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总 则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 为提升建筑施工高处作业的安全水
平，

• 做到防护安全、技术先进、经济合
理。制定目的

•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时，高处作业中
的临边、洞口、攀登、悬空、操作
平台、交叉作业及安全网搭设等项
作业。

• 其它高处作业的各类洞、坑、沟、
槽等工程的施工。

适用范围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时，

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

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1.1 高处作业 working at height
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或 2m 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

2.1.2 临边作业 edge-near operation
在工作面边沿无围护或围护设施高度低于 800mm 的高处作业，

包括楼板边、楼梯段边、屋面边、阳台边、各类坑、沟、槽等边沿
的高处作业。
2.1.3 洞口作业 opening operation

在地面、楼面、屋面和墙面等有可能使人和物料坠落，其坠落高
度大于或等于 2m 的开口处的高处作业。
2.1.4 攀登作业 climbing operation

借助登高用具或登高设施进行的高处作业。
2.1.5 悬空作业 hanging operation

在周边无任何防护设施或防护设施不能满足防护要求的临空状态
下进行的高处作业。

2.1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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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操作平台 auxiliary operating platform
由钢管、型钢或脚手架等组装搭设制作的供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和

载物的平台，包括移动式、落地式、悬挑式等平台。
2.1.7 移动式操作平台 movable auxiliary operating platform

可在楼地面移动的带脚轮可移动的脚手架操作平台。
2.1.8 落地式操作平台 floor type auxiliary operating platform

从地面或楼面搭起、不能移动的操作平台，形式主要有单纯进行
施工作业的施工平台和可进行施工作业与承载物料的接料平台。
2.1.9 悬挑式操作平台 overhanging auxiliary operating latform

以悬挑形式搁置或固定在建筑物结构边沿的操作平台，形式主要
有斜拉式悬挑操作平台和支承式悬挑操作平台。
2.1.10 交叉作业 cross operation

在施工现场的垂直空间呈贯通状态下，凡有可能造成人员或物体
坠落的，并处于坠落半径范围内的、上下左右不同层面的立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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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2.2.1 作用和作用效应

F bk ——上杆承受的集中荷载标准值；

F ck ——次梁上的集中荷载标准值；

F zk ——立柱承受的集中荷载标准值；

M——上杆最大弯矩设计值；

M c ——次梁最大弯矩设计值；

M y ——主梁最大弯矩设计值；

M z ——立柱承受的最大弯矩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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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杆件的轴心压力；

N x ——立柱的轴心压力设计值；

q ——主梁上的等效均布荷载设计值；

q ck ——次梁上的等效均布活荷载标准值；

Q hc ——次梁上均布恒荷载标准值；

q K ——上杆承受的均布风荷载标准值；

R 外 ——次梁搁置于外侧主梁上的支座反力；

S s ——钢丝绳的破断拉力；

T ——钢丝绳所受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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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计算指标

E ——杆件的弹性模量；

f ——上杆抗弯强度设计值；

f n ——抗压强度设计值；

f z ——立柱抗弯强度的设计值。

2.2.3 计算系数

[ K ]——作吊索用钢丝绳的安全系数；

φ ——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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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几何系数

A——立柱毛截面面积；

A N ——立柱净截面面积；

A nc ——下支承斜撑净截面面积；

h——立柱高度；

I——杆件截面惯性矩；

l——上杆计算长度；

L c ——次梁的计算跨度；

Lx—— 次梁两端搁支点间的跨度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L y ——主梁的计算跨度；

P—— 悬臂长度；

W——上杆的净截面抵抗矩；

W z ——立柱的净截面抵抗矩；

α——钢丝绳与平台面的夹角；

λ——悬臂长比值；

ν——受弯构件挠度计算值；

[ν]——受弯构件挠度容许值；

φ——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按立柱最大长细比λ=l/i采用；

φ x ——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3、 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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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组织设计
或施工技术方案中

应依据国家、行业规
定和工程特点，编制
包括 高处作业
的安全技术措施

临边与洞口作业

攀登与悬空作业

操作平台

交叉作业

安全网搭设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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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明确要求高处作业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必须列入施
工组织设计，同时明确了所应包括的主要内容。

对于专业性较强、结构复杂、危险性较大的项目
或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或特殊结构的高
处作业，强调要求编制专项方案，以及专项方案
必须经过相关管理人员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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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作业
施工前

应对安全防护设施进行检查、验收，
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作业；
验收可分层或分阶段进行。

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教育
及交底，并应配备相应防护用品。

应检查高处作业的安全标志、安全设施、
工具、仪表、防火设施、电气设施和设
备，确认其完好，方可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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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作业人员应按
规定正确佩戴和使
用高处作业安全防
护用品、用具，并
应经专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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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拆除或采取固定措施。
施工作业现
场所有可能
坠落的物料

应堆放平稳，不得妨碍通行
和装卸。

高处作业所
用的物料

应随手放入工具袋。高处作业所
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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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随时清理干净
作业中的走
道、通道板
和登高用具

应及时清理运走，不得任意
放置或向下丢弃。

拆卸下的物
料及余料和
废料

不得抛掷。传递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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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现场应按
规定设置消防器材；
 当进行焊接等
动火作业时，应采取
防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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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雪及
台风暴雨

后

当遇有6级
以上强风、
浓雾、沙尘
暴等恶劣气

候

在雨、霜、

雾、雪等

天气进行

高处作业

应采取防滑、防冻措施，并

应及时清除作业面上的水、

冰、雪、霜。

不得进行露天攀登与悬空高处

作业。

应对高处作业安全设施进行检查，
当发现有松动、变形、损坏或脱
落等现象时，应立即修理完善，
维修合格后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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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临时拆除或变动安

全防护设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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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方案

安全防护用品用具产品合格证明

安全防护设施验收记录

预埋件隐蔽验收记录

安全防护设施变更记录及签证

安全防护设施验收资料应包括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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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设施的配备
各类设施所用的
材料、配件的规

格及材质

设施的节点构造及
其不建筑物的固定
情况，扣件和连接

件的紧固程度

防护棚的搭设 安全网的设置情
况

安全防护设施
构件、设备的
性能不质量

防护栏杆立杆、
横杆及挡脚板的
设置、固定及其

连接方式

攀登不悬空作业
时的上下通道、
防护栏杆等各类

设施的搭设

操作平台及平
台防护设施的

搭设

安全防护设施验收应包括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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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护设施的验
收应按类别逐项检
查，验收合格后方
可使用，并应作出
验收记录。

各类安全防护设施，并应
建立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和
维修保养制度，发现隐患
应及时采取整改措施。



4、临边与洞口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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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以上进
行临边作业时，应在临空一侧设置
防护栏杆，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
或工具式栏板封闭。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
 通过设置防护栏杆、 密目式安
全立网及踢脚板或工具式栏板可以
保证高处作业的人员安全，以及防
止高处坠落物体伤人等安全事故发
生。

4.1、临边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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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施工的楼梯口、楼梯平台和梯段边，
应安装防护栏杆； 外设楼梯口、楼梯平台和
梯段边还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封闭。

建筑物外围边沿处，应采用密目式安全
立网进行全封闭，有外脚手架的工程，密目
式安全立网应设置在脚手架外侧立杆上， 并
不脚手杆紧密连接；没有外脚手架的工程，
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将临边全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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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升降机、龙门架和井架物料提升机
等各类垂直运输设备设施与建筑物间设置的
通道平台两侧边，应设置防护栏杆、挡脚板，
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

各类垂直运输接料平台口应设置高度不
低于 1.80m 的楼层防护门，并应设置防外
开装置；多笼井架物料提升机通道中间，应
分别设置隔离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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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洞口作业

4.2.1在洞口作业
时，应采取防坠落
措施。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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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类型、尺寸 应采取的防护措施

当垂直洞口短边边长小于
500 ㎜时

应采取封堵措施。

当垂直洞口短边边长大于或
等于 500 ㎜时

应在临空一侧设置高度不小于 1.2m 
的防护栏杆，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
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设置挡脚板；

当非垂直洞口短边尺寸为
25mm～500 ㎜时

应采用承载力满足使用要求的盖板覆
盖，盖板四周搁置应均衡，且应防止
盖板移位。

当非垂直洞口短边边长为
500 ㎜～1500 ㎜时

应采用专项设计盖板覆盖，并应采取
固定措施。

当非垂直洞口短边长大于或
等于 1500mm 时

应在洞口作业侧设置高度不小于
1.2m 的防护栏杆，并应采用密目式
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洞口应
采用安全平网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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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可采用钢管及扣件组合而成的
钢管防护网，网格间距不应大于 400
㎜；或采用贯穿于混凝土板内的钢筋
构成防护网，网格间距不得大于 200
㎜；且防护网上应满铺竹笆或木板，
盖板孔洞短边不大于 25mm。

专项设计盖件的一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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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电梯井口应设置防护
门，其高度不应小于 1.5m，
防护门底端距地面高度不
应大于 50 ㎜，并应设置
挡脚板。

本条仅针对建筑施工过
程中的电梯井口防护要
求，不适用于电梯安装
施工过程。

电梯井口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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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在进入电梯安装施工工序

之前，同时井道内应每隔 10m

且不大于 2 层加设一道水平安

全网。电梯井内的施工层上部，

应设置隔离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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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施工现场通道附近的洞口、坑、沟、槽、高处临边等危险作业
处，应悬挂安全警示标志外，夜间应设灯光警示。
4.2.5 边长不大于 500 ㎜洞口所加盖板，应能承受不小于 1.1kN/㎡
的荷载。
4.2.6 墙面等处落地的竖向洞口、窗台高度低于 800 ㎜的竖向洞口
及框架结构在浇注完混凝土没有砌筑墙体时的洞口，应按临边防护要
求设置防护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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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防护栏杆的构造

4.3.1 临边作业的防护栏杆应由横杆、立杆及不低于 180 ㎜
高的挡脚板组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护栏杆应为两道横杆，上杆距地面高度应为 1.2m，下杆
应在上杆和挡脚板中间设置。当防护栏杆高度大于 1.2m 时，
应增设横杆，横杆间距不应大于 600 ㎜；
2 防护栏杆立杆间距不应大于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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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防护栏杆立杆底端应固定牢固，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在基坑四周土体上固定时，应采用预埋或打入方式固定。当
基坑周边采用板桩时，如用钢管做立杆，钢管立杆应设置在板桩
外侧；
2 当采用木立杆时，预埋件应与木杆件连接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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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防护栏杆杆件的规格及连接，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钢管作为防护栏杆杆件时，横杆
及栏杆立杆应采用脚手钢管，并应采用扣
件、焊接、定型套管等方式进行连接固定；
2 当采用原木作为防护栏杆杆件时，杉木
杆稍径不应小于 80 ㎜，红松、落叶松稍
径不应小于 70 ㎜；栏杆立杆木杆稍径不
应小于 70 ㎜，并应采用 8 号镀锌铁丝
或回火铁丝进行绑扎，绑扎应牢固紧密，
不得出现泻滑现象。用过的铁丝不得重复
使用；
3 当采用其他型材作防护栏杆杆件时，应
选用与脚手钢管材质强度相当规格的材料，
并应采用螺栓、销轴或焊接等方式进行连
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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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栏杆立杆和横杆的设置、固
定及连接，应确保防护栏杆在上下
横杆和立杆任何处,均能承受任何
方向的最小 1kN 外力作用，当栏
杆所处位置有发生人群拥挤、车辆
冲击和物件碰撞等可能时，应加大
横杆截面或加密立杆间距。
4.3.5 防护栏杆应张挂密目式安全
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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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防护栏杆的设计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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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攀登与悬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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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攀登作业

5.1.1 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技术

方案中应明确施工中使用的登高

和攀登设施，人员登高应借助建

筑结构或脚手架的上下通道、梯

子及其他攀登设施和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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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攀登作业所用设施和用

具的结构构造应牢固可靠；作

用在踏步上的荷载在踏板上的

荷载不应大于1.1kN，当梯面

上有特殊作业，重量超过上述

荷载时，应按实际情况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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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不得两人同时在梯子上作

业。在通道处使用梯子作业时，

应有专人监护或设置围栏。脚手

架操作层上不得使用梯子进行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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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便携式梯子宜采用金属材料或木材制作，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便携式金属梯安全要求》GB

12142和《便携式木梯安全要求》GB 7059。

（5.1.5单梯使用安全）

 单梯不得垫高使用；

 使用时应与水平面成 75°夹角，

 踏步不得缺失，其间距宜为 300 ㎜。

 当梯子需接长使用时，应有可靠的连接措施，

接头不得超过 1 处。连接后梯梁的强度，不应低于

单梯梯梁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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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折梯张开到工作位置的倾
角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便携式
金属梯安全要求》GB 12142 和
《便携式木梯安全要求》GB 7059
的有关规定，并应有整体的金属
撑杆或可靠的锁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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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固定式直梯应采用金属材
料制成，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固定式钢直梯安全技术条件》
GB 4053.1 的规定；梯子内侧净
宽应为 400 ㎜～600 ㎜，固定直
梯的支撑应采用不小于 L70×6
的角钢,埋设与焊接应牢固。直梯
顶端的踏棍应与攀登的顶面齐平，
并应加设 1.05m～1.5m 高的扶手。
5.1.8 使用固定式直梯进行攀登
作业时，攀登高度宜为 5m，且不
超过 10m。当攀登高度超过 3m
时,宜加设护笼，超过 8m 时,应
设置梯间平台。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1.9 当安装钢柱或钢结构时，
应使用梯子或其他登高设施。当
钢柱或钢结构接高时，应设置操
作平台。当无电焊防风要求时，
操作平台的防护栏杆高度不应小
于 1.2m；有电焊防风要求时，操
作平台的防护栏杆高度不应小于
1.8m。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1.10 当安装三角形屋架时，
应在屋脊处设置上下的扶梯；
当安装梯形屋架时，应在两端
设置上下的扶梯。扶梯的踏步
间距不应大于 400 ㎜。屋架
弦杆安装时搭设的操作平台，
应设置防护栏杆或用于作业人
员栓挂安全带的安全绳。

设置扶梯等防护设施，是为了
减少安装屋架时的悬空作业。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1.11 深基坑施工，应设置扶梯、
入坑踏步及专用载人设备或斜道等，
采用斜道时，应加设间距不大于
400mm的防滑条等防滑措施。严禁
沿坑壁、支撑或乘运土工具上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2、悬空作业

5.2.1 悬空作业应设有牢

固的立足点，并应配置登

高和防坠落的设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2.2 构件吊装和管道安装时的
悬空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结构吊装，构件宜在地面组
装，安全设施应一并设置。吊装
时，应在作业层下方设置一道水
平安全网；
2 吊装钢筋混凝土屋架、梁、柱
等大型构件前，应在构件上预先
设置登高通道、操作立足点等安
全设施；
3 在高空安装大模板、吊装第一
块预制构件或单独的大中型预制
构件时，应站在作业平台上操作；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4 当吊装作业利用吊车梁等构件作为水
平通道时，临空面的一侧应设置连续的
栏杆等防护措施。当采用钢索做安全
绳时，钢索的一端应采用花兰螺栓收
紧；当采用钢丝绳做安全绳时，绳的
自然下垂度不应大于绳长的 l／20，
并应控制在 100 ㎜以内；
5 钢结构安装施工宜在施工层搭设水平
通道，水平通道二侧应设置防护栏杆，
当利用钢梁作为水平通道时，应在钢梁
一侧设置连续的安全绳，安全绳宜采用
钢丝绳；
6 钢结构、管道等安装施工的安全防护
设施宜采用标准化、定型化产品。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2.3 严禁在未固定、无防护
的构件及安装中的管道上作业
或通行。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安
装中的管道，特别是横向管
道，并不具有承受操作人员
重量的能力，操作时严禁在
其上面站立和行走。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2.4 模板支撑体系搭设和拆卸
时的悬空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板支撑应按规定的程序进行，
不得在连接件和支撑件上攀登上
下，不得在上下同一垂直面上装
拆模板；
2 在 2m 以上高处搭设与拆除柱
模板及悬挑式模板时，应设置操
作平台；
3 在进行高处拆模作业时应配置
登高用具或搭设支架。

禁止在连接件、支撑件和
模板上攀登，是防止因受
力过大产生变形、折断等
情况造成坠落危险。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2.5 绑扎钢筋和预应力张
拉时的悬空作业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绑扎立柱和墙体钢筋，不
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攀登骨
架；
2 在 2m 以上的高处绑扎柱
钢筋时，应搭设操作平台；
3 在高处进行预应力张拉时，
应搭设有防护挡板的操作平
台。

对照规范，您能
够说出以上图片
中的不规范之处？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2.6 混凝土浇筑与结构施
工时的悬空作业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浇筑高度 2m 以上的混凝
土结构构件时，应设置脚手
架或操作平台；
2 悬挑的混凝土梁、檐、外
墙和边柱等结构施工时，应
搭设脚手架或操作平台，并
应设置防护栏杆，采用密目
式安全立网封闭。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2.7 屋面作业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在坡度大于 1：2.2 的屋
面上作业，当无外脚手架时，
应在屋檐边设置不低于 1.5m
高的防护栏杆，并应采用密
目式安全立网全封闭；
2 在轻质型材等屋面上作业，
应搭设临时走道板，不得在
轻质型材上行走；安装压型
板前，应采取在梁下支设安
全平网或搭设脚手架等安全
防护措施。

屋面施工时，既处于悬空作
业状态，又往往处于临边作
业状态，稍不注意就容易发
生高处坠落事故。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2.8 外墙作业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门窗作业时，应有防坠落
措施，操作人员在无安全防
护措施情况下，不得站立在
樘子、阳台栏板上作业；
2 高处安装、不得使用座板
式单人吊具。 《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

业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GB
23525 规定，座板式单人
吊具适用于对建筑物清洗、
粉饰、养护，并规定不适
用于高处安装和吊运作业。



6、 操作平台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6.1、一般规定

6.1.1 操作平台应进行设计计算，架体构造与材质应满足相关
现行国家、行业标准规定。
6.1.2 面积、高度或荷载超过本规范规定的，应编制专项施工
方案。
6.1.3 操作平台的架体应采用钢管、型钢等组装，并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 及相关脚手架行业标
准规定。平台面铺设的钢、木或竹胶合板等材质的脚手板，应
符合强度要求，并应平整满铺及可靠固定。
6.1.4 操作平台的临边应按本规范第 4.3 节的规定设置防护栏
杆，单独设置的操作平台应设置供人上下、踏步间距不大于
400 ㎜的扶梯。
6.1.5 操作平台投入使用时，应在平台的内侧设置标明允许负
载值的限载牌，物料应及时转运，不得超重与超高堆放。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6.2 移动式操作平台

6.2.1 移动式操作平台的面
积不应超过 10 ㎡，高度不
应超过 5m，高宽比不应大
于 3:1，施工荷载不应超过
1.5kN/㎡。
6.2.2 移动式操作平台的轮
子与平台架体连接应牢固，
立柱底端离地面不得超过
80mm，行走轮和导向轮应配
有制动器或刹车闸等固定措
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6.2.3 移动式行走轮的承载力
不应小于 5kN，行走轮制动器
的制动力矩不应小于 2.5N·m，
移动式操作平台架体应保持垂
直，不得弯曲变形，行走轮的
制动器除在移动情况外，均应
保持制动状态。
6.2.4 移动式操作平台在移动
时，操作平台上不得站人。
6.2.5 移动式操作平台的设计
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规定。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6.3 落地式操作平台

6.3.1 落地式操作平台的架体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落地式操作平台的面积不应超过 10 ㎡，高度不应超过 15m，高宽
比不应大于 2.5:1；
2 施工平台的施工荷载不应超过 2.0kN /㎡，接料平台的施工荷载不
应超过 3.0kN /㎡；
3 落地式操作平台应独立设置，并应与建筑物进行刚性连接，不得与
脚手架连接；
4 用脚手架搭设落地式操作平台时其结构构造应符合相关脚手架规范
的规定，在立杆下部设置底座或垫板、纵向与横向扫地杆，在外立面
设置剪刀撑或斜撑；
5 落地式操作平台应从底层第一步水平杆起逐层设置连墙件且间隔不
应大于 4m，同时应设置水平剪刀撑。连墙件应采用可承受拉力和压
力的构造，并应与建筑结构可靠连接。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6.3.2 落地式操作平台的搭设材料及搭设技术要
求、允许偏差应符合相关脚手架规范的规定。
6.3.3 落地式操作平台应按相关脚手架规范的规
定计算受弯构件强度、连接扣件抗滑承载力、立
杆稳定性、连墙杆件强度与稳定性及连接强度、
立杆地基承载力等。
6.3.4 落地式操作平台一次搭设高度不应超过相
邻连墙件以上两步。
6.3.5 落地式操作平台的拆除应由上而下逐层进
行，严禁上下同时作业，连墙件应随工程施工进
度逐层拆除。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6.3.6 落地式操作平台应符合有关脚手架规范的
规定，检查与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搭设操作平台的钢管和扣件应有产品合格证；
2 搭设前应对基础进行检查验收，搭设中应随施
工进度按结构层对操作平台进行检查验收；
3 遇 6 级以上大风、雷雨、大雪等恶劣天气及
停用超过一个月恢复，使用前应进行检查；
4 操作平台使用中，应定期进行检查。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6.4 悬挑式操作平台

6.4.1 悬挑式操作平台的设置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悬挑式操作平台的搁置点、
拉结点、支撑点应设置在主体
结构上，且应可靠连接；
2 未经专项设计的临时设施上，
不得设置悬挑式操作平台；
3 悬挑式操作平台的结构应稳
定可靠，且其承载力应符合使
用要求。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悬挑式操作
平台必须与建筑物、构筑物结构
可靠连接，平台在建筑物、构筑
物上的搁置点、拉结点、支撑点
可采用锚固环、螺栓等方式可靠
连接，防止平台受外力冲击而发
生移动。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6.4.2 悬挑式操作平台的悬挑
长度不宜大于 5m，承载力需
经设计验收。

平台的额定载荷除
了与卸料平台的结
构设计本身有关外，
还与悬臂长度及有
关。悬臂长度越大，
额定载荷应相应减
小。否则，会导致
平台因超载而倾翻。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6.4.3 采用斜拉方式的悬挑
式操作平台应在平台两边各
设置前后两道斜拉钢丝绳，
每一道均应作单独受力计算
和设置。

设计斜拉式的悬挑式操作平
台时，一般两边各设两道斜
拉杆或钢丝绳；如只各设一
道时，斜拉杆或钢丝绳的安
全系数比按常规设计还应适
当提高，以策安全。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6.4.4 采用支承方式的悬挑式
操作平台，应在钢平台的下方
设置不少于两道的斜撑，斜撑
的一端应支承在钢平台主结构
钢梁下，另一端支承在建筑物
主体结构。

设计支承式的悬挑式操作平
台时，一般在两边各设一道
斜撑，如平台较大时，还应
相应增加斜撑与横梁；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6.4.5 采用悬臂梁式的操作平
台，应采用型钢制作悬挑梁或
悬挑桁架，不得使用钢管，其
节点应是螺栓或焊接的刚性节
点，不得采用扣件连接。当平
台板上的主梁采用与主体结构
预埋件焊接时，预埋件、焊缝
均应经设计计算，建筑主体结
构需同时满足强度要求。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6.4.6 悬挑式操作平台安装吊运时应使用起重吊环，与
建筑物连接固定时应使用承载吊环。
6.4.7 当悬挑式操作平台安装时，钢丝绳应采用专用的
卡环连接，钢丝绳卡数量应与钢丝绳直径相匹配，且不
得少于 4 个。钢丝绳卡的连接方法应满足规范要求。
建筑物锐角利口周围系钢丝绳处应加衬软垫物。

钢平台吊运时，如不设置起重吊环，有可能发生
倾斜，因此要求使用起重吊环以策安全； 钢丝绳
在使用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剪切伤害。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6.4.8 悬挑式操作平台的外侧应略高于内侧；外
侧应安装固定的防护栏杆并应设置防护挡板完全
封闭。
6.4.9 不得在悬挑式操作平台吊运、安装时上人。
6.4.10 悬挑式操作平台的构造和设计应符合本规
范附录 C 的规定。

钢平台是人员临时作业的场所，周
边的临边防护设施封闭应严密，防
止人员、材料的滑落；在吊运安装
时的操作平台，其安全性较差，因
此禁止上人。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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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7 、交叉作业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7.0.1 施工现场立体交叉作业时，下层作业的位置，应处
于坠落半径之外，坠落半径见表 7.0.1 的规定，模板、
脚手架等拆除作业应适当增大坠落半径。当达不到规定时，
应设置安全防护棚，下方应设置警戒隔离区。

表 7.0.1 坠落半径（m）

序号 上层作业高度 坠落半径

1 2≤h＜5 3

2 5≤h＜15 4

3 15≤h＜30 5

4 h≥30 6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7.0.2 施工现场人员进出的通道
口应搭设防护棚（图 7.0.2）。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7.0.3 处于起重设备的起重
机臂回转范围之内的通道，
顶部应搭设防护棚。
7.0.4 操作平台内侧通道的
上下方应设置阻挡物体坠落
的隔离防护措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7.0.5 防护棚的顶棚使用竹
笆或胶合板搭设时，应采用
双层搭设，间距不应小于
700mm；当使用木板时，可采
用单层搭设，木板厚度不应
小于 50mm，或可采用与木板
等强度的其它材料搭设。防
护棚的长度应根据建筑物高
度与可能坠落半径确定。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7.0.6 当建筑物高度大
于 24m、并采用木板搭
设时，应搭设双层防护
棚，两层防护棚的间距
不应小于 700mm。

本条规定为新增加。因当建筑
物高度大于 24m 时，坠落物
的冲击力较大，单层防护棚可
能起丌到防护作用。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7.0.7 防护棚的架体构造
（图 7.0.7）、搭设与材
质应符合设计要求。
7.0.8 悬挑式防护棚悬挑
杆的一端应与建筑物结构
可靠连接，并应符合本规
范第 6.4 节的规定。
7.0.9 不得在防护棚棚顶
堆放物料。



8、 建筑施工安全网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8.1 一般规定

8.1.1 建筑施工安全网的选用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全网的材质、规格、要求
及其物理性能、耐火性、阻燃
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安全
网》GB5725的规定；
2 密目式安全立网的网目密度
应为 10cm×10cm=100cm2 面
积上大于或等于 2000 目。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安全平网

密目式安全立网

8.1.2 当需采用平网进行防护
时，严禁使用密目式安全立网
代替平网使用。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
密目式安全立网安装平面垂直

水平面，冲击高度为 1.5m，主要
是用来防止人和物坠落的安全网。
平网安装平面丌垂直水平面，冲
击高度为 10m，主要是用来挡住
人和物坠落的安全网，它们承受
冲击荷载作用的能力相差 5 倍，
故丌允许做平网使用。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8.1.3 施工现场在使用密

目式安全立网前，应检查

产品分类标记、产品合格

证、网目数及网体重量，

确认合格方可使用。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8.2     搭 设

8.2.1 安全网搭设应牢固、
严密，完整有效，易于拆卸。
安全网的支撑架应具有足够
的强度和稳定性。

施工现场搭设的建筑施工安全网必须保证具有足够的
强度、整体稳定性。严禁在施工现场丌按规定搭设安
全网，甚至有些安全网的搭设仅仅是摆摆样子，应付
安全检查，根本丌能起到应有的防护作用。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8.2     搭 设

8.2.2 密目式安全立网时搭
设每个开眼环扣应穿入系绳，
系绳应绑扎在支撑架上，间
距不得大于 450 ㎜。相邻
密目网间应紧密结合或重叠。

密目式安全立网用系绳必须按
规定绑扎通过开眼环扣绑扎在
支撑架上，才能保证施工安全，
丌出现防护漏洞。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8.2.3 当立网用于龙门架、
物料提升架及井架的封闭防
护时，四周边绳应与支撑架
贴紧，边绳的断裂张力不得
小于 3kN，系绳应绑在支撑
架上，间距不得大于 750 ㎜。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8.2.4 用于电梯井、钢结构和框架结
构及构筑物封闭防护的平网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平网每个系结点上的边绳应与支撑
架靠紧，边绳的断裂张力不得小于
7kN，系绳沿网边均匀分布，间距不得
大于 750 ㎜；
2 钢结构厂房和框架结构及构筑物在
作业层下部应搭设平网，落地式支撑
架应采用脚手钢管，悬挑式平网支撑
架应采用直径不小于 9.3mm 的钢丝绳；
3 电梯井内平网网体与井壁的空隙不
得大于 25mm。安全网拉结应牢固。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