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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吊装作业可以手动或使用起重设备来完成。手动和机械吊装作业都可能对工人
的身体或健康造成伤害，并导致病假或残疾。如果使用得当，这些起重装置可以
使操作更容易、更安全。该吊装作业标准适用于威立雅和威立雅客户现场的固定
式和便携式吊车和起重机（的检查、使用和维护。

对于所有现场工作人员，特别是设备操作员来说，理解并遵循本书面标准所规定
的既定安全协议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受过培训的和胜任的人员才能按照当地法
规执行与起重机/吊车有关的活动。本文件解释了操作起重机和吊车的角色、职责
和要求。

吊装作业是威立雅固有的作业。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威立雅所有活动和场所。威立雅承包商也必须遵守这一标准。该标准为业务和项目经营者
提供了吊装作业相关健康和安全风险管理的实用指南。

绝不再发生！

吊装作业
高风险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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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定义

吊装作业是一种与升降荷载有关的操作。荷载
是正在被提升的一个或多个物品。吊装作业

可以手动或使用提升设备来进行。起重设备包括在
作业中用于升降荷载的任何设备或机械，包括用于
锚定、固定或支撑设备的配件和附件。工业起重设
备的范围十分广泛。

起重机是一种用于升降和水平移动荷载的设备，包
括起重机及其底座的支撑结构。这一种机器，一般
情况下会配有可用于升降和水平移动重物的起重
机、钢丝缆索或链条和滑轮。术语表中列出了不同
类型的起重机（第5节）。

起重机是起吊单元的一个组成机构，用于通过绳索
或链条包卷的卷筒或抬升轮来升降悬挂荷载。可以
手动、电动或气动驱动，或可以采用链条、纤维编织
带或钢丝绳作为举升介质。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起重机和举升系统（见术语表中
的更多实例）。并且有一系列“固定式”（塔式、桥式、
龙门、门臂式）和“移动式”（回转、非回转、车辆装
载）的起重机。有些是电动的，有些是手动操作的。

需要注意的是移动式起重机是由分包商(而不是威
立雅工作人员）使用和操作的。

有些工厂具有大型高架龙门起重机（桥式），其具
有水平桥，可供吊车和吊车跨越穿行。水平桥通常
位于沿固定铁轨、车轮或其他跑道系统排布的支架
上。大型龙门起重机通常是固定装置，并可能配有
操作员驾驶室，也可能具有从地面进行操作的遥控
器。小型门式起重机可以具有便携式的设计。

另一种常见的起重机装置是动臂起重机，其通常具
有单轨设计的悬臂，并且可以安装在墙壁、建筑物
支架，或独立的基座上。

最常见的一种起重机设计的是单轨系统，其是一种
结构上连接到建筑物的单工字钢轨道，并且设计配
有沿其长度运行的吊车。尾端挡板和小车缓冲器可
以防止吊车运行脱出单轨轨道。简单的吊钳也可以
连接到单轨上，为起重机的连接提供支撑。

起重机和吊车与钢丝绳、链条、吊钩、吊索和其他
起重配件一起使用，以移动人员无法移动的过重荷
载。起重配件是不连接到起重机械并可以举升荷载
的部件或设备，其位于机械和荷载之间或者荷载
上，或者用于起吊目的而构成荷载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在市场上单独出售；吊索及其部件也被视为起重
配件。这些配件包括其他的链条、绳索、吊索、卸扣、
吊环螺栓、升降/滑道梁，升降架和真空起重装置。

下列人员对起重机负有具体职责，包括起重机设计
者、制造商、进口商和/或供应商、起重机所有者和其
他管理或控制起重机或在起重机作业地点工作的
人员，以及检查起重机的合格或有资格的人员，当
然还有起重机操作员。

2.0 > 吊装作业的主要危害

风险评估必须有助于确定预防控制措施，并且
这些措施应通过以下方式来实施：

•   识别潜在暴露的风险。

•   识别风险来源和受影响的过程。

•   确定应实施的控制措施。

•   跟进所实施的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与吊装作业有关的最常见的安全危害包括：

•   与荷载有关的危险，如由于运动物体的冲击破碎，
或者因为没有正确使用吊索悬吊或使用错误类型
的吊索而导致荷载坠落。

•   在移动过程中，由于与架空电力线路接触，或者甚
至与可由起重机上部结构或荷载接触的室内通电
设备接触而导致的触电。

•   在水平运输过程中或由于落下的荷载而被重物击
中。

•   如果起重机结构在起重机移动时撞击到某人，也
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

•   两块荷载块 – 下部荷载块（或钩组件）撞到上部荷
载块（或悬臂点滑轮组件）的情况，严重干扰起重
机的安全运行。

•   在外作业时遇到大风，起重装置脱落。 

进行起重机作业或在其附近作业的人员最危险。使

用起重机时包括以下部分风险：

•   起重机结构破坏或崩溃。

•   倾覆或翻倒。

•   起重机或其荷载与人或其他设备和结构的接触或
碰撞。

•   物体跌落。

•   平台移动时从升降台跌落或被压碎。

•   与恶劣环境有关的危害，可能干扰工人之间的交
流或执行任务所需的专注度（噪音）或导致出汗、
物体湿滑（热、通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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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风险管理	-	控制的层级 4.0 > 要求

控制措施必须按照防护和可靠性从最高级别到
最低级别依次排列。这个排名被称为控制的

层次或风险管理的层次。（见下表）

必须始终坚持消除危险，此为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如果无法合理可行制定控制措施，应通过以下方式
之一或组合来最小化风险：

应用

这种高风险管理标准适用于所有吊装作业。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威立雅商业经营和运作所涉及
的员工、承包商、来访人员或其他任何人。

本标准适用于现行立法、国际惯例、国际标准和制
造商的安全建议所规定的要求。 

要求和偏差（替代控制措施的采用）

在本标准中使用“必须”一词意味着强制性要求。

在本标准中，“应”一词使用的主要目为说明要求为
强制性要求，但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意味着实施该
要求并非合理可行。

高 工程 除起重机/吊车外，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移动物品吗（
例如，通过叉车或物料搬运装置进行运输）？ 最高

健
康

与
安

全
防

护
 隔离 可以设置障碍物来消除人员的危险吗（如，在举升物

品的区域周围设置锥筒或障碍物）？

控
制

措
施

的
可

靠
性

管理控制 培训、增加监督、程序、轮换和标牌是否可以降低接
触？只有经过培训的人员才能操作起重机！

最低 个人防护用品 PPE能保护工人免受伤害或危险吗？（安全帽、安全
靴、护目用具） 最低

人员

组织 技术

起重设备包括用于升降荷载的
任何设备或机械，包括配件和附件。

吊装作业可以手动或
通过使用起重设备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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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库存。桥式起重机/提升机的库存清单必须由客
户或威立雅执行。有关每台起重机-提升机的具
体信息，请参阅制造商手册。起重机、提升机、起
重臂和手推车的所有支撑结构必须具备适当的
记录文件，证明其承载能力达到或超过起重机和
提升机的标记承载能力。委托人必须在客户地点
向威立雅提供设备的相关信息以及必要的批准。

2. 额定负载测试。起重机、提升机和相关设备必须
由第三方完成初步测试，证明其负载能力符合负
载测试要求。必须提供已完成的负载测试的记录
文件。负载测试必须不低于额定负载能力的100
％，不超过额定负载能力的125％，除非制造商
或有资质的工程师另有建议。在客户场地处，通
常是由客户安排对威立雅员工可以使用的起重
机/提升机进行负载测试（有关其他类型的检查，
参见第4.2.2节）

3. 设备改造。在对现有起重机、提升机或相关设
备进行改造或升级时，必须按照变更过程管理

（MOC）进行。需改造的零件必须符合当前的规
范设计和施工要求。全新、重新安装、改装、修理
过及改造过的起重机和提升机必须按照安全标
准重新接受负载试验，且此类改造须经第三方专
家批准。起重机/提升机或相关设备的正常维护
不被视为改造或升级。

4. 起重机或提升机的装载量不允许超过额定荷载。

5. 起重机和提升机日常/操作前目视检查。日常/操
作前检查应采用书面形式。在每天第一次使用任
何起重机和提升机之前，必须按照下列项目进行
检查：

• 管线、阀门、排水泵、空气或液压系统的其他部

位出现退化或泄漏。

• 检查吊钩裂缝、变形、闩锁接合（如果提供）和
化学品造成的损坏；

• 起重钢丝绳显著磨损、扭结、破碎、钢丝打结、
腐蚀、断线。包括终端连接部件在内的过度磨
损的起重机链条，妨碍了正常功能实现的扭曲
变形的链条，以及伸展变形超过制造商建议程
度的链条。

• 正常操作所需的主要和次级（如果提供）起重
机上限开关/设备。必须格外小心。承重块必
须“缓慢”加到限值或低速升降。如果开关运行
不正常，则必须停用设备，上锁/挂牌，并且立
即通知指定的现场人员；

• 正常运行所需的起重机制动系统。处理接近额
定值的重物时必须特别小心。

必须通过将重物提高几英寸并应用制动器来
测试制动器。该测试需在预定吊装前在加载状
态下进行。

• 目视检查索具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吊带（绳
索、链条、合成吊索、金属网吊索）、端部连接
件、“D”形环、卸扣和吊环螺栓是否存在可能
降低吊装能力或不利地影响设备安全或在起
重机或提升机上的使用的损坏、磨损或其他可
能缺陷。

6. 标记。起重机和提升机的额定负载能力必须标记
在设备的每一侧以及桥形钢轨、单轨或其他支撑
装置的每一侧。如果起重机包括多个吊装单元，
则必须在每个吊装单元及其承重块上标注额定
负载。

> 4.0.2.1 – �一般要求1. 必须有适当的有资格或经认证和/或有能力的人
员参与规划和监督过程及吊装作业。

2. 操作人员。只有指定的、受过培训的和有执照的
人员才能对起重机和吊车进行装配、操作、检查
或维护。

3. 培训。操作起重机/吊车的人员必须完成起重机
和吊车的安全意识培训。除了认识水平，预期使
用或将使用起重机或提升机的员工必须完成并
通过吊车和起重机的初始培训计划。这包括课堂
讲授、电子媒体、动手演示（见第4项），并且必须
通过笔试并作记录。这种培训还必须对合格人员
进行必要检查、适当装配、标记线路使用和信号
传递的事项。这种培训必须由合格的培训师来进
行。授权检验员必须评估受训人员和培训人员的
能力。 

4. 动手示范。必须要求在地面控制吊车或起重机的
用户/检查人员通过他们将要使用的设备类型的
实际操作考察。

应至少每5年进行一次有记录的现场实际演示
培训，以维持其操作员身份。

5. 全体员工还必须接受与其担任的监事职责相关
的培训。必须妥善保存并可随时提供培训记录。

6. 现场管理人员负责对允许使用起吊装置的员工
进行书面授权。

7. 其他许可。在某些司法管辖区，需要对起重机和
提升机操作员发放许可证。每位现场经理负责酌
情评估和实施这些要求。

8. 在起重机操作期间担任信号员的所有人员必须
根据负责经理的要求，使用当地要求的PPE进行
任命、培训并明确指定给起重机操作员。

9. 安全考察必须包括工作行为观察，任何进一步的
专门培训需求都必须包含这些观察结果。

4.0.1  –  人力需求

操作起重机/吊车的人员必须
完成起重机和吊车的安全意识培训。

4.0.2 – 组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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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2 – �检查

起重机、提升机和起重设备必须定期检查、检验和
测试并保留记录，以维持安全运行。检查和检验仅
限于经过适当培训和有经验的员工。

1. 第三方定期检查。

外部第三方的记录检查必须按照当地现行规定
进行（例如通常每年或每两年进行一次）。此类
检查周期不得超过2年。在客户场地处，通常是
由客户安排此类检查，但威立雅应该在使用起
重机之前对此进行验证，并通知客户是否存在
偏差。这些检查必须符合当地安全监管机构的
标准和/或其他常规的行业公认做法。

此类检查应包括但不限于：

• 检查所有部件是否存在变形、裂纹或腐蚀。

• 起重机、提升机、导轨、手推车、止动件和/或其
他相关设备中使用的销、轴承、轴、齿轮、滚轴、
锁定和夹紧装置、缓冲器、端部磨损止动件、螺
栓、铆钉、螺母和销是否存在裂缝、变形或其他
损坏、配件松动或缺失。

• 检查是否有可疑/假冒零件。

• 滑轮和滚筒是否有裂缝、磨损或压痕。

• 完整的制动系统零件、衬垫、棘爪和闩锁是否
存在过度磨损或其他损坏。

• 全面检测负载、风力等指标，排除误差。

• 链条驱动链轮是否存在过度磨损，链条是否过
度拉伸。 

• 控制器、开关、触点、限位开关和按钮台（不限
于这些项目）的操作控制器是否存在点蚀或任
何恶化迹象。

• 吊钩是否存在化学物质造成的损伤、变形、裂
纹或过多的正常开口、对无弯曲吊钩平面的过
度扭曲。

• 对吊钩、锁紧螺母、套环和销钉、任何焊接、轴
承、铆钉或其他可疑承重零件的无损检测。

• 测试和验证运动限位装置的正常性能和完整
性。

• 所有功能、指导、注意和警告标签以及标识牌
的准确性和易读性。

2. 检查记录。检查必须记录在案。文件必须至少包
括检查员的姓名和职称、经检查装置、检查日期、
检查结果和检查员签字，并明确该装置是否可以
运行。检查记录必须在起重机和/或设备的使用
期和此后5年内保存在档案中，并可根据要求随
时提供备查。

3. 应停止使用在检查或非破坏性检查过程中发现
有缺陷的零件并对其进行锁定/挂牌，直至有缺
陷或损坏零件由有资质的人员进行评审和量化
并按指示进行更换或修理。有关其他指导，请参
阅威立雅高风险管理标准“危险能量控制”。

4. 必须进行日常/操作前/使用前检查并应符合第
4.2.1节（上述第5项）所述的书面记录。

5. 有资质的检查员必须检查缺陷，并确定其是否构
成安全隐患以及是否应在修好前停用起重机。

6. 在重新使用任何因缺陷而停用的起重机或提升
机之前，必须纠正这些缺陷并对此类纠正进行记
录。

7. 操作员和/或其他指定的有资质人员必须检查指
明的缺陷，并确定设备是否应该停用或者需要接
受更详细的检查。

8.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除了上述每日使用前检查和
年度第三方检查之外，还必须按照每周、每月和
每六个月等规定间隔对起重机和提升机及其部
件进行检查。

7. 警告。驾驶室控制、远程控制和地面控制起重机
以及手动提升机应在吊挂式按钮台、便携式操
作台或承重块上粘贴警告标签。

8. （参见下面图1中的示例）标签应包括但不限于
警示语，禁止：

• 吊装超过额定值的重物。

• 当重物不在提升机中央时操作提升机。

• 操作链条或绳索扭曲、扭结或损坏的提升机。

• 操作损坏或发生故障的起重机。

• 吊装人员。

9. 分包商计划要求。

当威立雅安排分包商进行涉及使用起重机/提升
机的工作时，威立雅的现场管理人员必须协调
吊装作业，确保分包商的工作人员具有操作起
重机/提升机的适当资质和许可，并对威立雅的
分包商进行有关需要使用的此类设备的培训。

图1

起重机、提升机和起重设备必须定期检查、
检验和测试并保留记录，以维持安全运行。

• 在人员上方吊装重物。
• 操作绳索未正确安置在钩槽中的绳提升机（对

悬臂起重机无此要求）。
• 使用手工以外的方式执行手工动作。
• 移除或遮盖安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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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3 – �安全操作

操作员必须熟悉所有操作控制和要执行的操作,包
括起重机-提升机上的警告、安全措施和制造商提供
的操作说明（如适用）。

1. 可根据正在执行的吊装作业应用的一些标准安
全做法包括：

2. 在移动重物之前，操作员必须确保链条或钢丝绳
没有扭结或扭曲，或者由多个部分组成链条或绳
索没有彼此扭曲。

3. 只有当提升机单元位于重物上方中央时才能操
作起重机。如果需要吊装不在提升机单元下方中
央的负载，则必须采取预防措施来控制负载在从
支撑件上取下时的摆动。

4. 操作人员不得提升超过起重机或承重块上显示
的额定负载容量的重物，除非是在适当授权的测
试或适当授权的计划工程化吊装过程中。应特别
注意平衡重物、拉起和吊起，防止重物滑动。

5. 操作员在操作起重机时不得有任何转移注意力
的做法。

6. 操作员不得在操作员和所有其他人员离开重物
前使用提升机提升或降低重物。

7. 为了检查重物的平衡，除非有绝对必要,否则不
得将其提升超过几英寸。

8. 悬挂的重物不得无人值守，除非已经制定并实施
了具体的预防措施。

9. 人员不得在悬挂重物下行走或工作。必须安装警
告标志和/或障碍物，以防止进入悬挂起重机/提
升机下方的区域。

10. 必要时使用标签线来指导或以其他方式控制重
物。

11. 操作员不得使用上限（或下限，如果提供）限位装
置作为停止起重机的正常方式。这些只能作为应
急装置。

12. 操作员必须避免提升机行驶过程中的重物或起
重吊钩摆动。

13. 吊钩或重物上不得携带人员。

14. 操作员不得在人员上方移动重物。

15. 操作员必须确保重物起重机和提升机在移动重
物前没有任何障碍物。

16. 如果从上方操作起重机，则操作员必须通过移除
或限制使用控制器来确保不是由下方控制器运
行。

17. 在吊装重物之前，该区域应以障碍物、锥体等进
行标记，或者应用颜料标记出吊装区域。

18. 在进行户外作业时，必须检查天气条件（特别是
风速）。

1. 用于威立雅活动的起重机和提升机应符合当前
的规范设计和施工要求。

2. 必须对控件（远程控件、杠杆或按钮）进行设计、
布置和固定，防止未经授权人员启动。

3. 为了让最新的定期检查显而易见（除了检查贴纸
外），应当在起重机上贴有标签。

4. 标记。起重机和提升机的额定负载能力必须标记
在设备的每一侧以及桥形钢轨、单轨或其他支撑
装置的每一侧。

如果起重机包括多个吊装单元，则必须在每个
吊装单元及其承重块上标注额定负载。

5. 吊装计划。即使某个威立雅工厂区不需要通常或
常规吊装，但出现以下情况时需要由指定的工程
专业人员制定并授权的书面吊装计划：

• 如果任何吊装的最大负载水平超过额定容量
的75％。

• 所有串列式吊装，涉及对单个重物使用多台提
升机或起重机的提升。

• 涉及尺寸、重量、紧公差安装、易损性或其他不
寻常的因素的吊装必须特别小心操作。

例如，靠近涡轮机、发电机、锅炉、非冗余设备
或危险化学品的任何类型的重物。

• 如果客户需要吊装计划。

吊装计划应包括有关起重机尺寸、类型和容量的信
息；吊装的重物重量以及工程计算；关于索具的信
息，包括提升角度和紧固方法；吊装描述和附近的
危险；操作员和全体工作人员证书以及至少操作
员、工程师和EHS的签名。

4.0.3 –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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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起重机 移动式/伸缩式起重机 悬臂式起重机

高架起重机 悬臂式龙门起重机 全路面起重机

履带式起重机 单轨起重机 壁式起重机

卷扬机 倒链提升机 棘轮提升机

5.0 > 术语表

全地面起重机：一种移动车载式起重机，配有必要
的设备，可使用全轮和蟹形转向在公共道路上和作
业现场的崎岖地形上行驶。

悬臂龙门起重机：龙门或半龙门起重机，其中桥梁
或桁架在一侧或两侧的横向延伸超出起重机轨道。

“起重机”是用于升降负载的一台机器，该机器可以
水平移动，并配备提升机构（该机器的组成部分），
起重机（固定式或移动式）由手动或电动驱动。 

履带式起重机：安装在底架上的起重机，具有一组
提供稳定性和移动性的轨道（也称为履带）。

它们几乎不需要安装，可以负载运行，但很重，不能
轻易地从一个工作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工作地点。

“指定人员”是指由雇主或雇主代表选定或委派，认
定其有资格履行具体职责的人员。

龙门起重机：类似于桥式吊车的起重机，不同之处
在于承载吊车的桥采用至少两个设于固定轨道或
其他运行道上的支撑腿予以稳固支撑。

“提升装置”：一种装置，可以作为一台起重机的组
成部分，该装置能够施加一个力以执行提升或降落
作业。

工作安全分析（JSA） - 一种方法，可用于识别、分析
和记录：

•  执行特定工作所涉及的步骤。

•  与每个步骤相关的现有或潜在的安全和健康危害。

•  消除或减少危害及工作场所的受伤或疾病风险的
建议措施/规程。 移动式起重机：安装在履带或橡胶
轮架上的索控式起重机或液压动力起重机，具有安
装在卡车式托架上的或自推式的伸缩臂。

它们在设计上易于运输到场地，并用于不同类型的
重物和货物，很少或不需要安装或组装。

架空起重机：具有可移动桥梁,承载可移动或固定提
升机构，并可在架空固定轨道结构上行驶的起重机。

有资质/胜任人员：必须具备相关的公认学位、证书
或丰富经验以及解决工作现场相关问题的能力的
人员。

伸缩式起重机：具有由多个互相安装在另一个内部
的管道组成的起重臂。

由动力机构延伸或缩回管道，可伸长或缩短吊杆的
总长度。这些类型的吊臂具有高度调节性，通常是
卡车式安装，用于短期施工项目。

塔式起重机：由相同类型的基本零件组成的平衡起
重机。固定在混凝土板地面，塔式起重机可提供高
度提升和高负载起重能力。基座连接在起重机高
度桅杆上。桅杆连接在可使起重机旋转的回转装置

（齿轮和电机）上。

墙装起重机：具有带或不带推车的悬臂并由建筑物
的侧墙或柱子支撑的起重机。墙装起重机为移动式
起重机，其在连接于侧墙或柱子的轨道上作业。

起重机和提升机的额定负载能力必须
在机组的每一侧和其他支持装置上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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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C NC

人员

1. 必须有适当的有资格或经认证和/或有能力的人员参与规划和监督过程及吊装作业。

2. 操作人员。只有指定的、受过培训的人员才能对起重机和吊车进行装配、操作、检查或维护。培训必须记
录并保留在员工培训档案中。

3. 培训。操作起重机/吊车的人员必须完成起重机和吊车的安全意识培训。除了认识水平，预期使用或将使
用起重机或提升机的员工必须完成并通过起重机和吊车的初始培训计划。这包括课堂讲授、电子媒体、
动手演示（见第4项），并且必须通过笔试并作记录。这种培训还必须对合格人员进行必要检查、适当装
配、标记线路使用和信号传递的事项。这种培训必须由合格的培训师来进行。授权检验员必须评估受训
人员和培训人员的能力。

4. 动手示范。必须要求在地面控制起重机或提升机的用户/检查人员通过他们将要使用的设备类型的实际
操作考察。应至少每5年进行一次有记录的现场实际演示培训，以维持其操作员身份。

5. 全体员工还必须接受与其担任的监督员职责相关的培训。必须妥善保存并可随时提供培训记录。

6. 现场管理人员负责对允许使用起吊装置的员工进行书面授权。

7. 其他许可。在某些司法管辖区，需要对起重机和提升机操作员发放许可证。
各现场负责酌情评估和实施这些要求。

8. 在起重机操作期间担任信号员的所有人员必须经过任命、培训，并根据负责经理的要求，通过使用当地
要求的PPE来明确地指派给起重机操作员。

9. 安全检查必须包括工作行为观察，任何进一步的专门培训需求都必须包含这些观察结果。

组织

综述

1. 库存。桥式起重机/提升机的存货清单必须由客户或威立雅执行。具体信息请参阅每台起重机的制造商
手册。
起重机、提升机、起重臂和手推车的所有支撑结构必须具备适当的记录文件，证明其承载能力达到或超
过起重机和提升机的标记承载能力。
委托人必须在客户地点向威立雅提供设备的相关信息以及必要的批准。

2. 额定负载测试。起重机、提升机和相关设备必须由第三方完成初步测试，证明其负载能力符合负载测试
要求。必须提供已完成的负载测试的记录文件。负载测试必须不低于额定负载能力的100％，不超过额定
负载能力的125％，除非制造商或有资质的工程师另有建议。

3. 设备改造。当现有起重机、提升机或相关设备进行改进或升级时，改进部件必须符合现行代码设计和施
工要求。全新、重新安装、改装、修理过和改造过的起重机和提升机必须按照当地标准重新接受负载试
验。起重机/提升机或相关设备的正常维护不被视为改造或更改。

附录1 > 适用性和合规性评估 4. 起重机或提升机的装载量不允许超过额定负载。

5. 起重机和提升机日常/操作前目视检查。日常/操作前检查应采用书面形式。起重机或提升机下列物品必
须在首次使用前
按如下所述进行每日检查：

•  管线、阀门、排水泵、空气或液压系统的其他部位出现退化或泄漏。

•  检查吊钩裂缝、变形、闩锁接合（如果提供）和化学品造成的损坏；

•  起重钢丝绳显著磨损、扭结、破碎、钢丝打结、腐蚀、断线。包括终端连接部件在内的过度磨损的起重机
链条，妨碍了正常功能实现的扭曲变形的链条，以及伸展变形超过制造商建议程度的链条。

•  正常操作所需的主要和次要（如果提供）起重机上限开关/设备。必须格外小心；承重块必须“缓慢”加到
限值或低速升降。如果开关运行不正常，则必须停用设备，上锁/挂牌，并且立即通知指定的现场人员；

•  正确操作提升机制动系统；在接近额定负载时必须特别小心。必须通过将重物提高几英寸并应用制动
器来测试制动器。该测试需在预定吊装前在加载状态下进行。

•  目视检查索具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吊带（绳索、链条、合成吊索、金属网吊索）、端部连接件、“D”形环、卸
扣和吊环螺栓是否存在可能降低吊装能力或不利地影响设备安全或在起重机或提升机上的使用的损
坏、磨损或其他可能缺陷。

6. 标记。起重机和提升机的额定负载能力必须标记在设备的每一侧以及桥形钢轨、单轨或其他支撑装置的
每一侧。如果起重机包括多个吊装单元，则必须在每个吊装单元及其承重块上标注额定负载。

7. 警告。驾驶室控制、远程控制和地面控制起重机以及手动提升机应在吊挂式按钮台、便携式操作台或承
重块上粘贴警告标签。

8. 分包商计划要求。当威立雅安排分包商进行涉及使用起重机/提升机的工作时，威立雅的现场管理人员
必须协调吊装作业，确保分包商的工作人员具有操作起重机/提升机的适当资质和许可，并对威立雅的
分包商进行有关需要使用的此类设备的培训。

检查：起重机、提升机和起重设备需定期进行定期检查和检验，以确保安全运行。检查和检验仅限于
经过适当培训和有经验的员工。

1. 第三方定期检查。外部第三方的记录检查必须按照当地现行规定进行（例如通常每年或每两年进行一
次）。此类检查周期不得超过2年。在客户场地处，通常是由客户安排此类检查，但威立雅应该在使用起重
机之前对此进行验证，并通知客户是否存在偏差。这些检查必须符合当地安全监管机构的标准和/或其
他常规的行业公认做法。

2. 检查记录。检查必须记录在案。文件必须至少包括检查员的姓名和职称、经检查装置、检查日期、检查结
果和检查员的签字。检查记录必须在起重机和/或设备的使用期和此后5年内保存在档案中，并可根据要
求随时提供备查。

组织 C NC
3. 应停止使用在检查或非破坏性检查过程中发现有缺陷的零件并对其进行锁定/挂牌，直至有缺陷或损坏

零件由有资质的人员进行评审和量化并按指示进行更换或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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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须进行每日/操作前/使用前检查，并填写完整的书面文件。

5. 有资质的检查员必须检查缺陷，并确定其是否构成安全隐患以及是否应在修好前停用起重机。

6. 在重新使用任何因缺陷而停用的起重机或提升机之前，必须纠正这些缺陷并对此类纠正进行记录。

7. 操作员和/或其他指定的有资质人员必须检查指明的缺陷，并确定设备是否应该停用或者需要接受更详
细的检查。

8.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除了上述每日使用前检查和年度第三方检查之外，还必须按照每周、每月和每六个
月等规定间隔对起重机和提升机及其部件进行检查。

安全操作实践：操作员必须熟悉所有操作控制和要执行的操作,包括起重机-提升机上的警告、安全措
施和制造商提供的操作说明（如适用）。可根据正在执行的吊装作业应用的一些标准安全做法包括：

1. 在移动重物之前，操作员必须确保链条或钢丝绳没有扭结或扭曲，或者由多个部分组成链条或绳索没有
彼此扭曲。

2. 只有当提升机单元位于重物上方中央时才能操作起重机。如果需要吊装不在提升机单元下方中央的负
载，则必须采取预防措施来控制负载在从支撑件上取下时的摆动。

3. 操作人员不得提升超过起重机或承重块上显示的额定负载容量的重物，除非是在适当授权的测试或适
当授权的计划工程化吊装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平衡重物、拉起和吊起，防止重物滑动。

4. 操作员在操作起重机时不得有任何转移注意力的做法。

5. 操作员不得在操作员和所有其他人员离开重物前使用提升机提升或降低重物。

6. 为了检查重物的平衡，除非有绝对必要,否则不得将其提升超过几英寸。

7. 悬挂的重物不得无人值守，除非已经制定并实施了具体的预防措施。

8. 人员不得在悬挂重物下行走或工作。必须安装警告标志和/或障碍物，以防止进入悬挂起重机/提升机下
方的区域。

9. 必要时使用标签线来指导或以其他方式控制重物。

10. 操作员不得使用上限（或下限，如果提供）限位装置作为停止起重机的正常方式。这些只能作为应急装
置。

11. 操作员必须避免提升机行驶过程中的重物或起重吊钩摆动。

12. 吊钩或重物上不得携带人员。

13. 操作员不得在人员上方移动重物。

14. 操作员必须确保重物起重机和提升机在移动重物前没有任何障碍物。

15. 如果从上方操作起重机，则操作员必须通过移除或限制使用控制器来确保不是由下方控制器运行。

16. 在吊装重物之前，该区域应以障碍物、锥体等进行标记，或者应用颜料标记出吊装区域。

17. 在进行户外作业时，必须检查天气条件（特别是风速）。

技术

1. 用于威立雅活动的起重机和提升机应符合当前的规范设计和施工要求。

2. 必须对控件（远程控件、杠杆或按钮）进行设计、布置和固定，防止未经授权人员启动。

3. 为了让最新的定期检查显而易见（除了检查贴纸外），应当在起重机上贴有标签。

4. 标记。起重机和提升机的额定负载能力必须标记在设备的每一侧以及桥形钢轨、单轨或其他支撑装置的
每一侧。如果起重机包括多个吊装单元，则必须在每个吊装单元及其承重块上标注额定负载。

5. 吊装计划。即使某个威立雅工厂区不需要日常或常规的吊装，但出现以下情况时，需要由指定的工程专
业人员制定并授权的书面吊装计划：

•  如果任何吊装的最大负载水平超过额定容量的75％。

•  所有串列式吊装，涉及对单个重物使用多台提升机或起重机的提升。

•  涉及尺寸、重量、紧公差安装、易损性或其他不寻常的因素的吊装必须特别小心操作。例如，靠近涡轮
机、发电机、锅炉、非冗余设备或危险化学品的任何类型的重物。

•  如果客户需要吊装计划。
吊装计划应包括有关起重机尺寸、类型和容量的信息；吊装的重物重量以及工程计算；关于索具的信息，
包括提升角度和紧固方法；吊装描述和附近的危险；操作员和全体工作人员证书以及至少操作员、工程
师和EHS的签名。

4. 起重机或提升机的装载量不允许超过额定负载。

5. 起重机和提升机日常/操作前目视检查。日常/操作前检查应采用书面形式。起重机或提升机下列物品必
须在首次使用前
按如下所述进行每日检查：

•  管线、阀门、排水泵、空气或液压系统的其他部位出现退化或泄漏。

•  检查吊钩裂缝、变形、闩锁接合（如果提供）和化学品造成的损坏；

•  起重钢丝绳显著磨损、扭结、破碎、钢丝打结、腐蚀、断线。包括终端连接部件在内的过度磨损的起重机
链条，妨碍了正常功能实现的扭曲变形的链条，以及伸展变形超过制造商建议程度的链条。

•  正常操作所需的主要和次要（如果提供）起重机上限开关/设备。必须格外小心；承重块必须“缓慢”加到
限值或低速升降。如果开关运行不正常，则必须停用设备，上锁/挂牌，并且立即通知指定的现场人员；

•  正确操作提升机制动系统；在接近额定负载时必须特别小心。必须通过将重物提高几英寸并应用制动
器来测试制动器。该测试需在预定吊装前在加载状态下进行。

•  目视检查索具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吊带（绳索、链条、合成吊索、金属网吊索）、端部连接件、“D”形环、卸
扣和吊环螺栓是否存在可能降低吊装能力或不利地影响设备安全或在起重机或提升机上的使用的损
坏、磨损或其他可能缺陷。

6. 标记。起重机和提升机的额定负载能力必须标记在设备的每一侧以及桥形钢轨、单轨或其他支撑装置的
每一侧。如果起重机包括多个吊装单元，则必须在每个吊装单元及其承重块上标注额定负载。

7. 警告。驾驶室控制、远程控制和地面控制起重机以及手动提升机应在吊挂式按钮台、便携式操作台或承
重块上粘贴警告标签。

8. 分包商计划要求。当威立雅安排分包商进行涉及使用起重机/提升机的工作时，威立雅的现场管理人员
必须协调吊装作业，确保分包商的工作人员具有操作起重机/提升机的适当资质和许可，并对威立雅的
分包商进行有关需要使用的此类设备的培训。

检查：起重机、提升机和起重设备需定期进行定期检查和检验，以确保安全运行。检查和检验仅限于
经过适当培训和有经验的员工。

1. 第三方定期检查。外部第三方的记录检查必须按照当地现行规定进行（例如通常每年或每两年进行一
次）。此类检查周期不得超过2年。在客户场地处，通常是由客户安排此类检查，但威立雅应该在使用起重
机之前对此进行验证，并通知客户是否存在偏差。这些检查必须符合当地安全监管机构的标准和/或其
他常规的行业公认做法。

2. 检查记录。检查必须记录在案。文件必须至少包括检查员的姓名和职称、经检查装置、检查日期、检查结
果和检查员的签字。检查记录必须在起重机和/或设备的使用期和此后5年内保存在档案中，并可根据要
求随时提供备查。

组织 C NC
3. 应停止使用在检查或非破坏性检查过程中发现有缺陷的零件并对其进行锁定/挂牌，直至有缺陷或损坏

零件由有资质的人员进行评审和量化并按指示进行更换或修理。

关注威立雅中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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