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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隐患识别图集（高处作业吊篮工程部分）

1 编制说明

随着建筑业快速发展，高处作业吊篮（简称吊篮）用作高层和超高层建筑外墙施工的操作平台，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推广应用。近

年来，吊篮坠落事故时有发生，坠落事故发生前也没有明显预兆，突发性强，且坠落迅速，作业人员往往无法逃生造成伤亡，安全风

险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为进一步推动全省建筑施工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有效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实现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好转，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托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组织编写了《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隐患识别图集》（高处作业吊篮工程部

分）。

本图集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最新要求，共分为编制说明、编制依据、资料管理类安全隐患、工程实体类安全隐患等 4部分。

其中：资料管理类安全隐患主要是分为专项施工方案、技术管理资料等 2个方面，工程实体类安全隐患分为构配件、悬挂机构、悬吊

平台、安全装置、起升机构、电气控制系统、升降作业等 7 个方面，精心选录了 89 张有代表性的安全隐患照片，直观展示了高处作

业吊篮工程常见隐患和问题，分析了可能导致的后果，并提出整改措施和规范要求及正确示例，让广大建筑施工专业技术人员和一线

作业人员能准确、便捷、快速辨识吊篮工程中的隐患问题，并及时整改。本图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实用性，可作为全省建

筑施工吊篮工程隐患排查治理的重要参考，也可作为相关人员的培训教材和安全监督管理人员参考手册。

由于编制时间较紧，能力水平有限，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2

2 编制依据

2.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

2.2《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2018〕37 号）

2.3《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建办质〔2021〕48 号）

2.4《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 版）》（建质规〔2022〕2 号）

2.5《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 号)

2.6《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2011）

2.7《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

2.8《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 59-2011）

2.9《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

2.10《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202-2010）

2.11《建筑施工升降设备设施检验标准》（JGJ 305-2013）

2.12《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治安全标准》（JGJ/T 429-2018）

2.13《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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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管理类安全隐患

序

号
资料项目 隐患问题 规范和文件要求

1

专

项

施

工

方

案

专项施工

方案编制

1.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专项施工方案主要内容不满足

《编制指南》的要求。

2.没有吊篮相关设计计算（抗倾覆、非标吊篮加固、支架

支承结构承载力等）。

3.没有针对性的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措施。

4.欠缺必要的施工图纸（吊篮支架布置平面图、吊篮使用

全高剖面图、吊篮落地停层平面图、吊篮安全绳固定点

布置平面及大样图、非标吊篮加固设计大样图等）。

1.《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建

规范〔2019〕2 号）第十一、十二条及附件 1。

2.《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

南》（建办质〔2021〕48 号）第四项。

2
审核审批

手续

1.审核、审批程序不符合规定，审批人不符合要求。

2.未经总监理工程师审查。

3.属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未组织专家论证。

4.论证专家未从专家库中抽取或专业不对口，人数不足 5

人。

5.专家论证报告未有明确意见。

6.对于论证意见为“修改后通过的”，未按专家意见修

改，未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重新审核审批和专家签字

确认。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建规

范〔2019〕2 号）中第十二条～第十五条、附件 2。

3

专项施工

方案交底

和安全技

术交底

1.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编制人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未

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专项施工方案交底。

2.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未向作业人员

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3.专项施工方案交底内容未包括施工工艺、材料、设备、

施工流程、施工条件、安全技术措施、安全管理和应急

处置措施等。

4.未有经双方签名确认的文字材料。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建规

范〔2019〕2 号）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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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料项目 隐患问题 规范和文件要求

4

技

术

管

理

资

料

特种作业

人员持证

和上岗情

况

1.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未持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书。

2.持证上岗人数不满足专项施工方案要求。

1.《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建

规范〔2019〕2 号)第十九条。

2.《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

（JB/T 11699-2013）第 6.2.3 条。

5
操作人员

培训情况
吊篮操作人员未经培训和未提供培训记录。

1.《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15.2.3

条。

2.《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

（JB/T 11699-2013）第 6.2.3 条。

6 出厂资料

1.未提供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

2.非标吊篮未经厂家确认。

3.未有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1.《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13.3

条。

2.《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

（JB/T 11699-2013）第 5.1.3 条。

7 安全装置 未提供安全锁合格证及检定报告。

1.《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15.2.7

条。

2.《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

（JB/T 11699-2013）第 6.3.2 条。

8
检查与验

收

1.验收记录与现场施工进度不符。

2.参加验收人员不符合规定。

3.验收内容未有量化，责任人未签名。

4.验收后未设置验收标志牌。

5.未提供吊篮安装后的检验报告。

6.未提供检验判定不合格项的整改记录。

7.未经检测和验收合格即投入使用。

1.《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建

规范〔2019〕2 号）第二十三条。

2.《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

（JB/T 11699-2013）第 6.2.7 条。

9
应急救援

预案

1.未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应急救援预案不符合工程实际情况。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393 号）第四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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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类安全隐患

4.1【构配件】类隐患

4.1.1 悬吊平台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篮平台构件存在永久变形 吊篮平台构件符合要求

隐患问题：主要结构件存在永久变形。

风险分析：易造成主要结构件强度不足，导致悬吊平台失稳、整机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更换变形的主要结构件。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1.4 条：对由可见裂纹的构件应进行修复或更换；

对锈蚀、磨损和变形超标的构件应进行更换；对达不到原厂规定的零部件、紧固件的替代品一律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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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悬挂机构-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篮悬挂机构梁锈蚀严重 连接螺栓锈蚀严重 吊篮构件符合要求

隐患问题：吊篮构件锈蚀严重。

风险分析：锈蚀导致结构件强度不足，造成悬挂机构梁失稳破坏失稳，整机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更换锈蚀悬挂机构梁和连接螺栓。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5.1.4 条：对由可见裂纹的构件应进行修复或更换；对锈蚀、磨损和变形超标的

构件应进行更换；对达不到原厂规定的零部件、紧固件的替代品一律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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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悬挂机构-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钢丝绳端部采用 U形绳夹固定
钢丝绳端头形式采用金属压制接头及自紧

楔型接头

隐患问题：钢丝绳端部采用 U形绳夹固定。

风险分析：易造成钢丝绳松动，导致固定失效。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8.10.3.2 条：钢丝绳端头形式应为金属压制接头、自紧楔型接头等，或采用其他

相同安全等级的形式。如失效会影响安全时，则不能使用 U型钢丝绳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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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悬挂机构】类隐患

4.2.1 悬挂支架-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篮欠支架，横梁搁置在窗台飘板上 吊篮支架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吊篮前支架缺失，横梁直接或垫木方搁置在窗台飘板上。

风险分析：吊篮支架容易失稳，造成吊篮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产品增设吊篮支架。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9 条：h）前后支架的组装高度与女儿墙高度相适

应，不允许不安装前支架而将横梁直接担在女儿墙或其他支撑物上作为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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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悬挂支架-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篮横梁搁置在女儿墙 吊篮横梁搁置在飘板上 吊篮支架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吊篮前支架缺失，横梁直接搁置在女儿墙或飘板上。

风险分析：吊篮支架容易失稳，造成吊篮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产品增设吊篮支架。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9 条：h）前后支架的组装高度与女儿墙高度相适

应，不允许不安装前支架而将横梁直接担在女儿墙或其他支撑物上作为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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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悬挂支架-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篮前支架不稳固 吊篮横梁直接搁置在女儿墙上 吊篮支架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吊篮前支架缺失或横梁直接搁置在女儿墙上。

风险分析：吊篮支架容易失稳，造成吊篮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产品增设吊篮支架。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9 条 h）：前后支架的组装高度与女儿墙高度相适

应，不允许不安装前支架而将横梁直接担在女儿墙或其他支撑物上作为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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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悬挂支架-4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前支架与支撑面不垂直 吊篮支架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前支架与支撑面不垂直。

风险分析：造成前支架立杆和底部增加了弯矩作用，导致支架立杆变形或滑动造成整体失稳。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调整前支架的垂直度。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202-2010）第 5.4.13 条：悬挂机构前支架应与支撑面保持垂直，脚轮不得

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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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悬挂支架-5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篮支架支承在女儿墙 吊篮支架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吊篮支架支承在女儿墙。

风险分析：支承面不牢固，吊篮支架容易失稳、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将前支架支承在稳固的结构上。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9 条：d）前、后支架与支承面的接触应稳定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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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悬挂支架-6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前后支架支承在钢管上 吊篮支架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前后支架支承在钢管上。

风险分析：支承面不牢固，吊篮支架容易失稳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将支架支承在稳固的结构上。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9 条：d）前、后支架与支承面的接触应稳定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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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悬挂支架-7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悬挂支架大于标准产品高度未作加强措施 吊篮支架加固措施

隐患问题：悬挂支架大于标准产品高度未作加强措施。

风险分析：立杆长细比大刚度小，造成变形大导致失稳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对超高支架采取增加剪刀撑、水平杆等加固措施。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9 条：h）当施工现场无法满足产品使用说明书规

定的安装条件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确保抗倾覆力矩、结构强度和稳定性均达到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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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悬挂支架-8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后梁采用柔性拉结，钢丝绳端头使用 U型钢丝绳夹 吊篮支架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吊篮未按产品说明书设置后支架+配重，后梁采用柔性拉结。

风险分析：吊篮不满足抗倾覆要求，容易左右摆动，晃动的吊篮威胁施工人员的安全，造成吊篮失稳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产品说明书增设后支架+配重，对超高支架采取增加剪刀撑、水平杆等加固措施。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9 条：h）当施工现场无法满足产品使用说明书规

定的安装条件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确保抗倾覆力矩、结构强度和稳定性均达到标准要求。《高处作业吊篮》

（GB/T 19155-2017）第 8.10.3.2 条：钢丝绳端头形式应为金属压制接头、自紧楔型接头等，或采用其他相同安全等级的

形式。如失效会影响安全时，则不能使用 U型钢丝绳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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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悬挂支架-9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篮未设置配重 吊篮支架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吊篮未按产品说明书设置配重。

风险分析：吊篮不满足抗倾覆要求，易造成结构稳定性不足，导致吊篮失稳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产品说明书增设后支架，对超高支架采取增加剪刀撑、水平杆等加固措施。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9 条：d）前、后支架与支承面的接触应稳定牢固。

第 5.2.9 条 h）：当施工现场无法满足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安装条件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确保抗倾覆力矩、

结构强度和稳定性均达到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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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悬挂支架-10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超高悬挂支架加固措施不当 吊篮支架加固措施

隐患问题：超高悬挂支架加固措施不当。

风险分析：悬挂支架刚度不足，造成吊篮失稳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对超高支架采取增加剪刀撑、水平杆等加固措施。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9 条：h）当施工现场无法满足产品使用说明书规

定的安装条件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确保抗倾覆力矩、结构强度和稳定性均达到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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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悬挂支架-1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锁与悬吊平台未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安全锁与悬吊平台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隐患问题：防坠落装置与悬吊平台未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风险分析：悬挂机构连接不可靠，造成构件连接处失稳，导致吊篮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更换高强度螺栓连接。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11 条：c）螺栓应按要求加装垫圈，所有螺母均

应紧固；提升机和安全锁与悬吊平台的连接应可靠，应采用专用高强螺栓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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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悬挂支架-1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后支架与横梁连接螺栓未使用高强度螺栓 后支架与横梁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隐患问题：后支架与横梁连接螺栓未使用高强度螺栓。

风险分析：悬挂机构连接不可靠，造成构件连接处失稳，导致吊篮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更换高强度螺栓连接。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11 条：c）螺栓应按要求加装垫圈，所有螺母均

应紧固；提升机和安全锁与悬吊平台的连接应可靠，应采用专用高强螺栓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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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悬挂支架-1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连接螺栓螺母长度不足 支架连接螺栓螺母未紧固 连接螺栓螺母紧固

隐患问题：连接螺栓螺母长度不足或支架连接螺栓螺母未拧紧。

风险分析：易造成悬挂支架刚度不足，导致吊篮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11 条：c）螺栓应按要求加装垫圈，所有螺母均

应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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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配重-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配重块未锁住以防止未授权人员拆除 用钢丝绳将配重块锁住

隐患问题：配重块未锁住以防止未授权人员拆除。

风险分析：配重块容易被人为拿走，吊篮配重数量不够，不满足抗倾覆要求，导致吊篮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吊篮方案配置配重块，用钢丝绳将配重块锁住，并加“严禁挪动”的警示标志。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9.2 条：c）用作悬挂装置配重的所有重物应是实心的（每块质量最大 25kg）且

有永久标记，禁止采用注水或散状物作为配重。第 9.3.2 条：配重应坚固地安装在配重悬挂支架上，只有在需要拆除时方

可拆卸。配重应锁住以防止未授权人员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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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图

4.2.15 配重-2

片 正确示例

配重块不规范 配重未有永久标记 配重有永久标记

隐患问题：配重块不规范、未有永久标记。

风险分析：易造成不满足抗倾覆要求，导致吊篮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更换合格配重块，并按方案配置配重块数量和用钢丝绳将其锁紧固定。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9.2 条：c）用作悬挂装置配重的所有重物应是实心的（每块质量最大 25kg）且

有永久标记，禁止采用注水或散状物作为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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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悬吊平台】类隐患

4.3.1 悬吊平台-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悬吊平台其工作面未设置立面保护装置 悬吊平台其工作面立面设保护装置

隐患问题：悬吊平台其工作面未设置具有立面保护装置。

风险分析：易产生较大的冲击力，导致安全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增设立面保护装置。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7.7 条：悬吊平台在其工作面应具有立面保护装置。其形式可为靠墙轮或缓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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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悬吊平台-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产品铭牌标识不清 产品铭牌清晰

隐患问题：产品铭牌标识不清。

风险分析：产品铭牌标识不清，无法确定产品信息和参数，易违章造成使用，发生安全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更换产品铭牌，完善产品信息。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14.1.1 条：b）所有平台和悬挂装置应有一个或多个清晰耐久的标记或标牌为用

户提供完整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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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安全装置】类隐患

4.4.1 防坠落装置-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平台纵向倾斜角度大于 14°防坠落装置未起作用 平台纵向倾斜角度 13°防坠落装置起作用

隐患问题：平台纵向倾斜角度大于 14°防坠落装置未起作用。

风险分析：使用过程中，平台失控，导致吊篮发生倾覆失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调整防坠落装置。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8.8.2.1 条：当工作钢丝绳失效、平台下降速度大于 30mm/min、工作钢丝绳无负

载或平台纵向倾斜角度大于 14°等情况发生时，防坠落装置应能自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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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防坠落装置-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锁未有标定时间 安全锁有标定时间

隐患问题：安全锁未按规定进行标定。

风险分析：当提升机故障或工作绳断裂时，悬吊平台发生坠落倾斜时无法锁定,导致吊篮发生倾覆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更换安全锁。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15.2.7 条：防坠落装置应在有效标定期限内使用，其有效标定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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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防坠落装置-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锁无产品标牌 安全锁产品标牌

隐患问题：安全锁无产品标牌。

风险分析：当提升机故障或工作绳断裂时，悬吊平台发生坠落倾斜时无法锁定,导致吊篮发生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更换安全锁。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15.2.7 条：防坠落装置应在有效标定期限内使用，其有效标定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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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防坠落装置-4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锁损坏失效 安全锁完好无损

隐患问题：安全锁损坏失效。

风险分析：当提升机故障或工作绳断裂时，悬吊平台发生坠落倾斜时无法锁定,导致吊篮发生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更换安全锁。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治安全标准》（JGJ/T 429-2018）第 5.8.5 条：4 吊篮的安全锁应完好无损，不得使用超过有效标定

期的安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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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限位装置-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起升限位极限失效 起升限位极限正确定位

隐患问题：起升限位极限失效。

风险分析：吊篮在上升过程中出现冒顶现象，造成悬吊平台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调整起升限位极限。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8.3.10.1 条：应安装起升限位开关并正确定位。平台在最高位置时自动停止上升；

起升运动应在接触终端极限限位开关之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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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限位装置-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起升限位开关、终端极限限位开关失效 起升限位极限正确定位

隐患问题：起升限位开关、终端极限限位开关失效。

风险分析：吊篮在上升过程中出现冒顶现象，造成悬吊平台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调整起升限位极限。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8.3.10.1 条：应安装起升限位开关并正确定位。平台在最高位置时自动停止上升；

起升运动应在接触终端极限限位开关之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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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限位装置-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未设置限位止挡板 已设置限位止挡板

隐患问题：未设置限位止挡板。

风险分析：吊篮在上升过程中出现冒顶现象，造成悬吊平台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增设限位止挡板。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8.3.10.1 条：应安装起升限位开关并正确定位。平台在最高位置时自动停止上升；

起升运动应在接触终端极限限位开关之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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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防倾斜装置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未安装防倾斜装置 已安装防倾斜装置

隐患问题：未安装防倾斜装置。

风险分析：造成悬吊平台倾斜时无法制停，导致吊篮倾覆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增设防倾斜装置。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8.3.8 条：装有 2台或多台独立的起升机构应安装自动防倾斜装置，当平台纵向

倾斜角度大于 14°时，应能自动停止平台的升降运动。此装置可为电子式或机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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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安全绳-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绳固定不可靠 安全绳固定在牢固结构上

隐患问题：安全绳固定在屋顶管道或花架柱上。

风险分析：安全绳固定不稳固，当吊篮坠落时，导致人员发生高坠。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将安全绳固定在牢固的结构体上。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12 条：i） 2）安全绳安装前应逐段严格检查有

无损坏。将确定合格的安全绳独立地固定在屋顶可靠的固定点上；不得固定在吊篮的悬挂机构上，绳头固定应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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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0 安全绳-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绳固定不可靠 安全绳固定在牢固结构上

隐患问题：安全绳大固定不当。

风险分析：安全绳固定点不稳固，一旦发生吊篮坠落事故，也就造成人员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将安全绳固定在牢固的结构体上。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12 条：i） 2）安全绳安装前应逐段严格检查有

无损坏。将确定合格的安全绳独立地固定在屋顶可靠的固定点上；不得固定在吊篮的悬挂机构上，绳头固定应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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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 安全绳-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绳固定在悬挑机构上 安全绳固定在钢丝绳上 安全绳固定在牢固结构上

隐患问题：安全绳固定在悬挑机构上或钢丝绳上。

风险分析：安全绳固定点不稳固，一旦发生吊篮坠落事故，也就造成人员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将安全绳固定在牢固的结构体上。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12 条：i） 2）安全绳安装前应逐段严格检查有

无损坏。将确定合格的安全绳独立地固定在屋顶可靠的固定点上；不得固定在吊篮的悬挂机构上，绳头固定应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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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安全绳-4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绳固定在轨道上 同一位置固定多根安全绳 安全绳固定在牢固结构上

隐患问题：安全绳固定在轨道上或同一位置固定多根安全绳。

风险分析：安全绳固定不稳固，当吊篮坠落时，导致人员发生高坠。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将安全绳独立固定在牢固的结构体上。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12 条：i） 2）安全绳安装前应逐段严格检查有

无损坏。将确定合格的安全绳独立地固定在屋顶可靠的固定点上；不得固定在吊篮的悬挂机构上，绳头固定应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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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3 安全绳-5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绳磨损严重 安全绳有防磨损措施

隐患问题：安全绳与女儿墙或建筑物结构的转角接触处磨损严重。

风险分析：易造成安全绳承载能力降低，甚至安全绳断裂，导致人员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更换安全绳，并在安全绳与女儿墙或建筑物结构的转角接触处增设防磨损措施。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12 条：i） 3）在安全绳与女儿墙或建筑物结构

的转角接触处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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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起升机构】类隐患

4.5.1 钢丝绳导向-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钢丝绳下端未安装重锤 安全钢丝绳重锤安装规范

隐患问题：安全钢丝绳下端未安装重锤。

风险分析：安全钢丝绳从安全锁脱落，导致吊篮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增设重锤。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12 条：f）安全钢丝绳的下端应安装重锤，以使

钢丝绳绷直。重锤底部至地面高度（100～200mm 为宜）。工作钢丝绳安装重锤按使用说明书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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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钢丝绳导向-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钢丝绳重锤采用杂物替代 安全钢丝绳重锤安装规范

隐患问题：安全钢丝绳重锤采用杂物替代。

风险分析：安全钢丝绳从安全锁脱落，导致吊篮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更换重锤。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12 条：f）安全钢丝绳的下端应安装重锤，以使

钢丝绳绷直。重锤底部至地面高度（100～200mm 为宜）。工作钢丝绳安装重锤按使用说明书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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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钢丝绳导向-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钢丝绳重锤设置不当 安全钢丝绳重锤安装规范

隐患问题：安全钢丝绳重锤设置不当。

风险分析：吊笼升降过程中失控下坠。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增设重锤，并确保重锤底部至地面高度为 100～200mm。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12 条：f）安全钢丝绳的下端应安装重锤，以使

钢丝绳绷直。重锤底部至地面高度（100～200mm 为宜）。工作钢丝绳安装重锤按使用说明书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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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钢丝绳导向-4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钢丝绳防脱措施失效 钢丝绳防脱措施规范

隐患问题：钢丝绳防脱措施失效。

风险分析：钢丝绳运行过程容易卡绳或磨损造成断绳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完善防脱绳装置。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8.1.5.1 条：起升机构的设计应有防止钢丝绳在通过卷筒（或驱动绳轮）、后备装

置、导向滑轮时脱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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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钢丝绳导向-5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钢丝绳与接口处摩擦 起升机构有良好的穿绳性能

隐患问题：钢丝绳与接口处摩擦。

风险分析：钢丝绳容易磨损造成断绳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增设防摩擦措施。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8.1.5.2 条：起升机构应具有良好的穿绳性能，不得卡绳和堵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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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起升机构连接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起升机构与悬吊平台连接螺栓断裂 起升机构与悬吊平台未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起升机构与悬吊平台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隐患问题：起升机构与悬吊平台连接螺栓断裂或未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风险分析：易造成构件间连接强度不足，连接不可靠，连接部位失稳，导致吊篮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更换连接螺栓。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5.2.11 条：c）起升机构、防坠落装置与悬吊平台的

连接应可靠，应采用专用高强度螺栓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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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电气控制系统】类隐患

4.6.1 电气保护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未设置相序继电器 已设置相序继电器

隐患问题：未设置相序继电器。

风险分析：电源缺相、错相连接时导致错误的控制响应，易造成吊篮发生坠落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设置相序继电器。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10.2.1 条：应设置相序继电器确保电源缺相、错相连接时不会导致错误的控制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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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控制系统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急停开关失效 急停开关未标记明显的“急停” 急停开关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急停开关未标记明显的“急停”。

风险分析：无法停止吊篮控制系统运行，造成吊篮倾覆或坠落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更换急停开关。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2017）第 11.1.4 条：应提供停止吊篮控制系统运行的急停按钮，此按钮为红色并明显的

“急停”标记，不能自动复位。急停按钮按下后停止吊篮的所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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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升降作业】类隐患

4.7.1 标志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无限载标志 有限载标牌

隐患问题：无限载标志。

风险分析：无限载标志，作业人员易超载使用造成吊篮倾覆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设置限载标牌，并严格控制荷载。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6.2.5 条：C）严禁超载业。《高处作业吊篮标准》

GBT19155-2017 第 14.1.3 条：平台应标注 a）根据平台尺寸，平台最大载重量和最多承载人数进行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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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吊篮运行范围-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悬吊平台运行通道有障碍物 设置停层平台

隐患问题：悬吊平台运行通道有障碍物。

风险分析：障碍物受冲击力失稳破坏，导致吊篮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清除障碍物。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6.2.4 条：C）检查悬吊平台运行范围内有无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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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吊篮运行范围-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悬吊平台运行通道有障碍物 设置停层平台

隐患问题：悬吊平台运行通道有障碍物。

风险分析：操作人员进出困难，造成高处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清除障碍物。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6.2.4 条：C）检查悬吊平台运行范围内有无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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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吊篮运行范围-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篮运行范围有单轨道 吊篮运行范围有脚手架 吊篮运行范围无障碍物

隐患问题：吊篮运行范围有单轨道或脚手架，上下交叉作业。

风险分析：易造成吊篮与脚手架或与轨道电动葫芦链条发生干涉，导致脚手架坍塌和吊篮失稳、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拆除脚手架、轨道吊或重新布设吊篮。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6.2.4 条：C）检查悬吊平台运行范围内有无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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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吊篮停层-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悬吊平台停层有障碍物 悬吊平台停层规范

隐患问题：悬吊平台停层有障碍物。

风险分析：易造成悬吊平台失稳操作人员高处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清除障碍物，让吊篮停在地面，便于操作人员进出。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6.2.3 条：i）操作人员应在地面进出悬吊平台，不得

在空中攀缘窗口出入。严禁作业人员从一悬吊平台跨入另一悬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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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吊篮停层-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悬吊平台停层有障碍物 悬吊平台停层规范

隐患问题：悬吊平台停层有障碍物。

风险分析：易造成悬吊平台失稳操作人员高处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清除障碍物，让吊篮停在地面，便于操作人员进出。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6.2.3 条：i）操作人员应在地面进出悬吊平台，不得

在空中攀缘窗口出入。严禁作业人员从一悬吊平台跨入另一悬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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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 吊篮停层-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悬吊平台停层有障碍物 悬吊平台停层规范

隐患问题：悬吊平台停层有障碍物。

风险分析：易造成悬吊平台失稳操作人员高处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清除障碍物，让吊篮停在地面，便于操作人员进出。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6.2.3 条：i）操作人员应在地面进出悬吊平台，不得

在空中攀缘窗口出入。严禁作业人员从一悬吊平台跨入另一悬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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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违规使用-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将吊篮作为垂直运输设备使用 悬吊平台无杂物

隐患问题：将吊篮作为垂直运输设备使用。

风险分析：易造成吊篮失稳、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卸除物料，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6.2. 5 条：b）不准将吊篮作为垂直运输设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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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违规使用-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篮操作人员未佩戴安全带 安全带自锁器规范 吊篮操作人员佩戴安全带

隐患问题：吊篮操作人员未佩戴安全带。

风险分析：悬吊平台倾覆人员掉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操作人员应正确熟练地使用安全带、自锁器和安全绳。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6.2.3 条：对吊篮操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如下：e）作业

时应戴安全帽，使用安全带。并能正确熟练地使用安全带、自锁器和安全绳，安全绳上端固定应牢固可靠，使用时安全绳

应基本保持垂直于地面，作业人员身后安全带余绳不得超过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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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0 安全警戒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地面未有安全警戒 地面设有安全警示护栏

隐患问题：地面未有安全警戒。

风险分析：高空坠物。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增设警示线或安全护栏，必要时设置安全警戒人员。

规范要求：《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 11699-2013）第 6.2.1 条：h）在吊篮作业下方，应设置警示线或安全

护栏，必要时设置安全警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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