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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ＧＢ／Ｔ１７８８９《梯子》的第２部分。ＧＢ／Ｔ１７８８９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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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５部分：伸缩梯；

———第６部分：可移动式平台梯。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１７８８９．２—２０１２《梯子　第２部分：要求、试验和标志》，本文件与ＧＢ／Ｔ１７８８９．２—

２０１２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所有木材相关内容（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２．４、４．４的第三段、４．７的第三段、图７～图９、４．８

的第二段）；

———更改了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１２年版的第１章）；

———增加了“专业级梯”“家用级梯”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５、３．６），修改了“复合材料”“热塑性材料”的

术语和定义（见３．２、３．３，２０１２年版的３．２、３．３）；

———更改了一般要求（见４．１，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１）；

———更改了材料要求（见４．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２）；

———更改了设计要求（见４．３，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３）；

———更改了梯脚要求（见４．８，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９）；

———更改了延伸梯与分段梯要求（见４．９，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１０）；

———更改了强度试验要求（见５．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２）；

———增加了梯框弯曲试验测量基准说明（见５．３的第六段）；

———更改了梯框底端试验中梯子有平衡杆的试验方案（见５．５，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５）；

———增加了自立梯子的扭转试验（见５．１５）；

———更改了塑料梯子的试验方法，删除了绝缘试验（见５．１６，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１６）；

———增加了自立式梯子的耐久性试验（见５．１７）；

———增加了倚靠式梯子底部滑移试验（见５．１８）；

———增加了侧边式平衡杆的倚靠式梯子的强度试验（见５．１９）；

———增加了撑杆式平衡杆的倚靠式梯子的强度试验（见５．２０）；

———更改了梯子长度方向扭转试验（见５．２１，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１５）；

———增加了判定准则（见５．２～５．２１）；

———删除了认证要求（见２０１２年版的第７章）；

———更改了附录Ａ（见附录Ａ，２０１２年版的附录Ａ）。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０８）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佛山市顺德区万怡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天津市金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苏州飞华

铝制工业有限公司、上海瑞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厦门国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苏州中创铝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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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鹏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伟格工贸有限公司、宁波兴富工具有限公司、浙江高迈工贸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新一元铝业有限公司、沈阳永攀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南京林业大学、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陕

西国宏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广东义胜检测有限公司、泉州市标准化协会、义乌市老金模具有限公司、江

苏美西达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简户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颜陆军、李杰、张秀卓、蔡宝荣、阙彩旺、周晓英、陈志军、徐凤格、陶钧甫、周盼、

陈晶晶、陈明珍、居荣华、付卉青、谢长花、李忠、梁润曦、王胜江、林宏松、包明花、李勤、朱斌、蔡蔷、

陈家兴、张群、李春平、倪燎勇、段衍筠、黎嘉涛、刘治永、陈妙仁、赵林祥、杨毅、熊裕平、沈德红、徐浩智、

程红兵、冯盛辉、董凯菠、宋小宁、金庆和、何明利、张晓飞。

本文件于１９９９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１７８８９．２—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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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梯子是常用的一种登高类安全设施。ＧＢ／Ｔ１７８８９旨在提高梯子相关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保障

使用者安全，由六部分组成。

———第１部分：术语、型式和功能尺寸。给出梯子常用的术语、型式，以及设计和测试等需要用到的

影响梯子质量和安全水平的功能尺寸，旨在协调梯子相关的标准。

———第２部分：要求、试验和标志。对影响梯子质量安全水平的因素规定要求，并给出相应试验方

法，旨在保障梯子的安全水平。

———第３部分：使用说明书。对梯子使用说明书需要给出信息和表述方式规定要求，旨在确保使用

者能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梯子。

———第４部分：带有单个或多个铰链的梯子。对铰链梯规定特殊要求，旨在保障铰链梯的质量安全

水平。

———第５部分：伸缩梯。对伸缩梯规定特殊要求，旨在保障伸缩梯的质量安全水平。

———第６部分：可移动式平台梯。对可移动式平台梯规定特殊要求，旨在保障可移动式平台梯的质

量安全水平。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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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子　第２部分：要求、试验和标志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便携式梯子和移动式梯子的一般设计特征、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便携式和移动式梯子。

本文件不适用于特殊用途的梯子，例如：固定式梯子、消防梯、绝缘梯。

注：本文件与ＧＢ／Ｔ１７８８９．１配套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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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２８．１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１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０４０．１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０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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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１０４３．１　塑料　简支梁冲击性能的测定　第１部分：非仪器化冲击试验

ＧＢ／Ｔ３８５４　增强塑料巴柯尔硬度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２４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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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１２４６７．２　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　第２部分：完整质量要求

ＧＢ／Ｔ１２４６７．３　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　第３部分：一般质量要求

ＧＢ／Ｔ１２４６７．４　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　第４部分：基本质量要求

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４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氙弧灯

ＧＢ／Ｔ１７８８９．１—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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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１９４１９　焊接管理　任务与职责

ＩＳＯ１４１２５　纤维强化塑料合成物　弯曲性能的确定（Ｆｉｂｒ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ｅｘｕｒ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７８８９．１—２０２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热固化塑料　狋犺犲狉犿狅狊犲狋狆犾犪狊狋犻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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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ＧＢ／Ｔ２０３５—２００８，２．１０６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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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复合材料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相，包括粘结料（基料）和粒料或纤维材料组成的固体产物。

３．３　

热塑性材料　狋犺犲狉犿狅狆犾犪狊狋犻犮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在塑料整个特征温度范围内，能反复加热软化和反复冷却硬化，且在软化状态采用模塑、挤塑或二

次成型通过流动能反复模塑为制品的材料。

３．４　

最大总载荷　犿犪狓犻犿犪犾狋狅狋犪犾犾狅犪犱

梯子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使用时能支撑的最大设计重力。

３．５　

专业级梯　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犾犪犱犱犲狉

在工作场所使用的梯子。

３．６　

家用级梯　犱狅犿犲狊狋犻犮犾犪犱犱犲狉

供家庭日常使用的梯子。

４　要求

４．１　一般要求

４．２～４．９的要求是基于最大总载荷为１５０ｋｇ提出的。

梯子在同一时间应只能由一人使用。

注：最大总载荷是根据梯子使用者的体重及其携带的工具等的质量总和确定的。

４．２　材料

４．２．１　铝合金

所有铝合金承重部件按照ＧＢ／Ｔ２２８．１测量得到的断后伸长率（犃５）最小应为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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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比值（犚ｐ０．２／犚ｍ）应低于０．９２。

４．２．３　塑料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应不能被水和污物渗透，表面应光滑，纤维不应暴露出来。按ＧＢ／Ｔ３８５４测得

的巴柯尔硬度至少应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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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棍、踏板、平台、张开限制装置）。承重元件不应采用未增强的热塑

性材料。

４．３　设计

设计中应最大程度消除挤压点和剪切点。对于不可避免的挤压点或剪切点，应最大程度减小挤压

和剪切的风险。

注：如果可接近的部件之间的相对距离在７ｍｍ～１８ｍｍ之间，则在移动过程中任何位置都存在剪切或挤压点。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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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连接都应可靠并有足够的强度（见第５章），连接处应最大程度减少应力集中。

螺钉和螺母应防松，例如通过自锁或机械锁定安全装置防松。

如采用焊接接头，应满足ＧＢ／Ｔ１９４１９、ＧＢ／Ｔ１２４６７．１、ＧＢ／Ｔ１２４６７．２、ＧＢ／Ｔ１２４６７．３和ＧＢ／Ｔ１２４６７．４中

的相关要求。

４．４　表面处理

为了避免伤害，可触及的边、角和突出部分（例如：倒角或倒圆角）都应去毛刺。

易受腐蚀影响的金属部件应通过油漆或类似涂层加以保护。

４．５　铰链（旋转点）

应通过铰链将自立式梯子的两侧牢固连接起来。铰链的设计应使梯子部件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形成

搭接。

铰链销应紧固固定，以防意外松动。铰链销应至少具有与８．８级钢制销轴相同的强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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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铰链按５．８的规定执行试验后，应符合５．８．５的要求。

４．６　张开限制

自立式梯子的支撑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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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开限制按５．８的规定执行试验后，应符合５．８．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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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形踏棍的直径应不小于２５ｍｍ。梯子处于使用状态时，平踩踏面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应不大于

２５°。倚靠式梯子的踏棍踩踏面与梯框的相对角度应为６５°～９０°，踏板踩踏面与梯框的相对角度应为

６０°～７０°。

踏棍／踏板／平台按５．６规定执行垂直荷载试验，踏棍／踏板按５．７的规定执行扭转试验后，应分别符

合５．６．２、５．６．３和５．７的判定准则中规定的要求。

如果自立式梯子的顶部踩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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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按５．１０的规定执行翘起试验后，应符合其判定准则中规定的要求。

４．８　梯脚

梯脚受到拉拔力时应不易脱出。按５．１１的规定执行拉拔试验，并符合其判定准则规定的要求。

梯脚应防滑。倚靠式梯子的梯脚按５．１８的规定执行试验后，应符合５．１８．４的要求。

４．９　延伸梯与分段梯

４．９．１　锁定装置

所有分段梯和延伸梯都应安装锁定装置，以防止梯子在使用状态时下滑或分开。制造商可选择手

动或自动的锁定装置。锁定装置按５．９的规定执行试验后，应符合其判定准则中规定的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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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绳式延伸梯上的锁定装置应确保可靠的安全锁紧。

拉绳式延伸梯锁定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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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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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重叠的踏棍踩踏面应位于同一平面中。

４．９．２　拉绳

拉绳式延伸梯所用的拉绳应至少能承受４０００Ｎ。手动拉绳的最小直径应为８ｍｍ。合成纤维拉

绳应进行稳定化处理，以防紫外线。

５　试验

５．１　一般规定

对于所有的试验，除非在特殊试验中另有规定，否则应采用下面的公差：

长度测量：±１ｍｍ；

悬伸长度与支撑之间距离的测量：±５ｍｍ；

角度测量：±１％；

静力和扭矩测量：±１％。

试验顺序应符合附录Ａ的规定。

５．２　强度试验

试验应在完整梯子上进行，图１～图４给出了便携式梯子强度试验的示例。

延伸梯的试验应在梯子完全延伸状态下进行。

组合梯的试验应在梯子所有可用模式的完全延伸状态下进行。

分段梯的试验应在梯子可允许的最大长度下进行。

自立式梯子的试验应在梯子完全张开的使用状态下进行。

如果从结构上不能明确梯子的攀爬侧，则应对梯子两侧分别进行试验，进行第二次试验时，梯子应

沿着纵轴旋转１８０°。

如果梯子的撑杆式平衡杆或者侧边式平衡杆在拆卸后仍能满足ＧＢ／Ｔ１７８８９．１—２０２１中５．２．１的要

求，则在本试验中不应展开。

将梯子置于最大延伸使用状态。倚靠式梯子与地面夹角６５°（在垂直高度为１ｍ处测量），顶部靠

在光滑的垂直表面，底部固定在接触地面防止滑动。如图１和图２所示，按照表１规定的试验载荷（犉）

加载于最靠近梯子中心的踏棍／踏板上，紧贴边框内侧放置长度为１００ｍｍ 的加载块，平稳均匀加载

１ｍｉｎ。

如图３所示，三件式组合梯的自立模式，试验载荷（犉）加载于上梯段从上往下第５级踏棍／踏板上，

紧贴边框内侧放置长度为１００ｍｍ的加载块，平稳均匀加载１ｍｉｎ。

如果梯子带有横杆式平衡杆，则试验过程中，梯子梯框底部应与地面保持１０ｍｍ以上的间隙。例

如：在脚套下面加垫块。

试验完成后，卸除试验载荷，并检查梯子。

判定准则：梯子应保持功能正常，无断裂，无可见裂纹。可以有不削弱梯子功能和安全性的永久

变形。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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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强度试验

梯子等级
试验载荷（犉）

Ｎ

家用级梯 ２２５０

专业级梯 ２７００

　　注：梯子按强度试验载荷（犉）考虑的安全系数分为家用级梯和专业级梯。

　　———对于家用级，安全系数取１．２，试验载荷（犉）计算如下：

犉＝１５０ｋｇ（额定载荷）×１．７（动态系数）×９．８１（重力加速度）×１．２（安全系数）

×１．１（材料系数）×０．６８１４（同时出现系数０．０８×４系数）＝２２５０Ｎ。

　　———对于专业级，安全系数取１．４４，试验载荷（犉）计算如下：

犉＝１５０ｋｇ（额定载荷）×１．７（动态系数）×９．８１（重力加速度）×１．４４（安全系数）

×１．１（材料系数）×０．６８１４（同时出现系数０．０８×４系数）＝２７００Ｎ。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犉———试验载荷；

＝———两侧等距；

１———挡块。

图１　倚靠式梯子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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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两侧等距；

犉———试验载荷。

图２　带平台的自立式梯子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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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犉　　　　———试验载荷；

１，２，３，４，５———上梯段级数。

图３　组合梯强度试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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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两侧等距；

犉 ———试验载荷。

图４　自立式梯子强度试验

５．３　梯框弯曲试验

试验应在完整的梯子上进行。如果是延伸梯和组合梯，则试验应在完全展开的梯子上进行。分段

梯应在所有可用梯段的全部长度上进行试验。如果支撑侧没有永久固定在梯子上，则试验应在无支撑

侧的条件下进行。

当攀爬侧不能由产品的结构确定，或梯子是组合梯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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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ｍ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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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

试验载荷应缓慢均匀施加到梯子两个梯框的中间，避免产生冲击力，受力处的宽度为１００ｍｍ。

预加载１００Ｎ并持续１ｍｉｎ，移除预加载荷后梯子的加载位置为测量基准。

在梯子的中心垂直施加７５０Ｎ的试验载荷（见图５）并至少持续１ｍｉｎ。

判定准则———最大允许挠度犳ｍａｘ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梯子长度小于或等于５ｍ时，犳ｍａｘ＝５×犾
２×１０－６；

ｂ）　梯子长度大于５ｍ且不小于１２ｍ时，犳ｍａｘ＝０．０４３×犾－９０；

ｃ）　梯子长度大于１２ｍ时，犳ｍａｘ＝０．０６×犾－２９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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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犉 ———试验载荷；

犾 ———两个支撑点间距；

犳 ———挠度。

图５　梯框弯曲试验

５．４　梯子的侧向挠度试验

所有单件式梯子、多件式梯子（分段梯、组合梯、延伸梯）的每个可攀爬梯段以及自立式踏棍或踏板

梯子的支撑侧都应进行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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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ｍ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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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点是固定的。

梯子应侧向放置。

预加载１００Ｎ并持续施加１ｍｉｎ。去除预加载荷后梯子的加载位置为测量基准。

在下梯框与两个支撑点等距离的位置施加２５０Ｎ的试验载荷（犉）（见图６）。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犉 ———试验载荷；

犾 ———两个支撑点间距；

犳 ———挠度。

图６　侧向挠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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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载１ｍｉｎ后，测量与两个支撑点等距离的位置的挠度（犳），单位为毫米（ｍｍ）。

判定准则：两个支撑间距离（犾）的函数的最大允许挠度应为犳ｍａｘ＝０．００５犾。

５．５　梯框底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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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梯框末端悬在支撑面

之外（见图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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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子带横杆式平衡杆的一侧无须进行本试验。

放置一个宽度为５０ｍ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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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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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切除部分防滑材料。

将１１００Ｎ的垂直作用力（犉）施加于加载块的中间并保持１ｍｉｎ（见图７和图８）。应记录去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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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试验还应在支撑侧上进行。

判定准则：每次试验的永久挠度（犳）不应超过２ｍｍ。不应出现破裂或可见的裂纹。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犉 ———试验载荷；

犳 ———挠度。

图７　梯框底端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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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两侧等距；

犉 ———试验载荷；

犳 ———挠度。

图８　梯框底端试验方法（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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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Ｎ的预加载荷（犉）并持续１ｍｉｎ。去除预加载荷后踏棍／踏板／平台的加载位置为测量

基准。

５．６．２　踏棍和踏板

在梯子的使用状态，将２６００Ｎ的试验载荷（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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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ｍｍ、深度等于踏棍／踏板深度的范围内，持续１ｍｉｎ（见图９）。

判定准则：去除试验载荷之后，在被测踏棍／踏板测得的最大永久变形应不大于其内宽（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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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梯子按使用状态放置，将２６００Ｎ的试验载荷（犉）均匀施加在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范围内并持续

１ｍｉｎ。

判定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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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变形应不大于内宽（犫１）的０．５％。第二次试验后，在平台与梯框连接处测得的永久变形应不大于（犫１）

的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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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犉———试验载荷。

图９　踏棍／踏板／平台上的垂直载荷试验

　　标引序号说明：

１———载荷１的位置；

２———载荷２的位置。

图１０　载荷位置

５．７　踏棍和踏板的扭转试验

通过１００ｍｍ宽的夹紧装置将５０Ｎ·ｍ的扭矩（犕）（见图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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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ｓ。

判定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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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不应超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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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犕———扭矩。

图１１　踏棍和踏板的扭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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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作自立式梯子的组合式梯子。对于本试验，这些梯子的使用状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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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不应只使用手动限制装置。只有在没有安装自动装置的情况下，才可使用手动限制装置。

注：闭锁铰链属于自动限制装置。

处于使用状态的梯子，每个腿都放在装有多向滚轮的平台上（见图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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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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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犉———试验载荷。

图１２　自立式梯子的张开限制装置和铰链试验

５．８．２　两侧可攀爬的梯子

将２６００Ｎ的试验载荷（犉）分为两个１３００Ｎ的载荷（见图１２），各自分布在长度为１００ｍ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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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ｍｉｎ。然后在另一侧上重复进行本试验。

５．８．３　带平台的自立式梯子

将２６００Ｎ的试验载荷（犉）分为两个１３００Ｎ的载荷，各自分布在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的平面内，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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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４　单侧可攀爬的梯子

将２６００Ｎ的试验载荷（犉）分为两个１３００Ｎ的载荷（见图１２），各自分布在长度为１００ｍ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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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最上面的踏棍或

踏板，并持续１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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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５　判定准则

去除５．８．２～５．８．４中的试验载荷后，在铰接处、张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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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　锁定装置试验

梯子至少延长一个梯级／梯段的距离放置。试件的长度由试验者选择。

将均匀分布的３５００Ｎ的试验载荷（犉）（见图１３）垂直施加于梯子的顶部，并持续１ｍｉｎ。

判定准则：去除试验载荷后，不应存在削弱梯子使用性能的永久变形。

标引序号说明：

犉———试验载荷。

图１３　锁定装置试验

５．１０　自立式梯子的平台翘起试验

在水平面上将自立式梯子架设成使用状态，并沿着垂直方向将１００Ｎ的作用力（犉）施加到平台的

转动边上且在踏板垂直中心线１００ｍｍ宽度内（见图１４）。

判定准则：平台从其使用位置翘起的角度不应超过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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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犉 ———试验载荷；

犣 ———局部放大示意；

１ ———载荷衬垫。

图１４　自立式梯子的平台翘起试验

５．１１　梯脚拉拔试验

５．１１．１　由一个部件制成的梯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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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Ｎ的载荷并持续１ｍｉｎ（示例见图１５）。

判定准则：梯脚应功能完好并且相对初始位置的位移不大于４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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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安装在梯子上的梯脚试验

５．１１．２　安装在平衡杆上的单部件梯脚

固定其中一个梯脚，在最有可能将梯脚与平衡杆分离的位置和方向将作用力施加到另一个梯脚上。

施加１５０Ｎ的载荷并持续１ｍｉｎ（见图１６）。

判定准则：梯脚应功能完好并且相对初始位置的位移不大于４ｍｍ。

图１６　安装在平衡杆上的梯脚试验

５．１１．３　多部件梯脚

应先完成５．１１．１或５．１１．２中的相关试验。梯脚相对于产生地面移动阻力的部分，应按照最危险的

位置和方向施加１５０Ｎ的载荷并持续１ｍｉｎ（见图１７）。

判定准则如下。

———梯脚的不同部件之间不应有分开的痕迹。

———如果下面部件已松开或脱落，则当梯子处于使用状态时，应清晰可见。当下面部件磨损时，则

在梯子使用前的检查过程中也应清晰可见。

———下面部件应只是梯子使用或试验时与地面接触产生摩擦力的部件。当梯子处于使用状态时，

下面部件即使发生磨损，也不能被推入梯脚的上面部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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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１———上面部件；

２———下面部件。

图１７　多部件组成的梯脚试验

５．１２　扶手试验

５．１２．１　自立式梯子的顶部扶手

自立式梯子水平固定，将３００Ｎ的垂直载荷施加到扶手的顶部中心（见图１８）。载荷应施加到长度

为１００ｍｍ，宽度至少等于扶手宽度的范围内，施压时间持续１ｍｉｎ。

判定准则：扶手不应出现任何可见的、削弱梯子使用性能的永久变形。

　　标引序号说明：

１———自立式梯子；

２———固定；

３———铰接点。

图１８　顶部扶手试验

５．１２．２　侧面扶手

按照使用说明书调整梯子处于使用状态并且延伸至最大长度，在装有待测扶手的梯框一侧，放置挡块

以防梯脚移动。将４００Ｎ的静载荷（犉）通过一块１００ｍｍ的衬垫施加到最靠近已延伸的梯子中心的踏棍／

踏板中心（见图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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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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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给出的位置，并将向

外的力Ａ、Ｂ和Ｃ也施加到由于设计可能导致失效的扶手上的其他点。单独施加每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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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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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ｍｍ。梯框与扶手之间的距离在

试验期间不应小于１５ｍｍ。

表２　扶手试验载荷

作用力
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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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 ４００

　　标引序号说明：

犉　　　　———静载荷；

Ａ，Ｂ，Ｃ，Ｄ ———向外的力。

图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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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梯段梯框底端不应超过下梯段顶部的第２级踏棍的上表面（见图２０）。

　　标引序号说明：

１———上梯段的梯框底端。

图２０　梯子的最大延伸

５．１４　犃状态三件式组合梯试验

对于处于“Ａ”状态且顶部部分完全延伸到使用状态的三件式组合梯（见图２１）。

判定准则：顶部部分的自由运动应小于或等于５°。

图２１　犃状态三件式组合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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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　自立式梯子扭转试验

试验应在自立式梯子或组合梯处于自立模式下进行（见图２２）。

试验应在光滑且水平的地面上进行。

梯子攀爬侧的一个梯框底部应固定，另一个梯框在地面上标记作为测量基准。

硬质金属棒固定在梯子正面与最高一级踏棍、踏板或平台的位置且水平。金属棒最外端应位于固

定梯框的另一侧的梯框外侧，距离梯子的中心线０．５ｍ。

载荷犉１＝７３６Ｎ垂直均匀分布在梯子的最高一级踏棍、踏板或平台上。

载荷犉２＝１３７Ｎ向后方加载到金属棒的端部，与金属棒垂直，与地面平行。

判定准则：在水平荷载作用下，攀爬侧未固定的梯框相对基准位置的移动距离不应超过２５ｍｍ。

犪）　自立式踏板梯

图２２　自立式梯子的扭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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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　自立式踏棍梯

图２２　自立式梯子的扭转试验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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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　带平台和扶手的单侧可攀爬踏板梯

标引序号说明：

１———垂直载荷犉１；

２———水平载荷犉２；

３———金属棒；

４———固定夹。

图２２　自立式梯子的扭转试验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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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要求

为了确定梯子结构中承重元件（如梯框、踏棍、踏板、平台、张开限制装置）复合材料的使用特征，应

选以下任一系列进行试验：

ａ）　第一个系列为两批（每批１０个样品）冲击试验（按ＧＢ／Ｔ１０４３．１的规定执行），第一批不进行老

化试验，第二批在老化试验（按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４的规定执行）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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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第二个系列为两批（每批５个样品）挠度试验（按ＩＳＯ１４１２５的规定执行），第一批样品不进行

老化试验，第二批在老化试验（按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４的规定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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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应由实验室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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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４规定的方法进行老化试验：

———试验持续时间为５００ｈ；

———样品按照方法Ａ暴露在氙弧光下并符合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４中表１的要求；

———黑标准温度的基准温度为６５℃±３℃；

———相对湿度为６２％～６８％；

———连续照明１０２ｍｉｎ±０．５ｍｉｎ，洒水时间１８ｍｉｎ±０．５ｍｉ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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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４的规定。

５．１６．１．４　冲击试验

按ＧＢ／Ｔ１０４３．１的规定，应在以下条件下对第一系列（见５．１６．１．１）的两批１０个样品进行冲击

试验：

———冲击在垂直于纤维轴向的方向上施加；

———冲击是贯层冲击和垂直冲击。

５．１６．１．５　弯曲试验

按ＩＳＯ１４１２５的规定，应在以下条件下对第二系列（见５．１６．１．１）的两批５个样品进行弯曲试验：

弯曲特性确定试验按照三点加载法（方法Ａ等级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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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复合材料的验收准则

试验类型 标准 验收准则

冲击试验 ＧＢ／Ｔ１０４３．１ ≤２０％

弯曲试验 ＩＳＯ１４１２５ ≤２０％

５．１６．２　增强热塑性塑料

５．１６．２．１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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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ＧＢ／Ｔ１０４０．１和ＧＢ／Ｔ１０４０．２的规定执

行），但第一批在老化试验前进行，第二批在老化试验后（按 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４的规定执

行）进行；

ｂ）　冷（－２０℃）和热（６０℃）条件下，在试验舱内对３件成品进行第二试验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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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２．２　试验方法

５．１６．２．２．１　试件的准备

老化和拉伸试验的试件应在梯子结构中不同元件上取样。

５．１６．２．２．２　老化试验

第一试验系列的一批样品应按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４中的方法在以下试验条件下进行老化试验：

ａ）　试验持续时间为５００ｈ；

ｂ）　样品按照方法Ａ暴露在氙弧光下并符合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４的表３要求；

ｃ）　黑标准温度的基准温度为６５℃±３℃；

ｄ）　相对湿度为６２％～６８％；

ｅ）　连续照明１０２ｍｉｎ±０．５ｍｉｎ，洒水时间１８ｍｉｎ±０．５ｍｉｎ，无暗期的完成循环；

ｆ）　试验后不得造成暴露后特性改变，其确定方法按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２—２０１４的规定。

５．１６．２．２．３　拉伸试验

拉伸试验应按ＧＢ／Ｔ１０４０．１和ＧＢ／Ｔ１０４０．２的规定对第一系列（见５．１６．２．１）中的两批（每批５个

样品）进行拉伸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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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件

成品进行试验。

５．１６．２．２．４　冷试验

将３件成品放在－２０℃±１℃的试验仓内２４ｈ。温度稳定在－２０℃后，对成品梯子进行梯子强度

试验（见５．２）、梯子弯曲试验（见５．３）和踏棍／踏板／平台的强度试验（见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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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６．２．２．５　热试验

已进行冷试验的３件成品放在室温下２４ｈ，然后放入６０℃±１℃的试验舱内２４ｈ。

温度稳定在６０℃±１℃后，成品应进行与冷试验规定的相同的试验。

５．１６．２．３　验收准则

老化试验后的拉伸试验值不应低于老化试验前拉伸试验值的８０％。冷试验和热试验后应符合梯

子强度试验（见５．２）、梯子弯曲试验（见５．３）和踏棍／踏板／平台的强度试验（见５．６）的验收准则。

５．１７　自立式梯子的耐久性试验

５．１７．１　一般要求

本试验针对自立式梯子或可以组合成自立式使用的梯子。

针对本试验，家用级梯应进行１００００次循环，专业级梯应进行５００００次循环。本试验应在自立式

梯子张开限制试验和铰链试验之前完成。

自立式梯子呈使用状态放置，分别用弹性绳或织带将梯子的４个梯框尾端约束在测试表面上，以防

止梯子过度的渐进移动（见图２３）。

两个相等的试验载荷犘１ 和犘２ 通过试验设备加载到梯子上。试验设备应按照图２７循环加载，其

中犘１ 加载到顶部的踏棍／踏板／平台上，犘２ 加载到攀爬侧的踏棍／踏板上。

循环加载，直到自立式梯子损坏或达到试验要求的循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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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记录最大的循环次数，确保可追溯。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　　 ———不锈钢；

犘１、犘２———相等的载荷。

图２３　自立式梯子耐久性试验原理图

５．１７．２　设备

５．１７．２．１　试验设备示例

图２４给出了可用于施加载荷的设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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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１ ———刚性测试台；

２ ———刚性支柱；

３ ———固定的刚性横梁；

４ ———可移动的刚性横梁；

５ ———可移动的刚性横梁；

６ ———气缸；

７ ———圆柱形衬垫；

８ ———测试面；

９ ———不锈钢板；

１０———弹性绳／织带；

１１———弹性绳／织带固定点。

图２４　试验设备示例

５．１７．２．２　衬垫

犘１、犘２ 应通过圆柱形橡胶衬垫施加到踏棍／踏板／平台上。衬垫尺寸：直径６０ｍｍ，厚度２５ｍｍ。

衬垫的邵氏硬度：６０ＳＨＡ±５ＳＨＡ。

５．１７．２．３　试验设备结构

试验设备结构应能支撑两个气缸，使气缸在试验期间不会移动且中心轴保持垂直。

考虑到踏棍／踏板／平台到边框之间的差异，试验设备可实现在狓、狔和狕方向上调整两个气缸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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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见图２４）以满足衬垫定位，如图２５和图２６。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加载方向和衬垫中心位置；

２———衬垫；

３———自立式梯子的踏棍／踏板／平台；

４———自立式梯子的边框；

５———自立式梯子的踏棍／踏板；

６———自立式梯子的中心线。

图２５　衬垫的初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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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犪）　衬垫的位置（踏板／踏棍）

犫）　衬垫的位置（圆形踏棍）

犮）　衬垫的位置（平台）

标引序号说明：

　　１———踏棍／踏板；

２———梯框；

３———衬垫；

４———衬垫与踏棍／踏板边缘相切；

５———圆形踏棍的轴；

　　６ ———圆形踏棍；

７ ———衬垫在圆形踏棍的中间；

８ ———平台；

９ ———衬垫与平台边缘相切；

１０———平台的前部。

图２６　衬垫的位置

５．１７．２．４　试验表面

采用厚度为２０ｍｍ，粗糙度０．５μｍ以上的不锈钢板作为测试面。

在试验前，应用乙醇将梯子所有支撑面和梯脚清洗干净并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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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７．２．５　弹性绳／织带

应通过４根一端固定在支柱上的弹性绳／织带约束梯子，使梯子受力位置在试验过程中基本不变。

５．１７．３　环境试验条件

试验环境温度应为２０℃±５℃。

５．１７．４　试验要求

按照图２７所示的试验加载方式施加载荷。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犘１———通过气缸１施加的载荷；

犘２———通过气缸２施加的载荷；

犡 ———时间，单位为秒（ｓ）；

犢 ———载荷，单位为牛顿（Ｎ）。

图２７　试验加载方式

５．１７．５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ａ）　确认用于试验的自立式梯子没有缺陷。

ｂ）　将自立式梯展开到最大程度的使用状态下，放置在试验平面上，四个梯框底端固定，其中一个

支撑侧梯框底端放置在高２０ｍｍ的不锈钢板上，以模拟不平整表面（见图２３）。

ｃ）　确定攀爬侧犾２／２处的踏棍／踏板，或者最接近的上方踏棍／踏板（如果犾２／２处没有踏棍／踏

板）。

ｄ）　将带有衬垫的气缸２置于已确定的踏棍／踏板上，其中心线与梯框内侧的距离应为７０ｍｍ±

５ｍｍ。调整气缸２的高度，使衬垫下表面与踏棍／踏板上表面的垂直距离为５ｍｍ±２ｍｍ

（见图２５和图２６）。

ｅ）　将带有衬垫的气缸１置于顶部踏棍／踏板／平台上，其中心线与梯框内侧的距离应为７０ｍｍ±

５ｍｍ，调整气缸１高度，使衬垫下表面与踏棍／踏板上表面的垂直距离为５ｍｍ±２ｍｍ（见

图２５和图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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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将４个梯框分别用弹性绳／织带约束，使梯子受力位置在试验过程中基本不变。

ｇ）　调节气缸１和气缸２，确保能分别施加１５００Ｎ±５０Ｎ的载荷。

ｈ）　按照５．１７．５的要求启动试验。

ｉ）　应持续加载直到：

　　１）　自立式梯子损坏，或者；

　　２）　自立式梯子达到试验要求的循环次数。

ｊ）　记录试验结果。

判定准则：达到试验要求的循环次数且梯子功能正常。可有可见裂纹，但执行５．６的试验后应符合

其判定准则的要求。

５．１８　倚靠式梯子底部滑移试验

５．１８．１　试验的梯子

倚靠式梯子和可以作为倚靠式梯子使用的梯子应通过底部滑移试验，见表４。

表４　倚靠式梯子底部滑移试验

梯子类型 试验类型

单件式梯子，长度不大于４ｍ 整梯试验

单件式梯子，长度大于４ｍ 距离梯子的底部４ｍ的位置试验

组合梯或延伸梯，最大组合长度或延伸长度不大于４ｍ 整梯试验（在完全组装／完全延伸的条件下）

组合梯，最大组合长度大于４ｍ
底部梯段或包含底部梯段的组件试验（长度最接近但不超

过４ｍ）

延伸梯，最大延伸长度大于４ｍ 梯子延伸到最接近但不超过４ｍ的长度

组合梯，梯段长度小于４ｍ
底部梯段或包含底部梯段的组件试验（长度最接近但不超

过４ｍ）

延伸梯，梯段长度小于４ｍ 梯子延伸到最接近但不超过４ｍ的长度

　　攀爬侧不能被确定时，应重复试验。第二次试验时应将梯子绕其纵轴旋转１８０°。

在试验中，梯子有稳定装置应按制造商设计的方式延伸。

在组合梯能作为倚靠式梯子使用时，应进行本试验。

梯脚应是新的。

支撑梯子底部的表面应是一层平整光滑的平板玻璃（见ＧＢ１１６１４），并能支撑梯子的重量。

支撑梯子上端的表面应是坚固光滑的不锈钢、平板玻璃或高密度胶合板。

５．１８．２　试验预处理程序

在试验前，应用乙醇将支撑梯子底部的平板玻璃表面和支撑梯子上端的表面清洗干净并擦干。保

持干燥２０ｍｉｎ。

５．１８．３　环境试验条件

试验环境温度应为２０℃±２℃；

试验湿度应满足５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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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８．４　试验程序

试验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ａ）　梯子按倾角（α）等于７５°或不超过设计允许的最大角度放置。梯脚应放在平板玻璃上，梯子的

顶部靠在上端的支撑面（见图２８）。通过精度不低于±０．５°的角度仪来测量梯子的角度是否正

确，测量时放置在靠近梯脚的梯框上。

ｂ）　在梯子的底部用挡块防止梯子向外移动。

ｃ）　在梯子的底部进行标识，作为梯脚向外移动的测量基准。

ｄ）　测量环境温度。支撑梯子底部平板玻璃的表面温度、梯脚及其周围的空气温度都应保持在

２０℃±２℃。空气温度的测量位置应在距梯脚水平方向１００ｍｍ内，且距支撑梯子底部的平

板玻璃表面上方１０ｍｍ内。

ｅ）　应在梯子顶部向下的第４级踏棍／踏板的中点施加１４７１Ｎ的垂直向下荷载，并保持２ｍｉｎ。

ｆ）　移除挡块。

ｇ）　１ｍｉｎ后，放回挡块。

ｈ）　测量梯脚相对于测量基准的向外移动距离。

ｉ）　重复ａ）～ｈ）４次（共计５次）。

注：在试验过程中无须更换梯脚或重复清洗过程。

５．１８．５　判定准则

每次梯脚相对测量基准的移动距离不应超过４０ｍｍ。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犉 ———试验载荷；

１ ———挡块。

图２８　倚靠式梯子底部滑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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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９　侧边式平衡杆的强度试验

５．１９．１　试验程序

将梯子倚靠在垂直支撑面上，如图２９所示，与地面夹角７５°±０．５°

梯子底部的支撑面应光滑、水平。

在试验过程中，应固定或挡住梯框底部，防止试验过程中梯子向外移动。通过加载装置垂直施加载

荷犉＝１４７１Ｎ，加载装置应固定连接到距离侧边式平衡杆顶部上方最近的一级踏棍／踏板上，且加载装

置的上表面应与踏棍／踏板的上表面平齐（见图３０）。载荷应施加在离梯框外侧１００ｍｍ处的加载装置

平面上，持续１ｍｉｎ，然后移除载荷。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犉 ———试验载荷；

１ ———挡块。

图２９　倚靠式梯子的侧边式平衡杆的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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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踏棍／踏板；

２———梯框；

３———加载装置；

４———载荷施加位置；

犪———梯框厚度。

图３０　倚靠式梯子的侧边式平衡杆强度试验的加载装置示例

５．１９．２　判定准则

移除载荷后，梯子、侧边式平衡杆及其连接件应功能正常，无断裂或可见裂纹。

５．２０　撑杆式平衡杆的强度试验

５．２０．１　试验程序

将梯子打开呈三角架状态放在水平支撑面上，梯框同支撑面成７５°±０．５°，梯子最顶端无倚靠支撑

面，如图３１所示。

梯子底部的支撑面应光滑、水平。

延伸梯子各段应呈收合状态。

在试验过程中，应固定或挡住梯子和撑杆式平衡杆底部，以防止其移动。通过加载装置垂直施加一

个载荷犉＝１４７１Ｎ到一个宽度为１００ｍｍ的钢板的中点，钢板横跨放置在梯子与撑杆式平衡杆连接处

下端的最近一级踏棍／踏板，载荷持续１ｍｉｎ，然后移除载荷。

５．２０．２　判定准则

移除载荷后，梯子、撑杆式平衡杆及其连接件应功能正常，无断裂或可见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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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犉———试验载荷。

图３１　撑杆式平衡杆的倚靠式梯子的强度试验

５．２１　倚靠式梯子扭转试验

５．２１．１　试验程序

试验应在一个完整的梯子上进行。如果是延伸梯或组合梯，应完全展开后进行。分段梯应在所有

可用梯段的最大长度上进行试验。

如果梯子的攀爬侧不能通过产品结构确定，则应进行两次试验。第二次试验时应将梯子绕纵轴旋

转１８０°。

梯子应水平放置，攀爬侧朝上置于距离梯子两端各２００ｍｍ的支架上。支撑点为直径２５ｍｍ～

１００ｍｍ之间的圆柱形，一端固定，另一端可转动（见图３２）。

测量支架之间的净跨距，作为本试验的试验跨距。

如图３２所示，在梯子中间垂直施加一个均布在５０ｍｍ加载条上的预载荷，持续３０ｓ，两侧梯框均

匀受力。移除预载荷后，设定测量基准，然后按照表５所示，将均布在５０ｍｍ加载块上的试验载荷加载

到梯子一侧梯框的中心。

施加试验载荷不少于３０ｓ后，以设定的测量基准为原点，测量两侧边框试验跨距中心的垂直

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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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扭转试验载荷

单位为牛

预载荷 试验载荷

４９１ ６３８

５．２１．２　判定准则

当按照５．２１．１试验时，两个边框的挠度差应满足公式（１）。

犳１－犳２≤０．０７犫ｕ …………………………（１）

式中：

犳１———加载侧边框中心的垂直位移，单位为毫米（ｍｍ）；

犳２———非加载侧边框中心的垂直位移，单位为毫米（ｍｍ）；

犫ｕ———载荷施加位置的梯段外宽（见图３２），单位为毫米（ｍｍ）。

单位为毫米

犪）

犫）

图３２　扭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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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犮）

　　标引序号说明：

＝ ———两侧等距；

１ ———预载荷；

２ ———试验载荷；

犫ｕ ———载荷施加位置的梯段外宽；

犳１ ———加载侧边框中心的垂直位移；

犳２ ———非加载侧边框中心的垂直位移。

图３２　扭转试验 （续）

６　标志与使用说明书

梯子应标明其符合的ＧＢ／Ｔ１７８８９相关部分及其版本。

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８８９．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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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ｓ，然后用蘸汽油的布擦１５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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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７８８９．３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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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试 验 顺 序

　　表Ａ．１规定了试验顺序。试验顺序执行原则如下（视觉试验弹性试验塑性试验）：

ａ）　先通过目视检查／控制进行试验；

ｂ）　其次进行对后续试验没有影响的试验；

ｃ）　或进行小载荷试验；

ｄ）　随后进行垂直方向载荷为１５０ｋｇ或约１５００Ｎ的试验；

ｅ）　最后进行垂直方向载荷大于１５００Ｎ的试验：如２６００Ｎ、３５００Ｎ。

以上试验应在一个梯子上完成，即整个试验过程只使用一个梯子。

表犃．１　试验顺序

序号 试验

倚靠式梯子

踏棍／踏板

单件 分段 延伸ｂ

自立式

梯子

组合梯

两件式 三件式

倚靠

模式

自立

模式

倚靠

模式

自立

模式

１ ５．１３　梯子的最大延伸量
ａ — — √ — — — — —

２ ５．１８　依靠式梯子底部滑移试验 √ √ √ — √ — √ —

３ ５．１９　侧边式平衡杆的强度试验 √ √ √ — √ √ √ √

４ ５．２０　撑杆式平衡杆的强度试验 √ √ √ — √ √ √ √

５ ５．１０　自立式梯子的平台翘起试验 — — — √ — — — —

６ ５．１４　Ａ状态三件式组合梯试验 — — — — — — — √

７ ５．１２．１　自立式梯子的顶部扶手 — — — √ — — — —

８ ５．１２．２　侧面扶手 √ √ √ √ √ √ √ √

９ ５．４　梯子的侧向挠度试验 √ √ √ √ √ √ √ √

１０ ５．３　梯框弯曲试验 √ √ √ √ √ — √ —

１１ ５．２　强度试验 √ √ √ √ √ √ √ √

１２ ５．７　踏棍和踏板的扭转试验 √ √ √ √ — √ — √

１３
５．６　踏棍、踏板和平台的垂直载荷

试验
√ √ √ √ — √ — √

１４ ５．９　锁定装置试验 — √ √ √ — √ —

１５ ５．１５　自立式梯子扭转试验 — — — √ — √ — √

１６ ５．２１　倚靠式梯子扭转试验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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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试验顺序 （续）

序号 试验

倚靠式梯子

踏棍／踏板

单件 分段 延伸ｂ

自立式

梯子

组合梯

两件式 三件式

倚靠

模式

自立

模式

倚靠

模式

自立

模式

１７ ５．１７　自立式梯子的耐久性试验 — — — √ — √ — √

１８
５．８　自立式梯子的张开限制和铰

链试验
— — — √ — √ — √

１９ ５．１１　梯脚拉拔试验 √ √ √ √ √ √ √ √

２０ ５．５　梯框底端试验 √ √ √ √ √ √ √ √

　　注：“√”表示适用，“—”表示不适用。

　　
ａ 如果每个攀爬腿都不同，试验应在每个攀爬腿分别执行。

ｂ 延伸式只对踏棍梯有效，不适用于踏板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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