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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起重机作业事故反措 

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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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汽车起重机以其操纵方便、机动灵活、移动迅速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建筑、石化、电力、矿山等行业的装卸与安拆工程活动中。随

着汽车起重机在生产活动中的大量使用，由其引发的典型安全事故也逐渐增多，为人民群众和使用单位带来了伤害与损失。本文从系统观

点出发，以汽车起重机作业事故要素为研究对象，对其作业全过程进行分析，并给出可行的事故反措，以期为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人员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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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起重作业部分安装在通用或专用汽车底盘上的起重机称为汽

车起重机[1]，与轮胎起重机的主要区别在于其起重作业操作与行走

操作使用不同的驾驶室。 

与轮胎起重机不同的情况是，2014 年汽车起重机被调整出《特

种设备目录》，这意味着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对其不再适用，也意味

着其使用单位须承接全部安全监管责任，这给汽车起重机使用单位

带来了新挑战。如何在没有政府特种设备部门安全监察状态下规范

汽车起重机的使用管理并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成为每个汽车起

重机使用单位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 

2.常见事故类型与原因分析 
梳理近几年汽车起重机典型事故及前人研究成果 [2]，分析汇总

汽车起重机常见安全事故类型与原因，见表 1。 

表 1 汽车起重机常见安全事故类型与原因表 

序号 事故类型 直接原因 

1 倾覆、侧翻 

①超载 

②支腿未打好或（与）地基松软 

③回转速度过快 

④带载错误变幅伸臂 

⑤空载危险角度 

⑥歪拉斜吊 

2 折臂、损臂 

①小幅度大仰角工况满负荷松钩 

②超载 

③回转速度过快 

④起吊体积较大物品与起重臂碰撞 

⑤起重臂与建筑物碰撞 

3 触电 
①未与输电线保持安全距离 

②野外作业雷击 

4 吊物掉落 
①吊索具断裂 

②吊物绑扎不牢 

5 人员坠落 

①吊人容器坠落 

②吊物上站人 

③刮碰相邻构件设施 

④穿戴物与吊物钩挂 

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虽千差万别，却脱不开以下因素中的

一项或几项：起重机及起重工具缺陷、人员技能经验不足、劳动组

织与监管缺失。 

3、事故反措制定 
综合上述分析与系统安全工程观点[3]得出：反措制定应着眼于

汽车起重机作业系统运行的整个寿期，在作业前采取措施消除设备

工具故障、选择适合的作业人员及监管人员，在作业过程中遏制管

理疏忽和人失误，并注重分析运用来自系统内外部的正负反馈，不

断提升现有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结合事故要素分阶段制定汽车

起重机作业事故反措，见表 2。 

表 2 汽车起重机事故反措表 

序号 阶段 措施描述 具体措施与说明 

结合作业内容、场所、环境、技术规范制定；危险性较大工程范畴内的作业应组织方案评

审。 

确定有效的施工组织，明确作业总体负责人及各项反措实施主体，确保责任落实到人。 

禁止选择国家明令禁止的工艺或起重机设备。 

如经济状况允许，应选择作业工况对应负荷率低于 80%的起重机。 

根据被吊物绑扎点情况选择吊索具，并设置可靠的安全系数。 

制定科学的施工方案 

自制吊装工器具应有设计计算书。 

1 作业前 

选择状态良好的汽车起

重机 

选择有产品合格证的起重机。如经济状况允许，应委托特检所每两年对起重机进行一次检

验。租赁设备同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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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维护保养到位且未出现过重大安全事故的起重机。 

组织专业人员对起重机安全装置、机械结构、电气系统等进行预先检查。 

组织专业人员对吊索具来源、状态进行预先检查；对于重点工程吊装作业，应预先对卸扣

等工具进行无损检验。 
选择状态良好的起重工

具 
组织专业人员对自制吊装工器具进行试验、验收。 

起重机司机、指挥、司索、维修人员须经企业内部专业技能培训、考核合格后授权上岗，

其中起重机指挥还应持有市场管理局颁发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且身体状态良好，按要

求着装。租赁设备企业提供人员同此要求。 
选择合格的起重作业人

员 
作业负责人、起重机司机、指挥、司索及监护人等应当于作业前接受安全技术交底。危险

性较大工程范畴内的作业，还应组织相关人员参加作业前安全培训或作业过程模拟。 

复核实际作业条件与方案中拟定情况的一致性，工作场地满足作业要求。 

遇大雪、大雾、大雨、雷电、6 级及以上大风等恶劣天气，不得开展户外或露天起重作业。 检查复核作业条件 

现场照明充足，人员视线清晰。 

警戒范围满足要求、区域设置严密。 

监护人预先清理吊装路径上的无关人员，阻止人员误入作业区域。 设置作业警戒及监护 

监督作业人员避免站在起重臂下或提前在吊物正下方接应。 

停车在指定位置，与输电线保持安全距离或采取可靠接地措施，野外作业采取可靠防雷措

施。 

按顺序伸展支腿，在下方设置不小于撑脚面积 3 倍的垫板，调节支腿使起重机呈水平状态，

轮胎脱离地面。 

车辆就位、调整工况 

检查工作机构及制动器，确认空载运行正常。 

选择吊点并捆绑牢固，使重物保持平衡。 

松散物用容器吊装或采用规范的方式绑扎。 

吊物上严禁夹带活动物项，附件须牢靠固定。 
吊物绑扎 

带棱角、缺口的物体须采取可靠的垫衬保护措施。 

将吊物吊离地面 20~30cm，静置 15~20min，确认无异常后，方可继续操作。 
试吊 

严禁超负荷起吊。 

视线不明时严禁发出吊装指令，跨越结构或障碍物吊装时应设置 2 名及以上数量起重指挥，

同时应明确指挥权移交的分界点。 

在所负责管辖范围内集中精力，做好负载跟随并给出安全作业指令。 

吊物上站人或吊物中有人时，严禁发出吊装指令。 

严禁指挥吊物从人员头顶越过或停留。 

严禁指挥吊装埋置物或重量不明物体。 

起重指挥规范作业 

随时观察支腿下方基础状况，有下沉、塌陷时，立即停止作业。 

服从指挥人员指挥，拒绝执行违反安全规定的吊装指令。 

初次动作、变换动作时应鸣笛警示。 

严禁快速回转。 

严禁满负荷伸臂或落臂。 

严禁空载伸臂至危险角度。 

严禁歪拉斜吊。 

严禁小幅度大仰角工况突然松钩。 

防止起重臂与大体积吊物碰撞。 

起重机司机规范操作 

防止起重臂与建筑物碰撞。 

施工组织中明确的管理责任人与监督责任人现场驻点。 

2 作业中 

保障体系与监督体系驻

点运作 对关键风险点反措执行情况进行确认、放行。 

建立经验反馈数据库，收集内部意见建议、内外部事故失效点与良好实践。 构建有效的经验反馈体

系 作业前识别同类事故或良好实践并对全体作业人员进行反馈，含方案编制人。 3 经验反馈 

持续开展反馈提升工作 起重作业不止，管理改进不停。 

4、结论 
本反措针对性强、重点突出，实际应用效果较好。本反措可供

有相关业务需求的企业、人员在汽车起重机日常管理、作业风险管

控或开展隐患排查、培训教育等工作中参考使用。 

5、参考文献： 

[1] 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 汽车起重机和轮胎起重机分类：JB/T 

1375-92[S].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1992：1. 

[2]孙桂林.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手册[M].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

障出版社，2008：366-368. 

[3] 陈宝智. 安全原理[M].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