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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隐性”超载的原因分析及其预防措施
赵　川，仲崇新，刘洪海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　起重机设备超载吊运危害极大，尤其是“隐性”超载问题，由于不容易及时被发现，会导致隐患问题进

一步蔓延，最后导致起重机设备出现较大的故障，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安全事故，威胁人员的生命安全，同时也给

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文首先对起重机装置超载吊运的危害进行论述，其次全面分析了起重机装置“隐性”

超载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最后结合超载问题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性措施和建议，旨在为业内人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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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起重机装置凭借其强大的优势和功能，

在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但是，起重机械因其高空、

高速等特征，使用过程中对作业区域内的相关人员和

设备设施而言具有较大的危险性，因此也被列为八大

类特种设备之一。近年来，起重机作业过程中出现的

安全事故隐患繁多。按照事故原因的分析统计，特种

设备事故主要发生在使用环节，占 86.36%，事故发生

的主要原因是使用不当约占 82.14%，违章作业是其主

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作业人员违章操作、操作不当、

无证作业等，因此加强对作业人员的管理、消除违章

作业、强化作业人员操作技能是目前保障起重机运行

安全的最有效途径 [1]。在起重机械的操作规程中，有“十

不吊”的规定，其中，第二条为“物体重量不清或超

负荷（以下简称超载吊运）不吊”。在起重机的实际

使用过程中，超载吊运有故意超载吊运和非故意超载

吊运之分，本文着重研究分析不易被人注意且危险性

较大的非故意超载吊运的情况。

1 起重机超载吊运危害分析

起重机作为吊运作业中比较常见的大型机械设备，

在提升作业效率方面发挥出显著的作用效果。但是受

到多方面因素影响，起重机作业过程中也容易出现超

载吊运问题，其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详细体现如下：

第一，对金属结构的危害。起重机作为大型的吊运设备，

为了保证其安全可靠作业，在前期设计中通常需要确

保金属结构以及相关零配件具备较高的强度、刚度，

因此，设计人员会综合考虑起重机基本荷载、附加荷

载以及特殊荷载等情况，同时预留一定的设计余量 [2]。

但是实际当中一旦出现超载吊运过大时，仍然会造成

设备主梁结构焊接开裂等金属结构故障问题，影响设

备使用寿命的同时，还会埋下严重的安全风险隐患；

第二，对起升、运行机构的危害。通常而言，起重机

装置中各机构零配件选择计算大多基于给定的设计参

数实施，例如电动机、减速器、钢丝绳等选择计算基

于起重量、起升高度、工作级别等参数实施。在此过

程中，如果起重机出现超载吊运作业，那么会直接导

致各机构零配件出现过载、损坏以及失效等故障问题，

影响起重机的正常有序运行；第三，对起重机安全运

行的危害。在起重机吊运作业过程中，一旦出现超载

吊运问题，严重的可能会导致起重机零配件失效，最

终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问题；第四，对装置寿命的危

害。起重机超载运行会让装置的局部区域承受交变应

力，而在该作用力的影响下，起重机结构很容易产生

裂缝问题，发现不及时会进一步导致裂缝问题的扩大，

并且会导致金属结构过早失效，降低起重机设备的使

用年限。由此可见，超载吊运对于起重机装置的危害

十分严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通常情况下，在开展

货物吊运前，驾驶人员会对设备各项性能参数以及货

物相关情况等进行全方位检查，确保各项参数符合既

定标准要求后，方可开展后续的作业。不仅如此，起

重机吊运对于驾驶员的要求也十分严格，除了需要持

证上岗以外，还需要明确起重机装置的规范操作流程

以及突发事故应急处理能力，如此方可有效降低因超

载吊运而产生的安全事故概率，确保起重机吊运作业

安全有序进行 [3]。

2 起重机“隐性”超载的原因分析

本次研究中涉及的起重机“隐性”超载问题，主

要是起重机所吊运的货物重量在设备额定起重量以内

时，由于操作不规范等外部因素所造成的设备承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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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设计标准的情况。通常情况下，起重机“隐性”超

载所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结合实际情况对起重机“隐

性”超载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如下。

2.1 吊运作业超过起重机的工作级别

起重机工作级别作为一个衡量装置吊载程度的参

数信息，主要按照利用等级以及荷载状态实施划分，

一方面是设备金属结构设计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设

备采购过程中必须要提供的信息参数。就实际的起重

机吊运作业来说，很多情况下会出现起重机工作级别

选择不当的问题，例如在生产制造车间中，一台新型

的 QD10-16.5A5起重机装置在生产作业过程中时常出

现电机过热烧损、停机等故障问题，经过后续检测发现，

该型号起重机作业过程中属于全天候不停歇的作业模

式，并且起重机吊运货物重量大都在 8t~10t左右，属
于满载且特别频繁的情况 [4]。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在

这种情况下作业的起重机工作级别需要再 A8以上，但

是该车间的起重机设备工作级别显然无法满足这一级

别要求，最终出现了装置“隐性”超载问题，导致设

备故障问题频发。由此可见，起重机工作级别选择不

当，使得吊运货物超出工作级别标准，这是一种难以

及时发现的起重机“隐性”超载问题，不仅影响起重

机设备的使用年限，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安全事故隐患，

因此在设备选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规范选择设备工

作级别，确保吊运作业顺利高效开展。

2.2 臂架式起重机超过某幅度处对应起重量

吊运

对于臂架式起重机装置，其具备两项关键性的性

能指标参数，即最大起重量和额定起重力矩。塔式起

重机作为典型的臂架式起重装置，其操作室通常会在

关键位置标注出某个幅度、某种倍率以及不同小车数

量等情况下所对应的起重量参数，一旦吊运作业超出

这个起重量参数，那么该行为就属于超载吊运，不仅

影响到起重机运行寿命，而且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隐

患问题。例如，某塔式起重机在某幅度处起重量参数

为 2.3t，改换为 4倍率后起重量变为 2.1t；某双小车

塔式起重机在某一幅度处，1小车时的货物起重量为

2.7t，2小车时的货物起重量为 2.2t[5]。在操作起重机

开展吊运作业前，操作人员通常需要对起重机小车数

量、倍率等参数进行检查核对，一旦缺少该项检查工作，

盲目地开展吊运作业，那么极有可能出现起重机“隐性”

超载问题，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折臂或倾覆等事故问题，

给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2.3 因吊物与周围物体有牵挂引起的超载

通常来说，当起重机吊运货物过程中出现货物与

其他物体之间存在牵挂时，此时在相互作用力影响下，

起重机装置作用力会远远超出吊运货物本身的质量，

此时便会出现“隐性”超载问题。例如，塔吊拆卸过

程中标准节螺丝没有拆除、吊运树木时树根没有完全

断开、冬季户外吊运货物时物体与地面冻结等，以上

这些都属于吊运货物与周围物体存在牵挂的情况。相

对比其它“隐性”超载类型，该类型的超载问题发生

比较常见，要想从根本上避免这一类超载问题的发生，

需要操作人员在开展吊运作业前对所吊运的货物进行

检查，排除货物本身与周围物体存在牵引这一超载隐

患，确保吊运作业安全高效开展。

2.4 起升和下降速度变化引起的超载

起重机在吊运货物过程中，由于不稳定运动状态

的影响，会对金属结构产生垂直方向的附加动载荷，

尤其是货物起吊过程中突然离地或下降制动情况下，

会对装置金属结构产生附加动载荷，以此引发起重机

“隐性”超载问题。对于起重机装置的吊运操作，需

要操作员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开展作业，其中装置各机

构的操作需要逐级换挡，并且每一级切换需要保持

2s~3s间隔。不仅如此，在货物起吊时，操作人员需要
逐步缓推控制手柄，不可为了提高吊运效率而猛烈操

作直接切换到第五档位，下降货物时同样要注意这类

问题。在起重机操作过程中，由于操作员的作业不规

范而产生的动载荷可能会超出吊运货物本身质量的数

倍，属于非常严重的起重机“隐性”超载问题。除此

之外，起重机制动器调节不当会导致装置起升机构制

停距离变短、减速度增大，这也是造成起重机“隐性”

超载的原因。

2.5 错误的联合吊运方式引起的超载

在实际开展吊运作业中，经常会出现联合吊运的

方式，包括双小车联合吊运、主副钩联合吊运以及双

起重机联合吊运等，这些联合吊运方式的运用一旦出

现错误或不规范问题，便会造成“隐性”超载问题，

详细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起重机主副钩联合吊

运作业中，主副钩实际所受荷载超出装置本身的额定

起重量参数，如此造成金属结构超载；第二，单小车

多吊点起重机装置在作业过程中，各个吊点位置不存

在超载问题，但是所有吊点承载总量超载，或者由于

货物本身的形状存在不规则的问题，也会导致出现部

分吊点超载的问题；第三，在双小车联合吊运作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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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小车起升机构没有超载，但是承载总量超载；第四，

双起重机装置联合吊运过程中，由于吊点位置选择不

规范，或者方案设计不合理等，使得其中一个起重机

装置出现超载问题 [6]。

3 起重机“隐性”超载问题的预防措施

由上述分析可知，造成起重机装置“隐性”超载

的原因较多，该问题的出现不仅会影响到起重机装置

的正常有序运行，还会导致其出现严重的故障隐患，

降低装置的整体使用年限。而如何有效预防起重机“隐

性”超载问题，是设备操作人员以及管理人员需要思

考的关键性问题。本文主要结合上述分析的几种“隐性”

超载问题，探究相关的预防措施，详细论述如下：第一，

在起重机设备选型环节，需要工作人员严格考虑设备

使用环境、工况以及参数等相关需求，同时结合实际

的吊运作业情况，选择起重机的工作级别以及额定起

重量等参数，确保其可以满足实际的吊运作业需求；

第二，针对起重机操作不规范而引发的“隐性”超载

问题，需要企业层面对起重机操作人员、指挥人员以

及管理人员等进行系统化培训，重点培训起重机操作

流程、应急处理能力等 [7]，同时要让操作人员明确起

重机“十不吊”以及相关原因、危害等，确保操作人

员在实际开展吊运作业中可以规范起重机操作，降低

违规操作出现的概率，从一定程度上预防起重机“隐性”

超载问题发生。对于起重机驾驶人员的招聘，企业层

面要严格秉持“持证上岗”原则进行招录，确保其在

驾驶起重机过程中可以规范开展作业。此外，企业方

面还需要建立标准的绩效考核机制，目的是调动起重

机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降低不规范

操作问题出现的概率；第三，对于起重机自身性能问

题引发的超载隐患，需要企业管理人员做好定期的维

护保养，确保装置起重量限制器、超减速保护等装置

性能可靠，为后续吊运作业的安全高效开展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不仅如此，企业方面还需要成立专门的设

备维护管理机构，重点对起重机等大型设备的运行使

用情况进行维护管理，一方面，在使用之前进行全方

位的性能检测，确保符合设备运行标准，方可将其投

入使用；反之，对于检测参数不符合规范标准的情况，

要及时做好反馈处理，并第一时间进行设备维修处理，

防止隐患扩大而出现安全事故问题。另一方面，维修

管理人员要定期对大型起重机设备进行运行参数的监

测，通过对比分析掌握起重机设备的各项运行指标，

一旦发现指标异常的情况，要及时进行维护处理，切

实提高设备性能水平；第四，针对存在联合吊运需求

的生产制造企业，在实际开展起重机主副钩联合吊运、

双小车联合吊运以及双起重机联合吊运作业中，要重

点对操作人员联合吊运相关技能进行岗前培训。不仅

如此，对于联合吊运中形状复杂且不规则的货物，需

要提前由经验丰富的设计人员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联合

吊运方案计划，并且需要相关部门对方案可行性进行

审核，待方案审批通过之后，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开展

后续的联合吊运作业，确保吊运工作规范高效开展。

4 结语

起重机装置作为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大型机械设备，不仅可以极大地降低人工作业难度，

还可以显著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但是受到多方面因

素的制约和影响，起重机吊运作业中不可避免地会出

现超载吊运问题，一方面会造成设备零配件出现损坏

故障，另一方面如果控制和预防不到位还会引发严重

的安全事故，特别是对于一些“隐性”超载问题，难

以及时发现和解决，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势必会对企

业正常生产运营造成严重的影响。针对于此，需要企

业针对起重机装置常见的“隐性”超载问题产生原因，

有针对性地开展应对和处理，切实从根本上消除这些

不容易发现的隐患问题，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

为确保企业安全可靠运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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