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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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5163《起重机械 智能化系统》的第1部分。GB/T45163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术语和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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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工程学院、北京科正平工程技术检

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大连科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徐州重型机械有

限公司、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矿山

起重机有限公司、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

工程有限公司、微特技术有限公司、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特种

设备检测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奥力通起重机(江苏)有限公司、石家庄五龙

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大方重型机器有限公司、常州常欣

起重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新科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中科起重电气有限公司、河南合力起重机

械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丽媛、林夫奎、张培、朱长建、程涛、顾明观、曹广志、于晓颖、须雷、吴刚、

周亮亮、马文波、王昕婧、滕启斯、陈欣、吴志国、周强、李力、李胜德、张军、高钰敏、赵德栋、方线伟、
张长利、戴勇、张柯林、袁楷、刘晓楠、韩正方、张峰、曹向阳、王亮、蔡晓杰、于浩、郭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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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我国起重机械逐步向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但目前由于国内外关于起重机械智能化的标准

尚属于空白阶段,造成起重机械制造商、用户、检验机构和监管部门等相关利益方对于起重机械智能化

的程度和要求没有评价标准可参考。因此,为提高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并
为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的生产、检验和使用等工作提供标准技术依据,需要加快研制GB/T45163《起
重机械 智能化系统》。

GB/T45163旨在界定或规范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的术语、分级、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等内容。标

准的制定,对促进起重机械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向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支撑起重机械行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制定,结合建立健全起重机械智能化标准体系以及实际生产使用需要,拟将GB/T45163分为

以下6个部分:
———第1部分:术语和分级。目的在于界定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的术语及对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

进行分级。
———第2部分:定位技术规范。目的在于规范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各个机构定位功能的技术要求。
———第3部分:防摇技术规范。目的在于规范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吊具或载荷防摇的技术要求。
———第4部分:避障技术规范。目的在于规范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对障碍物或人避让的技术要求。
———第5部分:识别技术规范。目的在于规范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运行环境识别、被吊运物品识

别、起重机械姿态识别的技术要求。
———第6部分:通信技术规范。目的在于规范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通信方式、通信接口、通信协议

等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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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械 智能化系统
第1部分:术语和分级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起重机械智能化的分级原则、等级划分要

素及对应的功能要求和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GB/T20776定义的起重机械的智能化系统,其他起重机械的智能化系统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起重机械智能化 liftingapplianceintelligentization
起重机械融合计算机网络、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以人、机、环境互为协调的整合体,通

过感知、决策、执行及其他综合能力,满足吊运作业需求的属性。
3.2

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 intelligentsystemofliftingappliance
由实现起重机械智能化运行的硬件和软件等组成的系统。
注:本系统是完成吊运工作的起重机械的一部分。

3.3
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失效 failureofintelligentsystemofliftingappliance
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执行吊运任务的能力中断或丧失。

3.4
起重机械其他系统失效 failureofothersystemsofliftingappliance
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发生故障导致智能化系统执行吊运任务的能力中断或丧失。

3.5
吊运任务 liftingtask
从接受吊运命令到完成全部操作的起重机械和/或人员承担的全部工作。
注:吊运任务一般由司机和/或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或由值守人员和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共同完成。

3.6
吊装运动方向 directionofhoistingmovement
起重机械按照X、Y、Z 三维空间进行吊装作业的运行方向,其中X 包括左、右两个相对方向,Y 包

括前、后两个相对方向,Z 包括上、下两个相对方向。
注:对于具有中心回转机构的起重机械,回转机构运动方向定义为R 轴,以顺、逆时针为两个相对方向。

3.7
设计运行范围 designoperatingrange
起重机械智能化系统设计时确定的适用于其功能运行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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