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备运维 | Equip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168- 2021 年 4 月          中国化工贸易

1 斗式提升机的主要特点及其工作原理
提升机一般可分为带式传动和链传动两种，畚斗把

自流进入机筒进口的物料从底部舀起，绕过头轮后从其
出口倒入后续溜管。目前，斗式提升机适用范围十分广
泛，对环境、物料特性、种类等要求较少，能有效提高
粮食行业的各种粉料和粒料，在密封性较好的情况下不
会出现漏料、冒灰的情况，能确保未对环境造成较大污
染。另外，斗式提升机通常采用离心式卸料、重力式卸 
料、自流式喂料等方式，运用密集型的大容量畚斗提升
物料，具有效率高、配备机电功率较小的特点。同时，
硬齿面齿轮减速器广泛应用于提升机中，确保突然停机
时物料倒流，使提升机运转平稳、启动平缓，在其过载
时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最后，提升机通常在下部采用
重锤张紧装置加螺栓调整，以实现自动张紧的功能，保
持恒定的张紧力，确保其伸长时能自动调节，避免了皮
带打滑现象的发生，在料斗因偶然因素出现卡克时会起
到缓冲作用，有效的保护了下部轴部件。一般来说，斗
式提升机的无障碍工作时长会超过两万个小时。

若要充分了解斗式提升机的主要工作原理，需要熟
练掌握其基本结构。在所有环境中运行的斗式提升机均
具有类似的结构特点，主要由底座、中间壳体、头部、
驱动机制、输送带、物料堵口、测量速度开关、控制施
工现场的按钮几个部分组成。在检修段、调偏段及中间
段均涉及中间壳体部分，充分了解其构成能够有效提高
机器的运行效率。

2 斗式提升机产生各类故障的原因
2.1 运行时的异常声音

若机座底板和链斗相碰撞、传动轴和从动轴键松弛、
轴承发生故障不能灵活转动、料块或其他异物在机座壳
内卡死、转动链轮或从动链轮齿形较小时，都可能会导
致运行时出现异常噪音，代表着提升机某些部位出现了
故障，须及时检查并做出相应调整。
2.2 运行过程中出现漏灰现象

提升机在运行过程中漏灰，会对环境造成较为严重
的污染，影响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同时也会影响周围
设备的运行状态甚至使用寿命，因此，有效防止该种故
障对工程顺利施行极为重要。因机壳全长法兰部密封垫
漏垫或损伤、投入物料的高度差过大等会造成该种故障
发生。须及时更换新垫、涂密封胶、重新拧紧法兰螺栓、

改变物料投入方式、增加进料缓冲装置来规避该故障的
发生，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2.3 提升机的提升量未达到设计要求

首先，因提升机的前部设备容量较小，无法达到设
计能力，因此应设法提高前备设备的生产能力；另外，
因提升速度慢、物料计量方式不当，回造成其提升量误
差，须改变转动链轮的转速比，核对物料比重，重新修
正计算方法，确保满足设计需求。最后，物料粘结在溜
子及链斗上，会损失提升量，因此应根据粘结程度定期
清除物料，满足工程设计需求。
2.4 提升机的物料排出量较小

提升机后部机械设备的能力较差、排料口溜子过小
或其角度不合适、链斗及溜子内的物料粘附等都会导致
排料溜子堵塞，从而造成物料排出量较小。须修正排料
溜子、提高后部机械设备的生产能力、定期清除链斗及
溜子内的物料确保增加其物料排出量，获得更大的经济
效益。
2.5 提升机物料底座出现振动

电动机与减速机的安装精度较差、电动机本身旋转
接触不良、底座安装精度不足、安装转动链轮有误差、
转动链轮齿形接触不良及松紧度不适当都会造成提升机
物料底座出现振动的情况出现。因此须卸下转子检查平
衡、重新调整机座水平度及转动链轮安装、修正齿形及
链轮松紧度，确保有效规避该故障。

图 1
3 斗式提升机常见故障分析及其解决办法
3.1 畚斗带打滑故障及其处理办法

首先，根据斗式提升机工作原理，该设备运用畚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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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和头轮表面的摩擦力提升物料，如果该摩擦力较小，
会导致畚斗带和头轮表面出现打滑现象。此时须立即停
止设备运行，调整张紧装置保证畚斗张紧力。在畚斗带
不能实现完全张紧使，应解除畚斗带接头，将底轮上的
张紧装置调整到最高位置，出去残余的畚斗及畚斗带，
将其首位连接后即可处于张紧状态。其次，在提升机超
出额定产值时会使阻力加大，导致畚斗带打滑。此时应
尽快减少物料的投入量，保证进料均匀。如果将进料速
度调整到额定产量之下仍出现打滑现象，应考虑畚斗被
异物卡主、底座内物料过多等现象，须立即停止生产进
行检查，以及时排除故障，确保安全生产。最后，头轮
或尾轮转动不灵活、机头轮或畚斗带内过于光滑，都会
导致阻力增加，引起畚斗带打滑。此时须在头轮表面粘
贴一层橡胶物或更换轴承以加大表面摩擦力，减少打滑
故障的发生。
3.2 畚斗带跑偏故障及其处理办法

首先，由于畚斗带间的接头不平整，其边缘线不水
平也不在同一条直线内，两侧边缘张紧度有差别，导
致畚斗带向着较紧的一边偏移，使得卸料不彻底、畚
斗装料不满、回料增多等不良现象发生，同时也可能会
造成畚斗带断裂、衬边的恶劣后果。此时应进行停机检
查，确保畚斗带边缘线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来有效规避风
险。其次，因主、从动轮未处于同一水平面内，会引发
畚斗和机筒的撞击、畚斗带的撕裂等设备故障发生，此
时应确保整机中心线在 1000mm 的高度上垂直偏差小于
2mm，累计偏差小于 8mm，确保头轮转动轴和底轮转向
轴处于同一个垂直平面中。
3.3 设备回料过多故障及其处理办法

设备回料即物料未完全沿出口卸出，部分物料顺着
机筒回到提升底座里的现象，会大幅降低生产效率，增
加电耗量和物料的破损量。首先，因提升机的速度调节
不当，离心式卸料或重力式卸料的线速度过小会造成设
备回料，因此须升级卸料的形式，调整其线速度来有效
避免该故障。其次，提升机出口处的卸料挡板安装位置
不当，距离畚斗位置太远，会使得物料沿着挡板和畚斗
的间隙溜回底座，设备回料现象频发。应确保卸料挡板
位于合适位置来防止该风险发生。
3.4 提升机的型号及材质特点不符合相关标准

物料在被运输到提升机顶部之后，会因为离心力的
作用被抛送到接料板上，以便进行下一个程序。但是因
为接料板受到物料冲刷状况严重，可能会产生返料的状
况，导致负载力度增强，容易出现松动及掉落现象。接
料板的位置和角度也会因此发生转移，物料容易被卡落
在缝隙中，斗子连接螺丝带抓垫片容易产生变形现象。

4 斗式提升机的日常维护保养策略
4.1 按时检查设备工作情况，详细记录工作参数

为了保证斗式提升机的正常运行，需要设置专门的
技术人员定期检查其工作状况，增加巡检强度，仔细记
录巡检结果，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另外，操作人员需

要积极学习，熟练掌握关于机器运行及结构的相关专业
知识，有效规避因操作失误而造成的财产损失。将检查
重点放在运输带、齿轮、链条转动及滚动轮等部位上，
综合运用触觉、感觉及视觉等方式来确定可能发生的故
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借助简单工具来辅助检查，如铁
抗万能表等。若有物料堵塞问题发生，需要迅速处理，
避免对后续生产过程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4.2 运用修检电机设备检查工作状况

修检电机能够达到更好的检查效果，但并非主电机
的运转速率越快越好。实际上，应该避免使用高速运转
的主电机，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频率，确保工作人员的
安全，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在机器运行时，须注重给
料的均匀性，通过控制给料阀门来确保给料状况符合标
准，维护机器的平稳顺利运行。若检修过程没有修检电
机的帮助，严禁通过敲打的方式清理内部物料，应该运
用手动盘车完成修检过程。
4.3 在斗式提升机带料时避免启动机器

在斗式提升机带料时启动机器设备是一种极为危险
的行为，可能会损害机器的工作状态，减少其工作寿命。
该启动过程需要承载较大的负荷量，容易造成电器元件
烧毁甚至漏电现象，给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了极大
的威胁。所以，避免该情况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延长使
用寿命来说极为重要。
4.4 定期检查斗式提升机的传送带接头接触状况

斗式提升机接头的性能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行极为重
要，能对平稳性及安全性产生较大影响。所以，保证接
头符合相关规定，运用夹子来连接各方接头能够起到较
好的作用。技术人员需要定期检查接头方式的牢固性，
注重长度的合理性，避免出现松动现象，维持机器运行
的稳定性。

5 结语
综上所述，斗式提升机已经成为一种连续输送散装

物料的机械，广泛应用于化工、粮油、饲料等行业，适
用于倾斜输送颗粒状、小块状及粉末状的物料，其结构
简单、故障较少、施工频率较高，优势方面明显。但在
实际中常出现设备回料偏多、畚斗带打滑及跑偏等各类
故障，影响其工作性能。因此，采取合理措施及时改进
故障，能显著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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