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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起重机械检验中的危险源及防护措施

王洪涛
华电蓝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Ǔ北京Ǔ100160

摘Ȟ要：起重机械检验是确保其安全运行的重要环节，但检验过程中存在多种危险源。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电

气伤害以及恶劣天气和意外事故是主要的危险源。为确保检验工作的安全进行，需采取一系列防护措施，包括配置安

全防护装置、培训和资质要求检验人员、检验前的安全检查与准备工作、严格的安全操作规范以及制定应对突发情况

的应急措施。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检验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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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起重机械作为现代工业生产和建筑领域的重

要设备，其安全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率和人员

安全。然而，在起重机械检验过程中，检验人员面临着

多种潜在的危险源，如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电气故障

等，这些危险源不仅威胁着检验人员的生命安全，也可

能对设备本身造成损坏。因此，深入分析和识别起重机

械检验中的危险源，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对于保障

检验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人员的安全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1��起重机械概述

1.1  起重机械的定义与分类
起重机械是指用于垂直升降或者垂直升降并水平移

动重物的机电设备。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相关规定，起

重机械的范围涵盖额定起重量大于或等于0.5t的升降机，
以及额定起重量大于或等于3t（或额定起重力矩大于或
等于40t·m的塔式起重机，或生产率大于或等于300t/h的
装卸桥），且提升高度大于或等于2m的起重机；此外，
层数大于或等于2层的机械式停车设备也被归入起重机械
范畴。起重机械种类繁多，主要分为桥式起重机、门式

起重机、塔式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门座式起重机、

升降机、缆索式起重机、桅杆式起重机及机械式停车设

备等。

1.2  起重机械的工作原理与结构特点
起重机械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通过电动机驱动减速

器，进而驱动卷筒转动，使钢丝绳在卷筒上缠绕或释

放，从而实现吊钩的升降。同时，通过变幅机构和行走

机构的配合，实现货物的水平移动和起重机械的移动。

起重机械的结构主要包括驱动装置、取物装置、金属结

构和操纵系统等部分。驱动装置是动力设备，常见的驱

动形式有电力驱动、内燃机驱动和人力驱动。取物装置

则是通过吊、抓、吸、夹等方式将物料与起重机联系起

来进行吊运。金属结构主要由轧制的型钢和钢板通过焊

接、铆接等方式连接而成，是承受起重机自重和载荷的

主要部分。操纵系统则是用来控制起重机各机构和整机

的运动，以实现各种起重作业。

1.3  起重机械的主要用途和使用环境
起重机械的主要用途是完成重物的位移，可以大大

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它们被广泛应用于建

筑工地、港口和船厂、矿山和采石场、能源和电力工

业、汽车工业以及现代物流等领域。例如，在建筑工

地，起重机械可用于抬升和搬运建筑材料，以及安装建

筑物的结构元素；在港口和船厂，它们则用于装卸集装

箱、货物和重型设备。此外，起重机械还常被用于高空

作业和现代物流系统中的仓储和分拣。使用环境方面，

起重机械既可用于室内工厂、仓库等场所，也可用于室

外场地，如货场、码头等地方，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适

应性。

2��起重机械检验中的危险源分析

2.1  高处坠落危险源
高处坠落是起重机械检验中最为常见的危险源之

一，主要源于检验人员在高空作业时的操作不当或防护

措施不到位。（1）检验人员在高空作业时可能发生的坠
落事故：在检验起重机械的过程中，检验人员经常需要

攀爬起重机臂架、站在高空平台上进行观察和测量等操

作。若未佩戴安全带或未将安全带固定在可靠的支撑点

上，一旦失足或站立不稳，就有可能发生坠落事故。此

外，若高空作业平台或脚手架搭建不牢固、不稳固，或

存在安全隐患，也可能导致检验人员坠落[1]。（2）轨道
检查、拱度测量、攀爬等过程中的坠落风险：轨道检查

需要检验人员沿着起重机轨道行走，若轨道存在缺陷或

地面不平整，就有可能造成跌倒或滑倒；拱度测量则需

要检验人员在高处进行精确的测量操作，若操作不当或

防护措施不到位，也有可能发生坠落。同时，攀爬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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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臂架等高空作业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风险，需要检验人

员具备较高的身体素质和操作技能，以及良好的心理素

质，才能确保安全。

2.2  机械伤害危险源
机械伤害是起重机械检验中另一种常见的危险源，

主要源于起重机械的可移动部件和旋转部件对检验人员

的潜在伤害。（1）可移动部件、旋转部件对检验人员的
潜在伤害：起重机械在运转过程中，其可移动部件（如

吊钩、钢丝绳、滑轮等）和旋转部件（如电动机、减速

器、传动轴等）都会高速运转，若检验人员不慎接触到

这些部件，就有可能造成挤压、剪切、切割等机械伤

害。此外，若这些部件存在缺陷或磨损严重，也有可能

造成断裂或失效，从而对检验人员构成威胁。（2）挤
压、剪切、切割、碰撞等机械伤害类型：在起重机械检

验过程中，检验人员可能会接触到各种机械部件，而这

些部件的运动状态、形状、材质等都可能导致不同类型

的机械伤害。例如，当检验人员检查吊钩时，若未将吊钩

锁定在安全位置，吊钩可能会突然下落，对检验人员的头

部、手部等造成挤压或剪切伤害。同样，当检验人员测量

钢丝绳直径或检查其磨损情况时，若操作不当或未佩戴防

护手套，就有可能被钢丝绳的锐利边缘切割手指。

2.3  电气伤害危险源
电气伤害是起重机械检验中不容忽视的危险源之

一，主要源于电气系统故障或误操作导致的触电事故。

（1）电气系统故障或误操作导致的触电事故：起重机械
中的电气设备种类繁多，包括电动机、控制柜、照明灯

具等。若这些设备存在故障或缺陷，如绝缘损坏、接地

不良等，就有可能引发触电事故。同时，若检验人员在

未切断电源的情况下进行电气设备的检查和维修，或者

误触带电部件，也有可能造成触电伤害。此外，若电气

设备的操作按钮、指示灯等标识不清或损坏，也可能导

致检验人员误操作而引发触电事故。（2）电气设备的
绝缘性能与接地保护措施：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和接地

保护措施是防止触电事故的关键。在起重机械检验过程

中，检验人员应重点检查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是否符合

规定要求，以及接地装置是否完好可靠。同时，对于存

在故障或缺陷的电气设备，应及时更换或维修，以确保

其正常运行和安全性[2]。

2.4  其他危险源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危险源外，起重机械检验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其他不可忽视的危险源。（1）恶劣天气条件
（如大风、暴雨）对检验工作的影响：恶劣天气条件可

能导致起重机械运行不稳定或发生意外故障，从而增加

检验工作的风险。例如，大风可能导致起重机臂架晃动

或倾斜，影响检验人员的观察和测量；暴雨则可能导致

电气设备受潮或短路，增加触电风险。因此，在恶劣天

气条件下进行起重机械检验时，应特别注意安全，并采

取相应的防护措施。（2）检验过程中的物体打击、坍塌
等意外事故：在起重机械检验过程中，有时需要拆除部

分结构或部件进行检查和维修。若拆除操作不当或未采

取必要的支撑和保护措施，就有可能造成物体打击或坍

塌等意外事故。此外，若起重机械在检验过程中发生意

外故障或失效，也可能导致重物坠落或碰撞等危险情况

的发生。因此，在进行起重机械检验时，检验人员必须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

地降低这些意外事故的发生概率。

3��起重机械检验中的防护措施

3.1  安全防护装置的配置与应用
安全防护装置是起重机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配置

与应用直接关系到起重机械的安全性和可靠性。（1）超
载限制器、力矩限制器等安全装置的作用与原理：超载

限制器和力矩限制器是防止起重机械因超载而发生事故

的关键装置。超载限制器通过监测起重机械所承受的载

荷，当载荷超过额定值时，自动切断电源或发出报警信

号，防止起重机械继续工作。力矩限制器则根据起重机

械的结构特点和承载能力，计算出允许的力矩值，当实

际力矩超过允许值时，同样会切断电源或报警。这些安

全装置的应用，有效地降低了因超载而导致的起重机械

倾覆、断裂等严重事故的发生概率[3]。（2）上升极限位
置限制器、下降极限位置限制器等的应用：上升极限位

置限制器和下降极限位置限制器是确保起重机械在指定

范围内工作的关键装置。上升极限位置限制器通过监测

起重机械的上升高度，当达到设定值时，自动切断上升

电路，防止吊钩或吊物撞坏起重机械或建筑物。下降极

限位置限制器则用于防止吊钩或吊物过度下降，造成地

面人员或物品的损伤。这些安全装置的应用，确保了起

重机械在垂直方向上的安全运行。

3.2  检验人员的培训与资质要求
检验人员是起重机械检验工作的主体，其专业素质

和安全意识直接影响到检验工作的质量和安全。（1）检
验人员应具备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检验人员应熟悉起重

机械的结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掌握相关的检验标

准和方法。同时，还需具备一定的机械、电气和金属材

料等方面的知识，以便在检验过程中能够准确判断起重

机械的安全状况。此外，检验人员还应具备良好的心理

素质和身体素质，以适应高空、狭小空间等复杂作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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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2）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持有与考核要求：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从事起重机械检验工作的人员必须持有

特种作业操作证。这要求检验人员必须经过系统的培训

和考核，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起重机械检

验工作。同时，特种作业操作证还需定期复审和更新，

以确保检验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符合要求。

3.3  检验前的安全检查与准备工作
检验前的安全检查与准备工作是确保检验工作顺利

进行的重要前提。（1）对制动器、吊钩、钢丝绳等安全
装置的检查：在检验前，检验人员应对起重机械的制动

器、吊钩、钢丝绳等关键安全装置进行全面、细致的检

查。他们应检查制动器的制动效果是否良好，是否存在

磨损或损坏的情况；吊钩的形状和尺寸是否符合规定，

是否存在裂纹或变形；钢丝绳的直径、磨损程度和断丝

情况是否满足要求等。通过这些检查，检验人员可以及

时发现并排除潜在的安全隐患，为后续的检验工作提供

有力保障。（2）检验场地的平整与支腿的固定：检验场
地的平整度和支腿的固定情况对起重机械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至关重要。在检验前，检验人员应确保检验场地平

整、无杂物和障碍物，以便起重机械能够平稳地停放和

运行。同时，对于需要支腿支撑的起重机械，检验人员

还应检查支腿的固定情况。他们应确保支腿稳固地支撑

在地面上，没有出现晃动或移位的情况。在必要时，还

可以使用垫板或支撑物来增强支腿的稳定性[4]。

3.4  检验过程中的安全操作规范
检验过程中的安全操作规范是确保检验工作安全进

行的关键。（1）按指挥信号进行作业，鸣铃或报警：在
检验过程中，检验人员应严格按照指挥信号进行作业，

确保动作的准确性和协调性。同时，在启动或停止起

重机械时，应鸣铃或报警，以提醒周围人员注意安全。

（2）控制器手柄的零位回置与起重机的锚定：在进行检
验或维修时，应将控制器手柄置于零位，并切断电源，

以避免起重机械意外启动。同时，对于需要长时间停留

的起重机械，应使用锚定装置将其固定在地面上，防止

因风力等外界因素导致起重机械晃动或移位。（3）禁止
在运动机件上进行检查和检修：在起重机械运转或运动过

程中，禁止对其进行检查和检修。这是因为运动机件可能

带来意外伤害，如夹伤、割伤等。因此，在进行检查和检

修时，应确保起重机械处于静止状态，并切断电源。

3.5  应对突发情况的应急措施
应对突发情况的应急措施是确保检验工作安全进行

的最后一道防线。（1）应急预案的制定与演练：应根据
起重机械的特点和检验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应

急预案。应急预案应明确应急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应

急程序和应急资源等内容。同时，还应定期组织应急预

案的演练，以提高检验人员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协同作战

能力。（2）紧急停机按钮与逃生通道的设置：在检验现
场，应设置明显的紧急停机按钮，并确保其易于触及。

当发生紧急情况时，检验人员可以迅速按下紧急停机按

钮，切断起重机械的电源，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此

外，还应设置明显的逃生通道和指示标志，确保检验人

员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撤离现场。

结束语

综上所述，起重机械检验中的危险源多种多样，但

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些危险源的存在，并采取有效的

防护措施，就能够大大降低检验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通过加强安全防护装置的配置与应用、提高检验人员的

专业素质和安全意识、做好检验前的安全检查与准备工

作、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以及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

我们可以为起重机械检验工作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未

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管理的日益完善，相信起重

机械检验工作将会更加安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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