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井提升用钢丝绳》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起草过程等；

本项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由推荐性标准转化为强制性标准，项目名称

为《矿井提升用钢丝绳》，由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

院、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等单位参与起草。

计划完成时间是 2024 年 3 月。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

计数据等）及理由；

矿井提升钢丝绳是连接提升容器与提升机、升降人员与物料的具有传递动

力功能的关键承载构建，对矿山安全的安全生产和正常运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矿井提升是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这一行业是高危行业，

钢丝绳在这一行业中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涉及到人员、设备、财产的安

全问题。

在本项目修订过程中，遵循强制性国家标准坚持通用性的原则，制定各项

技术要求。同时也按照“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

订、不断完善”的原则，注重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

用推广相结合，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标准的目标、统

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的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本文件在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编写。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技术指标时，综合考虑生

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在

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该文件遵循了国家钢丝绳标准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规范了矿用钢丝绳生

产和检验等各个方面的技术要求。近年来，矿井提升领域发生了巨大的技术进

步，高速、深井、新能源提升是一个发展趋势，对使用的钢丝绳也提出了新的

要求，一些与之相配套的新产品、新结构钢丝绳陆续被投入使用。这部分产品

在进入煤矿行业时都已经办理安全标志认证，因此需要将其纳入本标准中、从



而使其标准化。使得《矿井提升用钢丝绳》标准能够更好地服务矿山、新能源

行业。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1. 钢丝绳按 GB/T 8706 规定的原则进行分类，并且根据现有的产品情况，

对原标准的钢丝绳类型进行了增减和直径范围的调整，明确了现下常用典型的

钢丝绳的类型、类别、典型结构、股捻制类型、股结构、直径范围；

2. 对制绳用钢绳的基本类型及其性能做出了要求，基本性能应满足 YB/T

5343《制绳用圆钢丝》的要求，同时根据钢丝的表面状态对钢丝的抗拉强度级

别做出了规定，根据现有的生产技术，在矿井提升用钢丝绳的生产中，用到了

更高强度的钢丝，在标准中增加了 2160 级拆股钢丝的弯曲、扭转等相关指标；

其中圆股钢丝绳和异形股钢丝绳的相关指标参照GB/T 20118-2017的相关要求，

压实股钢丝绳的相关指标参照 YB/T 5359-2020 中的 2060 级钢丝的要求下调 1

次。

3. 根据生产厂家的实际生产情况增加了 0.5mm 以下直径钢丝的强度允许

偏差及打结拉伸的相关要求。

4. 对不同钢丝绳级别选用的制绳用钢丝抗拉强度级做出了统一的规定，为

了保证产品质量，也规定了同一钢丝层中,所有相同直径钢丝应具有相同抗拉强

度级和镀层级;

5. 为了稳定产品质量，要求镀层钢丝绳应选用锌或锌合金镀层钢丝，而且

所有的钢丝均应该是镀层钢丝；

6. 对钢丝绳绳芯的分类进行了规定，增加钢丝绳绳芯选择，除了常用的纤

维芯、金属芯，明确了还可以采用钢丝与纤维混合捻制、钢丝与固态聚合物混

合捻制的复合芯的规定，并根据各生产厂家提供的数据，增加、修改、完善了

重量系数和最小破断拉力系数；

7. 为了保证股的捻制质量，对股的捻制、股的中心钢丝或者金属绳芯做出

了要求；

8. 为了保证钢丝绳使用安全，提升钢丝绳质量，规定直径大于 0.4 mm 的

钢丝应采用对焊方法接续；直径小于或等于 0.4 mm 的钢丝可采用对焊、插接等

方法接续。股同一次捻制过程中，各接续点在股内的距离应不小于钢丝绳捻距



的 10 倍，而且除非另有需要钢丝绳应该均匀、连续的涂上油脂,并对普通油脂

和增摩油脂应满足的标准分别做出了规定；

9. 对钢丝绳的实测直径、不圆度、长度的测量方法和允许偏差和具体值分

别进行了规定；

10. 为了提高用户满意度，增加了对 1500m 以上公称长度钢丝绳长度的允许

偏差。

11. 钢丝绳的参考重量、最小破断拉力等计算按照钢丝绳行业标准的统一计

算方法进行了规定，计算数据主要是沿用了部分前版标准系数，并结合现有的

各厂家的实验数据进行了整理汇总；

12. 为了便于考核拆股钢丝的性能，在拆股钢丝方面对拆股钢丝的直径允许

偏差、抗拉强度允许偏差、反复弯曲、单项扭转、镀层重量等进行了规定；

13. 在钢丝绳检查中，对钢丝绳取样、检查、试验，拆股钢丝检查、试验等

按照钢丝绳行业的常用的检查进行了规定，并针对矿井提升用绳中的阻旋转钢

丝绳进行了规定；

14. 结合检测机构、用户需求以及生产厂家的生产检测情况，更改了钢丝绳

合格判定条件；

15. 增加了不同工况条件下钢丝绳的结构选型，便于设计单位和基层单位人

员查阅和正确使用，以保证矿井提升的安全。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

制定情况；

国内有关标准包括：MT/T 716-2019《煤矿重要用途钢丝绳验收技术条件》

用于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验收。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

析；

相关国际标准包括：ISO 3154《矿井提升用钢丝绳交货技术条件》、EN

12385-6《矿井用多股钢丝绳》、EN 12385-7《矿井用密封钢丝绳》。其中 ISO

3154：1988 《矿井提升用钢丝绳交货技术条件》的年代久远，无实际参考意义。



同 EN 12385-6《矿井用多股钢丝绳》相比，EN 12385-6 应用范围更广，还包括

了平衡用钢丝绳，异型股钢丝绳直径允许偏差范围更小；《矿井提升用钢丝绳》

钢丝绳级取消了 1670 和 1860 级，钢丝绳的实测直径和抗拉强度、合格条件等

均严于欧洲标准。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

渡期）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

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建议过渡期为半年，主要考虑为老旧产品退出市场，生产单位和用户单位

消化库存。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以及

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十一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保障安全生产的要求，依法及时

制定有关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并根据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适时修订。

——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执行依法制定的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安全生产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项目提出、

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统筹提出安全生产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立项计划。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安全生产强制性国家

标准的立项、编号、对外通报和授权批准发布工作。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有关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安全生产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

物品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



——第三十四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

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并对安全设施

的工程质量负责。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

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应当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验收

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对

建设单位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第六十三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对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需要审查批准（包括批准、核准、许可、注册、

认证、颁发证照等，下同）或者验收的，必须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不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批准或者验收通过。

对未依法取得批准或者验收合格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负责行政审批的

部门发现或者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予以取缔，并依法予以处理。对已经依法取

得批准的单位，负责行政审批的部门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撤

销原批准。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

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

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

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

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

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

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并依法

作出处理决定。

监督检查不得影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9〕第 18 号）



第九条 矿山设计下列项目必须符合矿山安全规程和行业技术规范：

(一)矿井的通风系统和供风量、风质、风速；

(二)露天矿的边坡角和台阶的宽度、高度；

(三)供电系统；

(四)提升、运输系统；

(五)防水、排水系统和防火、灭火系统；

(六)防瓦斯系统和防尘系统；

(七)有关矿山安全的其他项目。；

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

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分配职工上岗作业的；

(二)使用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或者行业安全标准的设备、器材、防护用品、

安全检测仪器的；

(三)未按照规定提取或者使用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费用的；(四)拒绝矿山安

全监督人员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隐瞒事故隐患、不如实反映情况的；

(五)未按照规定及时、如实报告矿山事故的。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对外通报，因矿井提升用钢丝绳产品产能规划部门为国家发改委，产

业政策管理部分为工业和信息化部，产品质量管理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及生

产企业所在地省市监督管理部门，标准制修订应咨询以上部门意见。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标准涉及的产品为：矿井提升钢丝绳。

生产工艺：盘条表面处理、热处理、拉丝、捻股、合绳。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