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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昂

GB／T 23723．3—20 1 0／ISO 1 2480—3：2005

GB／T 23723《起重机安全使用》分为以下3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3部分：塔式起重机；

——第4部分：臂架起重机。

本部分为GB／T 23723的第3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IsO 12480一3：2005《起重机安全使用第3部分：塔式起重机》(英文版)。

本部分等同翻译IsO 12480—3：2005。

为了便于使用，本部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IsO 12480的本部分”一词改为“GB／T 23723的本部分”；

——删除IsO 12480 3：2005的前言；

——对于IsO 12480 3：2005引用的国际标准已等同采用为我国国家标准的，本部分引用我国的这

些国家标准代替对应的国际标准。

本部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27)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秦可新、赵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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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安全使用

第3部分：塔式起重机

1范围

GB／T 23723的本部分规定了塔式起重机(以下简称塔机)的安全使用要求。本部分应与

GB／T 23723．1结合使用。

本部分包括：塔机的安全操作规程、管理、计划、选型、安装与拆卸、专用基础、操作与维护及司机、吊

装工、指挥人员的选用。

本部分不适用于人力驱动(非动力驱动)的塔机，也不包括至少有一种动作是人力驱动的塔机。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23723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GB／T 6974．1 起重机 术语 第1部分：通用术语(GB／T 6974．1—2008，IsO 4306—1：2007，

IDT)

GB／T 6974．3起重机 术语 第3部分：塔式起重机(GB／T 6974．3—2008，IsO 4306—3：2003，

IDT)

GB／T 23720．1起重机 司机培训 第l部分：总则(GB／T 23720．1—20。9，Is0 9926一l：1990，

IDT)

GB／T 23720．3起重机 司机培训第3部分：塔式起重机(GB／T 23720．3 2010，IsO 9926—3：

2005，IDT)

GB／T 23723．1 2009起重机安全使用第1部分：总则(Is0 12480一1：1997，IDT)

GB／T 23724．1 起重机检查 第1部分：总则(GB／T 23724．1 2009，IS0 9927—1：1994，IDT)

GB／T 23724．3—2010起重机检查第3部分：塔式起重机(IsO 9927—3：2005，IDT)

GB／T 24818．3起重机通道及安全防护设施 第3部分：塔式起重机(GB／T 24818．3—2009，

ISO 11660一3：2008，IDT)

GB／T 25196．1起重机状态监控第1部分：总则(GB／T 25196．1 2010，IsO 12482—1：1995，

IDT)

3术语和定义

GB／T 23723．1、GB／T 6974．1和GB／T 6974．3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GB／T 23723

的本部分。

工作空间限制器workjng_space ljmiter

防止塔机的固定吊具和／或塔机的某些部件进入禁区的装置。

注：工作空间的限制通常采用不同限制器的组合来实现。

4吊装作业的管理

4．1安全操作规程

GB／T 23723．1—2009中的4．1适用于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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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应考虑下列因素：

在有多台未安装防碰撞装置塔机的工地上，塔机之间有可能相互碰撞，应设置调度员。指定的塔机

调度员(见5．9)和塔机司机应共同协调塔机运动的顺序，以防互撞。从调度员传到司机的任何通讯指

令都应经由各自的指挥人员传达。指挥人员在发出相关信号之前都应得到调度员的同意。

塔机运行中部件间应保持：

a)最小间距为3m；或

b)最小间距为600 mm，前提是能够取得制造商提供的全部详细资料，并考虑到可能出现的

偏差。

非工作状态的塔机及其部件的安放位置，应按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的规定，以避免发生碰撞[见

10．4 b)]。

塔机应尽可能布置在能消除碰撞危害或使碰撞危害程度降到最小的位置。

4．2塔机作业管理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4．2的规定。

4．3合同管理

如果塔机是根据雇主与用户的协议，由用户自行管理，则GB／T 23723．1—2009中的4．3适用于

本条。

5 工作人员的选用、职责与最低要求

5．1通则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5．1的规定。

5．2管理塔机作业的人(指派人员)的职责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5．2的规定。

为安全起见，指派人员在编制吊装作业程序时应考虑环境状况，不要让司机过长时间在操纵室内或

过长时间操纵机器，应有工问休息。

5．3司机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5．3．1和5．3．2的规定。

在选用塔机司机时，应考虑司机有可能被要求爬到很高的位置，并独自度过很长时间。

GB／T 23720．1和GB／T 23720．3规定了塔机司机学员的最低培训要求，以使其掌握驾驶中的基本

操作技能和正确运用这些技能的必备知识，

5．4吊装工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5．4的规定。

5．5指挥人员

应符台GB／T 23723．1—2009中5．5的规定。

5．6安装人员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5．6的规定。

此外，塔机安装人员应：

a)熟知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书的相关章节；

b) 熟悉人员防护装备的所有知识并能正确使用。

5．7维护人员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5．7的规定。

此外，维护人员应：

a)熟知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书的相关章节；

b)熟悉GB／T 23723．1—2009中安全操作所要求的“准许工作”系统(见GB／T 23723．1 2009

标准资料网 www.PV2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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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0．2．2)，并具备在该系统下正确操作的能力；

c) 熟悉人员防护装备的所有知识并能正确使用。

5．8检查人员／塔机检查员(从事“例行定期检查”工作)

5．8．j职责

检查人员／塔机检查员应：

a)确认：

1)有无随机文件。

2)塔机是否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进行安装。

3) 下列机构或结构有无缺陷或功能异常的现象：

——钢结构；

——机构(尤其是制动器)；

一控制系统。
4)所有机构(尤其是制动器)功能是否正常。

5)所有限制器和显示功能是否正常。

b) 向指派人员递交一份检查报告。

5．8．2最低要求

检查人员／塔机检查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胜任所要从事的检查工作；

b) 能在各种高度的塔机上有把握地、安全地工作；

c) 熟知与塔机相关的各种法规；

d)熟知塔机的使用；

e) 能够确认和识别缺陷的重要程度。

对于非例行检查(如首次使用检查、大修或改型后的检查以及特殊合格评定)，需由专业工程师担

任，见GB／T 23724．1和GB／T 25196．1。

5．9塔机调度员

5．9．1职责

在有多台塔机的工地上，塔机调度员应协调不同塔机的作业顺序，以防止塔机部件和／或吊载问的

互撞。

5．9．2最低要求

塔机调度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胜任本职工作；

b)年龄21岁以上，如果低于21岁，为了进行培训应在胜任人员的直接监督下作业；

c)身心健康，尤其在视力、听力、灵活性和敏捷性方面要合格；

d)至少有5年使用塔机的经验；

e)经过信号知识的技术培训，具有良好的起重机手势信号识别能力；

f)能给出准确、清晰的指令(如口令、非口令、声响信号)，以及在使用音频设备(如无线通讯)的场

合会操作这类设备；

g) 能制定塔机调度员计划[见5．10．1 b)]。

5．10塔机安装主管

5．10．1职贵

塔机安装主管是“安装负责人”，见GB／T 23723．1 2009中的5．6．1。

塔机安装主管除了承担塔机安装工的职责外，还应：

a) 领导所有安装工，管理在安装／拆卸作业时可能用到的其他与塔机有关吊装设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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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出措施，确保安装作业按照调度员的计划执行；

c) 确保辅助安装设备符合规定，检验合格；

d) 确认所有安装人员都携带好必要的工具和个人防护设备。

指振人员(见5．2)对塔机的安装／拆卸作业(包括计划的制定)负全部责任。

如果塔机安装主管必须离开安装现场，即使几分钟也应从安装团队中指定另一名合适的有资格人

员为l临时负责人，以防止出现差错。在所有关键的作业环节中塔机安装主管都应在场。

5．{0．2最低要求

塔机安装主管除了具备塔机安装工的基本素质之外，还应：

a) 至少有5年塔机或同类设备的安装／拆卸从业经验，接受过安装／拆卸主管岗位的培训；

b)掌管教安装／拆卸塔机的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书，熟知其内容；

c) 接受过管理塔机安装／拆卸从业人员的培训，也接受过如何确保这些人员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设

备的培训；

d)能保证在安装过程中正确使用设备。

5．11其他规定

如果起重工或指挥人员被要求执行塔机调度员计划之外的吊装作业，应向指派人员报告。

6塔机的安全

6．1 通则

应符合GB／T 23723．1 2009中6

6．2指挥塔机操作的人员的标识

应符合GB／T 23723．1 2009中6

6．3人员防护装备

1的规定。

2的规定。

应符合GB／T 23723．1 2009中6．3的规定。

6．4人员防护装备的使用

应符合GB／T 23723．1 2009中6．4的规定。

在高空作业时应头戴下颚扎带的安全帽。

必要时佩戴双肩挎安全带。

在塔机上工作的人员应穿上适合攀爬塔机的鞋袜。

6．5通道

6．5．1通则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6．5．1的规定。

塔机工作时，如果有人需要留在塔机上，应事先通知司机。

应尽可能禁止无关人员靠近塔机。

6．5．2登上和离开塔机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6．5．2的规定。

指派人员应确认扶梯、休息平台和其他通道符合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的要求。

安装主管应确保通道设备随着塔机的安装进程，正确有序地安装到位，以便安装团队得以利用这些

设备。应特别注意：

a)扶梯连接螺栓；

b)各种护栏，尤其是休息平台和检查平台上的护栏；

c)从地面到第一个扶梯下端的通道或地面到塔机底架的通道；

d)从施工作业面到塔机的通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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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司机室距离地面的高度超过30 m且塔机附着建筑物与塔机之间没有通道，可提供塔机专用

升降机或升降操纵台。

6．5．3人员须知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6．5．3的规定。

6．5．4臂架通道和平衡臂通道

应保证通往臂架和平衡臂的检修通道的安全。根据GB／T 24818．3的要求，狭小通道应全程提供

扶手或安全索。检修人员可以用一个合适的装置把安全带扣在安全索上，通行于整个臂架而不会脱离。

也可用与小车连接的载人吊笼作为沿臂架的备用安全通道。

6．5．5司机室的安全

指派人员应确认：

a) 司机室地板上或司机两脚旁边的透视板应维护良好，以确保其能够承受司机全部或部分体重，

并应加强保护，如罩上强度足够的网以承受一个人的质量；

b)司机室的窗户应维护好，确保它们不会向外脱落，以防人员从窗口坠落；

c) 顶部可打开的全景式以及类似的司机室，应符合有关的国家标准要求。

6．6灭火器

应符合GB／T 23723．1 2009中6．6的规定。

塔机上应配备适当型式和数量的灭火器，而且应放置在司机触手可及的地方。

司机和其他有可能驻留在司机室内的人员都应接受灭火器使用的技能培训。

6．7随机文件

塔机的额定起重量图表、使用说明书、试验和检验证书及报告，应符合GB／T 23723．1—2。09中6．7

的规定。

塔机安装方案或安装方法的有关资料应与塔机基础计算资料和平面图一起，保留到合同规定的塔

机作业期结束。在合同期内，因施工变化有可能需要改变塔机时，应参考这些资料。

6．8安全装置

塔机应根据需要配备以下装置：

a)起重力矩限制器；

b)载荷幅度指示器；

c)运行限位器；

d)起重量限制器；

e)起升高度指示器；

f)风速仪；

g)工作空间限制器。

工作空间限制器主要应用在有两台或两台以上塔机同时作业的地方，这些塔机自由运行可能会相

互干涉。工作空间限制器应限制塔机的回转、小车变幅或大车行走，防止塔机的结构、钢丝绳或吊载发

生碰撞(见附录A)。当塔机作业时有不应伸人或不应带载越过的区域时，工作空间限制器可用于单台

塔机。限制器宜给司机报警或向其发送信息，而不干扰塔机作业。

如果采用拖动电缆进行塔机之间的遥讯联络，应采取措施以保护其不受干扰或意外损坏。

6．9其他安全设施

6．9．1避雷

塔机应进行有效接地。

6．9．2压重／平衡重

当需要配备底架混凝土压重或混凝土平衡重时，应：

a)按照制造商的设计和规定制造；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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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其设计经塔机制造商或合格工程师认可，并被有效地固定，以防意外移位或错位。

应使用做了正确质量标记的压重块。

平衡重位于高处，在塔机作业时有相互摩擦的倾向，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其坠落。

6．9．3报警器

轨道式塔机应安装声响式行走报警器，并在塔机开始行走时动作。

6．9．4广告牌

广告牌、装饰品、轮廓灯等，都会给塔机增加额外载荷，因此，除非获得制造商同意，否则不能配置。

这类装置的最大供电电压应限制在55 v以内。电线应加以防护以免造成人身损害。

7塔机的选择

在选择塔机时应考虑：

a)GB／T 23723．1 2009的第7章；

b)盛行风速，即当地气象资料提供的常年风速，因为盛行风速会限制塔机在某些地区的使用，还

可能要求限制塔身高度或臂架长度；

c) 通用型塔机的主要性能，见GB／T 6974．3。

对于采用小车变幅的塔机，计算相邻塔机之问的间距时，应留出适当的余量，以弥补计算误差(见

4．1)。

对于采用动臂变幅的塔机，由于非工作状态情况不同，应特别注意阅读使用说明书。

应注意建筑物施工结束后塔机的拆卸，尤其是自升式塔式起重机。

可流动使用的塔机尤其适合要求频繁在工地之问转场作业的场合。应特别注意确保支腿、支架等

支承能承受工作载荷。

有些起重量很小的自行架设的塔机可以安装在充气轮胎式拖车上。这类塔机需要牵引才能到达施

工地点，立塔前或使用前应正确安好支腿或支架。应严格按照制造商的安装说明书进行安装。如果由

操作人员来架设和收回这类塔机，应经过特别培训，并有安装人员的协助(见5．6)。

不带自动找平功能的装有履带的塔机行走时，应严格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在规定的倾斜允差

范围内行走。应特别注意避免碰撞并满足风速限制要求。

如果塔机采用遥控操作，在选择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a) 由于塔机司机对机器没有了“身i临其境的感觉”，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会使塔机面临的危险比司

机在操纵室内操作时更大；

b)如果接收红外线的传感器随塔机一起回转，无法对准发射器，在塔机上应用红外遥控操作可

能不太可靠。

8塔机的布置

8．1通则

应符合GB／T 23723．1 2009中8．1的规定。注意事项见4．1。

8．2塔机独立状态或附着状态

8．2．1通则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8．2的规定。

如果塔机准备安装在现有建筑物或待建建筑物基础的附近，指派人员应保证按照塔机设计者的要

求对地基进行加固。

如果在邻近基础的施工过程中，有对地基产生干扰的情况，应向有关设计人员进行咨询，以确保整

个地基或塔机基础得到维护。

当塔机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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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上；或

——专用基础锚定装置上；或

——一次性标准节(即埋设于混凝土基础块内的塔身基础节)上时。

应强调这类基础的构筑精度在制造商规定的误差范围内，以保证立好的塔机能正常作业。

在有些情况下，出于以下原因，塔机附着在正在建设的建筑物上，或者用拉索支承：

a)要获得超过塔身独立高度的高度；

b)在有效空间受到限制的时候，要对塔机的运动加以限制；

c)为了符合临近财产(如铁路)所有权人的要求。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所采用的附着装置／支承拉索都应得到制造商的同意，或者经过合格工程师的

计算，并应附着在能承受这种外加载荷的建筑物上。

8．2．2塔机基础

8．2．2．1一次性基础

制造商应详细说明一次性基础的最小尺寸、其承受的倾翻力矩、塔机工作状态及非工作状态的其他

载荷。

从制造商那里获得塔机作用的各种载荷(注意：这些载荷可能是净载荷，不考虑安全因素的影响)

后，塔机基础应由台格的工程师设计，使地基承载能力不超标。

如果基础设计限制了塔机的独立高度，应明确说明这种情况下最大独立高度。

8．2．2．2塔机轨道

制造轨道的材料应合适，并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保证不误用材料。

轨道的设计、布置和安装应需要专门技术人员完成，特别是轨道需要弯曲时。

轨道之间的区域不应用于储存物料或作为往返、穿越工地的道路。轨道经过的全部区域宜用栅栏

围起来，防止未经许可的人员穿行。

如果需要某一地段作为供车辆穿越轨道的通道，则应加强管理，防止发生意外碰撞，还应采取措施，

保证轨道不被过往车辆超载破坏。

应采取适当措施维持轨道的轨距，比如用张紧拉杆。

不应焊接或加热轨道，除非得到合格的冶金工程师的许可。

轨道端部止挡或缓冲器应牢固安装在轨道上，并加以精确调整，以保证塔机与两边轨道同步接触。

如果塔机在任意时间段内在静止位置上作业，端部止挡将会受到塔机底架的强烈冲击，端部止挡应有吸

震或缓冲的作用，并且不应相对于塔机底座有移动。在计算塔机的稳定性时，不应考虑轨道端部止挡。

塔机制造商可能会提供夹轨器以防止塔机遇到风暴时沿轨道滑行。只要塔机处于不工作状态，夹

轨器都应夹固在轨道上。如果制造商不提供夹轨器，应采取适当措施，以达到同样效果。

所有类型的轨道都应进行定期检查(如果制造商提供建议的话，则遵照执行)，如果出现明显的瑕疵

或不平整现象，应立即采取正确的措施解决。

8．2．2．3特殊基础

特殊的施工，如炼钢厂，需要特殊的基础结构，指派人员应保证这种基础结构由合格的工程师设计，

能承受制造商确定的塔机产生的载荷。

8．3起重机周边的危险因素

应符合GB／T 23723．1 2009中8．3的规定。

9塔机的安装、拆卸和高度变更

9．1制定方案

应符合GB／T 23723．1 2009中9．1的规定。

在制定塔机的安装、变更高度，尤其是拆卸方案时应考虑周密。大多数塔机安装单位，无论是为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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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都采用某种形式的表格或核查列表来确保在计划阶段不捕过任何细节。

塔机安装／拆卸方案应由具有实际经验的一人或多人起草。安装／拆卸方案宜在作业前予以公布，

以便相关人员熟悉其内容。建议召开相关人员参加作业前准备会，以评估作业程序并且分配任务。该

方案应包含下列内容：

a) 塔机运往工地或从工地运出的方式。

b)安装／拆卸过程中需要使用的辅助起重机的选型问题，尤其应考虑到从高处拆除某些塔机部

件，例如：当辅助起重机从一台竖立着的塔机上移除某一部件(如一节臂架)，一旦拆除连接插

销，辅助起重机将承受整个部件的载荷，从而不可能安全地将该部件拆除。在这种情况下，辅

助起重机最好具有一定的额外性能，允许失误导致部件突然分离。任何情况下用于拆卸作业

的起重机都不应使负载自由脱落。在起重机承受初始张力后，必要时，可用千斤顶或其他方

法撬动载荷。

c)运输用车辆及安装用辅助起重机与工地间的通道。

d)被安装塔机的地基情况。

e)被安装塔机将要到达的独立高度以及臂架的长度。

f)塔机周边的危险因素，见GB／T 23723．1—2009中的8．3。

g)安装期间用到的专用吊装设备。

h) 与邻近财产所有人的联系。

i) 与要求法定通告的地方政府或其他机构的联系。

j)必要的道路封闭的安排。

k)必要时，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无线电使用许可证。

1)工地上准备好的全套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书，说明书的语言应是安装人员能看懂的。

9．2部件的确认

应符合GB／T 23723．1 2009中9．2的规定。

9．3供电

应符合GB／T 23723．1 2009中9．3的规定。

9．4人员

塔机的安装、拆卸和变更高度应在塔机安装主管的连续指挥下，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的要求，

由专业人员执行。如果安装主管认为地基状况、天气、障碍物或其他原因不允许作业时，应有权停止

作业。

安装主管应与工地管理部门密切联系，认真考虑管理部门、现场工作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组织可

能提出的建议或警告。

9．5操作

在塔机的安装、拆卸和变更高度的作业中，被任命为操作吊装作业的人员，应熟悉辅助起重机的详

细情况，见GB／T 23723．1 2009中的4．2和4．3。

应确保该作业是在塔机安装主管的持续监督下进行的。

9．6安装前的检查

安装前应检查确认所有零件属于被安装塔机，并处于良好状况，无任何缺陷。

应确认所有部件的吊装点。

有些情况下，塔机从供应商交送用户前就进行检查，可能更为便利，但现场检查仍必不可少。

9．7天气

当天气条件可能影响塔机或其部件的稳定性时，如大风或在能见度很差的情况下(如大雾)，不应进

行塔机的安装、变更高度、拆卸作业(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应给出这几种特殊作业的最大允许风速的参

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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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机变更高度作业时的风速限制应更严格。

如果天气状况(如零部件和通道结冰)可能给安装人员带来危险，应该避免上述作业。

9．8指导塔机安装、变更高度和拆卸作业的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

应严格遵守塔机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的规定。任何与规定的安装顺序不符的变动都应得到原设计

者或其他合格工程师的同意，以保证塔机的稳定性，保证结构件或机械零件不会承受超额载荷。塔机在

利用顶升套架改变其工作高度时，这一点尤其重要。

注：许多塔机制造商在其提供的说明书中规定了详细的检查、检验项且，如在施加扭矩之前，应保证用规定的润滑

脂／润滑油来满足标准节连接螺栓的润滑要求。

9．9塔机爬升

9．9．1通则

塔机爬升是利用特制的顶升机构改变塔机高度的一种作业。“爬升”的含义是指增加或减少塔身

高度。

附录B对塔机爬升的两种主要方式作了说明。

尽管大多数塔机的爬升系统工作原理相似，如附录B所示，但塔机、标准节和爬升套架的制造、类

型和型号，在细节上会有所不同。因此，任何情况下都应遵守塔机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的规定。

9．9．2制定爬升作业的方案

应建立一套安全作业规程并在爬升作业时遵照执行。

安全作业规程应由参与爬升作业的人员制定并同意。这些人员包括：制定方案的人员、执行爬升作

业的人员、受到爬升作业影响的人员以及刚结束爬升作业就被任命为新塔机试车员的人员。

任何情况下爬升作业都应计划周全，由合格的专业人员实施，并给予必要和有效的监督，爬升作业

应安全操作。

9．9．3指派人员

指派人员应全面负责顶升作业的计划和落实。应有能力承担这些责任，并十分熟悉塔机的制造商

提供的说明书。

指派人员应考虑所有与顶升作业有关的风险，制定有效的作业方案，并确保：

a)塔机的支承基础或支承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以支承顶升后的新塔机结构，在任何情况下都

应符合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的要求；

b)爬升作业应分阶段有效地进行，不应受其他施工活动的影响；

c)塔机邻近财产的所有人(如铁路、机场以及附近的其他单位)的要求应予以满足，要经常向他们

通报情况；

d) 当附近的塔机正在作业时，应咨询塔机调度员；

e) 即将爬升的塔机应保持在有效的工作状态、工作秩序和良好的维护状态；

f)准备好爬升作业要用到的设备，并使之处于有效的工作状态、工作秩序和良好的维护状态；

g)任命一名安装主管，其应能胜任爬升作业，并十分熟悉安全作业制度、爬升作业方案和塔机制

造商提供的说明书，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有爬升作业涉及到的塔机、标准节和顶升套架的具

体类型和型号等内容；

h)准备好可能要求的特别紧急停机或救援措施；

i)为安装队准备好塔机的当前版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供爬升作业期间使用，该说明书有爬升作

业涉及到的塔机、标准节和爬升套架的具体类型和型式等内容。

9．9．4安装主管

安装主管是被任命为管理塔机安装队的人，负责安装作业。安装主管应有丰富的经验和多方面的

技能，以管理监督安装队伍。

安装主管的职责是：
9



GB／T 23723，3—20 1 0／ISO 1 2480—3：2005

a) 在开始作业前，保证所有安装队员都具备安全作业的能力，充分熟悉特定型号类型的塔机和爬

升套架的安全作业规程、作业方案和塔机的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

b)在开始作业前，保证作业期间将用到的所有设备都经过检查，并处于良好状态；

c)在开始作业前，确认即将爬升的塔机处于良好状态，无影响爬升作业的任何故障；应特别注意

爬升套架连接件的状态，保证塔身垂直度在制造商允许的公差范围内；

d)在开始作业前，确认天气条件不会影响作业期间塔机的稳定性；

e)在开始作业前，对所有作业人员之间的通讯联络的有效程度进行检查，保证在作业期闻通讯

通畅；

f)保证塔机维持在制造商规定的平衡状态，臂架在作业期间总是处于正确方位；

g)保证作业期间对天气状况的监控；一般情况下，当风速超过12 m／s的时候，不应进行爬升

作业。

9．9．5爬升结束后塔机的重新运行

塔机爬升作业结束后，恢复作业前，应由合格人员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确认所有的显示装置和

限制装置。应检查确认塔机的爬升作业正确，不存在影响安全作业的缺陷，可以安全使用。检查结果应

用正式的书面报告详细记述。

9．10部件与材料

9．10．{部件的互换性

只有经过制造商的同意，才允许同一制造商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塔机之间进行结构件的互换。

互换结构件后，应对新组合的塔机进行重新试验，并在试验证书上注明互换过的零件。

9．10．2材料

大部分塔机零件都是用特定的钢材制成的，所以除了制造商的规定，不应自行替换任何零部件，

焊接或其他热处理应在制造商规定的条件下进行。

高强螺栓的重复使用应严格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条件。

摩擦型高强螺栓不应重复使用，除非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的规定。

用于紧固回转支座的螺栓一旦取出，应更换新的，除非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另有规定。螺栓应只能

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紧固。

10工作程序与预防措施

10．1塔机作业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10．1的规定。

10．2在塔机上工作

10．2．1通则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10．2．1的规定。

塔机在风中易发生摆动或回转，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作业人员因塔机摆动或回转而移位、

受伤或受困。

10．2．2准许作业制度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lo．2．2的规定。

10．2．3定期检查

应根据GB／T 23724．1进行定期检查。

10．2．4常规检查

GB／T 23723．1 2009中的10．2．4适用于本条。

10．2．5状态监控

应符合GB／T 25196的规定。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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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故障和事故的报告

应符合GB／T 23723．1 2009中10．3的规定。

10．4离开塔机

当塔机将要无人值守时，即使是一小段时间，都应采取下列措施：

a) 吊钩上不应留有吊挂载荷，应取走所有链条、吊索等。

b)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的要求将塔机置于非工作状态。

注1：每次遇到这种状况，应采取措施保证回转制动器松开，以使塔机臂架能随风转动。

注2：对于小车变幅的塔机，一般都把小车开回到最小幅度位置。

c)对于动臂变幅或类似的塔机，动臂非工作状态时的倾角应严格遵守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的

要求。

d)轨道行走式塔机应夹紧在轨道上，以保证遇到大风时，塔机不会被风吹得沿轨道滑行。当长

时间(如过夜)离开塔机时，塔机应断电，司机室的门应关紧锁好。

e)如果司机室或控制柜加热器、照明灯等需要整夜维持供电，应采取单独设置，以隔离机器的

供电。

10．5高空作业

应根据GB／T 23723．1 2009中4．1相关部分的要求，遵守安全作业规程。

11工作状况

11．1额定起重能力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11．1的规定。

11．2操作和控制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11．2的规定。

由于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塔机在操作和控制方面最常见的差别是回转制动程序，所以，塔机司机

应知道哪一种操作方法是可行的。

注：不当的操作方法会对塔机造成过大的结构应力并导致电气系统的失效。

宜在司机室内(除了放置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外)张贴实用、醒目的告示，详细说明停止塔机回转的

方法。

11．3靠近人群的载荷的吊装

应符合GB／T 23723．1 2009中11．3的规定。

11．4多用途升降

除制造商规定的特殊工程用途外，塔机不应用作其他用途的升降作业。

11．5特殊用途

11．5．1通则

GB／T 23723．1—2009中的11．5．1适用于本条。

11．5．2抓斗起重机和电磁起重机功能

除非制造商允许，塔机不应用于执行特殊作业，如抓取或通过电磁提升。

注：制造商可以推荐降载使用的塔机用于这种用途。

11．5．3用于拆除作业和其他特殊作业

塔机不应用于拆除球操作、打桩或拔桩。

11．6天气条件

11．6．1通则

天气条件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11．6．1的规定，也应符合9．7的规定。

升高塔机时的风速限制更为严格。如果天气状况(如零部件和走道结冰)有可能给安装人员带来危

险，应避免这类作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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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风速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11．6．2的规定。

11．6．3能见度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11．6．3的规定。

11．6．4雨、雪或冰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11．6．3的规定。

严重结冰会使臂架通道变得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考虑让塔机开始工作，应等到气温升高

到使冰足以自然融化时开工。应警告塔机附近的人员，在融冰过程中，可能会有大块冰掉落。

注：水平臂塔机比其他型式的塔机更易受到来自冰雪的过大载荷。

”．6．5恶劣天气条件后的检查

塔机在经历了超出制造商限定的天气条件后，在开机之前，应尽快安排合格的专业人员检查锚同装

置和压重／平衡重，并采取必要措施来保证塔机的稳定性。

在做上述检查的同时，也应对整体结构进行彻底检查，以保证塔机在恶劣天气里未受任何损害，或

出现可能导致故障的状况。

检查应符合GB／T 23724．3～2010中第7章的规定。

12载荷的吊装和堆放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第12章的规定。

13人员的起升和下降

设有载人吊笼的塔机，应符台GB／T 23723．1—2009中第13章的规定。

由于过高，应特别注意防止载人吊笼的摆动，因为载人吊笼的摆动会引起吊笼转动。一般情况下不

给这种载人吊笼安装金属箍带或类似的设备。当需要把吊笼提升并停靠在一个建筑物(乘坐吊笼的人

员可能要在该建筑物上工作)的旁边时，建议采用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吊笼，这样会更容易控制。

应注意保证吊笼的整洁并处于良好的状态。吊笼不应携带使乘员难以落脚的工具或设备。

4试验、检查和状态监控

14．1通则

应符合GB／T 23723．1—2009中第14章的规定。

14．2使用年限和使用率

塔机一般不按高工作级别使用设计，如果塔机已经频繁使用，应考虑对其进行无损检测，以检测可

能存在的疲劳裂纹。应寻求制造商或设计部门的帮助，确定结构件的易损零部件。

塔机在腐蚀性环境下使用或贮存也可能引起结构的失效，可要求进行更全面的检查。

使用年限较长的塔机上可能出现疲劳损坏和锈蚀现象，可要求进行上述更详细的检查和试验。

使用年限较长的塔机可以继续使用，对于使用期超过10年的，应特别注意上述因素。

14．3人员安全

应注意试验可能失败，所有不必要的人员应远离试验区域。如果塔机配备了遥控装置，应利用遥控

装置进行试验，司机远离危险区域。

在进行最大载荷试验时，应将夹紧装置或类似装置装到臂架上以限制小车的幅度。如果塔机投有

安装或拆掉夹紧装置的安全通道，应采用其他安全方法限制小车的幅度。

15信号系统

15．1通则

应向所有司机、起重工及其他参与吊装作业的人员发放作业时用到的手势信号的复印件，以保证使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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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用的信号。

进行特殊吊装作业时，或不适于仅使用手势信号，应采取其他形式的通讯手段，如无线电或电话，来

补充手势信号。

当采用无线电作为通讯手段时，所选频道应与其他通讯不发生干涉。所有与信号有关的人员都应

得到一个清晰唯一的呼叫信号，而且该呼叫信号优先于其他所有通讯信号。

在进行吊装作业过程中，一次只应由一个人给塔机司机发出手势信号或口令。

由于塔机和人员之间存在距离，所以使用清晰的识别系统和通讯系统是很重要的。

见GB／T 23723．1—2。09中的6．2。

15．2无线电通讯

在塔机作业区域内安装、使用无线电应遵守特殊规定。

建议咨询负责无线电通讯管理的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有关机构，以确保符合法规、许可证要求，保证

无线电技术(如信号系统、特殊设备、呼叫信号、频率等)的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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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范围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工作空间限制器——防碰撞／分区装置的要求

卒附录规定了关于在塔机上安装工作空间限制器(如禁止重叠、躲避固定障碍物等)和与此相关的

防碰撞装置(针对交迭安装塔机)的要求。

A．2电源供应

A．2．1工作空间限制器

因工作空问限制器不能脱离塔机而独立工作，当塔机电源切断时，工作空间限制器电源应同时自动

切断。

A．2．2防碰撞装置

园塔机停止工作时，防碰撞装置仍需运行，在切断塔机机构动力和控制电源时，应继续给防碰撞装

置供电。

A．3要求

在设计和制造塔机时，应考虑到能够安装工作空间限制器和／或防碰撞装置。但是对于自行架设的

小起重力矩(小于或等于30 t·m)塔机，只要求能安装回转限位器和小车行走限位器(因为这些限制器

可禁止吊钩进入某一区域)。为此，塔机应满足：

a)为可选择安装的工作空间限制器／防碰撞装置预置必要的设备；或

b)安装传感器，以输出工作空间限制器／防碰撞装置运行所必需的信息；或

c)根据b)的要求，提供传感器的参考点或采集点。

塔机制造商应确定工作空间限制器／防碰撞装置控制塔机运动或功能的必要连接点。

工作空间限制器／防碰撞装置连接点的选择应使工作空间限制器／防碰撞装置的动作与塔机机构的

正常作业协调一致(在停止大惯性运动前减速和机械制动的使用)，尤其是应符合塔机制造商规定的启

动和停止操作步骤，以避免引起过多的瞬时动作。

所有对工作空间限制器／防碰撞装置的动作起作用，从而限制塔机运动的连接点都应安装在一个专

门的控制箱内或专门的端子接线板上。出厂已安装防碰撞装置的塔机不必配置此类控制箱或端子接

线板。

A．4信号传输

指示信号应在塔机司机的视野范围内。指示信号可使用信号灯、仪表盘或屏幕显示。

A．5使用说明书

A．5．1 塔机安装的说明(见图A．1)

使用说明书应：

a)提醒塔机安装人员／司机安装塔机时避免下列危险：

1) 运动中的塔机与固定障碍物问的碰撞；

2)进入危险区域或禁人区域；

1 4

标准资料网 www.PV265.com

http://www.pv265.com?pdf


GB／T 23723．3—2010／Iso 12480—3：2005

3)运动中的各塔机相互碰撞，这种碰撞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一高位塔机的起升钢丝绳与被其覆盖的塔机的平衡臂接触；
一高位塔机的起升钢丝绳与被其覆盖的塔机的臂架接触；

当两塔机在相同的轨道或在非常接近的轨道上行走时，低位塔机的臂架和／或平衡臂

与高位塔机的塔身之间的接触。

b)否则提醒塔机安装人员／司机注意，宜安装工作空间限制器／防碰撞装置来减少上述危险，并

且建议当高位塔机的起升钢丝绳与被其覆盖的塔机的平衡臂可能发生接触时，被平衡臂覆盖

的空间应被视为禁人区域。

A．5．2工作空间限制器／防碰撞装置正确安装说明

应作如下的详细说明：

1)工作空问限制器／防碰撞装置的电源供应。

如果电源由塔机制造商提供，应给出电源特性(电压、功率、接地方法等)。

2)工作空间限制器／防碰撞装置运行所需要的信息。

——如果工作空间限制器／防碰撞装置所需要的信息可在塔机上获得，应说明它们的特性和可

能的连接点[见A．3 b)]；或

工作空间限制器／防碰撞装置所需要的信息不能在塔机上获得，应指出安装传感器的可能

位置，以及参考点或采集点的特性(包括传感器所发出信号的类型和特性，切断动作的类

型和特性及其他相关特性)[见A．3 c)]。

3)工作空间限制器／防碰撞装置对塔机的作用。

说明工作空问限制器／防碰撞装置实现限制塔机运动或功能的必要的连接点和接头的特性。

o o④o O
A：禁入区域 A1

禁止进人到：A1一个扇形区域； A2——一个环形区域；

A3⋯多个环形区域； A4——相同轮廓的区域

B；平衡臂／起升绳

避免碰擅的解决方案：Bl——更改布局}

图A．1

B2——重新选择设备。

重叠情况举例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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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

通过禁止低位塔机接近特定区域(针对A1情况)；

c1——高位塔机臂架处于任意位置l c2 考虑高位塔机臂架的可能位置

通过禁止高位塔机接近特定区域：

c3——低位塔机臂架处于任意位置； c4——考虑低位塔机臂架的可能位置

C5

通过监测高位塔机钢丝绳和低位塔机臂架的相对位置；C5一跟踪装置

注：目．重叠区域， 圆舢接近区域；
GH：高位塔机；GB：低位塔机。

图A．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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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机爬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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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通则

塔机爬升是指利用特制的顶升装置来改变塔机的高度。“爬升”的含义是指增加或降低塔身的

高度。

塔机爬升的两种主要方式定义如下：

外爬式：利用爬升套架把待加的标准节嵌入塔身内(见B．2)来实现塔身加高。

——内爬式：通过一套直接作用在支撑塔机的建筑物上的爬升装置来实现塔机的升降(见B．3)。

为清楚起见，以下概括说明这两种爬升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塔机的爬升系统都利用上述原理，但不同厂家、不同型式、不同型号的塔机在

细节上有所不同。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遵守塔机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的规定。

B．2外爬式爬升操作

典型的爬升套架由三部分组成：一个有一面开口的桁架结构钢制框架、一个标准节运送小车以及顶

升机构，即顶升油缸总成。框架的三面套在塔身上，而在有开口的一面，则配备承接组装好的待加节的

装置。

典型的爬升操作开始时，爬升套架紧固在塔机回转支座下面，顶升油缸总成的下端连接在塔身的承

力点上[见图B．1 b)]。

然后用塔机吊起待加节，运送到爬升套架上[见图B．1 c)]。塔机的设置应能保证作用于爬升套架

的倾翻力矩最小，使塔机上部结构相对于顶升油缸的中心线处于平衡状态，臂架与该中心线对正。

接着给顶升油缸加压，使之支撑塔机上部结构的质量，从而拿掉连接塔机上部结构和最上面一节塔

身的紧固件。进一步使顶升油缸伸出，以便将起重机上部结构顶开一段足以容纳新加节的距离[见

图B．1 d)]。当顶升油缸和爬升套架伸出足够长度时，把待加节送人框架内，使之与塔身中心对中[见

图B．1 e)]。让顶升油缸连同框架一起下降，直到起重机上部结构的紧固件连接好，固定在新加节上

部。撤出运送小车[见图B．1 f)]，然后进一步降低装了新加节的起重机上部结构的高度，以便装好下面

的紧固件，与原有的标准节的上部连接牢固[见图B．1 g)]。

将爬升套架与塔身重新对正，重复上述操作步骤，就可以添加更多的标准节[见图B．1 h)和i)]。

B．3内爬式爬升操作

当塔机安装和支承在正在施工中的建筑物内时，可随着施工的进程在建筑物内向上爬升，这个过程

就叫“内爬”，见图B．2。

塔机由两个爬升框架支承。在安装塔机时，将塔身与两个爬升框架相连，这样，塔机产生的作用力

就通过框架转移到建筑物结构上。

为了使塔机爬升到上部楼层，需要在上部框架上面的适当距离处，围绕塔身安装另外一个框架。这

时候要调整塔机上部结构的位置，以保证其上部结构产生的倾翻力矩最小，然后松开连接塔身和框架的

紧固件，利用位于塔身底部的内爬节和液压装置使塔机上升。塔机一旦爬升到中间框架的位置，即被固

定在中间框架和上部框架上。然后就可以撤去底部框架，待下一次爬升操作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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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B．1 典型的外爬式顶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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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爬升前

注：

1——新的上部框架(爬升前先装)

2——中间框架(原先的上部框架)

3——爬梯；

4——内槌节和液压装置；

5——底部框架；

6——上部框架；

7——原先的底部框架(要撤除的)

5

图B．2内爬式爬升操作

b)爬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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