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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489-2002

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ISO 22;1991《带传动 平型传动带及带轮 尺寸与公差》(英文版)。

    本标准代替GB/T 4489-1984《平型传动带宽度和长度》，因为国际上的发展原标准在技术上已

过时 。

    本标准根据ISO 22:1991重新起草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本标准在采用国际标准时进行了补充，这些补充用垂直线标记，在它们所涉及

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

    本标准与ISO 22:1991的主要差异及原因如下:

    — 删除第4章带轮和附录A带轮中凸部的规定，因为已有了相关的平型传动带带轮国家标准;

    — 增加了对有端平带长度偏差的规定，因为我国生产的平带大部分是有端带，同时也为了保证用

          户利益 。

    — 根据BS 351增加了“环形带长度的测定(附录A)"，统一规定，便于安装;

    — 增加了厚度横向差和试验方法的规定(附录B)，防止传动中的平带跑偏;

    — 增加了平带的直线度的规定，防止传动中的平带跑偏。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b)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标准与GB/T 4489-1984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对环形平带长度除了原标准的优选系列，还增加了第二系列(1984年版的 2.1，本版的

          2.1.3);

    — 将带长度测量方法列人规范性附录A(见附录A);

    — 删除了对带轮尺寸及其极限偏差的规定，平带宽度与轮宽的荐用对应关系列入资料性附录C

        (1984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平带厚度横向差及测量方法的规定(见附录B);

增加了平带的直线度和测量方法的规定(见第5章)。

本标准的附录A和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化学工业胶带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青岛橡胶工业研究所、湖南醋陵东亚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德深、辛永录、杨清文、田育武。

本标准于1984年6月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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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传动带的尺寸与公差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平型传动带(以下简称“平带”)的主要尺寸及其极限偏差和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材料作骨架的平型传动带。

2 长度

2. 1 环 形带 的长度

2.1.1 本标准规定的环形带长度是平带在正常安装张力下的内周长度，其测量方法见附录Ao

2. 1.2 平带的制造者应考虑正常安装张力下的长度与不受张力的长度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大小

取决于平带的材料和制造方法

2. 1. 3

数 系。

2. 1.4

2.2

特别推荐的平带长度(优选系列)如表1所示，选自符合R20优先数系。其他数值选自R40

  已接头环形带形式供货的平带的长度的偏差不得大于规定长度的。5%0

有 端平带长度

    有端平带供货长度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供货的有端平带可由若千段组成，其偏差范围为。%一

+2%。最小长度应符合表2的规定

宽度

    平带的宽度采用误差不大于。. 5 mm测长尺测量。

    平带宽及其极限偏差如表3所示 平带宽等于或小于63 mm者，选自R7。优先数系 平带宽大于

63 mm者选自R20优先数系

4 厚度横向差

厚度横向差其测量方法见附录B。横向厚度差应不大于平均厚度的1000

5 直线度

平带的直线度应为:在10 m内不大于20 mm.

直线度测量方法如下:

    将平带在平整面上展开平放，将一条10 m长的软线的一端靠在平带一边的任意一点，将软线拉直

且将另一端靠在平带的同一边上，测量出两点之间的平带边到软线的最大距离，即为直线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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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形带 的长 度 单位为毫米

优 选系列 第 二系列 一 第二系列

  500

  560

  630

  710

800

900

1 000

1 120

1 250

1 400

1 600

  530

  600

  670

  750

  850

  950

1 060

1 180

1 320

1 500

1 700

1 800

2 000

2 240

2 500

2 800

3 150

3 550

4 000

4 500

5 000

1 900

    如果给出的长度范围不够用，可按下列原则进行补充:

-一 系列的两端以外，选用 R20优先数系中的其他数;

一一 两相邻长度值之间，选用 R40数系中的数(2 00。以上)。

表 2 有端平带最小 长度的规定

平带宽度 b/mm 有端平带最小长度/m

b< 90 8

90<b蕊250 15

b> 250 20

表 3 平带宽及其极 限偏 差 单位 为毫 米

公 称值 极限偏差 一 公称值 极 限偏 差

16

20

25

32

40

50

63

士 2

40

60

80

I00

24

50

士 4

71

80

90

100

112

125

士 3

280

315

355

400

450

500

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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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环形带长度的测定

A. 1 原理

    平带的长度以分段测量的加和值确定，即将平带放平，在不受拉力的情况下，沿平带的任一表面分

段逐次测量长度，将各段长度相加，对环形带则用平带的厚度和制造者确定的正常安装张力下与不受张

力下 长度之差值加 以修 正

A. 2 程序

A. 2. 1 在平带的表面进行分段连续且尽量准确的长度测量，测量每一段时，应使该段平直且不受张力

并标出测量的起止点。

A. 2.2 每次测量应根据平带的长度规格分别符合A. 2.2. 1或A. 2. 2. 2的要求。

A. 2. 2. 1 对长度小于或等于30 m的平带，每段长度应为平带的公称长度的1/3到1/4，但最后一段可

以小于1/4.

A. 2.2.2 对长度大于30 m的平带，每段测量的长度应不小于7. 5 m且不大于平带的公称长度的1/3,

但最后一段可以小于7.5 m
A. 2.3 分别测量各段长度，求出各测量值之和，即为平带的节线长

A. 3 内周长度的计算

平带内周长度按式(A. 1)计算:

无一“。一!at000 (A.1)

式中 :

L— 内周长度，单位为米(m);

L,— 自由态节线长，单位为米(m);

  t一 一平带厚度，单位为毫米(mm).

注 1:安装张力下的内周长度在考虑制造者确定的正常安装张力下与不受张力时的长度的差值.

注 2:式(A. 1)适用于截面均匀对称、且没有筋槽等的平型传动带。虽然只有在均质材料的情况下上式才能严格准

      确 ，但 对传动带来说 可以认为是足够准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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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平带的厚度及厚度横 向差的测定

B. 1 工具

    平带厚度的测量工具为符合下述要求的转动指针式厚度计:

    a)最小分度不大于。.1 mm,

    b)平型圆压头 直径为 10 mm.

    c)当试样硬度大于或等于351RHD时，压头可对试样施加(22士5)kPa的压力:当试样硬度小于

351RHD，压头可对 试样施加(10士2)kPa的压 力。

B.2 试样

    试样应呈矩形，沿平带的横向切取，其长度为平带的全宽度，其宽度为50 mm。按图B. 1在试样表

面上沿试样长度方向的中轴上标出三个测量点。

                                            b             b                b            b

                                          6             3                3            6

任

三

0
唬

带 宽b

图B.1 测里点的确定

B. 3 程序

    依次使厚度计压头对试样各测量点按B. 1。)的要求施加压力，并测量厚度。

    求出任意两个厚度测量值的差值(绝对值)，以所得两个差值中的较大值作为厚度横向差的测量

结果 。

    求出二个厚度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厚度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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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平带宽度与轮宽的荐 用对 应关系

平带宽度与轮宽的荐用关系如表C. 1所示。

                        表C. 1 平带宽度与轮宽荐用对应关系 单位为毫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