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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械事故风险和安全管理对策探究

胡　涛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济南　250000

摘　要：随着技术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机械劳动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人工劳动。

在建筑、货运、化工、冶金等行业当中，大型起重机械的应用十分广泛，为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助力；但

与此同时，由于管理中漏洞百出，存在大量的安全风险因素，起重机械事故频发。文章从常见的起重机械事故及原

因出发，分析了起重机械事故频发背后的风险因素，并结合自身工作经验，略谈起重机械的安全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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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2019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状

况的通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起重机械共有244.01

万台，共发生起重机械事故26起，共造成26人死亡。这

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起重机械事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造成了极其大的损失，同时也使得相关企业遭受到了较

为恶劣的影响。这些已经发生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

无不警示着人们必须加强起重机械的安全管理工作。因

此探讨研究起重机械事故风险及安全管理无疑具有尤为

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现实作用。

一、起重机隐患的主要体现

1.运动的多维性

具有长距离运输能力的起重机械与其他固定式机器

的区别在于，在工作过程中必须使用多种机构的组合来

进行处理以及装卸过程，并且通常必须将其整体移动。

起重机的三维空间的运动以及起重机的每个不同的结构

都有大量的运动部件，它们具有变速，不同的运动，不

同的形状和复杂的结构的特点，因此容易出现升降机的

危险。

2.作业的范围大

起重设备的数量通常比普通设备大得多，高于施工

人群和其他设备设施。在搬运货物和提升机器期间，工

作区域逐渐增加，由于机器的全部或一部分在范围内移

动，因此很容易增加危险影响的范围。

3.起重机械作业困难

由于其工作的独特性而吊装的产品也是不同的形式。

每个产品所需的工作方法和工作过程有很大的不同，因

此对起重机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我们都知道

该机器基本上是在户外运行，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很容

易限制起重设备的范围，例如建筑工地上的照明条件和

天气条件等因素。

二、起重机械事故风险分析

1.重物坠落砸人事故

在起重作业中，重物坠落是最为常见的伤害事故形

式，约占全部起重机械事故的34%，是指机械吊起的重

物或者机械吊具本身从高处坠落并砸向地面作业人员的

安全生产事故，这种事故是起重机械致死率最高的事故

类型之一，具有高度危害性。

造成重物坠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吊装人员

安全意识淡薄，吊装操作不当，不关注荷载量导致超载

起重等造成吊索或重物坠落砸人；又如，吊索设备本身

存在一定缺陷或者安全装置不足等也是造成坠落的重要

原因，较为常见的有钢丝绳折断、吊钩损伤、防脱钩装

置缺陷、极限位置限制器失灵等。此外，捆绑吊挂的方

法不当，也容易引起重物坠落事故。例如，钢丝绳之间

夹角过大而不能保持良好平衡，吊物与钢丝绳之间发生

反复摩擦也容易导致钢丝绳断裂发生重物坠落。

2.整机倾翻事故风险

整机倾翻事故风险主要是指起重机械在作业过程中

由于整机倾翻而导致人员伤亡的事故风险。整机倾翻事

故风险通常发生在露天作业的时候，特别是流动式起重

机、塔式起重机这两种起重机最容易发生整机倾翻事故

风险。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起重机械所处的作业环境较

为恶劣，比如突然出现狂风大作，而相关防风锚定装置

又未安装或者失效，那么起重机械设备很可能被大风刮

倒而导致人员出现伤亡。二是起重机械由于履带存在运

转异常情况或者起重力矩限制失效，进而导致整机倾翻，

使得周边人员出现伤亡。三是起重机械作业现场路基较

为松软或是存在滑坡等情况，再加之操作人员出现了不

当操作，那么起重机械很容易因此而发生整机倾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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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周边人员出现伤亡。

3.挤压碰撞事故风险

挤压碰撞风险主要是指由于起重机械在作业过程中

发生挤压碰撞从而导致人员伤亡的事风险。究其原因，

首先，起重机械作业人员存在操作不当的情况，使得吊

具、吊物在吊运过程中由于路线不合理以及运行速度比

较快，从而使得吊具、吊物获得比较大的惯性，进而由

于激烈摆动而将人员挤压碰撞到。其次，吊具、吊物的

放置方式不够恰当，再加之作业人员又未能合理地目测

现场情况，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缺乏，从而导致吊具、

吊物由于突然倾倒而将人挤压碰撞到。再次，由于起重

机械操作人员的视野不够广阔或者辅助指挥起重机械的

人员站的位置不佳，使得操作人员由于操作不当而导致

吊具、吊物将人挤压碰撞到。

4.电气伤害

在起重机械安全检验工作进行的过程中，电气伤害

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其中，较为常见的有触电、

漏电、静电等危险源，从而也就会在安全检验人员人身

安全形成较为严重的威胁。在检验过程中常见的电气伤

害有如下几种类型。①检验所使用的检验仪器和设备与

电气安全规范要求不相符，或者是使用方法不当，从而

造成漏电触电等伤害。②控制柜内包裹电线的外皮破损，

从而导致金属部分裸露并带电，这也会对检验员造成电

击等伤害。③在检验中由于某些材料的相对运动、接触

与分离等原因而积累起来的相对静止的正电荷和负电荷

所产生的静电电压，可能在现场产生静电火花。在火灾

和爆炸危险场所，静电火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因素。④

检验人员体在高频电磁场作用下吸收辐射能量，可能会

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部位会受到不同程

度的危害。

三、起重机械事故安全管理对策

1.健全管理责任体系

起重机械设备进行作业之前，企业必须对现有的起

重机械管理责任体系予以健全完善，确保能够借助经过

健全完善以后的管理责任体系，来使得起重机械的各项

安全风险管理责任能够得到切实的有效落实。一旦发生

了起重机械安全事故，那么就可以及时对相关责任人追

究他们的相关责任，从而借此来督促相关责任人认真肩

负起自身应当承担的起重机械管理责任，更认真地对待

所开展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工作，将各类事故风险事先就

扼杀于摇篮之中。需要注意的是，管理责任体系的完善

应当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应根据管理责任体系在实际运

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不断加以健全完善，使健

全完善后的起重机械管理责任体系得以始终契合实际的

安全管理工作开展需要，切实提高起重机械安全管理水

平以及质量。

虽然现在我国都在强调现场管理、施工管理，但是

很少企业会以起重设备作为单独的管理对象进行制度、

规范的设计、推广和应用，这就导致在起重设备管理中

存在着较多的漏洞，人为操作中的风险因素增加。比如，

我国起重机械购买、租赁的监管力度不足，起重机械制

造的进场门槛较低；企业与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不足，

管理和操作中的随意性较强；再如，专业性的起重机械

管理人才不足，机械调度与指挥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等。

以上人为风险因素的存在，已经成为导致我国起重机械

安全事故频发的本质原因。

2.加强监管，提高监察力度

要想提升起重机械操作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规范性，

监管就必须到位。只有对设备的出厂质量进行严格的把

关，搞清机械设备的市场流向，才能从源头上规避设备

风险。一方面，相关部门应严格机械制造、安装与维修

的市场准入，严格落实生产资质安全认证制度，把好安

全质量关；另一方面，应强化现场跟踪检查，以专业化

的队伍强化控制力度，及时发现作业风险并要求限期整

改，否则要进行严肃处理，以此提高企业对安全生产问

题的重视。

3.加强验收与检测管理

一般来说起重机械，在安装和拆卸过程中，都要进

行相应的验收工作，针对整体的质量进行检测，以确保

能够达到施工标准，包括起重机械安装质量，这样才能

确保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在起重机械的安装过程中，

必须要制定有效的应急预案，并针对现场进行严格的监

督管理，以确保能够按照规定的流程进行安装作业，安

装后针对起重机械的性能、质量做好检测工作。除此之

外要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对其中机械进行调试和运转测

试，如果存在问题验收不合格，不得使用在工程中，可

以按照验收合同进行责任承担，这样就能避免安全事故

的出现。

四、结束语

起重机械在我国的国民生产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

要作用，针对当前起重机械安全风险问题，应高度重视，

科学制定相关决策，支持市场不断创新，以此提升起重

机械市场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程度，最终实现对起重机械

安全风险事故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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