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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根据当前机械制造行业生产实际情况分析，要想提

高机械制造行业的生产效率，避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需要加大对机械制造行业的日常的安全管理力度，做好

设备的管理和控制，发挥出设备的应用效果，在避免安

全事故发生可能性的同时，促进企业综合效益的提升。

下面通过对起重机械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几种问题进

行分析，探讨如何更加切实有效地做好起重机械的安全

管理和维护保养。

1、在用起重机械经常出现的故障

1.1 机械部分主要零部件及运行机构故障

1.1.1 起升钢丝绳、导绳器、吊钩防脱钩装置等零部

件缺失或失效

（1）起升钢丝绳失效

起升钢丝绳作为起重机主要零部件之一，在起吊物

品过程中反复受力，绕过滑轮和卷筒时候反复受到弯折

和摩擦，一定时间后会出现钢丝绳表面磨损、断丝，严

重时甚至会出现断股。造成钢丝绳失效的原因有很多，

主要有三点：1. 安装或使用不当易造成钢丝绳弯折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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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芯挤出等问题。2. 钢丝绳若选型不当，则钢丝绳使用

寿命较短，极易出现散股和明显断丝现象。3. 钢丝绳缺

少润滑作用，钢丝绳将生锈，尤其是室外露天工作的电

动葫芦门式起重机的钢丝绳生锈严重。

（2）导绳器损坏、缺失

歪拉斜吊会损坏葫芦导绳器，而缺少导绳器将会造

成卷筒钢丝绳排列不齐，钢丝绳在卷筒上跳槽，进而快

速造成钢丝绳挤压损伤。以葫芦为起升机构，若缺少导

绳器，那么断火开关将无法动作，起升上限位将失效造

成葫芦冲顶事故。

（3）吊钩防脱钩装置失效、缺失

经调查发现，除极个别管理严格的企业，工人在使

用起重机械过程中保留吊钩防脱钩装置；多数企业的工

人使用起重机械时为贪图索具摘挂方便，往往将吊钩防

脱钩装置拆除。这样在起吊物体过程中极易发生安全事

故。如某企业用电动单梁起吊叉车时，捆绑叉车的吊带

因尺寸过大，出现叉车从吊钩脱出，造成挤压致死周边

工人的事故。如果该起重机吊钩没有拆除吊钩防脱钩装

置，那么吊带是无法套进吊钩内的，这时候，选择尺寸

合适的钢丝绳去吊运叉车就能避免该事故的发生。

1.2 大、小车运行机构缺陷

1.2.1 大车行走扭摆和啃轨

起重机械使用过程中，因多种原因极易出现大车行

走机构扭摆或啃轨现象。比如：1. 大车制动器两侧制动

力矩不一致，一边过松一边过紧，大车启、制动扭摆。

2. 使用车间因为油气上升导致轨道出现油泥，大车行走

打滑造成大车行走扭摆。3. 因为轨道两侧基础非均匀的

沉降，造成轨道同截面高低差过大，造成大车行走扭摆

和啃轨。而大车扭摆或啃轨会导致起重机爬轨甚至于出

轨，进而造成起重机械整机坠落的安全事故发生。如

2015 年左右，某企业在用的一台电动单梁起重机就发生

起重机械使用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张舟峰1　舒韩杰2　陈　雷3

1，2，3.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浙江舟山　316000

摘　要：随着中国机械制造行业的稳定快速发展，桥（门）式起重机、门座式起重机、升降机等与机械制造行业相

关的起重机械设备应用十分广泛，因此这些设备的质量性能和安全使用十分重要，与机械制造行业的安全生产息息

相关。本文主要对机械制造行业起重机械使用过程中常见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强化安全管理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起重机械；安全生产；安全管理

某机械企业起重机起升钢丝绳严重断丝图



51

机械工程(2)2022,4
ISSN: 2661-3530(Print); 2661-3549(Online)

了整机出轨坠落事故。

1.2.2 电机固定螺栓松动或车轮轴承保养问题

起重机械没有经常检查紧固电机螺栓，出现葫芦慢

速起升或行走电机掉落情况。

车轮轴承未按时润滑保养，车轮轴承易损坏，葫芦

行走时，因滑动摩擦使得车轮直径变小，若四个车轮直

径不一致就会出现行走扭摆现象，车轮就会摩擦工字钢，

而工字钢磨损过大将会造成起重机主梁报废。因工字钢

轨道不平整造成的行走扭摆很常见。某企业新安装的起

重机因为工字钢磨损过大在使用五六年后，就报废了 6

台电动单梁起重机的主梁。

工字钢磨损如图

1.2.3 溜车、溜钩

行走和起升制动器检查保养不到位，造成制动力矩

不足，起重机械起吊物体后易出现溜钩或者大车行走出

现溜车的情况。

制动摩擦片磨损超标如图

1.3 电气故障

1.3.1 手操盒、遥控、接触器、起重量限制器相关故

障

（1）紧急停止开关损坏、接线错误

起重机械紧急停止开关，俗称“蘑菇头”，其作用

是用于切断起重机的总电源，在不可控时可紧急停止起

重机的运行。“蘑菇头”为红色且不能自动复位的双稳态

开关，是用来防止运行接触器触点粘连，导致松掉控制

按钮也无法停止运行的情况。比如起升接触器触点粘连，

无符合要求的紧急停止开关、紧急停止开关无效或者控

制线接线错误，当发现即将冲顶时，松开按钮无法停止

起升动作，此时再去切断地面主开关往往时间上来不及，

导致冲顶事故发生。[2][3]

而造成紧急停止开关损坏失灵的原因很多时候均为

人为因素。如起重机械新安装时，手操盒、遥控都是带

有紧急停止开关（蘑菇头），然而使用过程中因操作人员

的个人素质原因，手操盒上凸起的蘑菇头往往率先损坏。

而损坏后的手操盒只要不影响正常使用，基本上会一直

使用操纵器到彻底损坏。且更换新的操纵器时往往因为

带蘑菇头的款式价格偏贵从而选用不带蘑菇头的款式。

另外更换操纵器时，因安排的维修人员有时并非专业技

术人员，接线时容易出现接线错误从而导致紧急停止开

关失效情况。

遥控器示图

（2）接触器故障

机械制造行业使用起重机频率较高，起升机构经常

需要点动运行，接触器吸合频率非常频繁，从而大大降

低了接触器的使用寿命。常见的接触器故障有触头烧灼、

磨损和粘连。目前多数使用单位未按要求定期检查，直

到出现接触器无法吸合导致起重机无法正常运行才会更

换。起重机的维修需要停工，从而影响生产进度，降低

企业综合效益。

（3）无失压保护

起重机械因为更换的操纵器不符合要求，如启动按

钮会自锁（不能自动复位），或者因更换和维修操纵器的

人员非专业起重机维修人员，在操纵器接线时候错误接



52

机械工程(2)2022,4
ISSN: 2661-3530(Print); 2661-3549(Online)

线，从而出现起升、下降按钮有失压保护，而大车前进、

后退无失压保护的现象，无失压保护会造成事故的发生。
[2][3]

（4）起重量限制器故障

定期检验时发现，很多起重量限制器显示屏无法显

示，或更换钢丝绳之后忘记重新安装校准起重量限制器，

又或者更换了新的起重量限制器但因控制线没有接好从

而使得起重量限制器无效，超载作业导致主梁受拉变形

报废，甚至会造成事故的发生。[2][3]

主梁报废如图

1.3.2 电机相关故障

另外，起重机械还存在电机运转无力或者电机不运

转情况，常见原因如下：

（1）设备供电电压不稳定；

（2）接触器触点或接线头有接触不良的情况，使电

机两相运行；

（3）工作过于频繁导致电机过热保护。

2、在用起重机械使用安全管理问题分析

2.1 没有正确的选型

采购起重机的时候，没有计算需要多少工作级别和

吨位的起重机，导致起重机与生产能力不匹配，频繁作

业时出现电机过热保护影响生产进度，主梁过早出现下

挠变形报废。在高温生产环境，要吊运熔融金属，却没

有选购吊运熔融金属专用起重机。又或者有抬吊工况而

未选配双小车的起重机，私自改造加装一个小车使用。

2.2 没有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

很多单位并未重视起重机的安全管理，导致现场设

备在运行中，没有形成完善的管理体制。在具体的生产

作业阶段，未重视起重机械的使用管理和控制，也没有

组织专业人员进行设备的维护和保养，所以导致设备的

运行维护管理处于真空的状态，造成设备带病患运行直

到出现故障停机甚至出现安全事故。

2.3 机械操作人员自身素质不高

从起重机械操作人员实际情况分析，目前很多起重

机械作业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加上几年前取消了地面操

作起重机作业人员执业证书，使用单位也未对作业人员

进行安全操作培训，作业人员对特种设备相关知识一知

半解，不能正确的使用起重机，操作经验严重不足，导

致现场管理中机械故障发生率较高，不能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问题，设备运行效果较差，甚至造成严重的安全事

故，威胁生产作业正常运行，也会导致财产损失、人员

伤亡等严重的后果。

2.4 租赁管理混乱

目前，较多小微机械加工单位租赁其他单位的老厂

区，这些小微单位的法人很多自身缺乏特种设备的管理

经验，却在使用租赁来的多台特种设备；再则设备属于

租赁方式获得，他们本位思想地认为这些租赁的设备属

于他人的设备，不需要采取必要的保养和维护措施。虽

然特种设备法对特种设备租赁有相关规定，然而租赁过

程中，双方没有明确划分职责和权限，一旦真的发生安

全事故，想要确定责任人处理事故也相当麻烦，同时也

给机械设备的运行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3、在用起重机械使用安全管理措施分析

3.1 起重机械的科学选型

采购起重机时应当从实际需要出发，向起重机制造

单位明确告知起重机械真实的使用环境（露天、非露天、

粉尘、高温等）、预期用途（吊运一般物体、高温固体、

熔融金属等）、利用等级和载荷状态，使制造单位可以据

此科学计算起重机的工作等级。同时，也可以向当地特

种设备检验机构咨询选型相关问题。科学的选型，可以

避免出现所购起重机无法通过检验、避免后期再次改造

等麻烦，又可以切实提高安全性和使用的稳定性，获得

合适的使用寿命，提高经济效益。

3.2 做好宣传，助企业用好、管好、维修保养好特种

设备

再完善的管理制度，只有落实到实处才有效果，要

落实好制度，首先就要有足够的设备管理人员，其次必

须组织专业人员进行设备的维护和保养。根据《特种设

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17）相关规定，使用单位

各类特种设备数量（不含气瓶）大于等于 20 台就要配备

安全管理员，各类特种设备数量（不含气瓶）大于等于

50 台就要设置安全管理机构，逐台落实责任人。[1]

老厂区使用的起重机多数为老旧设备，这些承租小

微单位使用的设备多数在五台以内，从事下游外协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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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使用频率不高，只是这些使用人员管理和维护保养

设备经验欠缺，鼓励这种单位学习考取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员证。

对于起重机械数量在二三十台，且使用频率较高的

企业，建议多配备几名安全管理员，并分区域管理，必

要时可以增设安全管理机构。

同时，建议相关部门定期举行特种设备管理、维修

保养相关方面的培训讲座，并在通过媒体、网站、微信

公众等手段，推送特种设备相关的知识，做好宣传教育

工作。

专业管理人员的人数和设备相匹配之后，通过改进、

落实制定特种设备的使用制度、管理制度和维修保养制

度，真正做到使用好、管理好、维修保养好特种设备。

3.3 不断加强特种人员的操作能力培训

针对目前地面操作的特种设备取消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的执业证书问题，如何提高起重机械操作人员的实际

操作能力成为关键。使用单位在员工入职时需切实做好

特种设备操作培训，待员工熟悉操作规程后方可上岗，

从而避免违规操作，降低事故风险发生概率。另外还需

提高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明确告知操作人员本单位特

种设备管理制度，通过奖罚制度，提高员工对设备的爱

护程度。

3.4 明确起重机械租赁双方的责任

很多出租单位自认为设备产权归属是依据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证上的使用单位，因此不愿意把使用登记证变

更为承租单位，造成使用责任不明确，设备维护不到位。

相关单位若发现起重机械存在上述租赁情况，可以

发现一起，解决一起，促使双方重新拟定租赁合同，变

更使用登记，明确使用单位主体责任。在特种设备安全

管理员培训和开展相关特种设备知识培训的时候，介绍

设备租赁相关手续的办理流程，并着重明确租赁双方主

体责任责任。

4、结束语

起重机械的使用，降低了人工成本，大大提高了机

械制造行业的工作效率。然而现阶段起重机械出现安全

事故并不少见。因此，不管起重机械的使用或者安装拆

卸，都需要更严格的监管，在任何工作中，都需要将安

全放在首要位置，只有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更好

的开展生产工作，促使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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