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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作业吊篮的安全问题探讨

王国强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 201900

随着高层建筑的增多，考虑施工工期以及节约成本等方面，吊篮也越来越多地在施工现场得以应用。吊

篮具有安装方便，作业效率高，占地面积小等优点，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脚手架，得以在高层建筑的外墙施工、

装饰、清洗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吊篮施工危险性较大，吊篮倾覆、钢丝绳断裂引起的高处坠落时有发生，所以电

动吊篮使用的安全管理需引起特别重视，本文浅谈高处作业吊篮使用管理的几点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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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建筑行业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建筑行

业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高层和

超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在建筑外墙装修、维修和清洗

过程中，高处作业吊篮（以下简称吊篮）由于其构造简

单、操控方便、安拆（移位）快捷的优势，被广泛应用

于我国建筑施工中。自2014年《宁夏建筑施工高处作业

吊篮安全管理规定》实施后，宁夏回族自治区要求所有

安装于施工现场的吊篮均由专业检测机构对其安装质量

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笔者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第一

批取得吊篮检验检测资质的检验技术人员，对检验过程

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有着切身的体会。虽然吊篮未列入

特种设备的目录范畴，但属高处作业升降设施，近几

年，随着国内有关吊篮的事故频发，住建部37号令明确

吊篮施工属于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范畴，因此对吊

篮的安全使用管理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1 项目概况

某科研开发楼外墙隐患治理项目，该工程高处作业

所用吊篮为瑞吉德，型号为ZLP800型，平台长度为6m。

悬挂机构采用标准架设在楼顶平面，根据楼面有实际坡

度的地方可以调节前后支架的高度来保证悬挂的水平。

因大楼屋面已做保温防水层，所以在前后支架处应垫木

板来增加其受力面积，从而不破坏屋面的保温防水层，

需进行吊篮移位来满足施工要求。

2 业吊篮的特点

高处作业吊篮是为更好的在高位建筑的外侧作业，

是在建筑外侧上下工作的空吊式机器，是一类提升机动

空吊平台[1]。从施工成本上看，使用电动吊篮施工成本

降低，施工费用为传统脚手架的28%，而且工作效率大

幅提高。从用途与控制看，吊篮不同于塔式起重机、施

工升降机，对其监管的政策还不全面，其专业作业人员

少，安装使用不规范，吊篮的安全问题时有发生且危害

性更大[1]。

3 高处作业吊篮隐患分析

监管不统一

作为施工现场危险性较大的高处作业吊篮既没有被

纳入特种设备目录范围，也不属于住建部166号令规定

的起重机械范畴，因此，迄今为止，国家层面尚未出台

有关高处作业吊篮相关法律法规。个别省市出台的关于

吊篮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对规范吊篮的监管、保障施工

安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省市鉴于对吊

篮管理定位不明确，至今全国没有统一的规定，担心监

管越权而无上位法做依托，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吊篮如

何实施监管感到无所适从，使吊篮监管工作处于无章可

循、任其发展的局面。

另外，现行的国家标准 中虽然对吊

篮关键部件的报废有所要求，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吊篮

整机的使用年限。对于已使用多年的老旧吊篮,经打磨涂

漆后仅靠外观检查无法对其进行报废判定，甚至存在不

同厂家的提升机等部件现场临时拼凑组装在同一台吊篮

上，像这类产品进入现场后发生故障概率极高。某自治

区自行规定超过5年的吊篮无型式试验报告不得使用，却

因缺乏依据而屡遭产权单位的质疑，政府主管部门也为

此深感被动和无奈[2]。

各个作业方责任不明确

现在国家的法律标准，没有明确高处作业吊篮各个

单位的责任，很多地方责任划分不明确，导致国家在这方

面的标准难以落实。另外，各个地方的相关管理人员到底

该管什么，如何管，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导致每个地

方对吊篮高处作业监管存在差异，有的不管，有的则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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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直接影响了监管的力度。责任不明确，职责落实不到

位，导致监管市场管理混乱，坠落事故频发。

安装、拆除资质不明确

在行业标准 中，将高处作业吊篮纳入工

具式脚手架，同时在行业检验标准 中，将高

处作业吊篮列入施工升降设备设施，根据《建筑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要求，安拆起重机械或者整体提升

脚手架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必须由有资质的单位承担，

虽然没有明确高处作业吊篮究竟属于整体提升脚手架还

是升降设备设施，但从吊篮的工作方式来看，既满足整

体提升的工具式脚手架，也符合升降设备设施，所以其

安装、拆除工作必须由具备相应安装、拆卸资质的单位

承担。但是目前国内没有统一的标准来明确吊篮安装、

拆卸资质要求。对此，2020年7月13日西安市住建局在

高处作业吊篮安全管理实施意见中提出，高处作业吊篮

的安装和拆卸（包括二次移位）工作应当由出租单位负

责，使用单位不得安装、拆卸；2020年7月28日北京市住

建委关于明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吊篮相关安全管理要求

的复函中，明确吊篮的安装和拆卸（包括二次移位）工

作应当由产权单位负责；因其不属于《建筑起重机械安

全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的建筑起重机械，并且不要求

吊篮产权单位取得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资质，也不要

求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3]；目前，宁夏回族自治区由具

有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资质的企业负责高处作业吊篮

安拆活动；而重庆地区一般由具有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资质的企业负责高处作业吊篮安拆活动。属于危险性较

大分部分项工程高处作业吊篮施工，就其安拆责任方的

职责划分不够明确统一，也是高处作业吊篮使用过程中

安全隐患之一。

4 提升吊篮安全管理的对策措施

吊篮安装、拆卸过程中重点安全监管措施

吊篮作业操作、维护人员须经培训合格，进入吊篮

须佩戴好劳保护品，安全带要扣在安全绳上，每台吊篮

不能超过2人，严禁超载。相关现场的临时用电、安全施

工作业、劳保防护、消防应急须按照国家、行业标准规

范严格执行。生命绳绑在屋面建筑大梁和立柱上，挂点

要牢固。钢丝绳在作业中若出现断裂状况，作业人员应

立即停止作业及时撤离现场。出现6级以上大风和雷雨天

气要立即停止吊篮作业。雷雨天要做好防雷击、防水等

安全措施。人员禁止进入吊篮下方区域，应设置明显警

示标示。吊篮提升机、安全锁、钢丝绳等部件严禁带病

操作。严禁使用吊篮作载人、载物电梯。配重在吊篮使

用过程中严禁搬运、拆卸[4]。

加大相关法律修改力度

（1）制订全国统一的监管管理办法、目前还没有统

一的监管标准。政府对吊篮的监管，目前采用备案告

知，或者委托建筑行业的协会对吊篮的安装和拆卸单位

能力进行确认，审查相关人员是否是持证上岗，统一规

定备案以及告知。政府主管部门在日常的监督中对违规

行为作出惩罚，列入诚信黑名单并加以曝光，提高此单

位进入本行业的门槛。委托有相关资质的行业协会对有

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企业鼓励，淘汰一些技术落后的吊篮

生产单位。

（2）制订相关的安全施工作业准则。重点考察吊篮

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特别是使用年限的明确

规定、使用寿命以及如何维修保养等，对超出使用年限

但使用良好的，可通过专业检测鉴定机构对其进行每年

检测，不合格的应该报废。安全锁是吊篮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可邀请具有生产能力的企业和具有相应资质的专

业机构来一起对标准制定。对生产厂家是否有能力生

产，可以由相关行业协会组织专家来进行评定[5]。

（3）明确各个作业单位的安全责任。制定统一的监

督管理办法，明确各个作业单位的安全责任，做到各司

其职，将管理责任真正落实到位。吊篮质量有问题的，

要追究生产单位的责任；若在安装、拆卸等现场出现

问题，要追究拆卸和安装单位的责任；要是吊篮作业过

程中出现违规指挥、违规作业等，要追究使用单位的责

任，明确各个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的相关责任。

加强前期管理，规范市场行为

1）加强租赁管理租赁单位必须和使用单位签订租赁

合同，租赁单位与产权单位宜为同一法人单位，否则，

租赁、产权和使用单位共同签订三方合同，明确各自的

权利、义务和安全生产责任。产权单位为所提供吊篮资

料的真实性负责，并确保符合安全使用技术标准，租赁

单位负连带责任。

2）强化安拆管理鼓励产权单位取得相应安拆资质，

负责对本单位吊篮的安装拆除工作，吊篮安拆前，总包

单位应当要求安拆单位按照住建部37号令的要求编制专

项施工方案。方案应经安拆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后报总

包单位、监理单位审核。对于非常规搭设的吊篮，应组

织专家论证通过后方可安装。

3）规范检测市场由协会主导、政府监督，通过协商

或谈判等形式来划分检测区域，遏制无序竞争状况。检

测人员应依法严格按照有关安全技术标准实施检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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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关键部位和不合格情况及事实进行拍照，并留存

影像资料。使用单位及监理单位人员应对检测过程进行

旁站监督。委托单位不得随意在检测过程中变更检测机

构，同时应加大对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频率，确保检测

市场健康稳步发展。

结束语：高处作业吊篮安全监管的范围非常广，从

吊篮的生产、租赁、使用到维护保养、清退等；从制造

企业、租赁公司到使用单位、安装拆卸单位、监管的上

级部门。对其全生命周期的监督，为相关监督管理部门

提供了方向，规范了操作步骤，为进一步降低作业风险

提供了一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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