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重机械操作 21 个安全要点

1．安全站位

在吊装作业中，吊杆下、吊物下、被吊物起吊前区、导向

滑轮钢绳三角区、快绳周围、站在斜拉的吊钩或导向滑轮

受力方向等都是十分危险的，一且发生危险极不易躲开。

所以，工作人员的站位非常重要，不但自己要时刻注意，

还需要互相提醒、检查落实，以防不测。

2．正确认知吊索具安全系数

吊装作业中，工作人员无吊索具安全系数的正确认知，往

往以不断为使用的依据，致使超重作业总是处在危险状

态。

3．拆除作业中一定要对遭遇的各种因素有预见性

比如：物件估重，切割的彻底性，拆除件受挤压增加荷重，

连接部位未经检查就强行起吊等。

4．杜绝失误性操作

吊装作业与很多施工不一样，涉及面大，经常使用不同单

位、不同类型的吊车。日常操作习惯、性能、指挥信号的

差异等因素很容易引发误操作，所以要特别谨慎。

5．对被吊物体绑扎一定要牢



高空吊装拆除时对被吊物要采取“锁”而不是“兜”；对

被吊物的尖锐棱角要采取“垫”的措施。

6．滚筒缠绳不紧

大件吊装拆除，吊车或机动卷扬机滚筒上缠绕的钢绳排列

较松，致使受大负荷的快绳勒进绳束，造成快绳剧烈抖动，

极易失稳，结果经常出现继续作业危险，停又停不下来的

尴尬局面。

7．临时吊鼻焊接不牢

(1)临时吊鼻焊接强度不够。这里所讲的焊接强度不够，

是指由于焊接母材表面锈蚀，施焊前清除锈斑不彻底，造

成焊肉外表美观丰实，而实际焊肉与母材根本没有熔解在

一起，载荷增加或受到冲击，便发生断裂。

(2)吊鼻受力方向单一。在吊立或放倒长柱形物体时，随

着物体角度的变化，吊鼻的受力方向也在改变，而这种情

况在设计与焊接吊鼻中考虑不足，致使有缺陷的吊鼻在起

重作业中突然发生折断(掰断)。这类情况需要事先在吊鼻

两侧焊接立板，立板大小厚度最好由技术人员设计。

(3)吊鼻焊接材料与母材不符及非正式焊工焊接。

8．吊装工具或吊点选择不当



设立吊装工具或借助管道、结构等作吊点吊物缺乏理论计

算，靠经验估算的吊装工具或管道、结构吊物承载力不够

或局部承载力不够，一处失稳，导致整体坍塌。

9．滑轮、绳索选用不合理

设立起重工具时，对因快绳夹角变化而导致滑轮和拴滑轮

的绳索受力变化的认识不足，导向滑轮吨位选择过小，拴

滑轮的绳索选择过细，受力过载后造成绳断轮飞。

10．无载荷吊索具意外兜挂物体

有很多事故是这样发生的，起重工作已经结束，当吊钩带

着空绳索具运行时，自由状态下的吊索具挂拉住已摘钩的

被吊物或其它物体，操作的司机或指挥人员如反应不及

时，瞬间事故便发生了，而这类事故对作业人员和起重机

具具有非常恶劣的后果。

11．起重吊装施工方案与实际作业脱节

主要表现为内容不全，缺乏必要的数据或施工方法与实际

操作情况不符，使施工方案变为应付上级检查过关的挡箭

牌，而没有起到指导施工的作用。

12．空中悬吊物较长时间没有加封安全保险绳



有的设备或构件由于安装工艺程序要求，需要先悬吊空中

后就位固定，而有的悬吊物在空中停留时间较长，如果没

有安全保险绳，一旦受到意外震动、冲击或焊把线等伤害，

将造成悬吊物坠落的严重后果。

13．工序交接不清或多单位施工工序平衡有漏洞

如有的结构或平台上一班拆除但下班交接不清楚，张三搭

的棚子能否上人王五不知道，甲单位切断了平台梁而乙单

位继续往平台上放重物，以致造成临时支撑过载。结果是

问题发生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4．施工忙于进度确认不够

吊车站位没有进行地下咨询；作业前对吊运物重量确认不

准及周围环境中的高压线路、运转设备、煤氧管道泄漏点

等隐患和业主单位的安全警示标志没有及时发现而吃大

亏。

15．使用带有“毛病”的吊索具

有些人为了省事，找根绳扣就用，殊不知这是别人扔的报

废的绳扣，有的受过内伤，有的局部退过火，还有的让电

焊打过，而这些毛病和问题是不容易检查出来的；还有的

贪图便宜购买非正式厂家生产的滑轮、吊环等不合格吊

具，使工人作业时提心吊胆。为了确保施工安全，请不要



用别人扔的绳扣，对损坏报废的绳扣及时切断，防止他人

误用；不要购买非正式厂家生产的吊具。

16．将麻绳当作安全绳

因为麻绳的承载性能远远不及钢绳，而且麻绳在日常保管

及使用中极易遭受损害而降低抗拉力，所以，使用麻绳作

安全绳起不到安全作用，反而使人产生心理依赖造成事

故。

17．未设警示区

大件吊装及高空作业下方危险区域未及时拉设安全警示

区和安排安全监护人，导致他人不明情况进入危险区域而

发生事故。

18．吊车长臂杆吊重物对“刹杆”考虑不周

吊车长臂杆起吊重物时，由于吊车臂杆受力下“刹”，杆

头与重物重心垂直线改变，如起杆调正不准，将造成被吊

重物瞬间移位，如作业人员考虑不周，没采取回避措施(特

别是在空中)，就可能是一起事故。

19．两车同抬翻转一件物品计重不准

由于翻转中重心在变换，如果计算不准，特别容易导致其

中一台吊车过载失稳而发生问题，这方面如果发生问题不



但威胁到人的安全，而且机械经济损失巨大，历史上有深

刻的教训，需要特别引起施工及技术人员的重视。

20．危险区域作业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如在天车梁上作业，事先与天车司机联系确认不够或因天

车司机忙中出错的误操作，由于未采取挂警示旗、警示灯、

设车档等措施，致使天车突然出现，施工人员躲避不及发

生意外。

21．对气候影响考虑不足

露天未安装完的龙门吊等起重设备没采取可靠的封固措

施，使用中暂停的塔吊吊钩没升到安全位置或锚封在较轻

的重物上等，一阵风刮来便可能造成事故，有时突然出现

阵风暴雨使电源短路，想抬钩都来不及。所以，养成良好

的施工作业习惯非常重要。再有，风天大件吊装必须要考

虑风载对吊车的影响因素，有危险或风力超过安全规定时

不要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