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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0_86_E8_BE_85_E5_c62_543469.htm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也称为整体提升架或爬架）以其成本低、安装快、使用方便

和适应性强等优点成为高层、超高层建筑施工脚手架的主要

方式之一。但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属定型施工设备，一旦出现

坠落等安全事故，往往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安全及事故

分析 1.1事故经过 1996年，佛出市某大厦工地，发生了一起井

架卸料平台倒塌导致人员坠落的事故，造成3人死亡。 事发

当天上午，该工地B座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进行下降作业，当

从22层往21层下降时，与井架卸料平台相碰，导致15层以上

的卸料平台全部倒塌，致使在22层平台上操作的3名工人坠落

，送医院均不治死亡。 1.2事故分析 （1）事故的直接原因是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下降时撞击卸料平台21层中部水平钢管的

外伸端，导致15层以上的卸料平台失稳倒塌； （2）作业人员

素质低、安全意识淡薄，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未落

实，施工时违章蛮干。升降作业时未能严格按照该大厦整体

提升外墙脚手架施工方案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和要求实施，下

降作业前拆除大部分联结杆件，致使整体提升外墙脚手架刚

度降低，下降过程中摇摆晃动，产生偏移和变形，碰撞了卸

料平台。 （3）施工现场管理混乱。总包单位与分包单位责

任不清、安全管理混乱和脱节。脚手架下降作业前未做检查

、未制订专项施工安全方案、准备工作不充分，下降过程协

调指挥监控不到位，联络信号不合理、不科学等，造成脚手

架在下降过程中仍有工人在卸料平台上作业和有障碍物等严



重安全隐患 2.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使用条件 2.1资格认证制度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使用具有比较大的危险性，它不仅是一

种单项施工技术，而且是形成定型化反复使用的工具或载人

设备，所以应该有足够的安全保障，必须对使用和生产附着

式升降脚手架的厂家和施工企业实行资格认证制度。 （1）

建设部建字（2000）230号文《建筑施工附着升降脚手架管理

暂行规定》中第五十五条规定：“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对从事附着升降脚手架工程的施工单位实行资质管理，未取

得相应资质证书的不得施工；对附着升降脚手架实行认证制

度，即所使用的附着升降脚手架必须经过国务院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组织鉴定或者委托具有资格的单位进行认证”。第五

十六条规定：“附着升降脚手架工程主施工单位应当根据资

质管理有关规定到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应审查手续

”。并规定：“对已获得附着脚手架资质证书的施工单位实

行年检管理制度”。 （2）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各结构构件在

各地组装后，在有建设部发放的生产和使用许可证的基础上

，经当地建筑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实并具体检验后，发放准

用证，方可使用。 （3）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处于研制阶段和

在工程上使用前，应提出该阶段的各项安全措施，经使用单

位的上级部门批准，并到当地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4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由专业队伍施工，对承包附着式升降

脚手架工程任务的专业施工队伍进行资格认证，合格者发给

证书，不合格者不准承接工程任务。 （5）各工种操作工人

及有关人员均应持证上岗。 2.2施工组织设计 附着式升降脚手

架的平面布置、附着支承构造和组装节点图、防坠和防倾安

全措施、提升机具和吊具以及索具的技术性能和使用要求等



从组装、使用到拆除的全过程，应有专项施工组织设计。施

工组织设计应包括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设计、施工、检查、

维护和管理等全部内容。施工组织设计应由项目经理部的施

工负责人组织编写，并经上级技术部门或总工程师审批。 施

工组织设计应对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过程中的安全管理作

出明确规定，建立健全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及相关的管理制度

。 此外，还应编制各工种操作规程 3.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设计

计算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架体竖向主框架、架底梁架、导轨

与每个楼层的固定、设计荷载、压杆及拉杆的长细比等各组

成部件以及防坠安全装置性能等均应进行设计验算，由建筑

施工单位项目部技术负责人编制设计计算书，计算书与制作

安装图等有关资料必须经上级技术部门或总工程师审批。 3.1

确定构造模式 主要确定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架体的三个组成部

分（架体竖向主框架、架底梁架、架体板）之间和架体主框

架与附着支撑构造之间的承传载受力模式，以便建立适合的

计算简图。应分别确定在使用、升降和坠落三种不同状况下

的计算简图，并按最不利情况进行计算和验算。必要时应通

过整体模型试验验证脚手架架体结构的设计承载能力。 3.2设

计计算项目 （1） 脚手架的强度、稳定性、变形和抗倾覆验

算； （2） 提升机构和附着支撑装置（包括导轨）的强度与

变形； （3） 连接杆（包括螺栓）和焊缝的计算； （4） 杆

件节点连接强度计算； （5） 吊具、索具验算； （6） 附着

支撑部位工程结构的验算等。 3.3设计计算系数 永久荷载分项

系数1.2（当有利于抗倾覆验算时，取0.9），可变荷载分项系

数1.4，冲 击系数为1.5，荷载变化系数γ＜sub＞1＜/sub

＞=1.3,γ＜sub＞2＜/sub＞=2.0,索具安全系数为6，提升动力



设备安全系数不小于3，吊具和机械构造的设计安全系数不小

于2。 3.4施工荷载标准值 设计荷载按结构架3kN/m＜sup＞2

＜/sup＞，装饰架2kN/m＜sup＞2＜/sup＞，升降状态0.5kN/m

＜sup＞2＜/sup＞取值。 3.5杆件长细比 杆件在满足强度的条

件下，尚应满足长细比的要求。压杆的长细比不得大于150，

拉杆的长细比不得大于300。 4.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构造与安

全措施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是由落地式的双排立杆外脚手架发

展而来的，其架体应是刚性较强的整体，架体上的荷载应通

过框架均匀、合理地传递到建筑结构上去，并保证升降时不

坠落、不倾斜。 （1）架体部分按落地式脚手架的要求进行

搭设，架体高度不应大于5倍楼层高，架宽0.9～1.1m立杆间距

不大于1.5m，下部支承每段跨度不大于8m，支承跨度与架高

的乘积不大于110m＜sup＞2＜/sup＞.按规定设置剪刀撑和连

墙杆，连墙杆垂直距离不大于4m，水平间距不大于6m.。 （2

）组成竖向主框架和架底梁架的杆件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和刚

度，杆件的节点必须为刚性连接，以保证框架的刚度，使之

工作时不变形，确保传力的可靠性。 （3）架体升降作业时

，上部结构尚未达到足够的强度或要求的高度，不能及时设

置附着支撑，此时，架体上部处于悬臂状态。为保证架体的

稳定，悬臂部分高度不得大于架高的2/5，并不大于6m。 （4

）附着支撑与结构的每个楼层均必须设置连接点，竖向主框

架的连接点沿竖向一侧不得少于两处。附着支撑与结构的连

接质量必须满足设计要求，做到严密、平整、牢固。 （5）

脚手架在升降时，为防止发生断绳、折轴等故障而引起坠落

，同时保证架体不倾斜、晃动，必须设置防坠落和防倾斜装

置。防倾斜装置必须具有足够的刚度，防坠装置应经现场试



验，确认动作可靠、灵敏，符合设计要求。 （6）同步升降

可使用电动葫芦，并且必须设置同步升降装置，以控制脚手

架平稳升降。同步升降装置在使用之前应经过检测，确保其

工作灵敏可靠。同步及荷载控制系统应通过控制各提升设备

间的升降差和控制各提升设备的荷载来控制各提升设备的同

步性，且应具备超载报警停机、欠载报警等功能。 （7）脚

手板应满铺，并与架体固定绑牢，无探头板出现。作业层架

体与墙之间空隙必须封严，防止落人落物。脚手板材质要符

合要求，不准使用竹脚手板。 （8）悬空高处作业应有牢固

的立足点，并必须视具体情况，配置防护栏网、栏杆或其他

安全设施。各作业层均应设置防护栏杆和挡脚板，防护栏杆

杆件的规格及连接、立柱的固定及间距、上下横杆的搭设及

高度、栏杆立柱与横杆的连接等，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 （9）架子

外侧应用密目式安全立网作全封闭防护，每张立网应拴紧扎

牢，各立网的搭接处无空档。密目式安全网的各项技术要求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网》的规定，并必须有国家指定

的监督检验部门批准验证和工厂检验合格证。 （10）作业层

下悬空处应用木板等材料作全封闭防护，最底部作业层下方

应同时使用密目网及平网挂牢封严，确保大件物品及人员不

坠落。 （11）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上部、下部建筑物的门窗及

其他洞口均应进行封闭。 5.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交底与验收

5.1交底 （1）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之前，项目经理部技术

负责人应向有关安装人员进行交底，以确保脚手架的安装质

量和施工安全。 （2）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之前，项目经

理部技术负责人应向有关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避免



违章蛮干，以确保脚手架的安全使用。 （3）交底均要有书

面交底资料，有关人员要签字。 5.2验收 （1）附着升降脚手

架组装完毕，总承包单位必须根据《建筑施工附着升降脚手

架管理暂行规定》以及施工组织设计等有关文件的要求进行

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升降作业。分包单位对附着升

降脚手架的使用安全负责。 （2）每次提升（下降）前，均

要对竖向主框架、支撑框架、防坠、防倾安全保险装置、安

全防护措施、架体与建筑结构连接点、电动葫芦等逐项进行

检查，各检查项目均符合要求后再提升（下降）。 （3）每

次提升（下降）后，使用前均要进行验收检查验收螺栓紧固

情况、架子拉结情况等，确认架体稳定、防护措施符合要求

、防倾和防坠等安全装置处于正常状态、无安全隐患再使用

。 （4）验收合格后，有关人员应在验收单上签字，手续要

齐全，整理好有关资料。 6.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施工人员与

使用中的安全管理 6.1脚手架安装、升降操作人员及使用人员 

（1）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装及升降操作人员属特种作业人

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及专业考试，合格后发给证书，持证

上岗、确定岗位，建立岗位责任制。 （2）附着式升降脚手

架的使用人员必须为持证上岗的人员，熟悉附着式升降脚手

架的正确使用方法。 （3）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施工人员，

上岗前须接受安全教育，避免出现违章蛮干现象。1997年，

南京某工地由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操作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缺乏责任心，脚手架斜拉杆安装不合格，甚至缺少斜拉杆

，导致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坠落，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 （4

）高处及悬空作业人员必须体质良好，并须定期进行体格检

查。 （5）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升降、拆除时应设安全



警戒区、划定警戒线，并派专人监护。 （6）升降过程中要

有专人指挥，协调。 （7） 施工时，脚手架严禁超载。物料

堆放要均匀，避免荷载过于集中。 （8） 施工人员严禁随意

拆除各种杆件及其他安全防护设施。 （9） 在脚手架上作业

时，应注意随时清理堆放、掉落在架子上的材料，保持架面

上规整清洁，不要乱放材料、工具、以免发生坠落伤人。 

（10）在脚手架上需要用力操作时，要注意站稳，并用手抓

牢稳固的结构或支持物，以免用力过猛，使身体失去平衡而

坠落。 7.结语 由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性价比高，在高层及

超高层建筑施工中已呈现出了全面普及之势。为保证附着式

升降脚手架的安全使用，必须建立健全生产认证和使用管理

制度；施工企业必须有严格的技术和管理措施，加强施工现

场的安全管理，认真落实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工作和体检工

作，减少及至消除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各级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或建筑安全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附着升降脚手架工程

的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附着升降脚手架工程的监督检查，确

保安全生产。 （百考试题注册安全工程师）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