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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首次制定

    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ISO 10262;1998((土方机械 液压挖掘机 司机防护装置的试验室试验

和性能要求》(英文版)。

    本标准根据ISO 10262:1998重新起草。

    本标准与ISO 10262:1998的技术差异如下。

    a) 对规范性引用文件:

        ISO 10262:1998中引用了两个将要出版的ISO标准，现本标准的引用改为采用国际标准现行

        版本的我国国家标准:GB/T 3098. 1-2000((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idt ISO

        898-1:1999)和GB/T 6572.1-1987《液压挖掘机 术语》(eqv ISO 7135:1993)，本标准相应

        删除了ISO 10262:1998中关于版本说明的脚注1)和脚注2)，并且后续的脚注编号重编;

    b) 删除了ISO 10262:1998中“8. 3. 2 用英制的那些国家，使用相当等级的螺栓和螺母。"ISO

        10262:1998的8.3中的条编号存在错误，有两个8.3. 1的条编号，故在本标准中重新编号。

    为了方便使用，本标准还做了一些编辑性修改:

    -一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

    —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标准的附录A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工程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阎望、罗维、李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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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932-2005

土方机械 液压挖掘机 司机防护装置的

        试验室试验和性能要求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种在载荷作用下评价司机防护装置的统一的、可重复的试验程序和性能要求。此

装置是用来向液压挖掘机的司机提供合理的保护，以抵挡来自前面或上面的例如岩石、碎片或其他物体

穿透司机位置.

    本标准活 用干配各司机防护装置的液压校掘机，该液压校掘机 由 GB/T 6572. 1定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29 金属夏比缺A冲击试验方法(GB/T 229-1994,egv ISO 148:1983)

    GB/T 3098. 1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GB/T 3098.1-2000,idt ISO 898-1:1999)

    GB/T 3098. 2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 粗牙螺纹(GB/T 3098. 2-2000,idt ISO 898-2:1992)

    GB/T 6572. 1 液压挖掘机 术语(GB/T 6572.1-1997,egv ISO 7135:1993)

    GB/T 8591 土方机械 司机座椅标定点(GB/T 8591-2000, eqv ISO 5353:1995)

    GB/T 17772 土方机械 保护结构的实验室鉴定 挠曲极限量的规定(GB/T 17772-1999,

idt ISO 316411995)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司机防护装,JR  operator guards

挖掘机司机位置的顶防护装盆(3.3)和前防护装R(3.2).

3.2

前防护装里 front guard

用来对挖掘机司机位置的前面提供物体保护的装置

3.3

顶防护装里 top guard

用来对挖掘机司机位置的上面提供落物保护的装置。

3.4

挠曲极限. deflection-limiting volume (DLV)

ww
w.
bz
fx
w.
co
m



GB/T 19932-2005

当进行ROPS'，和FOPS，试验室鉴定时，用以确定与司机有关的允许挠曲的极限量。

注:这个量为一个近似值，是按一位高大司机的坐姿尺寸来确定的。修改了GS/T 17772

3 5

落锤 drop test object

在结构加载试验中满足标准中验收基准I或验收基准II的要点的物体。

4 通则

4.1 司机位置应根据机器的使用工况，安装以下一种装备来抵御落下的和(或)接近的物体的风险:

    — 一种对来自落物提供保护的顶防护装置;

    — 一种对接近前面的物体提供保护的前防护装置;

    — 一种顶防护装置和前防护装置联合在一起的防护装置。

42 保护的范围是:

    — 对接近司机位置前面的物体，前防护装置提供保护的范围应不小于DLV的水平投影;

    — 对来自司机位置上面范围内的落物，顶防护装置提供保护的范围应不小于DLV的垂直投影。

4,3 应评价防护装置抵抗穿人DLV侵害点的性能。典型试件的性能要求(也就是在制造商规范之

内)是基子在试验室评价程序下已证明的结构性能

4.4 本标准规定了如下两种验收基准:

    a) 验收基准工:机器在公路维修、环境美化以及建筑工地等地作业时。司机防护装置应对小石块、

        小碎片等及其他类似的小物体提供保护。

    b)验收基准n:机器在建筑和拆除工地作业时，司机防护装置应对大石块、大碎片等及其他类似

        的大物体提供保护。

    验收基准n不适用于质量等于或小于6。。。kg的小型挖掘机。

4.5 在机器受到从上面或前面的撞击的所有可信的情况下，满足下列标准的防护装置没有给出变形保

护。我们可以认为变形保护至少在下面试验中指定的加载条件下是可以保证的。

5 试验室试验

5.1顶防护装置的试验设备

5.1.1 试验验收基准I的落锤是由实心钢或球墨铸铁制成，带有球形的接触面且直径不大于254 mm,

形式如图1所示，拥有所需的势能 为了获得所需的能量要参照8. 1或8.2和图2来决定质量和(或)

下落高度值。对于验收基准I来说典型的质量是46 k8,

5.1.2 试验验收基准n的落锤由钢制成，样式如图1所示，在加载状态下拥有所需的势能。为了获得

所需的能量要参照8. 1或8.2和图2来决定质量和(或)下落高度值。对于验收基准Q来说典型的质量

是227 kg.

1) ROPS滚翻保护结构

2) FOPS落物保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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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号 :

1- 螺孔为安装吊环之用.

d, =204,d,=255--260;1, =102,1，二68;1, =583--585

  a) 验收基准I 质量为 46 kg                                      b) 验收基准n:质量为227 kg

注:尺寸d, ,d, ,l�l,和 l:是可以任选的。落锤的尺寸可根据提供所需的能量的质量和下落高度(如图2所定义)

来定

                                      圈 1 试验室落锤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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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能量;11 600)

                        圈2 满足能f要求的落锤离度和质f关系曲线

5，，3 提供以下的设备:

    — 提升标准落锤到所需高度的装置;

    — 释放标准落锤自由落下的装置，使其下落时不受阻碍;

    — 在落锤试验中，不被加载下的机器或试验台击陷的地面;

    — 在落锤试验时确定司机防护装置是否进人挠曲极限量，可按下列任一种方法:

        1) 用一种能显示司机防护装置穿透性的材料做成的垂直布置的DIN;可以在司机室顶盖的

            下表面或DLV的上表面涂上黄油，用以显示这种穿透性;

        2) 一种具有足够频率带宽的动态仪系统，用以表示DLV的相应挠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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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前防护装1的试验设备

5.2. 1 标准试验室穿透性试验体:如图1所示，试验体根部为锥形，材料为钢。在试验中与前防护装置

相接触的试验体要足够长，以免该试验体的直径大于260 mm,

5.2.2 提供以下的设备:
    — 将试验体推向前防护装置所需的装置;

    — 测量将试验体推向前防护装置所需力的装置;

    — 在推动试验中，测定试验体DLV的煎防护装置穿透性的装置.这是用一种能显示司机防护
        装置穿透性的材料做成的垂直布置的DLV。可以在DLV的前表面或在前防护装置的内表面

        涂上黄油或类似的物质，用以显示这种穿透性。DIN 应置于SIP"(见GB/T 8591和GB/T

        17772)，且牢固地固定在安装司机座椅的同一部位。

    — 同步测量挠度和用以推动试验体进人前防护装置所需力的试验装置。

5，3 动态试验(可选做)

5.3.1 前防护装置可用如图1所示的装置进行动态试验(可选)，且该装置与防护装置吸收的能量

相当。

5.3.2 在可选做的动态试验中，司机位置的底座应该和正常的机器装备具有同样坚固的底座，这样才

能限制司机位置吸收异常的能量。此外，司机位置的下试验台也应该如此坚固且加载时不被装置击陷。

6 试验条件

6.1 测f精度

    防护装置挠曲量的测量精度应是最大测量挠曲量的士5%e

6.2 机器或试验台试验条件

62.1 待评定的司机防护装置应该装在机器上，如同在机器实际使用一样。无需整台的机器，但安装

司机防护装置部分应与整机机架相同

6.2.2 如果司机防护装置安装在机器上，应符合下列规定:

    。) 倘若附属装置的位置不千扰防护装置的试验，机器可以安装通常的附属装置;

    卜)所有与地面接触的施工工具均应处在正常的安装位置;

    c) 全部悬挂系统.包括充气轮胎，均应调到工作条件下，可调的悬挂装置应调到“最大刚度”的范

        围内。

6.2.3 全部司机室构件，如窗户、可拆的框板或非结构性的接头均应拆掉，使它们不致增加司机防护装

置 的强度 。

6.2.4 要试验的防护装置应是制造商说明书中典型的部件。

7 试验程序

7.1 总则

    试验程序的目的是测出具有最小的抗穿透性力的顶防护装置和前防护装置的区域。如设计中有窗

口、设备用孔或材料表面、厚度有变化时，在DI. V的垂直和水平投影内可选出一个具有最小抗穿透性

的部位，落锤位置或静态试验位置应调整到该部位上。另外在顶防护装置或前防护装置盖上如安装有

防护作用的设备，在进行落锤试验或静态试验时，应将这些设备或其等效件安装就位。

7.2 顶防护装置试验

7.2.1将试验室用的标准落锤置于顶防护装置的顶部如7. 2. 2, 7. 2. 3和7. 2. 4所示的位置(/j、头向

下)。下落位置应在DLV顶平面区域的垂直投影部分内。如果不是，那就需要两次落锤试验，一个落

3) SIP:司机座椅标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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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顶平面区域内可能的上部的主要结构部件区域内;另一个落在如7.2.2,7.2.3和7.2.4规定区域内。

同样，在DLV上部顶防护装置不同的区域上采用其他的材料或不同的厚度时，每块面积应依次进行落
锤试验。而且这些试验必须在同一个顶防护装置上完成.

7.2.2 落锤小端应完全处在DLV垂直投影范围内的顶防护装置上。

7.2.3 根据7. 2. 2的要求，落锤的小端应落在顶防护装置距离DLV顶部的最近点以及最大的无支撑

区域(也就是不被上部主要结构件所支撑的面积)质心最近的位置.

7.2.4 如果DLV的垂直投影被上部主要的结构件分为两个或者更多的部分，7.2.2和7. 2. 3的要求

应适应于包含DLV投影最大面积的那个部分。见图3.

      标号 :

      1—      A-B-C的形心;

      2— 主要结构件，

      3- 落锤 弓

    4- DLV的顶平面。

    注:面积I和面积Q分制顶防护装里上面的DLV的垂直投影面积。面积 I比面积 0大.

                              圈3 顶防护装It落锤试验冲击点

7.2.5 在7.2.2和7. 2. 3规定位置的上方，将落锤垂直提升能产生8.1规定能量的高度。释放落锤，

使之自由地落到防护装置上。

7.2.6 落锤自由落下，不一定击中精确的位里和(或)按7. 2. 1 -v 7. 2. 4规定的方式击中目标，
7. 2. 6. 1-7. 2. 6. 4规定了偏差限值。

7.2.6.1 对于防护装置的验收基准I，落锤小头开始应完全地落在半径为100 mm的圆内(圆的中心

应与7. 2. 1-7. 2. 4规定的落锤垂直中心线重合，但是不能落在主要的顶部水平构件上)。
7.2.6.2 对于防护装置的验收基准II.落锤小头开始应完全地落在半径为200 mm的圆内(圆的中心

应与7. 2. 1-7. 2. 4规定的落锤垂直中心线重合，但是不能落在主要的顶部水平构件上)。

72.6.3 对于防护装置的验收基准工，在落锤与防护装置之间，首先接触的应是落锤小头端的圆角。

对于防护装置的验收基准n，落锤与防护装置接触的应是落锤小头。见图to

7.2.6.4 对于落锤回跳后的冲击位置或方式无限制.

7.3 前防护装Z试验

7.3.1 静态试验

7.3.1.1 专用试验室穿透性试验体的小头端应放在7.3.1.2--7.3.1.4规定的前防护装置的对面。

7.3. 1.2 试验锤小端应完全处在DLV水平投影范围内的前防护装置上，并且试验锤小端应位于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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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前部最近点和前防护装置上最大的无支撑的表面(也就是没有主要结构件支撑的面积)形心最近

的位置。见图4,

7.3.1.3  DLV的水平投影被主要的结构件分为两个或者更多的部分，7.3.1.1和7.3.1.2的要求应

适应于包含紧挨Dl_ V投影最大面积的那个部分。见图4,

      标号 :

      1- 顶防护装置，

    2 前防护装置;

      3- DI.V;

    4- 载荷锤

                                        图 4 试验体的位置

7.3.1.4 试验锤沿垂直于7.3.1.2和7.3. 1.3所规定的前防护装置表面的平面推进。

7.3.1.5 变形率是在加载被视为静态的情况下得到的。倘若在载荷作用点上的变形率不大于

5 mm/s，加载可以认为是静态的。

7.3. 1.6 在载荷作用点处变形增量不大子15 nim时，力一变形数值应记录下来。

7.3. 1.7 持续加载直到前防护装置1 t,k到8.1给出的能量要求(见图5中计算能量的方法)。计算能量

用到的变形是前防护装置沿着力的作用线的位移 载荷体的作用线应该维持在一个由初始接触点为圆

心的半径50 mm的圆内。

7.3.2 动态试验

    前防护装置可以用对防护装置产生等量能量作用的设备进行动态试验。如果选用该项，下落试验

体可以使用顶防护装置试验中的落锤(见图4), 7.2中描述的方法能够用来确定规定所需能量下的下

落高度和质量。下落试验的位置根据7.3.1.1̂-7.3.1.3中规定

8 性能

8. 1 顶防护装It试验

    顶防护装置的保护特性是通过司机室或保护结构的耐冲击能力来评定。保护结构的任何部位在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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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能量基准下的初次或vi后的撞击下不得穿人DLV(见GB/T 17772);

    a) 验收基准I:吸收的能量 1 365);

    b) 验收基准II:吸收的能量 11 600)

    如果顶防护装置被落锤穿透，该防护装置就被认为是试验不合格

ce� ，h
(e�.厂、)

/22

(e,，Fq)

ce,，几

变形

能t

。一d, 2 F, +(A:一。1F,簇五+⋯+(。、一郎详                            ZFzFz +... + (dry -dH-. ,) F"- +F,
                                    图5 力一变形曲线

8.2 前防护装it试R

    在试验过程中，前防护装置或司机位置的任何部位在所需的性能基础能量下不得穿人DLV(见

5.2)

    a) 验收基准工:吸收的能量 700 J

    b) 验收基准II:吸收的能量 5 800)

    如果前防护装置被试验体穿透，该防护装置就被认为是试验不合格。

8.3 材料要求

8.3，， 除了性能要求外，防护装置的材料要有一定的抗脆裂性。制造商的典型试件中所有的防护装置

和装配材料满足必需的韧性。在低温下为了确保结构的完整性，材料选择、设计和焊接条件应该强调高

密度和高韧性，也就是结构抵抗脆裂性的能力。

    如果材料的说明书和采购确保在随后制造的防护装置的材料具有和试验用典型试件相似的韧性，

则防护装置的材料就可以满足试验室-18℃及其以下温度试验的抗脆裂性要求。作为选择，倘若防护

装置的所有结构件由满足8. 3. 2--8. 3. 4要求的材料制成，在较高温度下此要求通过加载是可以满

足的。

8.3.2 用于结构上的螺栓应符合GB/T 3098. 1中的8. 8级、9.8级或 10. 9级，螺母应符合 GB/T

3098.2中的8级或10级.

8.3.3 防护装置的结构件和装在机器防护装置上的安装件应是钢制品，并应满足或超过表1规定的V

形缺口摆锤冲击(CVN)的强度。试件应是纵向取样，在焊接成防护装置之前从带材、管材或型材的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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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库中取样。管材或型材的试件应从最大端的中间取样但不得包括焊缝(见GB/丁229),
    往:V形缺口摆锤试验主要是质最控制的验证，所表示的温度与工作条件役有直接关系.

                                表 1 V形缺 口摆锤.小 冲击韧度

试件尺寸/mm 一30℃时吸收功0/J 试件尺寸/mm 一30℃时吸收功“/J

10义10̂

  10X9

  10又 8

10X7.5"

  10只 7

10X6. 7

11.0

10. 0

9. 5

9.5

9.0

8. 5

  10X 6

  10又5n

  10火 4

10X 3.3

  10又 3

10冰2. 50

8.0

7. 5

7.0

6.0

6.0

5.5

  另外一种能量要求也可以在-20℃以下，-20℃时的吸收功应是一30℃规定值的 2, 5倍。其他影响吸收功

  的因素有轧制的方向、屈服强度、纹理方向和焊接等。这些都是与钢材的选择有关

b为优先选用尺寸，试件尺寸不得小于材料允许的最大优先尺寸

非钢材制成的结构件应具有相同的低温冲击性能

8, 3. 4 最大含碳量为。,200,厚度小于2.5 mm的钢材被视为满足V形缺口摆锤要求。

标记要求

    符合本标准要求的落物防护装置应按9. 1和9. 2规定标准来标记

9，1 标记说明

9.1.1 标记应是永久型的，并永久的固定在结构上。

9. 1.2 标记应置于机构容易看到的地方，且应防止气候变化的侵蚀。

9.2 标记内容

    标记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防护装置的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b) 如果有防护装置鉴定编号，应标记;

    c) 与防护装置配套机器的型号、编号及制造商名称;

    d) 防护装置应符合所有性能要求，以及满足的验收基准的国际标准(可以包括国家标准);

    e) 其他认为合适的资料(如:安装、修理或更换等)。

10 试验 结果的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试验结果，并应按附录A的标准试验报告形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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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标准试验报告

A. 1 识别

A. 1， 机器

    类型

    制造 商

    型号

    编号_ _

    机器机架件号

A 1.2 司机防护装 里

A12.1 顶防护装置

    制造商_ __

    型号

    编号

    防护装置件号

A. 1. 2.2 前防护装里

    制造商

    型号

    编号

    前防护装置件号 _

A‘2 制造厂提供的资料

DIV的位置

A.3 证 书

通过下述各项确认试验结果

。) 此试验达到(未达到))GB/T 199320SO 10262)的最低性能要求。

h) 试验日期

c) 试验部门名称和地址

试验人员___
试验报告 口期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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