶手固定装置不应失效。施加载荷的位置，永久变形不应超过15 1,1．11,tl。梯框与扶手

之间的距离在试验期间不应小于15 mm。

裹2扶手试验载荷

方 向 力／N

向外的力A 100

向外的力B 100

向外的力c 100

向外的力D 500

静载荷F 400

<

图25侧面扶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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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梯子的最大延伸量

将梯子延伸至最大可能的长度。上面部分的底部梯框末端不允许超过下面部分顶部的第二级踏棍

(见图26)。

说明：

1——上面梯子的梯框底端。

图26梯子的最大延伸

5．14 A状态三件组合式梯子的试验

对于处于“A”状态且顶部部分完全延伸到工作姿态的三件组合式梯子(见图27)，顶部部分的自由

运动应小于或等于5。。

图27 A状态三件组合式梯子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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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梯子长度方向上的扭转试验

试件应由能承受2 000 mm试验跨度的任意长度梯子的基本部分组成。如果梯子基本部分(梯子

的攀爬部分)长度小于2 000 mm，则应尽量采用最大试验跨度。如图28所示，将梯子放在平坦的水平

位置，并在每个末端给予支撑，底部踏棍直接位于枢轴支撑之上。

旋转点中心与踏棍或踏板中心线平面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50 mm。逐渐施加65 Nm的预加载扭

矩然后移开。枢轴支撑的残余角度应作为基准位置，以便建立角度偏转的基准．沿预加载荷相同的方

向，使用扭矩扳手或在悬臂末端施加试验载荷来施加130 Nm的试验扭矩。测量相对于基准位置的扭

转角度。在相反的方向上施加与预加载扭矩相等的第二载荷，然后移开。枢轴支撑的残余角度应作为

基准位置。在第一试验载荷相反的方向上施加第二试验载荷。测量相对于第二基准位置的扭转角度。

扭转角度不应超过式(2)确定的值：
．V， ，

最大允许扭转角度(。)一i—蒜一—1L11 ⋯⋯⋯⋯⋯⋯⋯⋯⋯⋯(2)

式中：

f——允许的扭转角度(18。)；

f——试验跨度，单位为毫米(mm)。

说明：

I--枢轴安装支架}
2——固定安装支架(夹紧)；

3——试验载荷；

4——枢轴支撑；

5——施加扭矩扳手的位置(如果使用)．

圈28扭转试验的布置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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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塑料梯子的试验方法

5．16．1 热固化塑料和复合材料

5．16．1．1原则

为了确定梯子结构中承重元件(如梯框、踏棍、踏板、平台)复合材料的使用特征，应优先按以下两个

试验系列进行试验：

a)第一个试验系列为两批(每批lo个样品)冲击试验(GB／T 1043．1)，第一批不进行老化试验，

第二批在老化试验(IsO 4892—2)后进行I

b)第二个试验系列为两批(每批5个样品)挠度试验(ISO 14125)，第一批样品不进行老化试验，

第二批在老化试验(ISO 4892—2)后进行。

5．16．1．2样品的准备

老化试验的样品应从厚度最薄处取样。样品应由实验室根据成品承重元件的主纤维方向采样。

5．16．1．3老化试验

每个系列中的一批样品应在以下试验条件下，根据GB／T 16422．2中的方法进行老化试验：

——试验持续时间为500 h；

——样品应按照方法A暴露在氙弧光下并符合ISO 4892—2：2006中表1的要求；

——黑标准温度的基准温度为(65土3)℃；

——相对湿度为(65士3)％}

——连续照明(102士0．5)rain，洒水时间(18士0．5)min，无暗期的完成循环；

——试验后不应造成暴露后特性改变，其确定方法按ISO 4892—2。

5．16．1．4冲击试验

根据GB／T1043．1，应在以下条件下对第一试验系列(见5．16．1．1)的两批10个样品进行冲击

试验：

——冲击应在垂直于纤维轴向的方向上施加；

——冲击应是贯层冲击f和垂直冲击r1．

5．16．1．5弯曲试验

根据ISO 14125，应在以下条件下对第二试验系列(见5．16．1．1)的两批5个样品进行弯曲试验

弯曲特性确定试验应根据三点加载法(方法A一等级1V)进行。

5．16．1．6验收准则

表3规定了老化试验前和老化试验后的验收准则：

裹3复合材料的验收准则

l 试验类型 标 准 验收准则

l 冲击 GB／T1043．1 ≤20％

弯曲 ISO 14125 ≤20％



5．16．2增强热塑性塑料

5．16．2．1原则

(；B／T 17889．2—2012

为了确定梯子的承重元件中塑料的使用特征，应按照以下顺序进行试验：

a)对第一试验系列的两批5个样品进行拉伸试验(GB／T 1040．1和GB／T 1040．2)，但第一批在

老化试验前进行，第=批在老化试验后(ISO 4892—2)进行，

b)冷(--20℃)和热(60℃)条件下，在试验舱内对三件成品进行第二试验系列。

5．16．2．2样品试验

a)样品的准备

老化和拉伸试验的样品应在梯子结构中不同元件上取样。

b)老化试验

第一试验系列的一批样品应根据ISO 4892-2中的方法在以下试验条件下进行老化试验；

1)试验持续时间为500 h；

2)样品应按照方法A暴露在氙弧光下并符合表3的要求；

3)黑标准温度的基准温度为(65士3)℃}

4)相对湿度为(65士3)％；

5)连续照明(102士0．5)min，洒水时间(t8土0．5)rain，无暗期的完成循环；

6)试验后不得造成暴露后特性改变，其确定方法按ISO 4892-2。

c)拉伸试验

拉伸试验应根据GB／T 1040．1和GB／T 1040．2对第一系列(见5．16．2．1)中的两批(每批5个样

品)进行拉伸试验。

5．16．2．3验收准则

老化试验前和试验后的验收准则应小于或等于拉伸试验所得结果的20％。如果样品的试验结果

为合格，则宜在冷(--20℃)和热(60℃)条件下连续对三件成品进行试验。

a)冷试验

将三件成品放在(一20+1)℃的试验仓内24 h。温度稳定在--20℃后，对成品进行试验：

对于梯子，进行5．2梯子强度试验、5．3梯子弯曲试验和5．6踏棍／踏板／平台的强度试验。

如果试验满足给定的验收准则，则再对这些成品进行热试验。

b)热试验

已进行冷试验的三件成品放在室温下24 h，然后放人(60士1)℃的试验舱内24 h。

温度稳定在(60士1)℃后，成品应进行与冷试验中描述相同的试验。

5．16．3绝缘试验

5．16．3．1一般要求

绝缘试验用于测试梯子是否适合在电压小于1 000 V(a．c．)和1 500 V(d．c．)的条件下使用．

对于声明绝缘的所有梯子，应强制进行绝缘试验。

当梯子在电压大于1 ooo V的条件下使用时，则应符合GB／T 17620。

5．16．3．2试验件的准备

取自梯子的试验件应至少包括两个邻近的踏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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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叠接梯子，试验件应包括有连接装置的部件(梯子最敏感的部件)。

绝缘试验应在已进行5．16．1．3所述的机械老化试验的绝缘材料部分上进行。

5．16．3．3程序

将试验件浸人电阻系数为(100+15)1"I·m的水中24 h。然后从水中取出梯子，并将梯子竖直挂立

4 h。施加试验电压之前，仔细擦干梯子。

将宽度至少为50 ITlm的合适电极接到两个连续的踏棍上。电极的位置应确保试验电压施加到梯

框上(见图29)．

说明：

1——电极．

¨

／

1／

·)试验布局

．c奄 乍麓 蓁‘； 心

说明：

l——锕或铝合金．

单位为毫米

b)试验可麓使用的电极示倒

圈29机械老化的踏棍电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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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电极之间施加的电压是频率在40 Hz--62 Hz之间的交流电压，该电压以1 kV／s的速度从

0逐渐增至u。。

试验电压u。根据两个踏棍之间的间距d通过以下公式得出

U。一1 000×a／300

式中：

u。的单位为伏(V)；

d是两个相邻踏棍或踏板之间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由在u。时短路电流不小于0．5 A的变压器提供电压，电压u。施加1 rain．

试验在相邻的踏棍上进行，并与梯框(扶手)接触}如果梯框上没有出现闪络、击穿和温度升高

(A5℃)，则可认为通过试验。

6标志与使用说明书

只有符合GB／T 17889．1和GB／T 17889．2或者GB／T 17889．4的梯子才能标记为

“GB／T 17889”。

标志应符合GB／T 17889．3。

标签应耐久。标签的耐久力应通过检查和轻轻摩擦标签的方法进行检验，即首先用蘸水的布擦

15 s，然后用蘸汽油的布擦15 s。试验后标签清晰度不应减弱。如果有胶粘的标签，则不应出现松动或

卷边。

应提供符合GB／T 17889．3的使用说明书。

7认证

本部分可作为认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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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最A

(规范性附录)

试验顺序

裹A．1试验顺序

倚靠式 组合式

齄棍 两孛}式 三件式顺序
试验 自立式

绾号 单侔 分段 延伸 踏板 倾斜 自立 倾斜 自立

式 式 式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5．10自立式梯子平
1 X

台的翘起试验

5．14处于A位置的
2 × ×

三件式组合梯子

3 5．12扶手／横杆试验 × × ×

4 5．13最大延伸量 ×

5 5，11梯脚拉拔试验 × × × × × × ×

6 5．2梯框强度试验 × × × × × × ×

7 5．3梯框弯曲试验 × × × × × × ×

5．4梯子的弱向挠度
8 × X × × × × ×

试验

9 5，5梯框底靖试验 × × × × × × ×

5．6踏棍、踏板和平
IO × × × × × × X

台的垂直载荷试验

5．7踏棍、踏板的扭
ll × × × × × × ×

转试验

5．9延伸式／组合式
12 × × ×

梯子的挂钩试验

5．15梯子长度方向
13 × × × × × × ×

上的扭转试验

5．8自立式梯子的张
14 X X X

开限制和饺链试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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