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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７５９７：１９８７《Ｔ（８）级链条用锻造环眼吊钩》（英文版）。

本标准等同翻译ＩＳＯ７５９７：１９８７。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以下编辑性修改：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引用的其他国际标准，用已被采用为我国的标准代替对应的国际标准；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补充增加引用标准（见６．２）。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７）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杭州现代起重机械制造厂、杭州武林机器有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

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帕森斯链条分公司、浙江双鸟机械有限公

司、山东神力索具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云、杨宪辉、崔振元、林夫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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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级链条用锻造环眼吊钩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８级链条用钢制锻造环眼吊钩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范围包括一系列与符合ＧＢ／Ｔ２４８１６规定的８级链条在强度和主要尺寸上相匹配的

规格。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６３９４—２００２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ＡＳＴＭＥ１１２９６，ＭＯＤ）

ＧＢ／Ｔ２０６５２　Ｍ（４）、Ｓ（６）和Ｔ（８）级焊接吊链（ＧＢ／Ｔ２０６５２—２００６，ＩＳＯ４７７８：１９８１，ＩＤＴ）

ＧＢ／Ｔ２２１６６　非校准起重圆环链和吊链　使用和维护（ＧＢ／Ｔ２２１６６—２００８，ＩＳＯ３０５６：１９８６，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８１６　起重用短环链　吊链等用８级普通精度链［ＧＢ／Ｔ２４８１６—２００９，ＩＳＯ３０７６：１９８４，

ｓｈｏｒｔｌｉｎｋｃｈａｉｎｆｏｒｌｉｆｔｉｎｇ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ＧｒａｄｅＴ（８），ｎｏｎ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ｆｏｒｃｈａｉｎｓｌｉｎｇｓｅｔｃ．，ＩＤＴ］

ＩＳＯ７５９３　８级非焊接吊链
１）

ＩＳＯ８５３９　８级链条用锻造起重部件
１）

１）　该国际标准正等同采用为我国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极限工作载荷　狑狅狉犽犻狀犵犾狅犪犱犾犻犿犻狋

犠犔犔

在一般工况下，吊钩能承受的设计最大质量。

３．２

　　工作载荷　狑狅狉犽犻狀犵犾狅犪犱

犠犔

在特定使用工况下，吊钩应承受的最大质量。

３．３

　　验证力　狆狉狅狅犳犳狅狉犮犲

犉ｅ

按第９章规定施加于吊钩的试验力。

３．４

　　极限强度　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拉伸试验过程中，吊钩失去承载能力的最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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