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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JB/T 10215-2000《垂直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与 JB/T 10215-2000 相比主要技术

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的内容(见第 1 章， 2000 年版的第 1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内容(见第 2 章，2000 年版的第 2 章)；

——增加拨叉式槽轮传动装置、链轮传动装置、销齿式传动装置的术语和定义(见第 3 章）；

——修改了“型式和基本参数”的内容(见第 4 章，2000 年版的第 4 章）；

——修改了“使用环境条件”的内容(见 5.1，2000 年版的 5.1）；

——修改了“设计及配置”的内容(见 5.2，2000 年版的 5.2）；

——增加了“整机性能”(见 5.3）；

——修改了“制造”的内容 (见 5.4，2000 年版的 5.3）；

——修改了“安装”的内容(见 5.5，2000 年版的 5.4）；

——增加了 “安全、卫生”(见 5.6）；

——增加了设备表面防护层的要求(见 5.7）；

——修改了“试验”的内容(见第 6 章，2000 年版的第 6章）；

——修改了“检验规则”的内容(见第 7 章，2000 年版的第 7章）；

——修改了“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内容 (见第 8章，2000 年版的第 8 章）；

——删除了“保证期”的内容（见 2000 年版的第 9 章）。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T/TC227）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 青岛茂源停车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河南分院、国家起重运输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航天汇信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西子智能停车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友佳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九路泊车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齐星车库有限公司、北京首钢城运控股有限公

司、山东天辰智能停车有限公司、深圳市伟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禾通涌源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东海减速机有限公司、衡水奇佳停车设备有限公司、江苏普腾停车设备有限公司、北京易停静态交

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西建工集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德盛利立体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诺力车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南京特种电机厂有限公司、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纽

科伦（新乡）起重机有限公司、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达川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安

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车明群、赵春晖、孙会忠、林夫奎、陶天华、马景山、钟光明、吕 江、禚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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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1021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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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垂直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型式和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GB/T 26476中定义的垂直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以下简称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00—2006 碳素结构钢

GB/T 1228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

GB/T 1229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螺母

GB/T 1230 钢结构用高强度垫圈

GB/T 1231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

GB/T 3632 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GB/T 3811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4942.1 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 代码) 分级

GB/T 8350 输送链、附件和链轮

GB/T 8923.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 1 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

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9793 热喷涂 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 锌、铝及其合金

GB/T 9799 金属及其他无机覆盖层 钢铁上经过处理的锌电镀层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3912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17907—2010 机械式停车设备 通用安全要求

GB/T 26476 机械式停车设备 术语

GB/T 26559—2011 机械式停车设备 分类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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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25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起重机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JB/T 7828 继电器及其装置包装贮运 技术条件

JB/T 10242 阴极电泳涂装通用技术条件

SJ 20910 粉末静电涂装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476界定的以及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拨叉式槽轮传动装置 fork-sheave transmissions

设备中由 U形槽机构驱动循环链条的滚子实现循环链条运转的装置。

3.2

链轮传动装置 chain-wheel transmissions

设备中由链轮直接驱动循环链条的装置。

3.3

销齿式传动装置 pin-gear transmissions

设备中通过销型齿轮驱动链板带齿形的循环链条的装置。

4 型式和基本参数

4.1 型式

4.1.1 设备按人与停车设备的关系分为：

a) 无人式；

b) 准无人式。

4.1.2 设备按有无回转盘分为：

a) 回转盘式：

b) 无回转盘式。

4.1.3 设备按传动方式分为：

a) 拨叉式；

b) 链轮式；

c) 销齿式。

4.1.4 设备按结构型式分为：

a) 独立框架式；

b) 建筑物承载式。

4.2 基本参数

4.2.1 适停汽车的组别、尺寸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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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停汽车的组别、尺寸及质量应符合 GB/T 26559—2011 中表 2 的规定。

4.2.2 单车最大进（出）车时间

对存容量不大于10的设备，单车最大进（出）车时间不应大于120s；对存容量大于10的设备，单车

最大进（出）车时间不应大于180s。

4.2.3 停车层数

设备停车层数不宜超过 11 层。

4.3 型号表示方法

由设备总代号、类别代号、特征代号、制造商特定代号等组成，表示方法如下：

不要求停放客车时，横线后的 K 省略，制造商特定代号由制造商确定并标记。设备的适停汽车尺寸、

质量及组别代号见 GB/T 26559—2011 中表 2 的规定。机械式停车设备特征代号见 GB/T 26559—2011

中表 1 的规定。

示例 1：

使用链条起升，停放大型及以下轿车，并且车位不能停放客车，车位层数为 7 层，制造商特定代号为 A的垂直循环

类机械式停车设备的型号为：

PCXLD-7-A

示例 2：

使用链条起升，停放特大型及以下轿车，车位层数为 7 层，并且可以停放客车，制造商特定代号为 A 的垂直循环类

机械式停车设备的型号为：

PCXLT-K7-A

5 技术要求

5.1 使用环境条件

5.1.1 环境温度为-5℃～40℃。

5.1.2 当最高温度为40℃时，相对湿度不超过50%，在较低温度下可允许较大的湿度（如20℃时为90%），

应考虑到由于温度变化可能偶然发生的凝露现象。

5.1.3 海拔不应超过 1000m。

5.1.4 露天安装的设备，未全封闭时，运行时的风压不应超过 150Pa（相当于六级风）。

5.1.5 使用环境中不应有易燃、易爆、腐蚀、破坏绝缘和影响导电的介质。

� K �

机械式停车设备特征代号

含有客车车位时的组别代号

适停汽车尺寸质量分组代号

垂直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代号

机械式停车设备总代号

制造商特定的代号（制造商自行决定）

停车设备车位总层数（1,2,3…表示）

CX －K －P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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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供电电源为三相五线制交流电源，电压为 380 V、频率为 50 Hz，供电系统在设备馈电线接入处

的电压波动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10%，设备内部的电压降不应超过 5%。

注：使用环境条件超出上述范围时，由用户与制造商协商解决。

5.2 设计及配置要求

5.2.1 设备设计应符合 GB/T 17907—2010 中 5.2.2 及本标准 5.6 的规定。

5.2.2 设备的基本尺寸应符合 GB/T 17907—2010 中 5.3 的规定。

5.2.3 金属结构的设计应符合 GB/T 3811 的规定。

5.2.4 当设备安装在主体建筑物内部或相接于主体建筑物时，应考虑建筑的承载情况。

5.2.5 采用独立框架结构，当设备高度大于 12 米时，设计应符合 GB 50017 的规定。

5.3 整机性能

5.3.1 设备垂直循环机构的额定速度应符合设计值，允许偏差为±8%。

5.3.2 在设备运行过程中，载车板应保持水平，横向倾斜度不应大于 3°，纵向倾斜度不应大于 1°。

5.3.3 载车板在进出口处的停准精度不应超过 30mm。

5.3.4 载车板停车表面端部与出入口地面接合处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40mm,垂直高差不应大于 50 mm。

5.3.5 设备做额定载荷试验、最大偏载试验、超载运行试验及连续运行试验时，机构应运行正常，无

啃轨、卡轨等现象，无可视塑性变形及异响，限位装置应动作正常，停位准确，构件无损坏，连接处无

松动和损坏。

5.3.6 设备运转中应无明显振动。

5.4 制造

5.4.1 金属结构

5.4.1.1 金属结构件（如立柱、梁）的材料，应选用力学性能不低于 GB/T 700-2006 中表 2 的 Q235

钢，构造和制造应符合 GB/T 3811 的规定。

5.4.1.2 金属结构的焊接应符合 GB 17907-2010 中 5.2.3 的规定。

5.4.1.3 金属结构应连接牢固，并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5.4.1.4 主要受力结构件的连接采用高强度螺栓时，高强度螺栓、螺母和垫圈应符合 GB/T 1228、GB/T

1229、GB/T 1230、GB/T 1231 的规定；采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时，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

符合 GB/T 3632 的规定。

5.4.1.5 金属结构的重要受力构件，如立柱、横梁、钢架、斜杆等，其表面除锈处理应达到 GB/T 8923.1

规定的 Sa2 1/2 级，其余结构件材料表面除锈处应达到 Sa2 或 St2（手工除锈）。

5.4.2 机构及零部件

5.4.2.1 链条和链轮

5.4.2.1.1 设备起升用链条和链轮应符合 GB 17907-2010 中 5.4.3 和 GB/T 8350 的规定。

5.4.2.1.2 所有的运动链条、链轮应便于润滑。

5.4.2.2 销齿传动装置

5.4.2.2.1 销齿与链板齿应啮合正确，传动无啃齿现象。

5.4.2.2.2 销齿与链板齿应具有足够的强度满足传动要求。

5.4.2.2.3 销齿应便于更换和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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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3 载车板

5.4.2.3.1 载车板应采用非燃烧体材料制造，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平面度不应大于 30mm。

5.4.2.3.2 阻车装置应符合 GB 17907-2010 中 5.7.2.4 的规定。

5.4.2.3.3 载车板应设防摆装置。

5.4.2.4 驱动装置

5.4.2.4.1 减速器不应有渗漏油现象。

5.4.2.4.2 电动机的容量选择应能满足设备在最大偏载时的启动要求。

5.4.2.4.3 电动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宜采用 S1 工作制电动机；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不应低于 B 级；

——当设备室内安装时，其驱动电动机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GB/T 4942.1 规定的 IP34；当设

备室外安装时，电动机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GB/T 4942.1 规定的 IP55。

5.4.2.5 制动系统

5.4.2.5.1 设备应设有制动系统，制动系统应符合 GB 17907-2010 中 5.4.5.2～5.4.5.6 的规定。

5.4.2.5.2 设备应采用常闭式制动器，起升用制动器的制动力矩不应小于 1.75 倍额定转矩。

5.4.2.6 电气设备

5.4.2.6.1 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17907-2010 中 5.6 的规定。

5.4.2.6.2 仪表、按钮、操作开关的功能应标明在盘（屏、柜、台）的正面，装设在内部的元件应标

明代号。

5.4.2.6.3 电气柜（箱）所用外壳的防护：室内安装时不应低于 GB/T 4208 规定的 IP34，室外安装时

不应低于 GB/T 4208 规定的 IP55。

5.4.2.6.4 各导线和电缆端部都应有标志或编号。

5.4.2.6.5 照明电路应单设电源开关，不受动力总开关的影响。

5.4.2.6.6 动力电路应有短路、过电流、过电压、欠电压、断相和错相等保护措施。

5.5 安装

5.5.1 框架立柱与水平面的垂直度不应超过其高度的 1/1000，且最大值不应超过 20mm。

5.5.2 运动部件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采用拨叉式槽轮传动装置时，拨叉表面对轴的垂直度不应大于拨叉最大直径的 1/500；

b） 采用啮合式链轮传动装置时，链条与链轮的啮合应无卡滞和冲击现象；

c) 采用销齿式传动装置时，销齿轴与齿形链板的啮合应无卡滞和冲击现象。

5.5.3 载车板防摆装置的安装应保证载车板运行灵活，不应有卡滞现象。

5.5.4 回转盘的倾斜度不应大于 3/1000。

5.5.5 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 GB 50168、GB 50169、GB 50254 及 GB 50256 的规定。

5.6 安全与卫生

5.6.1 设备的安全标志设置应按 GB 17907—2010 中 5.1 的规定。

5.6.2 地面上的工作区周边应设置围栏，围栏高度不应小于 1400mm，围栏网格的间距不应大于 40mm。

5.6.3 出入口应设有自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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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设备应按照 GB 17907—2010 表 A.1 的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装置，其安全防护装置应符合 GB 17907

—2010 中 5.7 的规定。

5.6.5 设备设有转换区时，其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17907—2010 中 5.8 的规定。

5.6.6 可进入工作区的门关闭前，设备不应运行。

5.6.7 人员未出设备，设备不应启动。

5.6.8 设备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MΩ。

5.6.9 设备接地应符合 GB 17907—2010 中 5.6.6.4 的要求。

5.6.10 设备噪声声压级不应大于 70dB（A）。

5.6.11 设备操作盘（箱）应设置在可直接观察到人及车辆出入设备的位置。

5.7 表面涂装

5.7.1 设备表面的防护层应符合如下规定：采用热镀锌技术时，应符合 GB/T 13912 的规定；采用电镀

锌技术时，应符合 GB/T 9799 的规定；采用粉末静电涂装技术时，应符合 SJ 20910 的规定；采用电泳

涂装技术时，应符合 JB/T 10242 的规定；采用热喷涂技术时，应符合 GB/T 9793 的规定。

5.7.2 设备载车板的门形框架应涂装醒目颜色。

5.7.3 设备表面采用油漆涂层时，涂层表面应均匀、细致、光亮、完整和色泽一致，不应有粗糙不平、

漏漆、错漆、皱纹、针孔、起泡及严重流挂等缺陷。漆膜厚度应根据设备工作环境确定，漆膜附着力应

符合 GB/T 9286 中规定的 2 级质量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6.1.1 除有特殊规定外，测量仪器及量具的准确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质量、力、时间、速度：±1%；

b） 电压、电阻、电流、功率：±1%；

c） 温度：±2℃；

d） 长度：按量程大小选用适当准确度的仪器、量具；

e） 试验仪器和量具应有合格证及有效期内的鉴定校准证明。

6.1.2 试验时可用重物代替车辆载荷，重物应放置在车辆前后轮所停的位置，并按前后轮轮压比为 6：

4放置。

6.2 目测检查

目测检查包括设备所有重要部分的规格和/或状态是否符合要求，如：

——电气设备、安全防护装置、安全标志、标牌等；

——设备的金属结构及连接件、载车板、各运动机构的运转状态、链条及其固定件等；

——润滑是否良好。

除应拆开在正常维护和检查时应打开的盖子外不必拆开任何部件。

目测检查还应包括检查必备的证书是否已提供并经过审核。

6.3 设备运行试验

6.3.1 空载试验

每个车位完成模拟存取车动作，在试验过程中按本标准 6.2 的检验项目观察设备运行情况，并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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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记录。

6.3.2 最大偏载试验

设备中心垂直剖面一侧的全部载车板上施加90%的额定载荷，另一侧载车板空载，运行设备，试验

次数不应少于正、反转各三个循环。试验时，检查设备运转、起动、制动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噪声，停

位是否准确。

6.3.3 额定载荷试验

设备每个载车板上施加额定载荷，试验次数不应少于正、反转各三个循环；在试验过程中检查设备

的操作和控制功能，并记录试验数据和运行情况。

6.3.4 超载运行试验

任选3个载车板进行1.1倍额定载荷的运行试验，试验次数不应少于正、反转各三个循环。试验时，

检查设备运转、起动、制动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噪声，停位是否准确；试验后，检查各机构是否出现损

坏，连接处是否松动与损坏。

6.3.5 连续运行试验

所有载车板上施加 0.8 倍额定载荷，完成 100 个循环。试验过程中，检查各机构运行是否正常，是

否出现可视塑性变形及异常响声；限位装置是否动作正常，定位正确；机构或结构的构件是否出现损坏，

连接处是否松动与损坏。

6.3.6 噪声

设备在额定载荷、额定速度状态下运行，在距设备出入口门外正前方 1m、距地面 1.2m 处用声级

计按 A 档读数测量噪声，测试时脉冲峰值除外，总噪声与背景噪声之差应大于 3dB(A)，总噪声值减去

背景修正值（见表 2），即为设备的实际噪声值，测量三次取平均值。

表 1 背景噪声修正值 单位为分贝

总噪声减去背景噪声的差值 3 4 5 6 7 8 9 10 ＞10

背景噪声修正值 3 2 2 1 1 1 0.5 0.5 0

6.3.7 单车最大进（出）车时间

存车时，测量从给出指令开始，直至将车辆从入口搬运到设备最不利（最远）停车位置所用的时间，

测量三次，取其平均值为最大进车时间；取车时，从给出指令开始，直至将车辆从设备最不利（最远）

停车位置搬运到出车口处所用的时间，测量三次，取其平均值为最大出车时间。

注：上述进（出）车时间不包括机械动作以外的辅助时间，如司机开车到载车板上、下车并关车门等，或司机到载

车板上将汽车开出车库、关闭车库安全门等。

6.3.8 载车板停准精度

用钢板尺直接测量。在最大偏载的情况下，正转和反转各三个循环周期后，将预先指定的载车板开

到出口位置的停车位处，取测量实际停车位置与理论停车位置差值最大的值为测量值，检查是否符合

5.3.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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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安全防护装置试验

6.4.1 紧急停止开关

操作紧急停止开关，检查设备是否立即停止运动。检查紧急停止开关的复位是否为非自动复位，复

位是否引发或重新启动任何危险状况。

6.4.2 阻车装置

使用测量仪器检查阻车装置是否符合要求。

6.4.3 汽车长度限制装置

分别模拟汽车长度尺寸超出规定的汽车进入设备，给出运行指令检查装置是否有效。

6.4.4 出入口自动门联锁安全保护装置

模拟载车板没有停放到准确位置时，检查设备出入口的自动门是否开启；模拟自动门处于开启状态，

检查设备是否运行。

6.4.5 自动门防夹装置

模拟防夹装置动作，检查自动门是否停止关闭或由关闭状态转为开启状态。

6.4.6 警示装置

运行设备，检查警示装置是否有效。

6.5 额定速度

在额定电压、频率、载荷条件下，测量运行一段距离 s[单位为米（m）]所用的时间 t[单位为分（min）]，

测量三次，取平均值，计算出 s/t 的值，即为额定速度。

6.6 载车板水平度

在额定荷载条件下，在运转过程中选取停车位置、中心线左侧、中心线右侧测量载车板停车面与水

平面夹角的最大值。

6.7 驱动机构的制动系统功能

在额定载荷运行试验、超载运行试验和最大偏载运行试验时，检查设备制动系统是否工作正常。

6.8 电源缺相及错相保护功能

采用通电试验法，断开供电电源任意一根相线或者任意两相线换接，检查设备是否启动。

6.9 漆膜附着力的测定

漆膜附着力的测定方法应符合 GB/T 9286 的规定。

6.10 接地电阻的测定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试设备接地点与外部引入接地点之间的电阻值。

6.11 绝缘电阻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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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断开电源后，用 500V 绝缘电阻表（兆欧表）测量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接地电路之间绝缘电阻。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设备的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每台设备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2。

表 2

序号 项目名称
检验类型

检验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目测检验 √ √ 第 5 章的相关条款 6.2

2 基本尺寸 √ √ 5.2.2 用钢卷尺等测量工具

3 额定速度 √ √ 5.3.1 6.5

4 载车板水平度 √ √ 5.3.2 6.6

5 平面度 √ √ 5.4.2.3.1 平台与直角尺

6 框架结构的安装精度 √ √ 5.5.1 经纬仪

7 拨叉机构安装精度 √ √ 5.5.2 a） 直角尺或角度尺

8 空载试验 √ √ 5.3.2、5.3.3、5.3.4 6.3.1

9 最大偏载试验 － √ 5.3.5 6.3.2

10 额定载荷试验 √ √ 5.3.5 6.3.3

11 超载运行试验 － √ 5.3.5 6.3.4

12 连续运行试验 － √ 5.3.5 6.3.5

13 噪声 － √ 5.6.10 6.3.6

14 单车最大进（出）车时间 － √ 4.2.2 6.3.7

15 载车板停准精度 √ √ 5.3.3 6.3.8

16 安全防护装置 √ √ 5.6.4 6.4

17 制动系统性能 √ √ 5.4.2.5 6.7

18 电源缺相及错相保护 √ √ 5.4.2.6.6 6.8

19 漆膜附着力 － √ 5.7.3 6.9

20 接地电阻 √ √ 5.6.9 6.10

21 绝缘电阻 √ √ 5.6.8 6.11

“√”表示需要检验的项目；“－”表示不需要检验的项目

7.3 型式试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设备性能；

c） 产品停产两年以上，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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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要求。

7.3.2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2。

8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8.1 标志

8.1.1 警示标志

8.1.1.1 在设备进、出口明显位置，应设置清晰的“停车规格”及“车辆入库须知”警示标志。

8.1.1.2 “停车规格”警示标志上至少应标出以下内容：

a） 基本参数（包括适停汽车尺寸、质量）；

b） 制造商名称、厂标或商标（如有）。

8.1.1.3 “车辆入库须知”警示标志上一般应标出以下内容：

a） 车辆入库警示语及图示（如有）；

b） 制造商名称。

8.2 标牌

在设备车辆进出口主框架的明显位置，应设置清晰、永久的标牌，标牌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

在标牌上至少应标出如下内容：

a） 产品型号及名称；

b） 基本参数（包括适停车辆允许尺寸、质量）；

c） 出厂编号及制造日期（年、月）；

d） 制造商名称、地址、厂标或商标（如有时）；

e） 执行的标准编号。

8.3 包装

8.3.1 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和 JB/T 7828 的规定。

8.3.2 每台设备出厂时至少附有如下随行文件：

a） 产品合格证明书；

b） 使用维护说明书；

c） 产品总图、电气原理图；

d） 装箱单；

e） 易损件明细表。

8.4 运输和贮存

8.4.1 设备运输应符合铁路、公路、航运的有关运输要求。

8.4.2 设备各部件应保存在干燥、清洁、空气流通的场所。应防止有害气体的侵袭，不应与有腐蚀性

的物质存放在一起。

8.4.3 金属结构件、传动机构和载车装置等，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贮存引起变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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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型式试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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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8.1　标志
	8.1.1　警示标志
	8.1.1.1　在设备进、出口明显位置，应设置清晰的“停车规格”及“车辆入库须知”警示标志。
	8.1.1.2　“停车规格”警示标志上至少应标出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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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标牌
	8.3　包装
	8.3.1　包装应符合GB/T 13384和JB/T 782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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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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