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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IJ i§ 

本文件按照 GB斤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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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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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刁新源、 丛石磊、 张东兵、 陈扬、艾金腾、 美金光、魏传杰、 卢志君、 王传波、

陈才’、 杨正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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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海洋调查铠装缆绳使用规范

1 范固

本文件规定了括在海海洋调查铠装缆绳（以下简称 “缆绳”〉分类及~用、使用准备、使用要求、检

查、 维护和保养、 存｛情和报E麦等内容。
应用于迢控元人潜水器、 声学拖体、 温鼓深探测｛义、 电视抓斗 、 多联网等深海海洋调查 的

铠装缆绳适用于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往问翔的引用文件，

仅该口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报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

文件。

GB/T 8358-2014 钢丝绳实际敲｜新拉力测定方法

GB/T 8706 -2017 钢丝绳术语、 标记和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3. 1 

3. 2 

3.3 

3. 4 

3. 5 

GB/T 8706-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1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标衍、破断章E荷 n。mina l break i ng l oad; NBL 

缆绳相应的产品标准规定的破断我部

注： 本文件中载衍同位力．

实现11破断载荷 test break ing l oad; TBL 

通过测试确定缆绳破｜锐的实际我稍．

安全系数 fact。r of safty ; FS 

缆绳最小断裂载荷与缆绳最大工作载街之比．

i年用破断载荷 assigned break i ng I 。ad; ABL 

标称破断载街和测试破断载荷中的最低者．

注：单位为kN. 实际上除非测试表明TBL小子NBL，否则ABL等于佼用的NBL.



3. 6 

捻向 l ay d i rect l 。n

外层钢丝沿股轴线:t<.JZ外层股沿缆绳轴线的捻串1］方向， ~p ；自捻（Z) :t<.JZ左捻 （S ） 。

l来源： GB斤 8706-2017, 2.8.1 ， 有修改］

最小弯曲半径 mi n imum bend ing rad ius 

缆绳工作时不受损伤或不明显降低寿命的最小的弯转半径。

4 分类及选用

4. 1 分类

深海海洋调查使闸的铠装缆绳根据通信方式及用途不同， 主要分为光电缆和同轴缆两大炎。

a）光电复合缆〈以下简称“光电缆”）集光纤、 输电铜线于一1中，可以解泱宽丰＂~入、 设备用咆、
信号传输的问题．

b ) 同输缆~导体和1弃磁层共用同一轴心的缆．簸’泊’J,\!.的同输缆也绝缘材料隔离的fl毒线导体组成，
在理层绝缘材料的外自但是另一层环形导体及其绝缘休，整个缆囱铠装层包辍．

4. 2 选用

根据绞车配置及作业类型确定深海海洋调查铠装缆绳的结构、 长度、 直径、 镀层、 最小面立即1我街、
最小弯曲半径、 旋向、 光纤或同轴参数等， 选用合适铠装缆绳．

5 使用准备

5. 1 吊装

缆绳在吊装过程中不能用硬结构物件直接与缆绳接触｛见图1 ） ， 避免吊装结构挤压缆绳（见图2) .

造成缆绳损伤。应避免fi吉缆滚简受力形变， 卷轴应保持水平放茧， 应使用高架起露，机或叉旦在进行搬动，

保证缆绳的完整e险（见阁3）。

图 1 jj＇结构直接与缆绳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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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缆绳自身挤压

图 3 保证缆绳的完整性

5. 2 安装

缆绳安装~I］绞车时，＆.保持一个恒定的缠绕速率，缠绕时保持一定张紧力．为了防止错误操作导致

缆绳损坏，安装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a）十盘查确认j哀筒无变形、偏心等异常－

b）正确安装 Lebus 绳梢（又称折线绳梢， 可安全地逃行多层卷绕） ， 推荐缆梢半径应在缆绳名义

直役的 52. 5～55. 0%之间，采用 53. 7%缆绳名义直径为最佳．

c）底层第一层缆绳要盘整齐，均匀布满滚简面以保证上覆缆绳整齐有序。

d）缆绳在滚筒上的缠绕的起始点〈左Wt右）取决于缆绳抢向（左捻或右捻，参}A!,图 4 和图 5） 。

e）缆绳从一滚筒镀绕到另－－￥＇夜筒肘， 缆绳要向同一方向缠绕〈从同一位黑观看时为顺时针或逆时

针〉，应该保证缆绳弯幽在同一个方向上（参见囚的。

f）缆绳安装时， 安装张力应控制在标称敲｜斯载街的 2'X.～5%。

在）缆绳安装时根据需要涂抹防ffJ蚀的润滑i曲或汹胎。

3 



m m m m wb 
a) 左抢

、交心迟迟迟迟心迟迟这
b） 右It

图 4 缆绳的捻向

的使用右捻缆绳 b) 佼用左捻缆绳

图 5 缆绳的缠绕方式

() 已
a) iJf.:、iiE缆绳的方向一致性

b) 缠绕时，从一滚简顶部到另一滚筒底音B会引起缆绳m曲

图 6 缆绳弯曲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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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缆绳安装时的参数测量

5. 3. 1 直径

缆绳直径盒附带有宽创口的游标卡尺测量， 单位为毫米 （mm）。创口的宽度变足以防越二很相邻

的钢丝。 测盎应在无张力的情况下子lit!缆绳端头 15 m 外的直线部位相lie至少 l m 的两个战面上进行，

并在同一截面相互垂直的方向上测取两个数俏， 用四个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缆绳实测直径： 对于

直径小子或等于26mm 的缆绳， 游标卡尺的最小分度值不应超过 0.02 mm. 对于直径大于26mm 的缆

绳， 游标卡尺的缎小分度值应不超出 0.05 mm， 直径测量；如图 7所示．

图 7 直径测量

5. 3. 2 长度

缆绳的长度测量可根据绞车自身的计数器确定。

5. 3. 3 铠装电缆导体亘流电阻

铠装电缆的导体直流电阻可用万用表、 欧姆表号手电气仪表进行测fi!:.

5. 3. 4 铠装电缆绝缘

铠装电缆绝缘值可使用电子或手摇式绝缘号是测量， 测试的号是笔正反jji[~fi!:两次，以测试彼低的为准。

测量：方法详见7. 2. J , 

5. 3. 5 铠装光电缆时域反射

铠装光电缆时锁反射可用光时城反射仪jji[~嚣， 主要测窒光缆的长度、传输损耗、接头损耗等光纤物

理特性， 并能对光纤线路中的事件点、故｜部点准确定位。

5. 3 . 6 实）￥.1］破断载荷

在缆绳的东端截取适当K度的缆绳， 使用专用缆绳拉力试验机进行国立即i拉力试验， 测量缆绳的最低

磁l跻力。具体方法见6. 2.

5. 3. 7 外层表面检查

缆绳安装时 ， 缆绳的表面质量用手感和目测检盒。

必要时对缆绳进行重量测量、不松散检查、 镀铸层检测， 每次安装时对缆绳进行测量的技术参数应

当填写附录A表A. I进行存挡。

5. 4 磨合

5 



对于新缆绳和刚导入滚筒的缆绳臼身会产生应力， 在使用之前缆绳绳端应按我圆柱形配重（约5%

的破断载街〉 ， 在低速、低我街条件下， 对缆绳循环运转一定次数收放， 尽量降低缆绳存在的残余应力 ，

确保新缆绳和附件调整到适应实际工作的状态， 但是不准许在满载或者超载条件下对缆绳进行运行。

6 使用要求

6. 1 配合滑轮的要求

6. 1. 1 滑轮槽尺寸

在安装负荷下， 滑轮的剧中曾应比电缆的直径大2？←3.5%，缆绳被盖滑轮角度为135。 ～150。（见阁的。

包角为135～ 150°

图 8 缆绳覆盖滑轮角度

6. 1. 2 滑轮直径

缆绳的弯由半径不应小于制造商戎相关技术协议的规定值， 与缆绳配合的消轮院符合缆绳的最小弯

曲半径， 饱装缆绳滑轮直径至少为本缆绳钢丝直径的400～500倍。

6. 1. 3 缆绳允许偏斜角

缆绳的路径与滑轮需M中，缆绳滑轮梢偏斜角一般不应大于4＇ ， 对抗旋转要求高的缆绳， 其｛扁斜角

不应大于2·，偏斜角与纯捕角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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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偏斜角与绳槽角

6. 1. 4 缠绕方式

系统中应尽盎减少涡轮的使用，缆绳从滚筒到各种滑轮的路径应i华择同向弯曲 ，避免缆绳反向弯曲。

6. 2 实现4破断载荷 （TBL)

缆绳实wm破断载荷测试方法按GB/T 8358-2014. 
测试试样的要求：

a) 米使用的缆绳试样应从外观上进行检盗， 从没有任何损伤的缆绳上截取。

b) 已使用的缆绳试样应从使用／j＇确认的缆绳上戴取．

巳） 缆绳i式样应表而干净， 平茧，不应有湾出。

d) 为防止缆绳试样两端松散， 截l仅试样前两端应用低碳钢丝或绑扎带牢固搁扎， 搁扎长度不小子

缆绳直径的 3倍。

e) J5Si.采用冷说方式j进行貌绳破断拉力试验， 且应测试铠装光纤缆中光纤衰减情况－

f) 对于缆绳每一次测试结果应当填写附录 自农 B. l 缆绳破｜听我街测室装逃行存档。

6. 3 安全系数选取和相应使用要求

对于具有铜导体的铠装缆绳安全系数不应低于2.

不l司安全系数范围内运行所遵循的程序和设备要求见表 l 至表 3， 缆绳作业安全系敛的边l段应参照

缆绳的实测破断载部及缆绳的整体状态．

表 1 安全系数为 5及以上

缆＃挂在包指瞬态f!I动态i.Hll断裂戴街上的 l、S=5. 0 即可使用. i:!i!IJ预低安金系数5.0 时应停止

常规 作业就省应使用我 2中描述的下－个级别的际准．海伴状况造成的朋舶运动~~te揽绳上产生t瞬

态戴橱， 因此应在作业之前i'f他当前;F.;气趋势．

缆绳的作业张力检测耳、足必衔的，如果王法胜行张力监何．捎信安全系数不会低于 5. 0. r-在
张力盟i浏

通过甜i伯烛火张力＜EllT）的itJr.JI~确定张力．

滑轮租司曾简 滑轮事Ii宫锦草径1且尽可能大．

甲串呈交企 甲串呈上的λ员在缆绳附近工作时． 应遵循良好的安尘~j护．

作业日在 操作者庇记录缆绳的作业日志． 包括下放~度．跟k张力、 保辞内在等. 1111纯如果越行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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