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877137.X

(22)申请日 2019.11.04

(73)专利权人 宁夏京能宁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750400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

市宁东镇临河工业园区A区

(72)发明人 张玉华　徐义巍　李彦军　张操　

何正凯　刘麟　徐昊源　梁嘉辉　

藏亮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弘权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63

代理人 逯长明　许伟群

(51)Int.Cl.

H02K 15/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

专用工具，包括轨道、支轴小车以及假轴。所述轨

道设计为多节拼接式；所述支轴小车可实现三个

维度的调节，支轴小车由垂直调节部分、横向调

节部分、纵向调节部分构成；所述假轴由不同规

格的轴套和厚壁钢管构成，起延长电动机转子的

作用。本检修专用工具彻底消除电动机抽转子过

程中存在的定、转子碰磨隐患，避免起吊作业存

在的安全风险，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工成本，为

高压电动机安全检修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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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包括：轨道(1)、支轴小车(2)以及假轴(3)，其特征

在于，所述轨道(1)设计为多节拼接式，所述支轴小车(2)可实现三个维度的调节，支轴小车

(2)由垂直调节部分、横向调节部分、纵向调节部分构成；

支轴小车(2)所述垂直调节部分由转子托架(4)、旋转拨轮(5)、调节孔(6)、支撑轴承

(7)、支撑丝杠(8)构成，所述转子托架(4)与支撑丝杠(8)通过焊接拼装在一起，所述支撑丝

杠(8)上安装有旋转拨轮(5)，所述旋转拨轮(5)上设有调节孔(6)，可通过旋转调节孔(6)达

到升降转子托架(4)的作用，进而实现支轴小车(2)在垂直方向上的调节；

支轴小车(2)所述横向调节部分由丝杠支撑座(9)、滑道槽(10)、固定孔(11)构成，所述

丝杠支撑座(9)与支撑丝杠(8)通过支撑轴承(7)相连接，丝杠支撑座(9)与小车底板(12)之

间设置有滑道槽(10)，所述丝杠支撑座(9)可在小车底板(12)上设置的滑道槽(10)内横向

滑动，进而实现支轴小车(2)在水平横向方向上的调节；

支轴小车(2)所述纵向调节部分由小车底板(12)和滚轮(13)构成，所述滚轮(13)设置

有四个，分别设置在小车底板(12)下部的四角处，用于支撑支轴小车(2)并可实现支轴小车

通过下部设置的轨道(1)在水平纵向方向上的滑动；假轴(3)由不同规格的轴套和厚壁钢管

构成，起延长电动机转子的作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托架

(4)上设置有向下的倒三角凹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轴承

(7)选定为专门承载轴向力的推力轴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丝杠

(8)上安装有旋转拨轮(5)，可通过旋转调节孔(6)达到升降转子托架(4)的作用，进而实现

支轴小车(2)在垂直方向上的调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滑道槽

(10)的上设置有固定孔(11)，所述固定孔(11)可将调节好位置的转子托架(4)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滚轮(13)

设置有四个，分别设置在小车底板(12)下部的四角处，用于支撑支轴小车(2)并可将支轴小

车(2)通过下部设置的轨道(1)在水平纵向滑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托架

(4)、旋转拨轮(5)、支撑轴承(7)、支撑丝杠(8)、丝杠支撑座(9)设置在同一竖直直线上并与

下部的小车底板(12)垂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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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检修工具，具体涉及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

背景技术

[0002] 高压卧式电动机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高压卧式电动机检修传统方法是通过人工

拆卸电动机后，将一根比电动机转子略长的假轴套在电动机转子上，通过行车与手拉葫芦

配合将电动机转子在膛内平稳吊起，并调整至水平状态，然后通过行车的行走将转子抽出。

高压电动机需要定期进行抽转子检修，高压电动机的重量通常在2000Kg以上，传统的方法

需要大量的人力，同时由于转子自重较大，行车行走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带来转子的惯性

摆动，很容易造成定、转子碰撞，且整个电动机检修过程中需多次吊装，工作效率极低。除此

之外，传统起吊法耗时长，且起吊作业具有一定危险性，对作业人员的安全也有一定威胁。

[0003] 传统的假轴起吊法是拆除电动机两侧端盖及附件后，通过一根比电动机转子略长

的假轴套在电动机转子的一端，用行车吊钩悬挂两根手拉葫芦，一根手拉葫芦的吊钩悬挂

至假轴端部，另一根手拉葫芦的吊钩悬挂在电动机转子的另一端。通过调整手拉葫芦使转

子在电动机膛内保持水平状态，并与定子四周保持足够安全的距离。行车行走过程中，设置

专人应用透光法观察定、转子间隙，如发现定、转子碰磨时，及时叫停并重新调整手拉葫芦，

使转子与定子四周均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后，重新启动行车直至将转子移出定子膛内。所

述技术的缺点为：首先，传统的假轴起吊抽转子方法，无法彻底避免定、转子在抽转子过程

中发生碰磨现象；其次，传统方法耗时较长，且起吊作业具有一定危险性，对作业人员的安

全也有一定威胁。传统的抽转子方法效率极其低下，需要多人配合才能完成。实用新型专利

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授权公告号为CN203761216U)，主要结构为支撑架，支撑架包括横

向设置的横板以及首端与横板的末端固定连接的竖直设置的竖板。横板的上下两侧分别设

有若干个通孔，竖板的末端设置有固定电动机转子轴芯的水平固定套管，固定套管末端的

上侧的管壁上周向设有三个固定孔，相邻的固定孔之间夹角为30°—60°之间。电动机抽转

子时将专用工具的竖板末端的固定套管套在电动机转子轴芯上，通过调节固定孔的螺栓，

使电动机转子在专用工具上固定可靠。同时，根据电动机转子自身质量分配情况，选取合适

的吊点。使用手拉葫芦将电动机转子缓慢提起，并在电动机膛内保持水平状态(如无法保持

水平状态则应重新选取吊点)。启动行车，借助行车的行走将转子从电动机膛内抽出。此实

用新型专利无法彻底消除电动机抽转子过程中，行车的启动以及行走过程中的定、转子惯

性碰撞。尤其是大型的高压卧式电动机，定、转子间隙仅为十几毫米甚至更小，行车的轻微

摆动都会造成电动机定、转子的剧烈碰撞。此外，该专利不具备广泛的推广价值，电动机种

类繁多，大小各异，对于不同规格的电动机需要制造对应尺寸以及强度的电动机抽转子工

具才能使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彻底消除电动机抽转子过程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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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转子碰磨隐患，避免起吊作业存在的安全风险，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工成本，为高压

电动机安全检修提供保障。

[0005]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包括：轨道、支轴小车以及假轴，所述轨道设计

为多节拼接式，所述支轴小车由转子托架、旋转拨轮、支撑轴承、支撑丝杠、丝杠支撑座、小

车底板及滚轮构成，所述支撑丝杠上安装有旋转拨轮，可通过旋转拨轮达到升降支撑丝杠

的作用，进而达到调节转子托架在垂直方向位置，所述丝杠支撑座与小车底板之间设置有

滑道槽，所述丝杠支撑座可在小车底板上设置的滑道槽内水平滑动，进而调节转子托架水

平横向的位置。所述滚轮设置有四个，位于小车底板下部的四角处，用于支撑支轴小车并可

实现支轴小车通过下部设置的轨道在水平纵向的移动。所述假轴由不同规格的轴套和厚壁

钢管构成，起延长电动机转子的作用。

[0007] 进一步的，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所述转子托架的上设置有向下的倒

三角凹槽。

[0008] 进一步的，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所述支撑轴承选定为专门承载轴向

力的推力轴承。

[0009] 进一步的，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所述支撑丝杠上安装有旋转拨轮，可

通过旋转调节孔达到升降转子托架的作用，进而实现支轴小车在垂直方向上的调节。

[0010] 进一步的，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所述所述丝杠支撑座与支撑丝杠通

过支撑轴承相连接，丝杠支撑座与小车底板之间设置有滑道槽，所述丝杠支撑座可在小车

底板设置的滑道槽内横向滑动，进而实现支轴小车在水平横向方向上的调节。

[0011] 进一步的，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所述滚轮设置有四个，分别设置在小

车底板下部的四角处，用于支撑支轴小车并可实现支轴小车通过下部设置的轨道在水平纵

向方向上的滑动。

[0012] 进一步的，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所述转子托架、旋转拨轮、支撑轴承、

支撑丝杠及丝杠支撑座设置在同一竖直直线上并与下部的小车底板垂直设置。

[0013] 目前，高压卧式电动机检修时需要大量的人力，同时由于转子自重较大，行车行走

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带来转子的惯性摆动，很容易造成定、转子碰撞，且整个电动机检修过

程中需多次吊装，工作效率极低。除此之外，传统起吊法耗时长，且起吊作业具有一定危险

性，对作业人员的安全也有一定威胁，所以本申请提供了一种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

工具。在实际操作中，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具体使用方法如下：根据检修需求选

取足量的轨道在检修现场完成拼装，电动机转子一端由一个支轴小车支撑，另一端固定于

假轴上并由一个支轴小车支撑。通过调节支轴小车的支撑丝杠和转子托架，确保定、转子在

四周方向上保持足够的安全间隙。同时移动两台支轴小车，将转子完全移出电动机膛内。转

子抽出后，在转子的假轴侧升起第三个支轴小车，使其替代假轴侧支轴小车承力，拆除电动

机假轴。

[001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以下有益效果：

[0015] 1、本实用新型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彻底消除电动机抽转子过程中存

在的定、转子碰磨隐患，节省了电动机发生定、转子碰磨后所需的检修费用。

[0016] 2、本实用新型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与传统的假轴起吊法相比，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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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使用该套专用工具检修高压电动机，彻底避免了起吊作

业的风险，保证了高压电动机的检修安全。

[0017] 3、本实用新型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适用于不同场地、不同规格电动

机检修的需要，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附图说明

[0018]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

部分，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限定。在附图中：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使用过程示意图。

[0022] 附图中标记及对应的零部件名称：

[0023] 1-轨道，2-支轴小车，3-假轴，4--转子托架，5-旋转拨轮，6-调节孔，7-支撑轴承，

8-支撑丝杠，9-丝杠支撑座，10-滑道槽，11-固定孔，12-小车底板，13-滚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

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

实用新型，并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5] 实施例

[0026] 如图1至图3所示，高压卧式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包括：轨道1、支轴小车2、以及

假轴3，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1设计为多节拼接式，所述支轴小车2可实现三个维度的调节，

支轴小车2主要由垂直调节部分、横向调节部分、纵向调节部分构成。垂直调节部分由转子

托架4、旋转拨轮5、调节孔6、支撑轴承7、支撑丝杠8构成，所述转子托架4与支撑丝杠8通过

焊接拼装在一起，支撑丝杠8上安装有旋转拨轮5，所述旋转拨轮5上设有调节孔6，可通过旋

转调节6达到升降转子托架4的作用，进而实现支轴小车2在垂直方向上的调节。横向调节部

分由丝杠支撑座9、滑道槽10、固定孔11构成。所述丝杠支撑座9与支撑丝杠8通过支撑轴承7

相连接，丝杠支撑座9与小车底板12之间设置有滑道槽10，所述丝杠支撑座9可在小车底板

12上设置的滑道槽10内横向滑动，进而实现支轴小车2在水平横向方向上的调节。纵向调节

部分由小车底板12和滚轮13构成，所述滚轮13设置有四个，分别设置在小车底板12下部的

四角处，用于支撑支轴小车2并可实现支轴小车通过下部设置的轨道1在水平纵向的滑动。

所述假轴3由不同规格的轴套和厚壁钢管构成，起延长电动机转子的作用。所述转子托架4

上设置有向下的倒三角凹槽，所述支撑轴承7选定为专门承载轴向力的推力轴承。高压卧式

电动机抽转子专用工具具体使用方法如下：根据检修需求选取足量的轨道1在检修现场完

成拼装，电动机转子一端由一个支轴小车2支撑，另一端固定于假轴3上并由一个支轴小车2

支撑。通过调节支轴小车2的旋转拨轮5和丝杠支撑座5在滑道槽10的位置，确保定、转子在

垂直及水平四个方向上的间隙。同时移动两台支轴小车2，将转子完全移出电动机膛内，转

子抽出后，在转子的假轴侧升起第三个支轴小车2，使其替代假轴3侧支轴小车2承力，拆除

电动机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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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

一步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

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

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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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210780453 U

7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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