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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定子吊装方案分析与对策  

            山东鲁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沾化发电厂（256800） 何国亮 

            山东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250100） 罗坤鸿  周哲 

［摘要］着重探讨发电机定子吊装的几个关键环节、实例与应用 

［关键词］吊装 方案 效果  

1  前言 

  沾化发电厂2×165MW热电联产工程发电机定子由济南发电设备厂制造。定子净重为148.2t，外型尺寸为（长

×宽×高）7160×3600×3760mm，轴向两吊攀之间的间距为3426mm。定子吊装就位的纵向方向与主厂房A列垂

直，吊装中心线距A列柱中心线的距离为10280mm。 

  由于设计单位在设计阶段对发电机定子吊装认识不足，在设备选型、汽机房框架结构设计中考虑到了行车、

发电机定子重量，但对吊装机具仅考虑了2t附加重量，吊装重量只允许150 t，实际附加重量为16.3t，也就是

说，进行发电机定子吊装时应该满足164.3 t的起重要求。另外，由于吊装重量增加，引起行车行走机构动力不

足，无法满足行车行走要求。 

  如何解决行车起吊能力不足问题，设计单位对汽机房框架结构复核后，建议对行车梁进行加固，每根梁底部

加两个支撑，采用φ219厚壁无缝钢管，穿过9m、4.5m平台，支撑在0m临时基础支墩上。但是，这个方案施工时间

长，投资的，浪费人力物力。笔者提出一种简单可行的吊装方案。 

2  总体方案的确定 

  我们结合实际情况，建设方召集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备厂家首先根据汽机房框架结构配筋设

计进行验算，安全系数略低。由于吊装时间为五月份，不必考虑雪荷载和地震荷载，因此设计荷载的安全系数仍

满足吊装要求，但设计院提出吊装过程中行车在行车梁任一点的停留时间不得超过半小时。针对上述主要矛盾

点，并吸取同类机组经验，确定总体吊装方案： 

  （1）发电机定子由运输车辆直接运进主厂房内的指定位置。 

  （2） 然后由固定在80t行车上的2套50t定滑轮、10t卷扬机组成起升系统，与80t行车主钩进行抬吊。 

  （3）由3t卷扬机与原有的行车行走牵引机构，共同牵引行车机构行走。 

  上述步骤协调完成定子的卸车和吊装就位工作。 

3  吊装准备工作 

  （1） 根据设计院图纸设计和80t行车说明书，准确确定80t行车上的50t定滑轮悬挂梁、小跑车和10t卷扬机

的位置，并作好平面图。 

  （2）将小跑车小钩部分拆除，以降低附加荷载，并严格按吊装平面示意图尺寸将其固定好。 

  （3） 80t行车检查验收，试吊达到正常使用条件。检查3t、10t卷扬机、50t滑轮的安全技术状况，达到正

常使用条件。 

  （4）制作50t定滑轮悬挂梁和10t卷扬机底座，安装完毕。悬挂梁两侧分别加焊三角支撑与行车主梁相连，

并按要求挂好50t定滑轮。10t卷扬机按要求布置，并与行车主梁焊接牢固。 

  （5） 钢丝绳按要求正确穿绕，固定牢靠。 

  （6）汽轮发电机就位基础，定子就位的纵向中心线标记好。 



  （7） 定子的就位基础验收完毕，达到吊装定子的要求，且不得有影响定子吊装就位的障碍物（如安全栏杆

临时拆除等）。 

4  定子吊装 

  （1）定子运输车辆直接由A列柱进料口倒进汽机房内，使定子横向中心线与定子就位时的横向中心线基本重

合（误差应≤20mm）。 

  （2） 停车后，4.3 将Φ48×16mm的钢丝绳挂好，4.4 做好试吊与起吊准备4.5 。 

  （3） 起吊前进行试吊工作：将定子吊起离开拖车上平面约100mm，停留10min，全面检查80t行车主钩卷扬

机、10t卷扬机、50t滑轮组、钢丝绳、行车梁、悬挂梁、支承梁等部件是否有异常，2台卷扬机制动器工作是否

正常。由建筑专业人员使用水平仪测量试吊前后行车主梁的挠度值（要求下挠度值小于行车跨度的L/700，即下

挠度值不得大于45mm），测量A、B列柱的垂直度和行车道轨的下陷度，作好测量记录。在一切正常之后，进行起

升、下降两次制动试验，要求制动器动作平稳、可靠。在落实卷扬机、行车、A、B列柱及轨道等各系统正常之

后，由起吊总指挥发出起吊命令，方可进行正式起吊。 

  （4） 定子正式起吊：开动10t卷扬机、80t行车主钩将定子下缘高度一次起升至高约9.5m时，停止起吊。 

  （5）向固定端缓慢开动行车及3t卷扬机，在行车行走过程中要作好监护，当定子纵向轴线与定子就位中心

线重合时，停止行车及3t卷扬机。 

  （6） 待定子完全静止后，开动10t卷扬机、80t行车主钩，徐徐落下定子。当定子下缘距就位位置为150mm

时，吊装人员用倒链将定子稳住并且找正后就位。在此过程应注意下落定子时动作应尽可能的平稳，以免碰伤定

子就位固定螺栓的螺纹。 

  （7）定子就位后再次检查找正的尺寸无误后摘钩完成吊装就位。 

  （8）将小跑车固定部分拆除，将50t定滑轮悬挂梁及10t卷扬机支撑及加固部分拆除，恢复行车至正常使用

条件。 

  （9）在起吊过程中，为使80t行车主钩和10t卷扬机受力平衡，应派专人协助起重指挥观测定子长度方向两

端偏差不大于300mm，随时调整80t行车主钩和10t卷扬机的提升速度，保证定子基本水平的上升。 

５  定子吊装的主要计算 

5.1 主要参考数据 

  定子重量：148.2 t 

  φ48×16m钢丝绳扣重量：       0.155t/条 

  200 t钓钩重量：               3t 

  10t卷扬机重量（含φ28绳550米）：      7t 

  50t滑轮组重量（两套）：          1.5t 

  小跑车重量：               16.118 t 

  悬挂梁重量：                3 t 

  10t卷扬机支承梁重量 ：          1.5t 

5.2 φ48钢丝绳扣受力计算 

  根据φ48钢丝绳质量证明书：单股φ48钢丝绳的实测破断拉力总和为1415 kN，则最小破断拉力为：1415÷

9.8×0.82=118.4（t） 

  用φ48×16m钢丝绳，8股起吊。钢丝绳水平夹角为63.2º，则每股钢丝绳受力为：148.2/8/sin63.2º=20（t） 

则：安全系数：118.4/20=5.9 > 5 安全系数符合要求 

5.3 轮压计算 



  发电机定子重量为148.2t，根据图纸设计，吊装时定子横向中心线距离轨道中心为9.705m。定子吊装示意图

见图1。 

5.3.1 50t滑轮组中心距A列轨道中心为9.705-3.426/2=7.992 （m） ，此处重量合计为148.2÷

2+0.155+3+1.5+3=81.755（t）  

5.3.2 80t行车主钩中心距A列轨道中心为：9.705+3.426÷2=11.418（m），此处重量合计为：148.2÷

2+0.155+16.118=90.373（t） 

5.3.3 10t卷扬机紧靠50t滑轮组悬挂梁布置，中心距A列轨道中心为6.7m。 10t卷扬机和支撑梁重量为： 

7+1.5=8.5（t） 

5.3.4 A侧轮压值计算 

  8.5（31.5-6.7）+81.755(31.5-7.992)+90.373×（31.5-11.418） 

  +62.882×15.75=31.5×4×X 

则X=39.19t 



                图１定子吊装示意图 

5.3.5 B侧轮压值计算 

  8.5×6.7+81.755×7.992+90.373×11.418+62.882×15.75=31.5×4×X  

则X =21.69t 

  即起吊定子时的最大轮压为39.19t，根据<电动双梁桥式起重机技术协议书>：道轨梁能承载的最大轮压为

39.5t，行车轮额定载荷轮压值为33.5t。因此双梁式起重机桥架能满足吊装定子需要。 

5.4 10吨卷扬机支撑梁受力校核 

所选用的承重工字钢为32a型工字钢，悬挂梁许用弯曲应力为：[σ]= 137.2 MPa，悬挂梁许用剪切应力为：[τ]

=100MPa。在吊装过程中，c梁只起到一个支撑作用，故计算时按a、b两根梁受力，且最大弯距在支撑梁中心处，

见图2。 

               图2 10吨卷扬机支撑梁 

  梁的高度：y=0.32 m  

  梁长度：l=4.3m 

  梁惯性距：I=1.108×10-4m4
 

  单工字钢的抗弯截面模量为：W=692.2cm3 

  吊梁的截面积：A=6.705×10-3 m2
 

  吊梁受力：P=(8.5t+6.82t)/2=14.32/2t=7.16t 

  Mmax=1/4×7.16×4.3=7.697tm=7.543×104Nm 

  吊梁剪切应力： τ=P/2A=7.16×9.8×10-6×10
3/（2×6.705×10-3）=5.23MPa＜[τ]

 

  吊梁弯曲应力：σ= Mmax /W=7.543×104</（692.2×10-6）=108.97 MPa＜[σ]
 

  故该梁的抗弯、抗剪均符合要求，汽机房A、B列行车基础强度能满足定子吊装要求。
 

6  结束语
 

  通过精心组织、严格细致的检查及合理分工，发电机定子吊装工作十分顺利，自卸车开始至吊装就位仅用时39min，未出现任何安

全质量问题，从进度上较设计院加固方案提前3周，从施工成本上节约近10万元，并避免了行车梁加固工作对汽机房建筑、安装工作的



影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也为类似工程积累可借鉴的方案。
 

  建设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包括项目的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使用阶段。通过对案例的研究，我们认为建筑结构的不足、设计的

缺陷将导致其功能降低或存有隐患，甚至直接影响建筑工程的经济效益，项目投产后不能达到可研时的效果，因此设计单位应对项目

工程高度重视，避免因一时疏忽影响整个工程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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