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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吕

本部分的第 4 章（除 4.1.4 、 4.2.2.4 、 4.2.2.5 A.6.3.5 、 4.11.4）、第 5 章、6.3 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

性条款。

GB 10827《工业车辆 安全要求和验证》分为以下 8 个部分：

一一－第 1 部分：自行式工业车辆（除无人驾驶车辆、伸缩臂式叉车和载运车）；

一一→第 2 部分：自行式伸缩臂式叉车；

一－第 3 部分：对带有起升操作台的车辆和专门设计为带起升载荷运行的车辆的附加要求；

一－－第 4 部分：无人驾驶工业车辆及其系统；

一二第 5 部分：步行式车辆；

一－第 6 部分：货物及人员载运车；

第 7 部分：欧共体国家的区域要求；

一二第 8 部分：非欧共体国家的区域要求。

本部分为 GB 10827 的第 l 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 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GB 10827 1999《机动工业车辆 安全规范》，与 GB 10827 1999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将“第一篇 机动工业车辆制造厂应遵守的安全规范，包括运行、控制、机构等安全要求”调整

到“第 4 章 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中（见第 4 章和 1999 版第一篇）；

一－将“第二篇 机动工业车辆在使用、操作与维护方面的安全规范部分内容”调整到“第 6 章 使

用信息”中（见第 6 章和 1999 版第二篇）；

一→增加了“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的验证”（见第 5 章）。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 ISO 3691-1:2011《工业车辆 安全要求和验证 第 1 部分：自行式工

业车辆（除无人驾驶车辆、伸缩臂式叉车和载运车门。

本部分纳入了 ISO 3691 1 :2011/Cor.l :2013 的修改内容，这些修正内容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

侧页边空白位置的垂直双线（ Ii)进行了标示。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一－GB/T 5182 叉车货叉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CGB/T 5182-2008,ISO 2330:2002,IDT) 

一二GB/T 6104 机动工业车辆术语CGB/T 6104-2005,ISO 5053:1987,IDT) 

GB/T 20953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驾驶室内饰材料燃烧特性的测定 CGB/T 20953 2007, 

ISO 3795:1989,MOD)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一－将原文中引用的 ISO/TS 3691-7 有关欧盟区域的要求全部删除；

一一二将原文中引用的 ISO/TS 3691 8 中有关非欧盟区域的要求直接写出，并将其中针对北美、澳

大利亚、日本、南非地区的区域性要求全部删除；

一一一增加了参考文献，包括原文中提及的，但没有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出现的或在“注”中出现的其

他标准。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工业车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SAC/TC 332）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国家起重运输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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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如意股份有限

公司、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英、赵春晖、陶佳红、王晓峰、许超、吴荫登、冯振礼、张忠泽、顾群、周学军、

江营、张元榕、汪还击。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一一－GB 10827-1989 、 GB 10827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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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GB 10827 的本部分“范围”中明确了所涉及的机械及其可能导致的危险、危险状态或危险事件。

GB 10827 系列标准包含了如 ISO 5053 所定义的工业车辆的安全要求和验证。

产品应设计成当其在制造商可预见的条件下使用时，能满足其用途或功能，并且能够在调整和维修

时不会给人员带来风险。

为了合理地设计产品并使之满足所有特定的安全要求，制造商应确认与其产品相关的危险并进行

风险评估。随后制造商应在其产品设计和制造中考虑该评估。

进行风险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机械在其可预见的寿命周期内发生事故的风险，其中包括由于可

预见的异常状态引发事故风险的安装和拆卸阶段。

制造商应按如下原则和顺序选择最合适的方法：

a) 通过设计尽可能消除或降低风险（机械的本质安全设计和制造）；

b) 对通过设计不能消除的风险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c) 告知用户所采取保护措施的缺陷；

d) 说明是否需要专门的培训｜；

e) 规定需要提供的个人防护设备；

f) 通过适当的用户文件提供正确的操作说明。

工业车辆应设计成能防止任何可预见的可能诱发风险的误用。此外，对于根据经验可知的不应有

的机械使用方法，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提醒用户注意。

本部分不再重复说明用来制造工业车辆的所有工艺和材质的技术要求。具体参见 GB/T 15706 o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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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车辆 安全要求和验证

1 范围

第 1 部分：自行式工业车辆（除无人

驾驶车辆、伸缩臂式叉车和载运车）

GB 10827 的本部分规定了如 ISO 5053 所定义的下列自行式工业车辆（以下简称“车辆勺的安全要

求及其验证方法：

a) 平衡重式叉车；

b) 前移式叉车（具有可伸缩的门架或货叉架）；

c) 插腿式叉车；

d) 托盘堆垛军；

e) 高起升平台搬运车；

f) 操作台起升高度不大于 1 200 mm 的车辆；

g) 侧面式叉车（单侧）；

h) 侧面堆垛式叉车（两侧和三向）；

i) 托盘搬运车；

j) 双向和多向运行叉车；

k) 牵引力不大于 20 OOON 的牵引车；

]) 平衡重式越野叉车；

m) 其他以蓄电池、柴油、汽油或液化石油气为动力的工业车辆。

注 1 ：本部分不适用于以压缩天然气为动力的车辆，以压缩天然气和其他动力源为动力的车辆可能在将来修订本部

分时增加。

对于操作台起升高度大于 1 200 mm 的车辆和／或带着载荷起升至 1 200 mm 以上运行的军辆，本

部分应与ISO 3691-3 一起使用。

注 2: ISO 3691-3 不适用于平衡重式叉草或搬运集装箱的革辆。

注 3：有些带有起升高度不大于 1 ZOO mm 操作台的低起升拣选车，可以安装一个附加起升装置，将载荷起升至

1 800mm 的最大起升高度的，可适用。

本部分不适用于自行式伸缩臂式叉车、无人驾驶车辆和载运车， ISO 3691-2 、 ISO 3691-4 和

ISO 3691-6 分别适用于这些车辆。

本部分不适用于在苛刻条件下（如极端天气、冷库应用、危险环境）工作的车辆，这些情况需要有特

殊防护措施。

本部分涉及了除以下情形外，有关机械在制造商预期用途下使用和可预见条件下误用的，如附录 B

所列的所有重大危险、危险状态或危险事件。

本部分不包括下列情况可能发生的危险：

一二在制造过程中；

一一一搬运能自由摆动的悬吊载荷时；

一一一在公路上使用时；

一→在潜在爆炸性环境中操作时；

在与货架之间的单侧间隙小于 500 mm 的狭窄通道上使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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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驾驶拖曳载荷的坐驾式车辆时，由于采用非人类工效学姿势而引起；

一－一驾驶额定起重量大于 10 000 峙的空载车辆时，由于视野关系而引起；

一超载时。

注 4：本部分中，货叉、载货平台和整体式属具都被看作是工业车辆的一部分。安装在载货平台或货叉上的可拆卸

式属具，不被看作是工业车辆的一部分。对属具的要求见本部分相关条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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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5143 2008 工业车辆护顶架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ISO 6055: 2004, IDT) 

GB/T 5169.16 2008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16 部分：试验火焰 50 W 水平与垂直火

焰试验方法CIEC 60695-11 10: 2003, IDT) 

GB/T 5184 2008 叉车挂钩型货叉和货叉架安装尺寸(ISO 2328: 2007, IDT) 

GB/T 7593 2008 机动工业车辆 驾驶员控制装置及其他显示装置用符号 (ISO 3287 :1999, 

IDT) 

GB/T 8420 2011 土方机械 司机的身材尺寸与司机的最小活动空间OSO 3411 :2007 ,IDT) 

GB 10827.5 2013 工业车辆安全要求和验证第 5 部分：步行式车辆CISO 3691 5:1999,IDT) 

GB/T 15706 2012 机械安全设计通则风险评估和风险减小CISO 12100: 2010, IDT) 

GB 16754 2008 机械安全急停设计原则(ISO 13850: 2006, IDT) 

GB/T 16855.1 2008 机械安全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第 1 部分：设计通则 (ISO 13849-1: 

2006, IDT) 

GB/T 17300 2010 土方机械通道装置CISO 286 7: 2006, IDT) 

GB/T 18849 2011 机动工业车辆 制动器性能和零件强度(ISO 6292: 2008, IDT) 

GB/T 22417 2008 叉车货叉叉套和伸缩式货叉 技术性能和强度要求（ISO 13284: 2003, 

IDT) 

GB/T 22418- 2008 工业车辆 车辆自动功能的附加要求CISO 24134: 2006, IDT) 

GB/T 22419 2008 工业车辆 集装箱吊具和抓臂操作用指示灯技术要求（ISO 15871: 2000, 

IDT) 

GB/T 26560 201 1 机动工业车辆安全标志和危险图示通则CISO 15870: 2000, IDT) 

GB/T 26562 2011 自行式坐驾工业车辆踏板的结构与布置 踏板的结构与布置原则 CISO

21281: 2005, IDT) 

GB/T 26948.1 2011 工业车辆驾驶员约束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腰部安全带

(ISO 24135 1:2006,IDT) 

GB/T 26949.l 2012 工业车辆稳定性验证第 1 部分：总则(ISO 22915 1: 2008, IDT) 

GB/T 26949.2 2013 工业车辆稳定性验证 第 2 部分：平衡重式叉车 (ISO 22915 2: 2008, 

IDT) 

GB/T 26949.3 2013 工业车辆稳定性验证第 3 部分：前移式和插腿式叉车 (ISO 22915-3: 

2008 ,IDT) 

GB/T 26949.10 2011 工业车辆稳定性验证第 10 部分：在由动力装置侧移载荷条件下堆垛

作业的附加稳定性试验(ISO 22915-10:2008,IDT) 

GB/T 27544--201 1 工业车辆 电气要求(ISO 20898: 2008, IDT) 

ISO 2330 叉车货叉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Fork lift trucks Fork arms-Technical cha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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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istics and testing) 

ISO 3691 3: l) 工业车辆安全要求和验证第 3 部分：对带有起升操作台的车辆和专门设计

为带起升载荷运行的军辆的附加要求（ Industrial turcks Safety requiremer山 and verification 

Part 3: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for trucks with elevating operator position and trucks specifically de 

signed to travel with elevated loads) 

ISO 3795: 1989 农林用道路车辆、拖拉机和机械 内部材料燃烧性能的测定（Road vehicles, and 

tractors and machinery for agricultrure and forestry-Determination of burning behaviour of interior 

materials) 

ISO 5053 机动工业车辆术语（Powered industrial trucks Terminology) 

ISO 13564 1 :2012 机动工业车辆 验证视野的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额定起重量不大于 10 t 的

坐驾式和站驾式车辆（Powered industrial trucks Test methods for verification of visibility Part 1: 

Sit-on and stand-on operator trucks up to and including 10 t capacity) 

ISO 22915-4:2009 工业车辆稳定性验证第 4 部分：托盘堆垛车、双层堆垛车和操作台起升高

度不大于 1 200 mm 的拣选车辆(Industrial trucks Verification of stability Part 4: Pallet stackers, 

double stackers and order picking trucks with operator position elevating up to and including 

1 200 mm lift height) 

ISO 22915 7: 2009 工业车辆稳定性验证第 7 部分：双向和多向运行叉车 Clndustrial trucks 

Verification of stability Part 7: Bidirectional and multidirectional trucks) 

ISO 22915-8: 2008 工业车辆稳定性验证 第 8 部分：在门架前倾和载荷提升条件下堆垛作业

的附加稳定性试验 (Industrial trucks-Verification of stability Part 8: Additional stability test for 

trucks operating in the special condition of stacking with mast tilted forward and load elevated) 

ISO 22915-11 :2011 工业车辆 稳定性验证 第 11 部分：伸缩臂式叉车（ Industrial tr山ks

Verification of stability Part 11: Industrial variable-reach trucks) 

ISO 22915-20: 2008 工业车辆 稳定性验证 第 20 部分：载荷偏置条件下作业的附加稳定性试

验(Industrial trucks Verification of stability Part 20: Additional stability test for trucks operating 

in the special condition of offs巳t load, offset by utilization) 

ISO 22915-21: 2009 工业车辆稳定性验证第 21 部分：操作台起升高度大于 1 200 mm 的拣选

车辆（ Industrial trucks Verification of stability Part 21: Order-picking trucks with operator 

position elevating above 1 200 mm) 

3 术语和定义

ISO 5053 和 GB/T 1570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自行式工业车辆 self-propelled industrial truck 

至少有 3 个车轮，并带有动力驱动装置的轮式车辆（不包括那些在轨道上运行的车辆），设计用来搬

运、牵引、推顶、起升、堆垛或在货架上分层堆垛各种货物，并由一个操作者（3. 7）控制。

注：完整术语见 ISO 50530 

3.2 

步驾式车辆 pedestrian-controlled truck 

由－个以步行跟随车辆的操作者（3. 7）通过如舵柄或遥控装置控制的车辆。

1) 即将出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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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3.9 

3.10 

3. 11 

3.12 

3.13 

注：这种车辆可备有站驾选项。

乘驾式车辆 ride-on truck 

由一个坐在座位上或站在操作平台上的操作者（3. 7）控制的车辆。

注：带有操作者座椅的站驾式工业车辆属于站驾式车辆。

低起升车辆 low-lift truck 

起升高度不大于 500 mm 的车辆。

双向运行车辆 bidirectional truck 

沿着与其纵向轴线平行或垂直方向运行的车辆。

注：根据 ISO 5053: 1987 中 3.6.1.2 改编。

多向运行车辆 multidirectional truck 

沿着相对于其纵向轴线的任一方向运行的车辆。

注：根据 ISO 5053: 1987 中 3.6. l.3 改编。

操作者 operator 

经过相应培训并取得资格，负责控制工业车辆运行及载荷搬运的专业人员。

注 1 ：根据车辆的类型，操作者可以乘驾、步驾（如舵柄控制，电缆控制）或遥控（如元线电遥控）车辆。

注 2 ：国家的法规可以适用。

正常操作位置 normal operating position 

操作者能按照制造商的规定控制所有运行和载荷搬运功能的位置。

注：如果在一个位置上不能控制车辆的全部功能，那么制造商可规定附加位置。具有一个以上操作方向的旋转座

椅或站驾式端部控制车辆也被视作具有一个操作位置。

起升高度 lift height 

货叉水平段或升降平台的上表面至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运行时的起升高度 lift height for travelling 

为运行提供足够离地间隙而提升的不大于 500 mm 的高度。

注：运行时的起升高度等同于稳定性试验中运行时的最大起升高度。

低起升高度 low lift height 

最大起升高度不大于 500 mm，此时，载荷质心与地面的垂直距离不超过 1 100 mma 

自动动作制动装置 automatically acting brakes 

在非运行条件下，除操作者将其释放外，可自动实施机械制动的装置。

失载中心距 lost load centre 

将可拆卸式属具安装到车辆上时标准载荷中心可能产生的水平位移。

注：标准载荷中心距见附录 A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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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实际起重量 actual capacity 

由制造商根据零部件强度和车辆稳定性确定的，车辆在正常运行状态，特定的载荷中心距（如果需

要亦可前伸）时能够搬运、起升和堆垛到特定高度的最大载荷（单位为千克）。

注：实际起重量取决于车辆的配置，它与所安装门架的类型和起升高度、实际的载荷中心距以及安装的属具有关。

该实际起重量规定了某一具体配置下的车辆的载荷搬运能力。通过适当的稳定性试验或经验数据的计算校

验，可以确定车辆带有可拆卸式属具时的实际起重量值。

3.15 

额定起重量 rated capacity 

由制造商根据零部件强度和车辆稳定性确定的，车辆在标准载荷质心位置时能够搬运、起升并堆垛

到标准起升高度的最大载荷（单位为千克）。

注 1 ：质心见附录 Ao

注 2：当门架的起升高度低于标准起升高度 H 时，仍按照标准起升高度确定额定起重量。

注 3：额定起重量用来比较不同制造商所生产车辆的额定能力，并为技术标准和统计提供依据。车辆的操作极限由

实际起重量决定。

4 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

4. 1 概述

4.1.1 一般要求

车辆应符合本章的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

另外，对于本部分没有捞及到的非重大危险，应按 GB/T 1:5706 规定的原则进行车辆设计。

4.1.2 正常气候条件

车辆作业时应符合以下正常气候条件：

一二连续运行条件下的平均环境温度：十25 ℃；

短期内（不大于 1 h）的最高环境温度：＋40 ℃；

一－正常室内条件下使用车辆时的最低环境温度：＋ s ℃；

一）正常室外条件下使用车辆时的最低环境温度：一20 ℃；

一二海拔高度：不大于 2 000 m。

4.1.3 正常作业条件

正常作业条件如下：

在坚实、平整、水平和铺设好的路面上行驶（包括运行和起升），车辆设计作业的路面条件，应在

使用说明书中详细说明（见 6.2);

一一行驶时载荷质，心应大约位于车辆的纵向中心平面内；

一二运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将门架或货叉后倾，并应使载荷处在较低的（运行）位置。

如果上述各项还不能完全满足某些类型车辆所规定的稳定性要求，那么这些车辆的运行条件应符

合 4.8 所述的稳定性要求。

4.1.4 电气要求

电气要求应符合 GB/T 27544 的规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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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边或角

在操作者正常操作位置范围，以及在正常作业和日常检查时的出人范围都不应有造成危险的锐边

或棱角。

4.1.6 储能部件

储存能量井有可能在移动或拆卸过程中造成危险的部件，如液压蓄能器或弹簧制动装置，应采取措

施在移动或拆卸前先释放其能量。

4.2 启动／运行

4.2.1 未经许可的启动

车辆应配备一种装置（如钥匙、密码、磁卡），防止在没有使用该装置时车辆的启动。

对于由同一制造商生产的步驾式车辆和乘驾式车辆，其两者的启动装置应不能互换。对于同一个操作

者，一种启动装置（如磁卡）可同时用于步驾式车辆和乘驾式车辆，但不允许未经授权的其他人员进行启动。

4.2.2 意外的移动／开动

除非由操作者主动操纵控制装置，车辆应避免从其锁定位置移动，如滑行或蠕动（因泄漏等）。

4.2.2.1 停车制动器

应配备满足 4.3.l 要求的停车制动器。

对于坐驾式车辆，停车制动器应能在操作者处于正常操作位置时用于或脚操作，或操作者离开正常

操作位置时自动地实现制动。只装有非自动停车制动器的车辆，应警示操作者在离开车辆前启用停车

制动器。

自动停车制动器的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时，应能向操作者发出警示。

4.2.2.2 内燃车辆

内燃车辆应配备一种装置，当传动装置处于接合状态时，该装置能防止发动机启动。

4.2.2.3 运行控制

内燃车辆的运行控制装置应设计成，只有传动装置处于接合状态后，车辆才能在水平路面上从静止

开始移动。

4.2.2.4 动力运行

只有当操作者处于正常操作位置时，乘驾式车辆才能进行动力运行。

当操作者回到正常操作位置，但没有进行如重新调整方向控制、激活速度控制等额外操作时，动力

运行不应自动发生。

4.2.2.5 手动变速箱和人工操作的离合踏板

带有车用于动变速箱和人工操作离合踏板的车辆应符合 4.2.2.2 和 4.2.2.4 的要求。

4.2.3 运行速度

4.2.3.1 步驾式车辆

在水平路面上行驶的单速步驾式车辆的运行速度不应超过 4 km/h，加速度不应超过 0.5 m/s2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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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只应设计成低起升高度。

在水平路面上行驶的可调速步驾式车辆的运行速度应能被操作者调节到与其步行速度相匹配，不

应超过 6 km/h 。

4.2.3.2 站驾式车辆和带有折叠式站恒的步驾式车辆

在水平路面上行驶的站驾式车辆和带有操作者站立其上的折叠式站板的步驾式车辆，其最大运行

速度不应超过 16 km/h, 

带有折叠式站板的车辆见 4.7.3.3,

带有站驾选项的车辆见 4.7.3.2 和 4.7.3.4,

4.2.3.3 带着起升的门架运行

车辆带着起升的门架运行时，无特殊要求。

4.3 制动装置

4.3.1 概述

所有工业车辆都应带有行车制动器和停车制动器。制动器应符合 GB/T 18849 的规定。

停车制动器应配有防止意外释放的装置。停车制动力应通过机械装置产生。

4.3.2 行车制动器的供能故障

行车制动器的供能发生故障时，不应导致整个制动失效，并应能控制停车。

4.3.3 站驾式和步驾式车辆

站驾式和步驾式车辆应带有一个制动装置，该装置应自动闭合直到其被操作者释放。该装置可作

为车辆的行车制动器和停车制动器。

4.4 手动控制装置

4.4. 1 概述

4.4.1.1 与车辆运动的一致性

控制装置的动作应尽可能和车辆正在进行的运动方向保持一致。控制装置的操作应被限制在车辆

或舵柄的轮廓内。

4.4.1.2 多人操作

如果安装了附加操作位置并有一个以上的操作者，则同一时间应只能从一个操作位置操纵这些控

制装置，唯一的例外是紧急断电开关，从所有的操作位置都可以操纵此开关。

4.4. 1.3 多个操作位置

当一个操作者有多个操作位置时，在某一操作位置操纵控制装置的同时应排除从其他操作位置操

纵的可能性。唯一的例外是紧急断电开关，从所有的操作位置都可以操纵此开关。

4.4.2 运行和制动控制

4.4.2. 1 概述

速度操纵控制装置的动作应被设计成运行速度随着控制装置行程的增加而增加。当控制装置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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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时，它应自动回到零位。

4.4.2.2 坐驾式车辆

用踏板操纵运行和制动控制装置的车辆应符合 GB/T 26562 的规定。

4.4.2.3 站驾式车辆

站驾式车辆的运行和制动控制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运行控制功能

一一当采用舵柄时，舵柄上应装有控制运行方向和速度的控制装置；

一－一当采用方向盘或类似控制装置时，运行方向和速度控制装置应位于方向盘附近。

行车制动器在下列情况下，应自动实现制动功能：

如果制动器是由舵柄操纵的，当舵柄被释放时；

如果制动器是由运行控制装置操纵的，当运行控制装置被释放时；

如果制动器是由脚操纵的，当踏板被释放时；

如果制动器是由于操纵的，当于柄被操作时。

b) 操作台起升高度不大于 1 200 mm 的车辆

当操作台的起升高度超过 500 mm 时，应提供措施防止车辆的运行，除非控制装置可以和操作

台一起起升。

4.4.2.4 步驾式车辆

对步驾式车辆的要求如下：

a) 舵柄上应配备运行方向和运行速度的控制装置；

b) 当舵柄被释放时，它应能自动返回至高位静止位置，切断运行方向的牵引动力并闭合制动器；

c) 当舵柄处在低位时，运行方向的牵引动力应被切断，并且制动器应闭合；

d) 舵柄应配备一种装置，当其头部在操作位置与固体物（如操作者的身体）接触时，能促使车辆

朝远离操作者的方向运行，直到该装置上的压力被解除或实施制动使车辆停下。

4.4.2.5 差速锁

车辆运行过程中应能解开差速锁。

对于带有踏板控制差速锁的车辆，踩下踏板应能锁住差速锁，释放踏板时应能解开差速锁。

4.4.2.6 从车辆外部进行的附加操作

对于坐驾式或站驾式车辆和牵引车，如果具有操作者从车辆外部进行运行控制的功能，则从外部操

作车辆时，其运行速度不应大于 6 km/ha 这些控制装置可以附加在车辆上或采用遥控的方式。这种外

部操作系统可以被设计成通过一个单独的开关起作用或当操作者离开正常操作位置自动起作用。

8 

a) 概述

。 当车外控制装置被释放时，驱动装置应自动关闭，制动器应自动闭合。应排除从车内操作

位置同时进行操作的可能；

2) 安装在车辆外部的控制装置应安全可靠，以防意外激活。

b) 采用电缆连接的远程控制装置的附加要求

1) 电缆的长度和布置应能使操作者在车辆危险区域之外进行操作，并能够看清运行的道

路。电缆应不会缠绕到车轮上。

2) 对于便携式控制面板，应防止运行控制元件被意外操作，紧急制动按钮除外。便携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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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面板应安装符合 GB 16754 规定的紧急制动按钮。

c) 无线控制的附加要求

1) 传输范围应足够以便让操作者在车辆危险区域之外进行操作，并能够看清运行的道路；

2) 对于便携式控制面板，应防止运行控制元件被意外操作，紧急制动按钮除外；

3) 可靠度等级应至少为 10-9 ，汉明距离（代码间距）应为 2；遥控装置应符合 GB/T 16855.1 

的规定，性能等级CPL)c;

。 当车辆在操作者的直接视野（90。）之外和／或在遥控范围之外，军辆应自动停车；

5) 当一辆以上的车辆同时在遥控状态下运行时，控制不应相互干扰。

d) 带牵引装置车辆的附加要求

1) 控制装置（如后接触装置）应设计成操作者在操作时不需要在车辆和拖车之间走动；

2) 后接触装置应确保可靠，不会发生意外操作；

3) 当操作后接触装置时，车辆的运行速度不应超过 2.5 km/h 。

4.4.2.7 在步驾式和站驾式车辆边缘位置时的附加操作

操作者步行在步驾式和站驾式车辆旁进行的附加操作，应只有在车辆朝着载荷端的反方向运行时

才可以。

只有当车辆静止时，才能从车辆外部激活运行控制装置。

当从车辆外部操纵运行控制装置时，速度不应超过 4 km/h。当运行控制装置被释放时，制动器应

自动闭合。

4.4.3 转向控制

4.4.3. 1 转向

转向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站驾式或坐驾式车辆向前运行时，顺时针转动方向盘或对转向控制装置的等同操作应使车辆右转；

b) 对于操作者控制位置的转动范围大于 90。的车辆，或具有两个控制位置的车辆，为了便于操作者

面对两个相反的方向，顺时针转动方向盘或对转向控制装置的等同操作，应使车辆从新的位置向

前看时右转，即转向控制传感器翻转了一个超过 90°的角度，以便使操作者面对相反的方向；

c) 对于能够 360。连续转向的车辆，即转向／驱动轮可以在 360。范围内运动以推动车辆沿着转向控

制装置所选定的方向运行的车辆，当这种车辆向前运行时，应按照 4.4.3.la）的方式操作；

d) 装有舵柄的步驾式车辆向前运行时，顺时针转动舵柄应使车辆右转；

e) 此外，用户有需求时，端部控制的军辆可安装“反向转向”，即顺时针转动方向控制装置将使车

辆左转。此种车辆应被清楚地标识。

4.4.3.2 供能故障

如果转向系统发生供能故障（包括电动机或发动机故障），车辆应尽可能保持其当前行驶方向，直至

被控制后停车。

4.4.4 载荷装卸控制

4.4.4.1 控制装置

当控制装置被释放时，其应自动回到中位，并停止相应的载荷移动。当使用一组单一功能的操纵杆

时，除了装有伸缩门架或货叉的前移式叉车外，离操作者最近的操纵杆应控制起升和下降，第二近的操

纵杆应控制倾斜功能，第三近的操纵杆应控制侧移功能，第四近的操纵杆将控制辅助功能。单一功能操

纵杆或于柄的布置顺序和移动方向见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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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装有伸缩门架或货叉的前移式叉车上使用一组单一功能的操纵杆时，离操作者最近的操纵杆

应控制起升和下降，第二近的操纵杆应控制门架或货叉的移动，第三近的操纵杆应控制倾斜功能，第四

近的操纵杆应控制侧移功能，第五近的操纵杆将控制辅助功能。

安装了由动力承载的属具（如纸卷夹）的车辆，其控制属具的操纵杆应设计成需要一个辅助的动作

才能起作用，以防止载荷被意外释放。

表 1 单一功能操纵杆或手柄的布置顺序和移动方向

移动方向

功能（按布置顺序排列） 面对载荷操纵控制手柄时
载荷或设备的运动

操作者子的主要动作

向上 向后或向上
起升

向下 向前或向下

缩回 向后
前移

伸出 向前

向后 向后或向上
倾斜

向前 向前或向下

向右 向后或向上
侧移

向左 向前或向下

向后 向后
推拉

向前 向前

顺时针 向后或向上
横向旋转

逆时针 向前或向下

向后 向后或向上
纵向旋转

向前 向前或向下

向下 向后或向上
载荷稳定器

向上 向前或向下

合拢 向后或向上
货叉位置

分开 向前或向下

啃合 向后或向上
把手

释放 向前或向下

上升 向后或向上
车辆稳定器

下降 向前或向下

夹紧 向后或向上
夹具

释放 向前或向下

4.4.4.2 手动起升系统

于操作力以及手动操作起升系统于柄外形的设计应符合 GB 10827.5 的规定。

4.4.5 多功能控制装置

当控制装置被设计和构造成能完成一个以上的功能时，每一单独功能都应作出清晰的标志。每一

控制功能被释放时，都应自动回到中位，并停止相应的载荷移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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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自动功能控制装置

自动功能控制装置应符合 GB/T 22418 的规定。

4.4.7 标志

标志控制装置的图形符号应符合 6.3.1.4 的要求。

4.5 动力系统及其附件

4.5.1 排气和冷却系统

4.5. 1. 1 排气系统

排气系统应按 4.7.6 设计成能够将发动机排出的废气引离操作者位置。排气系统附近应使用非易

燃的原材料，并且所使用的原材料应经过挑选和受到保护，使其不会受到来自于排气系统热源的不良

影响。

4.5.1.2 冷却系统

冷却系统气流的布置应避免引起操作者的不适。

4.5.2 燃油箱

4.5.2.1 燃油箱的隔离

如果燃油箱放在发动机舱内或靠近发动机舱，就有可能产生过高的温度，应采用适当的保护措施

（如单独的封罩或挡板）使燃油箱和／或加油设备与电气系统和排气系统隔开。燃油箱的位置及加油设

备应确保外溢或漏出的燃油不会流到发动机、司机室或电气系统、排气系统的零部件上。

4.5.2.2 燃油的溢出

在正常作业条件下，燃油不应溢出。

4.5.3 发动机舱和其他隔间的入口

4.5.3.1 发动机罩

当关闭发动机，根据制造商的推荐进行日常保养时，封闭的发动机舱应能满足风扇的防护要求。如

果发动机停机后，风扇能够启动（如通过温度开关），则风扇应加防护装置。应提供安全警示标志，并将

这一标志写入使用说明书（见 6.2）。警示标志应符合 6.3.3.4 的要求。

如果车辆下端至水平地面的通道间距小于 600 mm，则可认为发动机下侧的通道已得到防护。

4.5.3.2 意外关闭

由于意外的关闭会造成伤害，应在罩壳处（如牵引蓄电池或发动机罩）提供防止意外关闭的装置。

这些装置应被永久地固定在车辆上或安装在车辆的安全处。

4.5.4 液化石油气（LPG）车辆

4.5.4.1 容器

液化石油气车辆的容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LPG 容器应既可以永久固定在车辆上，也可以是可拆卸的；

b) 可拆式 LPG 容器应便于拆装，并且在更换完容器后，便于检查其安装情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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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装有安全阀的可拆式 LPG 容器，其安装在车辆上的位置应使阔的开口始终与容器顶部的汽化

空间相通，可通过使用定位销的方法来实现容器的正确定位；

d) LPG 容器应牢固安装在车辆上，以防止其移动；固定装置应能承受沿任一方向 4 倍的满装容

器重量的静载荷，而不会发生永久性的明显变形；

e) 在将 LPG 容器固定在车辆上时，应设法减少磨损、震动以及被车辆所搬运的物品腐蚀；

f) LPG 容器及其连接部件应安装在车辆的平面轮廓之内；

g) 如果 LPG 容器被安装在隔间内，那么隔间的底部应有永久性通气孔，这些通气孔的总表面积

应至少为 200 cm2 ，以保持足够的通风；

h) 如果车辆上还装有附加 LPG 容器，它应采用与主容器相同的方式进行固定；

i) 对于 LPG 容器，无论是固定式的还是可拆式的，都应装有一个能防止气体或液体意外泄漏（如

管路系统破裂时）的装置，该装置不应使安全阀失效；

j) 当按照制造商的规定使用时，应防止 LPG 容器上的管接头和附件的机械损伤；

k) LPG 容器的燃料出口应有一个能够方便快捷操纵的手动阀，并在阀的手柄或者车辆外部靠近

阀的位置清楚地标示出阀的位置和操作方法；

]) 除非 LPG 容器和发动机被特殊设计成直接排气的，否则燃料都应以液体的形式排出 F

m) 由用户加燃料的永久固定式 LPG 容器都应具备下列装置：

1) 与容器的汽化空间相通的安全阀，当容器装在车辆的隔间里时，安全阔的排气端应用管

路接到大气中而远离操作者，并按照 4.5.4.3d）的规定排出气体；

2) 一个充装 80%时停止供给的燃料截止阀；

3) 最高液位指示器应适合所用的液化石油气，并标示出不会排放到大气中的最高液位；

n) LPG 容器应布置在不会受到热源损害的地方，特别是来自发动机或排气系统的热量。如果需

要安装热源防护装置，应不限制通风。

4.5.4.2 管路

液化石油气车辆的管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连接管路和所有相关部件应易于接近，并加以防护，以防过度的热辐射、磨损和损坏。他们还

应有足够的韧性，以承受使用中的振动和变形。如：

一一－管路系统的布置应易于发现损坏或渗漏并便于检查和维修；

管路的安装应使其不致受到车辆高温部件过度热辐射而损坏；

容器和发动机上部件间的连接管路不应采用完全刚性的管子；

管路的布置不应超出车辆的轮廓线。

b) 在大于 1 bar2J 压力下工作的软管，应至少每隔 500 mm 加→个支承。刚性管应至少每隔

600 mm加一个支承。

c) 在大于 1 bar 压力下工作的软管、硬管和所有接头，应能适用于 25 bar 的工作压力，并能承受

75 bar 的试验压力而不破裂。在小于 1 bar 压力下工作的软管、硬管和所有接头，应能承受最

大工作压力 5 倍的试验压力而不破裂。

d) 在两个可能关闭的截止间之间含有液态液化石油气的管路的所有区段，压力都不应超过其部

件的额定工作压力，必要时，应安装卸压阅或采用其他适当的方法。

e) 不应使用铝管。

f) 软管应尽可能短。

g) 在 l bar 以上压力下工作的管接头应采用金属制造，密封垫圈除外。

2) 1 bar=O.l MPa=O.l N/mm2 =105 N/m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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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3 设备

液化石油气车辆的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当发动机停止运转时，不论点火系统是否已被切断，液化石油气的供给应自动切断；

b) 在使用多种燃料的情况下，系统的设计应避免液化石油气进入任何其他燃料容器中的可能

性，并且在接通一种燃料之前，应切断其他燃料的供给；

c) 如果车辆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容器来提供燃料，应采用→个切换阀或其他适当的方法来连

接这些容器，以便一次只能从一个容器中获得液化石油气，不应同时使用两个或多个容器；

d) 所安装的安全阀或液位指示器不应把排放物排向操作者或排放到可能是点火源的车辆部

件上；

巳） 如果某一部件的腐蚀会影响其正常功能，那么该部件应涂以防腐层；

f) 燃料系统的所有部件都应牢固地连接在车辆上；

g) 减压阀的位置应便于检查和维护；

h) 发动机舱应按 4.5.4.1 g）设计以避免任何 LPG 的堆积。

4.5.4.4 区域性要求

除 GB 10827 的本部分外，液化石油气车辆无特殊要求。

4.6 起升和倾斜系统

4.6.1 起升链条

车辆或门架制造商应从链条制造商处索取有关链条的质量证明，以了解链条的破断载荷。

当起升装置包括一根或几根链条时，车辆制造商应只能使用板式链或滚子链。在满载状态下，这些

链条应具有一个最小安全系数 K，（假定门架结构没有摩擦）。 K l 可通过下式计算：

式中：

Ki 起升装置的安全系数；

K, 仨兰兰
' R+W 

Le 一一新链条的最小破断载荷，单位为牛顿（N);

n 链条的根数；

R 车辆的最大负载能力，单位为牛顿（N);

W 一一链条所支承的起升装置的自重，单位为牛顿（N）。

最小安全系数 K I 应符合下列要求：

额定起重量不大于 10 000 kg 的车辆，K，不应小于 5;

一一额定起重量大于 10 000 kg 的车辆， KI =5-0.2(Q' -10），但不能小于 4，式中 Q＇为车辆的额

定起重量，单位为吨（t）。

链轮直径应符合链条制造商的规定。

4.6.2 机械起升系统

4.6.2.1 概述

起升装置应符合 4.6.3.3 的要求。

4.6.2.2 起升／下降装置的故障

当起升／下降装置的单个部件（如齿轮、链轮或轴）发生故障时，不应造成起升载荷或操作平台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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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失控。

4.6.2.3 下降速度

起升装置的满载下降速度不应大于 0.6 m/s 。

4.6.3 液压起升系统和倾斜系统

4.6.3.1 液压起升系统

液压起升系统应被设计戚在液压油处于正常工作温度、门架垂直、满载的情况下，前 10 min 内由于

内部世漏造成的载荷下降不应超过：

一一额定起重量不大于 10 000 kg 的车辆为 100 mm; 

额定起重量大于 10 000 峙的车辆为 200 mmo 

4.6.3.2 下降速度限制

液压起升系统中应连接一个装置，当液压回路发生故障时（不包括起升油缸），该装置能将起升装置

的满载下降速度限制在最大不超过 0.6m/so 该装置应直接安装于起升油缸。

4.6.3.3 行程限制

起升装置应装有防止越程的可靠装置。另外，应采取有效措施（如机械限位）来避免货叉架和门架

上的运动部件从门架上端意外脱落。

4.6.3.4 液压倾斜系统

整个液压倾斜系统（包括油缸，阀等）在其液压油处于正常工作温度，额定载荷位于 2 500 mm 的高
度时，内部泄漏速度应允许门架在 10 min 内从垂直位置前倾不超过 50；而对于起升高度小于 2 500 mm 
的车辆，载荷应处于其最大起升高度处。对于最大前倾小于 5。的车辆，其内部泄漏所允许的平均倾斜

速度不应超过 0.5°/min0

4.6.3.5 门架倾斜和货叉架的自锁

对于乘驾式车辆，当操作者不在正常操作位置时，即使操纵主载荷装卸控制装置，也不应出现门架

的倾斜和货叉架的移动。

4.6.4 液压系统

4.6.4.1 班压回路

承受内部压力的软管，硬管和接头应至少能承受液压回路 3 倍的工作压力而不破裂或发生永久变

形。硬管和软管应可靠定位，必要时应固定，从而使磨损，尖角以及其他导致损坏的来掘降到最小。

4.6.4.2 压力控制

所有液压系统应装有能防止系统内压力超过预定值的装置。此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能够避免意外

的松动或调节，调整压力需要有工具或钥匙。

4.6.4.3 渣压回路的供能故障

液压系统应设计成当发生供能故障或中断时，部件或属具不允许产生任何失控的动作。

4.6.4.4 液压油净化

液压系统应通过，如磁铁、滤油器等来保护液压油，以防止其受污染。

14 



Download From http://bbs.infoeach.com

Download From http://bbs.infoeach.com

GB 10827.1-2014/ISO 3691-1 :20 门

4.6.5 搬运和堆垛载荷的属具

4.6.5.1 意外的移动或脱落

应采取措施以防止属具意外横移或从车辆上意外脱落。属具及其部件的运动在终端位置上应具有

机械限位。

4.6.5.2 供能系统故障

通过动力夹持载荷的属具应被设计成当车辆的手动控制装置处于中位或属具的供能系统发生故障

时，其设计上的最大载荷应能自动地被夹持至少 10 min 。

4.6.5.3 属具的班压系统

如果属具有其独立的液压系统，则应符合 4.6.4 的要求。

4.6.5.4 组合液压系统

如果属具的液压系统与车辆的液压系统相连接，这两个系统应互相兼容，并且组合后的液压系统应

符合 4.6.4 的要求。

4.6.5.5 起升货物集装箱的吊具

用于起升货物集装箱的吊具应按 GB/T 22419 的规定配备指示灯。吊具应配备防止集装箱意外坠

落的装置。应采取措施在所有转锁没有全部闭锁到位前阻止集装箱的起升。如果有多个集装箱同时被

起升，所有集装箱都应符合上述要求。对于集装箱不是被锁紧在属具上（如使用抓钩臂起升），为防止其

意外跌落，车辆的运行速度最大不应超过 10 km/h 。

4.6.5.6 货叉

4.6.5.6. 1 除了相关安全系数外，实心截面货叉的制造和检验应符合 ISO 2330 的规定。

4.6.5.6.2 安装在车辆上所有货叉的总起重量不应小于车辆的实际起重量。

4.6.5.6.3 应采取措施防止货叉在货叉架上发生意外的侧移。

4.6.5.6.4 叉套应设计成能防止其从货叉上意外脱落，并应符合 GB/T 22417 的规定。

4.6.5.7 货叉架

挂钩型货叉架应符合 GB/T 5184 的规定。

4.7 操作者位置

4.7.1 尺寸

操作者座椅或站立位置应布置成，操作者在操纵车辆时，在车辆的轮廓线之内有足够的空间。尺寸

应合适且符合人类工效学原理，至少能满足如 GB/T 8420 2011 中图 l～图 3 所示第 5 百分位至第 95

百分位的人群要求，并且不超出车辆的轮廓线。座椅也不应超出车辆的轮廓线。

从座椅靠背的顶端边缘至车辆轮廓线的最小距离应为 50 mm（见图 1 和图 2 ）。

对于带有舵柄的站驾的步驾式车辆和中央控制的乘驾式车辆，转向控制舵柄的运动可以超出车辆

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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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
由

说明：

a一一运行方向。

图 1 面向前操作

单位为毫米

50 

说明：

a一一运行方向。

图 2 面向侧操作

4.7.2 操作者的出入口

4.7 .2. 1 概述

车辆应设计成能安全和方便地出人并能将滑倒、跌落和绊倒的风险减至最小。高于地面 350 mm 

的踏脚，应提供登踏板和抓于（如握柄，车辆结构的一部分等），以便在所有高度提供三点支撑（如一只子

和两只脚或两只手和一只脚）。踏脚宽度、梯级高度和踏面深度应符合 GB/T 17300 的规定。

4.7.2.2 踏脚

踏脚应具有防滑面或覆盖物（如金属网，防滑涂层铜板等）。第一级踏脚不应高于地面 550 mm，梯

级高度应在 250 mm 至 350 mm 之间，且间距最好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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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3 车厢地板

操作者经常出入车厢地板的踏脚和走道应没有障碍，并具有防滑面，如花纹板、防滑涂层钢板和金

属网等。

4. 7 .2.4 走道

高于地面 2 000 mm 的走道应安装 900 mm 至 1 100 mm 高的防护栏杆。防护栏杆应能承受从内

至外水平方向施加的 900N 的力而不发生永久变形。

4.7.2.5 抓手

正常操作位置出入口的地板高于地面 300 mm 时应设置抓于，他也可以是车辆结构的一部分。抓

于的外形尺寸应至少是宽 45 mm，长 130 mm 和直径 15 mm（见图 3 ）。

单位为毫米

"' 
- 

C
町

45 

圄 3 抓手

4.7.3 操作平台

4.7.3. 1 概述

步驾式和站驾式端部控制车辆上的操作者站立平台，其尺寸应符合 4.7.1 的要求，并且应能承受相

当于满载车辆重量 2.5 倍的压力，此压力沿着车辆的纵向轴线，并作用在操作平台最外端的垂直投影面

上。就本要求而言，所有平台周围的加固件或防止平台被压坏的部件均属于操作平台，但带有舵柄的步

驾式车辆除外。

4.7.3.2 外伸于车架的操作平台

运行速度大于 6 km/h 的舵柄操纵站驾式车辆上外伸于车架的操作平台，除了要符合 4.7.3.1 的要

求外，还应在其侧面或前面安装防护装置。该防护装置应能承受作用在操作者站立位置中心直线方向

上，从内向外 900 N 的水平力而不发生变形。侧面防护装置在其保护位置应高于操作平台，其最小高度

应为 700 mmo 

4.7.3.3 带有折叠站板的步驾式车辆

当操作者离开站板时，安装在步驾式车辆上并悬挂在车架上的站板，应可以被折叠或回转到直立位

置，这一动作也可以自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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