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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5.1、5.2、5.3、5.4和8.1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凯比特安全设备(上海)有限公司、霍尼韦尔(中国)

有限公司、梅思安(中国)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文芬、陈倬为、蔡纪泓、许超、戴明、袁人煦、肖义庆、邓宝举、刘基、盛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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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防护 挂点装置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处坠落防护挂点装置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识。
本标准适用于防护高处坠落的挂点装置。
本标准不适用于体育及消防用挂点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6095 安全带

GB/T6096 安全带测试方法

GB/T10125—2012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ISO9227:2006,IDT)

GB/T23469 坠落防护 连接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挂点装置 anchordevice
由一个或多个挂点和部件组成的,用于连接坠落防护装备与附着物(墙、脚手架、地面等固定设施)

的装置。

3.2
挂点 anchorpoint
挂点装置中与坠落防护装备相连接的部件。

3.3
结构固定装置 structuralanchor
设置在建筑物或构筑物上,用来固定挂点装置的部件。

3.4
端部固定装置 extremitystructuralanchor
刚性或柔性滑轨装置两端与建筑物或构筑物固定连接的装置。

3.5
中间固定装置 intermediatestructuralanchor
必要时加在端部固定装置之间的固定连接装置。

3.6
柔性导轨挂点装置 flexibleanchorline
由可连接坠落防护装备的移动连接装置和柔性导轨组成的挂点装置。
注:柔性滑轨可以是纤维绳、钢丝绳、织带等。

1

GB30862—2014



3.7
刚性导轨挂点装置 rigidanchorline
由可连接坠落防护装备的移动连接装置和刚性导轨组成的挂点装置。
注:刚性滑轨可以是钢管或钢轨等。

3.8
可移动挂点 mobileanchorpoint
刚性或柔性导轨装置中与坠落防护装备相连接的可移动附加装置。

3.9
末端挡板 endstop
确保移动挂点或坠落防护装备不会与挂点装置意外脱开的部件。

3.10
连接件 attachment
与移动挂点相连接的安全绳、缓冲器或其他装置。

4 分类

4.1 A型挂点装置

A型挂点装置是指用结构固定装置固定,使用时挂点不随使用人员的移动而移动的挂点装置,如
图1所示。

a) b)

c) d)

  说明:

1———挂点;

2———建筑物;

3———结构固定装置。

图1 A型挂点装置结构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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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型挂点装置

B型挂点装置是指不需要用结构固定装置固定,使用时挂点不随使用人员的移动而移动的挂点装

置,如图2所示。

a) b)

c) d)

  说明:

1———挂点;

2———附着物。

图2 B型挂点装置结构示例图

4.3 C型挂点装置

C型挂点装置指水平使用的柔性导轨装置,如图3所示。

  说明:
1———端部固定装置;
2———中间固定装置;
3———柔性导轨;
4———挡板;
5———缓冲装置;
6———移动挂点。

图3 C型挂点装置结构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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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D型挂点装置

D型挂点装置指水平使用的刚性导轨装置,如图4所示。

  说明:

1———端部固定装置;

2———中间固定装置;

3———刚性导轨;

4———移动挂点。

图4 D型挂点装置结构示例图

4.5 E型挂点装置

E型挂点装置指安置在平面上,带有配重的挂点装置,如图5所示。

a)

b)

  说明:

1———挂点;

2———配重。

图5 E型挂点装置结构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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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设计及装配要求

5.1.1 C型挂点装置中,水平柔性导轨与水平线夹角不应大于15°。

5.1.2 D型挂点装置中,水平刚性导轨与水平线夹角不应大于15°。

5.1.3 E型挂点装置的安置平面倾斜不应超过5°。

5.1.4 A型挂点装置的挂点与结构固定装置间为可拆卸结构时,拆卸挂点时应经过至少两个明确的

动作。

5.1.5 挂点装置应确保与坠落防护装备配套,且正确相连后不会意外脱开。

5.1.6 如果可移动挂点为可拆卸结构,拆卸时应经过至少两个明确的动作。

5.1.7 如果挂点装置带有坠落指示功能,坠落指示器应能明确的显示该装置已发生坠落。

5.1.8 如果挂点装置为多类型设计,则应分别满足各类型的测试要求。

5.1.9 挂点边缘或拐角应采用最小45°倒角或R0.5mm的圆角。

5.1.10 长期暴露在户外环境中的部件应进行防腐处理。

5.1.11 挂点装置的装配要求可参考附录A中相关条款。

5.2 装配滑移

5.2.1 所有类型的挂点装置应按6.3测试,在1.0kN的测试负荷下保持1min,各部件的滑移不应大于

(10±1)mm。

5.2.2 当挂点装置为多人同时使用时,每增加1人测试负荷相应增加1.0kN。

5.3 动态性能

5.3.1 A型挂点装置

按6.4.1测试,测试重物不应接触地面、不应与固定结构松脱,不应出现织带撕裂、金属件碎裂、连
接器开启、缓冲器(绳)断等现象。

5.3.2 B型挂点装置

按6.4.2测试,测试重物不应接触地面、不应与固定结构松脱,不应出现织带撕裂、金属件碎裂、连
接器开启、缓冲器(绳)断等现象。

5.3.3 C型挂点装置

按6.4.3测试,测试重物不应接触地面,移动挂点不应与滑轨脱离,不应出现织带撕裂、金属件碎

裂、连接器开启、缓冲器(绳)断等现象。

5.3.4 D型挂点装置

按6.4.4测试,测试重物不应接触地面,移动挂点不应与滑轨脱离,不应出现织带撕裂、金属件碎

裂、连接器开启、缓冲器(绳)断等现象。

5.3.5 E型挂点装置

标准要求如下:
5

GB30862—2014



———按6.4.5.2测试,测试重物不应接触地面,挂点装置移动距离不应大于(1000±10)mm;
———按6.4.5.3测试,挂点装置移动距离不应大于(10±1)mm;
———当E型挂点装置带有可伸缩的坠落防护装置时应按6.4.5.2,挂点移动距离不应大于(1000±
10)mm,重物下降距离不应大于(2400±10)mm。

5.4 静态性能

应按6.4.6测试:
———当挂点装置受力部件为非金属时,应能承受动态性能测试冲击力峰值3倍的测试负荷,并保持

3min,挂点装置应无破断。
———当挂点装置受力部件为金属时,应能承受动态性能测试冲击力峰值2倍的测试负荷,并保持

3min,挂点装置应无破断。
———当测试负荷小于12kN时按12kN进行测试;当测试负荷大于22kN时按22kN进行测试。

5.5 耐腐蚀性能

所有金属零件应按照6.4.7测试,挂点装置不能出现明显腐蚀或机构失效的情况。

6 检验方法

6.1 总则

6.1.1 使用量程适当的检验仪器。

6.1.2 测试样品的装配应与厂商说明一致。

6.1.3 静态测试力的方向应与坠落方向一致。

6.1.4 每次测试时都应使用新的挂点装置元件及测试绳。

6.2 检测设备

6.2.1 动态测试架:确保挂点装置能够牢固的按照厂商的说明进行安装。

6.2.2 静负荷加载装置:可匀速加载,加载时不应对样品形成冲击。

6.2.3 冲击力测量装置:应符合GB/T6096要求。

6.2.4 数据处理装置:应符合GB/T6096要求。

6.2.5 测试重物:质量为(100±1)kg的金属圆柱体,直径为(200±10)mm,顶端中心有吊环。

6.2.6 连接器:应符合GB/T23469要求。

6.2.7 测试绳:直径为ϕ14,断裂强力不小于30kN的三股锦纶绳,两端带有环眼,如图6所示,加载

(1000±10)N预紧力时的尺寸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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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绳结示例图

  说明:

F=(1000±10)N;

1———绳结;

2———环眼;

3———加载点。

图7 测试绳尺寸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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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装配滑移测试

测试步骤如下:

a) 将挂点装置与加载装置相连;

b) 沿坠落方向施加(1.0±0.01)kN测试负荷;

c) 保持1min;

d) 卸载并测量挂点装置各部件的滑移。

6.4 动态性能测试

6.4.1 A型挂点装置

6.4.1.1 测试步骤如下:

a) 按照安装说明将挂点装置安装在动态测试架上;

b) 将测试绳一端通过连接器连接在挂点装置上,另一端通过连接器连接在测试重物上;

c) 将测试重物吊起至自由下落距离为(1500±50)mm,与挂点水平距离不大于300mm;

d) 释放重物;

e) 记录冲击力峰值;

f) 观察并记录挂点装置情况。

6.4.1.2 当挂点装置为多人同时使用时,应将每个挂点分别连接测试重物,并同时释放。

6.4.2 B型挂点装置

6.4.2.1 测试步骤如下:

a) 按照安装说明将挂点装置安装在动态测试架上;

b) 将测试绳一端通过连接器连接在挂点装置上,另一端通过连接器连接在测试重物上;

c) 将测试重物吊起至自由下落距离为(1500±50)mm,与挂点水平距离不大于300mm;

d) 释放重物;

e) 记录冲击力峰值;

f) 观察并记录挂点装置情况。

6.4.2.2 当挂点装置为多人同时使用时,应将每个挂点分别连接测试重物,并同时释放。

6.4.3 C型挂点装置

6.4.3.1 单间距测试图例

C型挂点装置单间距动态强度测试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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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端部固定点;

2———移动挂点;

3———柔性导轨;

4———测力装置;

5———缓冲装置。

图8 C型挂点装置单间距动态强度测试示例图

6.4.3.2 多间距测试图例

C型挂点装置多间距动态强度测试如图9所示。

  说明:

1———端部固定点;

2———移动挂点;

3———柔性滑轨;

4———测力装置;

5———缓冲装置;

6———中间固定点;

7———长间距;

8———短间距。

长间距不应小于2m,短间距不应小于1m。

图9 C型挂点装置多间距动态强度测试示例图

6.4.3.3 单间距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按照安装说明将挂点装置安装在动态测试架上;

b) 将可移动挂点移至导轨中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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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测试绳一端通过连接器连接在可移动挂点上,另一端通过连接器连接在测试重物上;

d) 将测试重物吊起至自由下落距离为(1500±50)mm,与挂点水平距离不大于300mm;

e) 释放重物;

f) 记录冲击力峰值;

g) 观察并记录挂点装置情况;
注:当挂点装置为多人同时使用时,应重复测试步骤a)~f),直至可允许同时使用的最多人数。

6.4.3.4 多间距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按照安装说明将挂点装置安装在动态测试架上;

b) 将可移动挂点移至长间距导轨中央;

c) 将测试绳一端通过连接器连接在可移动挂点上,另一端通过连接器连接在测试重物上;

d) 将测试重物吊起至自由下落距离为(1500±50)mm,与挂点水平距离不大于300mm;

e) 释放重物;

f) 记录冲击力峰值;

g) 观察并记录挂点装置情况;

h) 将可移动挂点移至中间固定点,重复步骤c)~g);

i) 将可移动挂点移至短间距导轨中央,重复步骤c)~g);
注1:当挂点装置为多人同时使用时,应重复测试步骤a)~i),直至可允许同时使用的最多人数。

注2:当挂点装置设计中存在拐角结构时,应按照厂商规定的具体测试方法进行测试。

6.4.4 D型挂点

6.4.4.1 测试图例

D型挂点装置测试图例如图10所示。

  说明:

1———端部固定点;

2———移动挂点;

3———刚性滑轨;

4———测力装置;

5———长间距;

6———短间距。

长间距不应小于2m,短间距不应小于1m。

图10 D型挂点装置动态强度测试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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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2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按照安装说明将挂点装置安装在动态测试架上;
b) 将可移动挂点移至长间距滑轨中央;
c) 将测试绳一端通过连接器连接在可移动挂点上,另一端通过连接器连接在测试重物上;
d) 将测试重物吊起至自由下落距离为(1500±50)mm,与挂点水平距离不大于300mm;
e) 释放重物;
f) 记录冲击力峰值;

g) 观察并记录挂点装置情况;
h) 将可移动挂点移至中间固定点,重复步骤c)~g);
i) 将可移动挂点移至短间距导轨中央,重复步骤c)~g);
注1:当挂点装置为多人同时使用时,应重复测试步骤a)~i),直至可允许同时使用的最多人数。
注2:当挂点装置设计中存在拐角结构时,应按照厂商规定的具体测试方法进行测试。

6.4.5 E型挂点装置

6.4.5.1 测试图例

E型挂点装置测试如图11所示。

  说明:

1———测试重物;

2———测试绳;

3———连接绳;

4———测力装置;

H———测试重物下降距离;

L———挂点装置滑移距离;

P———滑轮。
注1:滑轮的最小直径为160mm。
注2:连接绳为直径8mm的钢丝绳,末端带有环眼。

图11 E型挂点装置动态强度测试示例图

11

GB30862—2014



6.4.5.2 动态性能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依据厂商说明的使用平面为挂点装置的放置平面;

b) 将10℃~25℃的水按照0.5L/m2 的比例均匀泼洒至测试平面,并在30min之内释放重物;

c) 按照安装说明,将挂点装置安置在测试平面上;

d) 将测试绳一端与重物连接,另一端与连接绳连接并绕过滑轮后连接至挂点装置;

e) 将10℃~25℃的水按照0.5L/m2 的比例均匀泼洒至测试平面;

f) 将测试重物吊起至自由下落距离为(1500±50)mm,与挂点水平距离小于300mm;

g) 在第2次洒水2min内释放重物,并记录冲击力峰值;

h) 待重物稳定后;

i) 15min后测量挂点装置的重心偏移L 和重物的下落距离H;

j) 测量完毕3min后,观察并记录挂点装置情况;
注1:如果挂点装置可在多种条件下使用,则应按照厂商说明逐一进行测试。

注2:如果挂点装置有多个挂点,则应对每个挂点进行测试。

注3:如果挂点装置允许多人同时使用,则应对每个挂点在不卸载测试重物的前提下重复步骤b)~j),直至达到同

时使用时的最多人数。

6.4.5.3 悬吊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在完成动态性能测试后立即将10℃~25℃的水按照0.5L/m2 的比例均匀泼洒至测试平面;

b) 泼水完毕后在不减少连接绳张力的情况下立即按照每个使用者(300±3)kg的负荷加载测试

重物;

c) 保持该负荷3min后测量挂点装置的滑移。

6.4.6 静态性能测试

测试步骤如下:

a) 将挂点装置与加载装置相连;

b) 沿坠落方向按规定要求施加测试力;

c) 挂点装置应能保持该测试力3min;

d) 卸载,记录挂点装置情况;
注1:测试负荷保留至整数位。

注2:当2倍或3倍冲击力小于12kN时按12kN进行测试;当测试负荷大于22kN时按22kN进行测试。

注3:挂点装置受力部件为非金属时,加载速度不应超过100mm/min,挂点装置受力部件为金属时,加载速度不应

超过30mm/min。

6.4.7 耐腐蚀性能测试方法

按GB/T10125—2012中规定的中性盐雾(NSS)测试方法进行,测试步骤如下:

a) 将挂点装置进行(24±0.5)h盐雾处理;

b) 取出后放置在(20±2)℃的环境中干燥(60±5)min;

c) 重复上步骤a)~b);

d) 完成后观察并记录挂点装置情况;
注1:必要时可将挂点装置拆卸。

注2:大型构件应取适当试样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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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型式检验

7.1 下列情况时需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正式生产后,当原材料、生产工艺、产品结构形式等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停产超过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周期检查,每年一次;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2 样本由提出检验的单位或委托第三方从企业出厂产品中随机抽取,样品数量以满足全部测试项要

求为原则。

8 标识

8.1 永久标识

每件挂点装置明显位置上应有永久性标志,内容包括:
———产品名称;
———本标准标准号;
———产品类别;
———同时连接操作人员的最大数额(C、D型挂点装置还应标注最大固定间距);
———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标识。

8.2 产品说明

每件挂点装置应附有产品说明,内容包括:
———制造厂商名及厂址、电话;
———挂点装置的适用范围;
———安装说明;
———使用方法;
———同其他坠落防护装备的连接方法;
———挂点装置同时连接操作人员的最大数额、需连接缓冲器、需配备地面清洁装置;
———C类挂点装置端部固定装置和中间固定装置所允许施加的最大力值;
———E类挂点装置不得在有霜或冰冻条件下使用;
———E类挂点装置适用的安装平面类型;
———安装平面存在油、脂或藻等情况下,E类挂点装置的使用说明;
———E类挂点装置应安置在远离水易积聚之地;
———E类挂点装置的安装平面需移除碎石、松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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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挂点装置装配规范

A.1 总则

A.1.1 每种类型挂点装置应配备专用的坠落防护装备,应在挂点安装处或在挂点装置上提供明确的

标识。

A.1.2 与本标准规定的挂点装置配合使用的坠落防护装备应符合GB6095,并在坠落时的冲击力峰值

不超过6kN。

A.2 A型挂点装配要求

A.2.1 安装在钢结构或木制结构时应由专业人员经过计算确定挂点安装位置。

A.2.2 安装在其他结构上应确保结构固定装置与每种构筑物的结构和材料相适应,在安装完毕后应在

与地面垂直方向上施加6kN的负荷,并保持15s,挂点装置应没有破断及松动。

A.3 B型挂点装配要求

临时可移动挂点的安装应由专业人员经过计算确定挂点安装位置,并随时检查安装的牢固程度。

A.4 C型挂点装配要求

A.4.1 厂商应为该挂点装置提供安装和使用说明。

A.4.2 挂点装置安装完毕后应对每个结构固定装置在与地面垂直方向上施加6kN的负荷,并保持

15s,挂点装置应没有破断及松动。

A.4.3 若C型挂点装置安装角度大于15°,厂商应确保其结构挂点承受坠落冲击力时的可靠性,并将坠

落距离减小到最短。

A.4.4 安装C型挂点装置时应确保安全的坠落距离,保证人员坠落过程中不接触地面。

A.5 D型挂点装配要求

A.5.1 安装在钢结构或木制结构时应由专业人员经过计算确定挂点安装位置。

A.5.2 在安装完毕后应在与地面垂直方向上施加6kN的负荷,并保持15s,挂点装置应没有破断及

松动。

A.5.3 安装D型挂点装置时应确保安全的坠落距离,保证人员坠落过程中不接触地面。

A.6 E型挂点装配要求

A.6.1 若E型挂点装置的配重为填充可流动物体(如水、沙等)时,若发生泄漏,应立即停止使用。

A.6.2 E型挂点装置离屋顶边缘处至少2500mm,如图A.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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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E型挂点装置安装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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