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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卷筒、钢丝绳是各类起重机中常用配件，如何正确选配卷筒绳槽旋向和钢丝绳捻向对钢绳的使用寿命和使用安
全至关重要。介绍了钢丝绳捻向、卷筒绳槽旋向的判断方法，根据钢丝绳和卷筒绳槽的结构特点，科学地解释了二者的

选配原理，最后结合左、右手规则，给出了通俗、简便的选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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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卷筒、钢丝绳是各类起重机中常用配件，面对如

此司空见惯的配件，工作中经常遇到很多设计人员

不知如何正确判断钢丝绳捻向和卷筒旋向，更不知

如何正确选配钢丝绳和卷筒，一知半解地抄图，可能

给起重机的安全使用留下隐患，也可能缩短钢丝绳

的正常使用寿命。基于此，本文简单讨论如何正确

选配卷筒绳槽旋向和钢丝绳捻向的问题，以期为起

重机的安全使用护航，并降低使用成本。

１　钢丝绳捻转方向判断方法

在判断钢丝绳捻向之前，先阐述一个概念：钢丝

绳绳股通常是由一定形状和尺寸的钢丝绕一中心沿

相同方向捻制、一层或多层的螺旋状结构［１］。

钢丝绳按捻向可分为单捻向和双捻向钢丝绳。

单捻向钢丝绳一般均为单股钢丝绳。单股钢丝绳即

单股成绳，单捻向钢丝绳截面如图１所示。图中数
字１代表钢丝绳只有１股，数字７代表股中钢丝的
数量，单捻向钢丝绳主要用于钢绞线，在起重机械中

应用较少，本文不做过多讨论。

图１　单捻向钢丝绳

　　顾名思义：单捻向钢丝绳只有一个捻向，按钢丝
的捻绕方向分为左捻和右捻［１］，可用图２所示字母
“ｓ”“ｚ”准确、快速地判断出钢丝绳的捻转方向，字母
“ｓ”代表“左捻”、字母“ｚ”代表“右捻”。

图２　钢丝绳捻转方向

　　双捻向钢丝绳一般均为多股钢丝绳。多股钢丝
绳先由钢丝捻制成股，再由股捻制成绳，钢丝绳截面

如图 ３所示。图中下部文字“６×１９Ｓ＋ＩＷＲ”
“３５Ｗ×７”“６×３６ＷＳ＋ＦＣ”表示钢丝绳的结构形
式，前面数字６，３５，６代表钢丝绳的股数，后面数字
１９，７，３６代表单股中钢丝的数量，字母Ｓ，ＩＷＲ，Ｗ等
补充了钢丝绳的结构信息，本文主要讨论钢丝绳捻

向，对此不做过多说明。

图３　双捻向钢丝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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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双捻向钢丝绳的捻制类型和捻制方向可用
下列字母代号标记［１］：左同向捻（ｓＳ），左交互捻
（ｚＳ），右同向捻（ｚＺ），右交互捻（ｓＺ）。

补充说明：股的捻向用小写字母“ｚ”或“ｓ”表
示，钢丝绳的捻向用大写字母“Ｚ”或“Ｓ”表示。

上述第１个字母表示钢丝在股中的捻制方向，
第２个字母表示股在钢丝绳中的捻制方向。股在钢
丝绳中的捻向决定了钢丝绳的整体捻向，当二者捻

向相同时，称为同向捻，反之称为交互捻。

２　卷筒绳槽旋向判断方法

钢丝绳在卷筒上的绳槽一般有螺旋绳槽和折线

绳槽２种，且２种绳槽均分左、右方向。螺旋绳槽通
常用于单层缠绕，折线绳槽通常用于多层缠绕［２］。

图４所示是双联、单层、螺旋绳槽卷筒，与判断钢丝
绳捻转方向类似，左侧绳槽为“横Ｓ”型，为左旋向绳
槽，右侧绳槽为“横Ｚ”型，为右旋向绳槽。

图４　卷筒螺旋绳槽旋向

３　卷筒绳槽旋向、钢丝绳捻向的选配

钢丝绳在卷筒上的缠绕方向，必须是使钢丝绳

紧捻而不是松捻的方向缠绕［３］，这就要求钢丝绳的

捻转方向应与绳槽旋向相反，如图５所示。

图５　卷筒绳槽旋向、钢丝绳捻向的选配

　　在图５中，卷筒左侧为“横 Ｓ”形状，左旋绳槽，
钢丝绳固定在左侧端部，钢丝绳在卷筒上缠绕时的

移动方向如图中箭头所示，由左向右；与此同时，为

“Ｚ”形状的右捻向钢丝绳在卷筒上缠绕时的紧捻方
向，也是由左向右，如图中箭头所示。由此说明，卷

筒左旋绳槽和右捻向钢丝绳选配正确。卷筒右侧，

反之亦然。

上述钢丝绳捻向通常是指同向捻，右同向捻钢

丝绳在左旋卷筒上缠绕时不但使得股在绳中紧捻，

同时使钢丝在股中同样紧捻，仅从捻向角度考虑，每

一次缠绕都是对钢丝绳的一次正向强化［４］，这对钢

丝绳的使用寿命有利。

右交互捻钢丝绳在左旋卷筒上缠绕时，股在绳

中紧捻，这压缩了绳的直径，而钢丝在股中却是松

捻，这膨松了股的直径；而左交互捻钢丝绳在左旋卷

筒上缠绕时股在绳中松捻，这膨松了绳的直径，而钢

丝在股中却是紧捻，这压缩了股的直径。这两种形

式的撕扯都势必会破坏钢丝绳的致密结构，造成钢

丝绳松绳，降低钢丝绳的使用寿命［５］。

左同向捻钢丝绳在左旋卷筒上缠绕时不但使股

在绳中松捻，同时使钢丝在股中同样松捻，仅从捻向

角度考虑，每一次缠绕都是对钢丝绳的一次削弱，这

对钢丝绳的使用寿命极为不利。

通常的说法是：交互捻钢丝绳既适用于左旋卷

筒，也适用于右旋卷筒。但从钢丝绳捻向角度分析，

考虑钢丝绳的使用寿命，左旋绳槽更适合采用右同

向捻钢丝绳，其次是右交互捻或左交互捻钢丝绳，最

不适合采用左同向捻钢丝绳。

参考文献［３］中的统计资料也表明，在相同工
况条件下，交互捻钢丝绳使用寿命平均只有同向捻

（左捻或右捻）钢丝绳的一半［６－９］。

４　左、右手定则

左、右手定则是一种快速、准确判断卷筒绳槽旋

向和钢丝绳捻向选配，以及钢丝绳在卷筒上固定位

置和出绳位置的简便方法。

结合左、右手定则（大拇指侧为钢丝绳在卷筒

上固定侧，手背朝上表示上出绳，手背朝下表示下出

绳），卷筒右旋向绳槽，选用左捻向钢丝绳，适用左

手定则，如图６ａ所示；卷筒左旋向绳槽，选用右捻向
钢丝绳，适用右手定则，如图６ｂ所示。

５　选配原则总结

卷筒绳槽旋向、钢丝绳捻向的选配原则汇总见

表１。
表１　卷筒绳槽旋向、钢丝绳捻向选配原则

卷筒绳槽
钢绳捻向

左、右手定则 最适合 可选 禁选

右旋向 左手 左同向捻 交互捻 右同向捻

左旋向 右手 右同向捻 交互捻 左同向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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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卷筒绳槽旋向、钢丝绳捻向的选配

６　结束语

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并未全面考虑单／双折线卷
筒绳槽、深槽等卷筒形式，也没有考虑多层缠绕问

题，但不失一般性，上述理论可用于各种形式卷筒绳

槽旋向、钢丝绳捻向的选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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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４９页）生物质发电项目的标杆上网电价
（０．７５元／（ｋＷ·ｈ））计算，创造电能价值约为６４５
万元；年产冷量至少为 ３１．５ＴＪ，相当于节约电能
１．３３５ＧＷ·ｈ，折合价值约 １００万元。沼气回收利
用的年发电和节电价值共计约７４５万元。

３　结论

该养猪场沼气回收利用一方面解决了动物粪便

尿液的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将能源利用最大化，经过

净化的沼气采取能源梯级利用，较高品味的燃气先

进行发电，发电后排出的低品位烟气和缸套水热量

再用来供热和制冷，其能源综合利用率为单纯发电

的能源利用率的两倍，符合“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

要求。沼气的回收利用展示了生物能源的合理利

用，做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通过发电和制

冷，每年可创造出约７４５万元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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