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考核大纲
 

  

第一条  为了规范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考核工

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制定本大纲。 

第二条  本大纲适用于《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种类与项目》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11 年第 95 号公告，以下简称公告)规定

的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考核。 

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人员(以下简称安全管理人员)，是指使用单位

从事起重机械安全管理的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起重机械作业人员(以下

简称作业人员)，是指起重机械生产单位、使用单位从事起重机械的机

械安装修理、电气安装修理人员和指挥、司机等操作人员。 

起重机械司索作业人员、起重机械地面操作人员和遥控操作人员，

不需要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由使用单位进行培训和管理。 

第三条  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按照公告规定的作业项目取

得相应项目的资格证件。 

第四条  安全管理人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年龄 20 周岁以上(含 20 周岁)，男性女性均不超过 60 周岁； 

(二)身体健康，无妨碍从事本岗位工作的疾病和生理缺陷； 

(三)具有中专或者高中以上(含中专或者高中)学历； 

(四)具有起重机械安全技术和管理知识； 



 

 

(五)具有 2年以上(含 2 年)起重机械作业或者机电类管理工作的

经历。 

第五条  作业人员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年龄 18 周岁以上(含 18 周岁)，男性不超过 60周岁，女性不

超过 55周岁； 

(二)身体健康，无妨碍从事本岗位工作的疾病和生理缺陷； 

(三)具有初中以上(含初中)学历； 

(四)经过专业培训，具有起重机械安全技术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 

(五)有 3 个月以上(含 3 个月)所申请项目的实习经历(注 1)。 

注 1：有 3 个月以上(含 3 个月)所申请项目的实习经历，是指在已

经持有相应项目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2年以上(含 2年)的相应作

业人员指导下，进行 3 个月以上(含 3个月)的操作技能学习并经其签字

确认；或者经过专业培训机构64学时以上(含64学时)培训并取得证明。 

第六条  安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的考试，分为理论考试和实

际操作技能考试。考试方式如下： 

(一)理论知识考试采用计算机考试方式； 

(二)实际操作技能考试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注 2)。 

注 2：不能利用虚拟机代替实际操作考试。 

第七条  具体考试内容见附件 A至附件 K。 

第八条  理论知识考试，各部分内容所占比例如下： 

(一)安全管理人员，专业基础知识占 30%、安全使用管理知识占

40%、法规知识占 30%； 



 

 

(二)作业人员，专业基础知识占 30%、安全使用操作知识占 50%、

法规知识占 20%。 

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理论知识考试的题型包含判断题、选择

题等。 

第九条  实际操作技能考试，各部分内容所占比例如下： 

(一)安全管理人员，制度建立占 40%，现场检查能力占 40%，事故

处置能力占 20%； 

(二)作业人员，相关部件识别占 30%，基本操作能力占 50%，应急

处置能力占 20%。 

实际操作技能考试时，按申请作业项目中的任一品种进行考试，

其他品种的实际操作技能由使用单位进行培训和考核。 

第十条  安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的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

技能考试合格后，方可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证

书。 

第十一条  从事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考试工作的考试机

构(以下简称考试机构)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规范的原则，

按照理论知识考试机考化、实际操作考试实物化要求配置资源。考

试机构应当具备与考试工作相适应的资源条件，具体要求见附件 L。 

第十二条  考试机构应当按本大纲的要求制定考试细则，规定

具体的考试内容、考试方法及要求等。 

第十三条  本大纲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大纲自 2014 年 3月 1日起施行，原《起重机械安

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考核大纲》(TSG Q6001-2009)同时废止。 

  

  

  

  

 

 

附件 A 

  

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人员理论知识 

  

A1.  专业基础知识 

A1.1  起重机械分类、主要参数。 

A1.2  起重机械的基本组成(结构、传动、电气、控制等)、原

理、用途、工作特点及其对工作环境的要求。 

A1.3  起重机械的主要零部件。 

A1.4  起重机械安全保护装置的功能与使用 

包括起重量限制器、起重力矩限制器、起升高度限位器、行程限

位器、回转限位装置、连(联)锁保护装置、防后倾装置、抗风防滑装置

等的功能与使用。 

A1.5  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的构成和功能。 

A1.6  起重机械主要电气保护系统的功能与要求 



 

 

包括短路保护、零位保护、错(断)相保护、失压保护、紧急断电

开关、电气绝缘与接地保护等的功能与要求。 

A1.7  起重机械主要液压系统的功能与要求 

包括动力元件、执行元件、控制元件、辅助元件和工作介质等功

能与要求。 

A1.8  起重机械基础和轨道要求 

包括基础基本要求、施工图识读、基础(包括附着装置等基础)与设

备的连接、轨道铺设等的要求。 

A1.9  起重吊具和索具安全技术要求 

包括吊钩、横吊梁、料斗、吊索(绳)、捆绑索(绳)等的安全技术

要求。 

  

A2.  安全使用管理知识 

A2.1  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人员的职责。 

A2.2  起重机械安全操作和维护保养规程。 

A2.3  安全技术档案的建立。 

A2.4  起重机械的选购、安装验收，使用登记、变更、停用和

注销。 

A2.5  定期检验程序和要求。 

A2.6  起重机械安全使用警示说明和警示标志。 

A2.7  安全用电、防雷。 

A2.8  消防有关要求。 



 

 

A2.9  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 

A2.10  起重机械事故的应急处置、现场保护和事故报告。 

  

A3.  法规知识 

A3.1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A3.2  《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 

A3.3  《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 

A3.4  《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处理导则》。 

A3.5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A3.6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 

A3.7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A3.8  《起重机械制造许可规则》。 

A3.9  《起重机械型式试验规则》。 

A3.10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修理许可规则》。 

A3.11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规则》。 

A3.12  《起重机械使用管理规则》。 

A3.13  《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 

A3.14  《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考核大纲》。 

A3.15  其他有关规范及相应标准。 

  

  

  



 

 

  

  

  

 

 

附件 B 

  

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人员实际操作技能 

  

B1.  管理制度 

B1.1  建立本单位起重机械的安全管理制度的能力。 

B1.2  起重机械的例行检查内容和方法。 

B1.3  起重机械技术档案的交接和管理要求。 

B1.4  起重机械事故应急处置、现场保护的方法。 

  

B2.  现场安全检查能力 

B2.1  起重机械安全运行与日常维护保养工作的检查。 

B2.2  起重机械作业环境安全与异常状况的检查。 

B2.3  起重机械作业(吊运、司索、指挥)的规范性检查。 

B2.4  不安全因素及其不安全作业环境的辨认与处理。 

B2.5  安全标志的识别。 

B2.6  新增、改造及重大修理后起重机的验收及检查。 

  



 

 

B3.  事故处理 

分析案例，提出处理与预防的措施。 

  

 

 

附件 C 

  

起重机械机械安装修理人员理论知识 

  

C1.  专业基础知识 

C1.1  力学基本知识 

包括力的概念、力的三要素、力的合成与分解、力矩与力偶等基

本知识。 

C1.2  常用材料基础知识 

包括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润滑材料等基础知识。 

C1.3  起重机械的基本组成(结构、传动、电气、控制等)、原

理、用途、工作特点以及对工作环境的要求。 

C1.4  起重机械的主要参数(包括起重性能曲线)。 

C1.5  起重机械主要受力结构件及零部件的报废标准。 

C1.6  典型起重机械安装(含拆卸)维护的规范和方法(包括施

工方案、吊具及吊装设备选择等)。 

C1.7  起重机械安全保护装置的功能与要求 



 

 

包括起重量限制器、起重力矩限制器、起升高度限位器、行程限

位器(含极限开关)、连(联)锁保护装置、超速保护装置、幅度限位器、

偏斜指示或者限位装置、防止吊臂后倾装置、极限力矩限制装置、抗风

防滑装置、回转限位装置、缓冲器、防碰撞装置、防倾翻安全钩、变幅

小车防断轴以及脱落和倾翻装置、吊笼门和层门或者停层栏杆与吊笼连

(联)锁装置、封闭式吊笼顶部的紧急出口门安全开关、防坠安全保护装

置、安全防松绳和断绳保护装置、手动安全装置、防止人或车辆进入装

置、出入口门和围栏连(联)锁安全检查装置、载车板阻车装置、超程限

位器、防止搬运器坠落装置、停车到位检测装置、两端链条同步运行保

护措施、防重叠自动检测装置等的功能与要求。 

C1.8  液压部件与液压传动工作原理。 

C1.9  起重吊运指挥信号。 

C1.10  机械安装修理施工。 

  

C2.  安全知识 

C2.1  安装修理作业人员的职责。 

C2.2  安装修理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C2.3  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 

C2.4  高处作业、环境保护、用电安全、消防知识、防雷电知

识、防止机械伤害知识。 

C2.5  机械设备维护安全技术和检查要求。 

C2.6  电焊、气割安全知识。 



 

 常见机械故障(包括机械零部件)以及各种危险工况和安

装修理中的危险源的辨识及处理方法。 

C2.8  安全标志辨识。 

C2.9  安装修理作业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置 

包括对提出的触电、火灾、倒塌、挤压、坠落等多发事故案例进

行分析，提出人员防护、现场急救、应急救援、紧急处置与预防的措施

等的应急处置。 

  

C3.  法规知识 

C3.1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C3.2  《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 

C3.3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C3.4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 

C3.5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C3.6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修理许可规则》。 

C3.7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规则》。 

C3.8  《起重机械使用管理规则》。 

C3.9  《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 

C3.10  《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考核大纲》。 

C3.11  其他有关规范及相应标准。 

  

  



 

 

  

  

 

 

附件 D 

  

起重机械机械安装修理人员实际操作技能 

  

D1.  基本操作技能 

D1.1  常用测量仪器仪表的使用 

包括水准仪、经纬仪、游标卡尺、百分表、内径千分尺和外径千

分尺、钢卷尺修正值运用等的使用。 

D1.2  常见主要受力结构件和机械零部件的识别 

D1.2.1  常见主要受力结构件的识别 

包括主梁、主副吊臂、主支撑腿、标准节等的识别。 

D1.2.2  常见机械零部件的识别 

包括减速器、联轴器、车轮组、卷筒组、吊钩组、滑轮组等的识

别。 

D1.3  常用焊接符号识别。 

D1.4  技术文件的识别，如结构总装图、机械零部件和组装图。 

  

D2.  专业操作技能 



 

 起重机械基本操作方法。 

D2.2  主要受力结构件的安装、调整与修理 

包括主梁、主副吊臂、主支撑腿、标准节、司机室、走台(梯子、

平台、栏杆)等的安装、调整与修理。 

D2.3  主要机械零部件的安装、调试与修理 

包括减速器、制动器、联轴器、车轮组、卷筒组、吊钩组、滑轮

组、钢丝绳等的安装、调试与修理。 

D2.4  常用机械传动系统的安装、调试与修理 

包括起升机构、行走机构、变幅机构、回转机构等的安装、调试

与修理。 

D2.5 常用液压传动系统的安装、调整与修理(适用于有液压系统

的作业人员) 

包括动力元件、控制元件、执行元件、辅助元件等的的安装、调

整与修理。 

D2.6 常用安全保护装置的安装、调整与修理 

包括制动器、起重量限制器、力矩限制器、高度限制器、行程限

位装置、防风装置等的安装、调整与修理。 

D2.7 常用性能试验 

包括空载试验、静载试验、动载试验、连续作业试验等性能试验。 

D2.8 常见机械故障排除 

D2.8.1 制动器的常见故障 

包括以下故障： 



 

不能闸住制动轮； 

(2)制动器不松闸； 

(3)制动器发热，摩擦片发出焦味并且磨损很快； 

(4)制动器容易离开调整位置，制动力矩不够稳定。 

D2.8.2 减速器的常见故障 

包括以下故障： 

(1)齿轮啮合时，有不均匀的敲击声，机壳振动； 

(2)减速器在底座上振动； 

(3)剖分面漏油； 

(4)壳体，特别是安装轴承处发热； 

(5)减速器整体发热。 

D2.8.3  运行机构的常见故障 

包括以下故障： 

(1)桥架歪斜运行、啃轨； 

(2)打滑； 

(3)“三条腿”运行； 

(4)启动时整机扭动。 

D2.8.4  联轴器的常见故障 

包括以下故障： 

(1)联轴器半体内有裂纹； 

(2)连接螺栓及销轴孔磨损； 

(3)齿形联轴器轮齿磨损或折断。 



 

 滚动轴承的常见故障 

包括以下故障： 

(1)温度过高； 

(2)异常声响(断续哑音)； 

(3)金属研磨声响； 

(4)锉齿声或冲击声。 

D2.8.6  车轮的常见故障 

包括以下故障： 

(1)踏面和轮辐轮盘有疲劳裂纹； 

(2)主动车轮踏面磨损不均匀； 

(3)踏面或轮缘磨损严重。 

  

  

  

  

  

  

  

  

  

  

  



 

 

  

  

  

附件 E 

  

起重机械电气安装修理人员理论知识 

  

E1  专业基础知识 

E1.1  有关电工学基本知识，电流、电压、电阻、欧姆定律、

电磁感应、电功和电功率的基本概念。 

E1.2  常用电器设备(器件)的相关知识 

包括变压器、电动机、控制器(联动台)、接触器、继电器、断路

器、熔断器等的相关知识。 

E1.3  常用电气测量仪表的使用方法 

包括万用表、钳形电流表、绝缘电阻测试仪、接地电阻测试仪等

的使用方法。 

E1.4  起重机械的基本组成(结构、传动、电气、控制等)、原

理、用途、工作特点以及对工作环境的要求。 

E1.5  起重机械的主要参数。 

E1.6  起重机械的基本电路组成、拖动与控制原理、主要电气

零部件功能和要求，以及变频调速、微机控制和遥控等新技术。 



 

 

E1.7  起重机械安全保护装置功能与要求 

包括起重量限制器、起重力矩限制器、起升高度限位器、行程限

位器(含极限开关)、超速保护装置、电气联锁保护装置、防止吊臂后倾

装置、极限力矩限制装置、抗风防滑装置、风速报警器、回转限位器、

防碰撞装置、登机信号按钮、导电滑线防护措施、防触电装置、吊笼门

和层门或者停层栏杆与吊笼的连(联)锁装置、封闭式吊笼顶部的紧急出

口门安全开关、防坠安全器电气开关、安全防松绳和断绳保护装置、手

动安全装置、防止或者车辆进入装置、出入口门和围栏连(联)锁安全检

查装置、超程限止器、停车到位检测装置、两端链条同步运行保护措施、

防重叠自动检测装置等的功能与要求。 

E1.8  起重机械电气保护系统的功能与要求 

包括短路保护、零位保护、失压保护、错(断)相保护、超速保护、

过载保护、自动换速装置、电气联锁、紧急断电开关、电气绝缘、接地

保护等的功能与要求。 

E1.9  照明和信号。 

E1.10  起重机械供电、电气配线与防护的要求。 

E1.11  防爆起重机械中关于防爆电气的要求。 

E1.12  起重机械防雷、防静电、防潮、防粉尘、防腐蚀、防高

温等电气安全措施与技术要求。 

  

E2  安全知识 

E2.1  安装修理作业人员的职责。 



 

 

E2.2  安装修理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E2.3  劳动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 

E2.5  高处作业、环境保护、用电安全、消防知识。 

E2.6  电气设备维护安全技术和检查要求。 

E2.7  常见电气故障(包括电气线路以及电气设备)以及各种危

险工况的辨识。 

E2.8  电气线路以及电气设备出现意外情况时的处置。 

E2.9  安全标志辨识。 

E2.10  安装修理作业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置 

包括对提出的触电、火灾、倒塌、挤压、坠落等多发事故案例进

行分析，提出人员防护、应急救援、紧急处置与预防的措施等的应急处

置。 

  

E3  法规知识 

E3.1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E3.2  《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 

E3.3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E3.4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 

E3.5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E3.6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修理许可规则》。 

E3.7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规则》。 

E3.8  《起重机械使用管理规则》。 



 

 

E3.9  《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 

E3.10  《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考核大纲》。 

E3.11  其他有关规范及相应标准。 

 

 

附件 F 

  

起重机械电气安装修理人员实际操作技能 

  

F1  基本操作技能 

F1.1  常用测量仪器仪表的使用 

包括万用表、钳形电流表、绝缘电阻测试仪、接地电阻测试仪等

的使用。 

F1.2  常见电气元器件的识别 

包括电动机、变压器、接触器、继电器、凸轮控制器、主令控制

器、电阻器、断路器、熔断器等的识别。 

F1.3  电气线路图常用符号识别。 

F1.4  电气技术文件的识别，如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 

  

F2  专业操作技能 

F2.1  常用电气系统的判别、分析 

包括以下电气系统的判别、分析： 

(1)主回路，包括定子回路和转子回路； 



 

 

(2)调速和控制回路，包括交流传动控制、直流传动控制等； 

(3)安全保护回路，包括过流保护、断错相保护、零位保护、失压

保护、行程限位保护、联锁保护、超载保护、接地保护、超速保护等； 

(4)照明信号回路，包括工作照明、司机室照明、可携式照明、各

机构工作指示灯、电铃、故障信号、报警信号等。 

F2.2  常用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与修理 

包括电动机、凸轮控制器、主令控制器、联动台、电阻器、控制

屏(柜、箱)等的安装、调试与修理。 

F2.3  常用电气系统的安装、调试与修理 

包括以下电气系统的安装、调试与修理： 

(1)供电系统(馈电装置)； 

(2)主回路； 

(3)调速和控制回路，并能根据要求，改变电动机的转向； 

(4)安全保护回路； 

(5)照明信号回路。 

F2.4  常用电气安全保护装置的安装、调整与修理 

包括以下电气安全保护装置的安装、调整与修理： 

(1)起重量限制器； 

(2)力矩限制器； 

(3)高度及行程限位装置； 

(4)门锁、电气联锁； 

(5)风速仪。 



 

 

F2.5  接地、接零保护线的安装与修理 

包括以下接地、接零保护线的安装与修理： 

(1)保护线的选用； 

(2)保护接零、接地的布线要求和检查。 

F2.6  常见电气故障排除 

F2.6.1  交流接触器的常见故障 

包括以下故障： 

(1)线圈发热； 

(2)接触器嗡嗡声增高； 

(3)触头发热或烧毁(损)； 

(4)主接触器不能接通； 

(5)起重机运行中经常跳闸； 

(6)线路断电之后衔铁不能脱落。 

F2.6.2  交流电动机的常见故障 

包括以下故障： 

(1)整个电动机均匀过热； 

(2)电动机在承受负荷后转速变慢； 

(3)电动机在工作时振动； 

(4)电动机工作时电刷上冒火花或滑环被烧焦。 

F2.6.3  控制器的常见故障 

包括以下故障： 

(1)工作时出现卡住； 



 

 

(2)触头严重烧灼。 

F2.6.4  电气控制及线路常见故障 

包括以下故障： 

(1)保护箱的刀开关闭合时，控制回路的熔断器烧毁； 

(2)某机构控制器转动后，过电流继电器动作； 

(3)主接触器接通吸合后，引入线的熔断器烧毁； 

(4)控制器合上后电动机不转；控制器合上后电动机仅能单向转动； 

(5)终点限位开关动作后，主接触器不释放； 

(6)电源切断后(控制回路分断)保护箱接触器不断开； 

(7)操纵起动按钮就烧断熔断器熔丝。 

F2.6.5  制动器液压电磁铁的常见故障 

包括以下故障： 

(1)通电后电磁铁的推杆不动作； 

(2)推杆行程小； 

(3)电磁铁工作后推杆行程逐渐减小； 

(4)起动时间过长； 

(5)制动时间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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