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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0t液压复式起重机液压成套设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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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6400t液压复式起重机主要用于大型煤化工、石油化工项目建设中超大、超重设备吊装，最大额定起 

重量6400t，起吊高度120m，设备设计制造国产化率100％，解决了现有大型履带吊存在安装周期长、占地 

面积大等弊端。本文介绍了该起重机的液压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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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随着我国煤基合成油技术的成熟及产业化的 

发展，单系列年产180万蝶 合成油装置将应用到 

年产540万t煤基合成油工厂。其核心设备费托反 

应器 (直径10．5m、高度61．2m、单台重约3000t) 

的运输、吊装成为项目建设关键路线和世界性技 

术难题。 

为解决费托反应器吊装困难，中化二建集团 

有限公司、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柳州欧维姆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合成油技术有限公司决 

定联合开发6400t液压复式起重机。由柳州欧维姆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研制6400t液压复式起重机 

的液压成套设备 (含控制系统 )。 

6400t液压复式起重机是全球起重能力最大的 

陆地起重机，最大额定起重量6400t，起吊高度 

120m，设备设计制造国产化率100％。主要用于 

大型煤化工、石油化工项目建设中超大、超重设 

备吊装。解决现有大型履带吊存在安装周期长、 

占地面积大等弊端，及采用液压单门架起重机存 

在缆风绳的布置及地基基础硬化费用高等问题。 

2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技术指标 

2．1研究的主要内容 

6400t复式起重机液压成套设备主要包括以下 

8大系统 (如图1)： 

(1)满足于6400t负载时液压提升系统； 

(2)满足于lO00t负载时提升器底座滑移 

系统 ； 

(3)塔架 自顶升系统； 

(4)单门架顶升缆风系统； 

(5)溜尾门架滑移系统； 

(6)拽溜系统； 

(7)标准节顶推系统； 

(8)监视系统； 

图1 液压成套设备分布示意图 

2．2主要技术指标 

600 t主提升装置 缆风绳系统用200t提升器装置 

设备参数 ： 

单台额定起重能力：600t 

16台额定起重能力：16×600t 

公称压力：25MPa 

额定提升速度：lOm／h 

行程：400ram 

16套泵站总功率 ：1040kW 

100 t滑移装置 

单台额定顶推力：lOOt 

单台额定拉力：不小于50t 

公称压力：25MPa 

滑移速度：3-5m／h 

设备参数： 

单台额定拉力：200t 

公称压力：25MPa 

额定提升速度：lOm／h 

行程：300ram 

6台泵站总功率：约240kW 

门架自升降用200t油缸 

单台额定顶升力：200t 

公称压力：25MPa 

额定顶升速度：1Om／h 

行程：3400ram 

8台泵站总功率：约32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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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键技术的研究 

3．1主提升系统的研制 

3．1．1系统的组成及总体概述 

LSD6000 提升千斤顶 16台 

LSDB105C 液压泵站 14台 

LSDB105D 液压泵站 2台 

QKTS／HY 控制系统 1套 

主提升系统有承重系、动力系及控制系三 

大部分。其承重系包括LSD6000提升千斤顶、构 

件夹持器、安全夹持器及 17．8的高强、低松弛 

钢绞线。动力系为带有各式液压阀的泵站，它 

接收控制系统给出的指令开关，电磁阀从而控 

制油路，驱使千斤顶油缸、活塞的动作。控制 

系包括主控柜 、泵站起动箱及联接电缆，它控 

制整个系统中各运动部件协调动作。 

3．1．2 LSD6000提升千斤顶 

工作原理： 

提升千斤顶的上夹持器与千斤顶的活塞相 

连，下夹持器与油缸下部的撑脚相连，每台液 

压千斤顶有2个夹持器 (如图2)。在提升工况 

状态 ：通过液压泵站向提升千斤顶提供压力 

油，推动千斤顶活塞作伸、缩缸运动，伸缸时 

设置在活塞顶端的上夹持器卡紧承载钢绞线使 

提升重物随之一同向上移动，缩缸时与撑脚相 

连的下夹持器卡紧承载钢绞线以保证提升重物 

安全可靠的停留在新的位置 ，同时设置在活塞 

顶端的上夹持器放松承载钢绞线 ，活塞回程准 

备下一行程的提升；在下降工况状态：千斤顶 

活塞在近乎完全伸缸的位置处上夹持器卡紧承 

载钢绞线 ，下夹持器放松承载钢绞线，活塞缩 

缸带动重物下降。在接近完全缩缸的位置处下 

夹持器卡紧承载钢绞线，上夹持器放松承载钢 

绞线后活塞空载伸缸，在近乎完全伸缸的位置 

处上夹持器再次卡紧承载钢绞线，下夹持器又 

放松承载钢绞线，如此依次循环直至重物准确 

的在设计位置就位。液压千斤顶及泵站的液压 

回路上设置了液控单向阀和平衡阀，在遇到突 

然停电等突发事件时可对油路进行闭锁，使提 

升重物安全的悬挂在已定高度。 

1上夹持器 2主顶 3 F夹持器 4撑脚 

图2 提升顶结构示意图 

3．1．3 LSDB l05C／LSDB l0sD液压泵站 

液压泵站简介： 

液压泵站是专门为6400t复式起重机主提升系 

统提供液压动力设计的，其中LSDB 105D液压泵 

站在满足提升的工况外，还具有为主提升器底座 

滑移提供动力之功能。液压泵站是通过泵站输出 

的液压动力去驱动千斤顶，实现提升千斤顶的主 

顶伸缸、缩缸，夹持器紧锚、松锚。通过控制系 

统协调动作，精确调节千斤顶的动作快慢，实现 

构件的平稳移动。 

每台泵站包括电机、负载敏感变量柱塞泵、 

齿轮泵、控制阀、油箱、风机冷却和加热系统 

等等。 

液压泵站的特点： 

泵站是由比例多路阀与负载敏感变量泵组成 

的液压回路 (如图3)，是液压调速系统中先进 

的一种，在计算机的控制下，实现千斤顶无级调 

速，使每一顶的受力均匀，构件平稳运动。在工 

作中，泵站根据负载的流量需要自动调节泵头的 

输出流量，系统不会出现溢流，系统发热量小， 

温升小，可靠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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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8，共16台顶升顶，主控台用门架顶升主控 

台，完成对顶升的控制；2)单门架顶升：此时 

缆风顶和顶升顶须同时工作。泵站1至泵站6中的 

每个泵站各带1台缆风顶，共6台缆风顶，主控台 

用缆风绳主控台，完成对缆风绳的控制。泵站7 

至泵站1O中的每个泵站各带2台顶升顶，共8台顶 

升顶，主控台用门架顶升主控台，完成对顶升的 

控制；3)门架滑移：此时只用泵站9、泵站10， 

主控台用门架顶升主控台。 

3．3标准节顶推系统的研制 

标准节顶推系统包含4台顶推泵站，4-I"现场 

就地控制箱。采用继电器控制方式，所有操作直 

接在控制箱上进行。伸缸、缩缸操作均要求具有 

点动及自锁功能。接近开关信号集中在接线盒， 

通过接插件方式进入控制箱。 

3．4溜尾系统的研制 

溜尾系统包括溜尾门架系统、拽溜系统。溜 

尾门架系统含提升机构及滑移机构。2-'kc~ot提升 

器同步控制精度要求同主提升系统一致，4台lOOt 

爬行器 (双向伸缩形式 )实现溜尾门架滑移功 

能，拽溜系统采用2套200￡液压提升器，牵引缆风 

采用2套200t液压提升器。 

3．4．1溜尾门架系统 

提升机构：6400液压复式起重机主吊采用8 

套600t液压提升工况时，溜尾门架采用两套600t 

液压提升器 (借用主提升系统9#、10}}泵站+提升 

器 )，600t液压提升器采用负载变量泵+比例阀 

控制，具有位移、压力、行程检测等功能，设置 

溜尾门架 

⋯  

故障应急操作装置。6400t液压复式起重机8个主 

提升器工作站同步控制，根据系统的位移、压力 

检测保证系统的同步性。2个溜尾门架提升器可 

实现同步控制，采用自动或手动操作，同步控制精 

度要求与6400t液压复式起重机主提升系统一致。 

滑移机构：采用4台loo【爬行器 (双向伸缩形 

式 )实现溜尾门架机构滑移功能。根据原系统的 

配置，每台爬行器设置位移检测传感器，以实现 

位移反馈，达到同步控制的目的。借用两套顶升 

(7#、8#)泵站采用一带二的形式驱动四台爬行 

器，实现溜尾门架的滑移。泵站阀块上安装压力 

传感器，采集四个爬行器的压力数据。 

3．4．2拽溜系统 

拽溜系统采用两套缆风绳系统。两套拽溜系 

统同步控制，根据系统的位移、压力检测保证系 

统的同步性。同步偏差控制在lOmm以内，偏差 

大于lOmm系统发出报警信号，并可自动或手动 

选择 (1—2#)调节系统偏差，所有的检测信号都 

在上位机上显示。 

溜尾装置的控制系统也放置在中控室内，方 

便操作员一起协同操作。中控室内有专门用于操 

作控制溜尾门架爬行的上位计算机，溜尾门架上 

的提升控制和辅助缆风的控制则通过复式起重设 

备主门架原有的提升和缆风系统上位计算机进 

行。操作系统采用工业以太网 (EtherNet I／P)的 

网络结构方式与各液压泵站上配置的控制箱进行 

通讯，接收设备上各传感器反馈信号，并对对应 

的液压设备的电磁阀发出控制信号 (如图11)。 

拽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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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溜尾系统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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