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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5_AE_89_E5_c62_616937.htm 把安全工程师站点加

入收藏夹 1)起重机械的安全管理措施 (1)安全管理制度。安全

管理规章制度的项目包括：司机守则和起重机械安全操作规

程；起重机械维护、保养、检查和检验制度；起重机械安全

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起重机械作业和维修人员安全培训、考

核制度；起重机械使用单位应按期向所在地的主管部门申请

在用起重机械安全技术检验，更换起重机械准用证的管理等

。 (2)技术档案。起重机械安全技术档案的项目包括：设备出

厂技术文件；安装、修理记录和验收资料；使用、维护、保

养、检查和试验记录；安全技术监督检验报告；设备及人身

事故记录；设备的问题分析及平价记录。 (3)定期检验制度。

在用起重机械安全定期监督检验周期为2年(电梯和载人升降

机安全定期监督检验周期为1年)。 此外，使用单位还应进行

起重机的自我检查，每日检查、每月检查和年度检查。 ①年

度检查。每年对所有在用的起重机械至少进行1次全面检查。

停用1年以上、遇4级以上地震或发生重大设备事故、露天作

业的起重机械经受9级以上的风力后的起重机，使用前都应做

全面检查。 其中载荷试验可以吊运相当于额定起重量的重物

进行，并按额定速度进行起升、运行、回转、变幅等操作，

检查起重机正常工作机构的安全和技术性能、金属结构的变

形、裂纹、腐蚀及焊缝、铆钉、螺栓等连接情况等。 ②每月

检查。检查项目包括：安全装置、制动器、离合器等有无异

常，可靠性和精度；重要零部件(如吊具、钢丝绳滑轮组、制



动器、吊索及辅具等)的状态，有无损伤，是否应报废等；电

气、液压系统及其部件的泄漏情况及工作性能；动力系统和

控制器等。 停用一个月以上的起重机构，使用前也应做上述

检查。 ③每日检查。在每天作业前进行，应检查各类安全装

置、制动器、操纵控制装置、紧急报警装置；轨道的安全状

况；钢丝绳的安全状况。检查发现有异常情况时，必须及时

处理。严禁带病运行。 (4)作业人员的培训教育。起重作业是

由指挥人员、起重机司机和司索工群体配合的集体作业，要

求起重作业人员不仅应具备基本文化和身体条件，还必须了

解有关法规和标准，学习起重作业安全技术理论和知识，掌

握实际操作和安全救护的技能。起重机司机必须经过专门考

核并取得合格证者方可独立操作。指挥人员与司机索工也应

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和安全技能训练，了解所从事工作的危险

和风险，并有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的能力。 2)起重伤害事故

形式 (1)重物坠落。吊具或吊装容器损坏、物件捆绑不牢、挂

钩不当、电磁吸盘突然失电、起升机构的零件故障(特别是制

动器失灵、钢丝绳断裂)等都会引发重物坠落。 (2)起重机失

稳倾翻。起重机失稳有两种类型：一是由于操作不当(例如超

载、臂架变幅或旋转过快等)、支腿未找齐或地基沉陷等原因

使倾翻力矩增大，导致起重机倾翻；二是由于坡度或风载荷

作用，使起重机沿路面或轨道滑动，导致脱轨翻倒。 (3)挤压

。起重机轨道两侧缺乏良好的安全通道或与建筑结构之间缺

少足够的安全距离，使运行或回转的金属结构机体对人员造

成夹挤伤害；运行机构的操作失误或制动器失灵引起溜车，

造成碾压伤害等。 (4)高处跌落。人员在离地面大于2 m的高

度进行起重机的安装、拆卸、检查、维修或操作等作业时，



从高处跌落造成的伤害。 (5)触电。起重机在输电线附近作业

时，其任何组成部分或吊物与高压带电体距离过近，感应带

电或触碰带电物体，都可以引发触电伤害。 (6)其他伤害。其

他伤害是指人体与运动零部件接触引起的绞、碾、戳等伤害

；液压起重机的液压元件破坏造成高压液体的喷射伤害；飞

出物件的打击伤害；装卸高温液体金属、易燃易爆、有毒、

腐蚀等危险品，由于坠落或包装捆绑不牢破损引起的伤害等

。 3)高处作业的安全防护 起重机金属结构高大，司机室往往

设在高处，很多设备也安装在高处结构上，因此，起重司机

正常操作、高处设备的维护和检修以及安全检查，都需要登

高作业。为防止人员从高处坠落，防止高处坠落的物体对下

面人员造成打击伤害，在起重机上，凡是高度不低于2m的一

切合理作业点，包括进入作业点的配套设施，如高处的通行

走台、休息平台、转向用的中间平台，以及高处作业平台等

，都应予以防护。安全防护的结构和尺寸应根据人体参数确

定；其强度、刚度要求应根据走道、平台、楼梯和栏杆可能

受到的最不利载荷考虑。 4)起重作业安全操作技术 (1)吊运前

的准备。吊运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包括安全帽、工作服、工作鞋和手套。高处作业还必须佩戴

安全带和工具包；检查清理作业场地，确定搬运路线，清除

障碍物。室外作业要了解当天的天气预报。流动式起重机要

将支撑地面垫实垫平，防止作业中地基沉陷；对使用的起重

机和吊装工具、辅件进行安全检查。不使用报废元件，不留

安全隐患；熟悉被吊物品的种类、数量、包装状况以及周围

联系，根据有关技术数据(如质量、几何尺寸、精密程度、变

形要求)，进行最大受力计算，确定吊点位置和捆绑方式；编



制作业方案：对于大型、重要的物件的吊运或多台起重机共

同作业的吊装，事先要在有关人员参与下，由指挥、起重机

司机和司索工共同讨论，编制作业方案，必要时报请有关部

门审查批准。预测可能出现的事故，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选择安全通道，制定应急对策。 (2)起重机司机通用操作要求

。有关人员应认真交接班，对吊钩、钢丝绳、制动器、安全

防护装置的可靠性进行认真检查，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开机作业前，应确认以下情况处于安全状态方可开机：所有

控制器是否置于零位；起重机上和作业区内是否有无关人员

，作业人员是否撤离到安全区；起重机运行范围内是否有未

清除的障碍物；起重机与其他设备或固定建筑物的最小距离

是否在0．5 m以上；电源断路装置是否加锁或有警示标牌；

流动式起重机是否按要求平整好场地，牢固可靠地打好支腿

。 开车前，必须鸣铃或示警；操作中接近人时，应给断续铃

声或示警。 司机在正常操作过程中，不得进行下列行为：利

用极限位置限制器停车；利用打反车进行制动；起重作业过

程中进行检查和维修；带载调整起升、变幅机构的制动器，

或带载增大作业幅度；吊物不得从人头顶上通过，吊物和起

重臂下不得站人。 严格按指挥信号操作，对紧急停止信号，

无论何人发出，都必须立即执行。 吊载接近或达到额定值，

或起吊危险器(液态金属、有害物、易燃易爆物)时，吊运前

认真检查制动器，并用小高度、短行程试吊，确认没有问题

后再吊运。 起重机各部位、吊载及辅助用具与输电线的最小

距离应满足安全要求； 有下述情况时，司机不应操作：起重

机结构或零部件(如吊钩、钢丝绳、制动器、安全防护装置

等)有影响安全工作的缺陷和损伤；吊物超载或有超载可能，



吊物质量不清、埋置或冻结在地下、被其他物体挤压，在操

作中不得歪拉斜吊；吊物捆绑不牢，或吊挂不稳，重物棱角

与吊索之间未加衬垫；被吊物上有人或浮置物；作业场地昏

暗，看不清场地、吊物情况或指挥信号。 工作中突然断电时

，应将所有控制器置零，关闭总电源。重新工作前，应先检

查起重机工作是否正常，确认安全后方可正常操作。 有主、

副两套起升机构的，不允许同时利用主、副钩工作(设计允许

的专用起重机除外)。 用两台或多台起重机吊运同一重物时，

每台起重机都不得超载。吊运过程应保持钢丝绳垂直，保持

运行同步。吊运时，有关负责技术人员和安全技术人员应在

场指导。 露天作业的轨道起重机，当风力大于6级时，应停

止作业；当工作结束时，应锚定住起重机。 (3)司索工安全操

作要求。司索工主要从事地面工作，例如准备吊具、捆绑挂

钩、摘钩卸载等，多数情况还担任指挥任务。司索工的工作

质量与整个搬运作业安全关系极大。其操作工序要求如下。 

①准备吊具。对吊物的重量和重心估计要准确，如果是目测

估算，应增大20％来选择吊具，每次吊装都要对吊具进行认

真的安全检查，如果是旧吊索应根据情况降级使用，绝不可

侥幸超载或使用已报废的吊具。 ②捆绑吊物。对吊物进行必

要的归类、清理和检查，吊物不能被其他物体挤压，被埋或

被冻的物体要完全挖出。切断与周围管、线的一切联系，防

止造成超载；清除吊物表面或空腔内的杂物，将可移动的零

件锁紧或捆牢，形状或尺寸不同的物品不经特殊捆绑不得混

吊，防止坠落伤人；吊物捆扎部位的毛刺要打磨平滑，尖棱

利角应加垫物，防止起吊吃力后损坏吊索；表面光滑的吊物

应采取措施来防止起吊后吊索滑动或吊物滑脱；吊运大而重



的物体应加诱导绳，诱导绳长应能使司索工既可握住绳头，

同时又能避开吊物正下方，以便发生意外时司索工可利用该

绳控制吊物。 ③挂钩起钩。吊钩要位于被吊物重心的正上方

，不准斜拉吊钩硬挂，防止提升后吊物翻转、摆动：吊物高

大需要垫物攀高挂钩、摘钩时，脚踏物一定要稳固垫实，禁

止使用易滚动物体(如圆木、管子、滚筒等)做脚踏物。攀高

必须佩戴安全带，防止人员坠落跌伤；挂钩要坚持“五不挂

”，即起重或吊物重量不明不挂，重心位置不清楚不挂，尖

棱利角和易滑工件无衬垫物不挂，吊具及配套工具不合格或

报废不挂，包装松散捆绑不良不挂等，将不安全隐患消除在

挂钩前；当多人吊挂同一吊物时，应由一专人负责指挥，在

确认吊挂完备，所有人员都离开站在安全位置以后，才可发

出起钩信号；起钩时，地面人员不应站在吊物倾翻、坠落可

波及的地方；如果作业场地为斜面，则应站在斜面上方(不可

在死角)，防止吊物坠落后继续沿斜面滚移伤人。 ④摘钩卸载

。吊物运输到位前，应选择好安置位置，卸载不要挤压电气

线路和其他管线，不要阻塞通道；针对不同吊物种类应采取

不同措施加以支撑、垫稳、归类摆放，不得混码、互相挤压

、悬空摆放，防止吊物滚落、侧倒、塌垛；摘钩时应等所有

吊索完全松弛再进行，确认所有绳索从钩上卸下再起钩，不

允许抖绳摘索，更不许利用起重机抽索。 ⑤搬运过程的指挥

。无论采用何种指挥信号，必须规范、准确、明了；指挥者

所处位置应能全面观察作业现场，并使司机、司索工都可清

楚看到；在作业进行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是重物悬挂在空中

时)，指挥者和司索工都不得擅离职守，应密切注意观察吊物

及周围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发出指挥信号。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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