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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恒速吊带提升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恒速吊带提升机，解决

了现有桁架提升系统不能始终保持桁架水平的

问题。主要由驱动电机、带自锁功能的减速器、吊

带卷扬筒、吊带收纳绞轮组成的提升机构、和桁

架、承重楼顶以及吊带组成。驱动电机驱动带自

锁功能的减速器，并通过驱动轴传递至吊带卷扬

筒；吊带直接缠绕在吊带卷扬筒上，吊带一端连

接在桁架，另一端连接在吊带收纳绞轮上；吊带

收纳绞轮位于吊带卷扬筒下方，吊带卷扬筒通过

齿轮连接，并同时同向运行。本实用新型采用恒

速卷扬机构和吊带收纳绞轮结构，实现桁架始终

保持水平状态升降，避免桁架上所悬挂设备滑

落。本实用新型可以用于大型会议系统、电视台

演播厅、酒店多功能厅、各种舞台灯光音响系统

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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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恒速吊带提升机，主要由驱动电机、带自锁功能的减速器、吊带卷扬筒、吊带收

纳绞轮组成的提升机构、和桁架、承重楼顶以及吊带组成，其特征是：所述驱动电机驱动带

自锁功能的减速器，并通过驱动轴传递至吊带卷扬筒；所述吊带直接缠绕在吊带卷扬筒上，

吊带一端连接在桁架，另一端连接在吊带收纳绞轮上；所述吊带收纳绞轮位于吊带卷扬筒

下方，吊带卷扬筒通过齿轮连接，并同时同向运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恒速吊带提升机，其特征是：所述吊带卷扬筒上有一条螺

旋形吊带隔离板，其间距等于吊带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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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恒速吊带提升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提升机，尤其是一种吊带恒速运行并能保持桁架始终水平的吊带

提升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已进入智能化、数字化多媒体时代，经常会有各种形式的演出、表演活动，会

有很多舞台灯光、音响等设备需要更换和维护。在这些高档演出场所，大部分设备都悬挂在

离地面较高的位置，各种设备的布置需要美观协调。在这些情况下，采用传统的方式，即靠

人工通过云梯或脚手架去安装调试投影机、灯光、音响等舞台设备，不仅难于操作且布线杂

乱，也非常不安全。

[0003] 针对以上情况，部分公司研发了这种自动平衡桁架提升系统，在安装和维护舞台

设备时可以将挂载设备的升降桁架下降至地面附近，安全方便的安装和维护设备。但是目

前市面上此类产品均采用的是变速式提升系统（如图4所示），在两台提升机同时提升桁架

时，很难保证桁架水平不倾斜，存在一定风险。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恒速吊带提升机，能够通过恒速卷

扬机构实现桁架恒速升降，始终保持水平状态升降，避免桁架上所悬挂设备滑落。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恒速吊带提升机，主要包括由驱动电机、带自锁功能的减速器、吊带卷扬筒、

吊带收纳绞轮组成的提升机构、和桁架、承重楼顶以及吊带组成。

[0007] 所述驱动电机驱动带自锁功能的减速器，并通过驱动轴传递至吊带卷扬筒。

[0008] 所述吊带直接缠绕在吊带卷扬筒上，吊带一端连接在桁架，另一端连接在吊带收

纳绞轮上。

[0009] 所述吊带收纳绞轮位于吊带卷扬筒下方，吊带卷扬筒通过齿轮连接，并同时同向

运行。

[0010] 所述吊带卷扬筒上有一条螺旋形吊带隔离板，其间距等于吊带宽度，防止吊带在

运动时改变缠绕轨迹而导致吊带交叉缠绕。

[0011]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是

[0012] 本实用新型采用恒速卷扬机构和吊带收纳绞轮结构，实现桁架始终保持水平状态

升降，避免桁架上所悬挂设备滑落，恒速卷扬机构通过巧妙的吊带缠绕方式实现扁平吊带

的平稳恒速运行，在发生控制器失效时带自锁功能的减速器可让设备立即停止并悬挂在原

处，增加设备安全性，本设备运行可靠，使用方便、安全。本实用新型可以用于大型会议系

统、电视台演播厅、酒店多功能厅、各种舞台灯光音响系统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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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吊装系统整体结构图。

[0014] 图2是提升机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提升机剖面图。

[0016] 图4是常规吊带卷扬机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18] 如图1所示，将提升机（1）通过承重吊杆安装固定于承重楼顶（2）上，吊带（102）下

端连接到桁架（3）上。至少两台提升机（1）与桁架（3）连接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升降系统。此

时桁架（3）跟随提升机（1）上升或下降，升降过程中要求桁架（3）不能倾斜，保持水平状态升

降。

[0019] 如图2所示，是提升机整体结构示意图。通过驱动电机（104）驱动自锁减速机（105）

将扭矩通过驱动轴传递至吊带卷扬筒（101），实现吊带卷扬筒（101）的正反转。吊带（102）直

接缠绕在吊带卷扬筒（101）上，通过吊带与吊带卷扬筒之间的摩擦力实现动力驱动。在摩擦

力的作用下，驱动吊带（102）上升或下降。当吊带（102）下降时，吊带收纳绞轮（103）会跟随

释放出吊带；当吊带（102）上升时，吊带收纳绞轮（103）会跟随释收纳吊带，吊带收纳绞轮

（103）为从动结构。

[0020] 如图3所示，是提升机剖面图。为了防止吊带（102）在运动时改变缠绕轨迹而导致

吊带（102）交叉缠绕，使用吊带隔离板（106）对其进行隔离，保证吊带（102）在相应的隔离槽

里运动。

[0021] 图4是常规吊带卷扬机构示意图，常规吊带（102）采用叠加的方式收纳吊带，绞轮

（103）转动时吊带会一层一层的叠加，在这个过程中吊带的转动半径会逐渐增大，以至于吊

带的升降速度始终是变化的，很难保证多台设备同时运行时的同步性。

[0022]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各种改型和改变。因此，本实用新型覆

盖了落入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物的范围内的各种改型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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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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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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