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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力起重作业至少导致 6起伤亡事故

起重磁铁作为起重机械上的吊具附件，为起重作业带来了其它吊索具无法比拟的快捷方

便，广泛使用已超过 40 余年。但由于磁力具有“不能目测”的特殊属性，“隐形超载”成其

盲目冒险、无可奈何的标签，在用用户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出现过重物失控坠落、损物伤人

的安全事故。网上查知，磁力起重作业至少导致 6起伤亡事故（按时间近久排序、标题及内容

直接复制粘贴）。

伤亡事故 1：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7.11”起重伤害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百度搜索安全管理网→事故案例→事故分析→起重伤害→正文）：

2018 年 7 月 11 日 10 时左右，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成品作业区丁班吊车司机杨威，

驾驶 110 号磁盘吊车在调运成品线卷时，磁盘东端线卷脱落，从垛堆上滚落到地面，将在地面

上行走的人员挤伤，经医院治疗无效，于 7月 14 日 14 时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80 万元。

7 月 14 日，接到企业的报告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安监局、市质监局、市公安局、市

总工会等单位派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监察委、市检察院派员参加了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

聘请专家深入事故现场勘查和技术分析，通过调查取证、查阅资料、询问相关人员，查明了事

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意

见和事故防范措施及整改建议。形成调查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及相关设备情况

（一）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位于鞍山市铁西区鞍钢厂区，法定代表人：王义栋，注册

资本：人民币 72348.8 万元，成立日期：1998 年 9 月 14 日，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及钢压

延加工；炼焦及焦化产品，副产品生产、销售，钢材副产品生产、销售；煤炭、铁矿石、废钢

销售，球团的生产销售，钢产品深加工，电力供应、输配电；化肥、工业气体、医用氧通用零

配件生产、销售；计量仪器、仪表检定；冶金原燃材料，铁合金加工；金属材料批发等。线材

厂是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生产厂，主要生产φ5.5mm-φ13mm 热轧控冷盘条和φ6mm、φ8mm、

φ10mm、φ12mm 热轧高强抗震钢筋盘条。

（二）110 号磁盘起重机情况

110 号桥式磁盘起重机，由大连起重机械厂生产，于 1987 年 1 月投入生产使用，额定起

重量为（6+6 吨）。2018 年 4 月 11 日，经鞍钢集团工程质量生产检测管理中心检验合格。起

升装置为电磁式磁盘，即接通直流电产生磁力，切断直流电失去磁力。供电系统具有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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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断电后保磁 15 分钟以上，保磁试验周期为 15 天，最后保磁试验为 7月 2日。

（三）起重机司机基本情况

起重机司机杨威，男，34 岁，2010 年入厂。2017 年 8 月 31 日，取得由鞍山市技术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11 月 24 日。

二、事故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18 年 7 月 11 日，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成品作业区丁班吊车司机杨威上班后，驾驶

110 号桥式磁盘起重机，在 1号成品库往运输汽车上吊运线卷作业。10 时左右，杨威从 6 号堆

垛（垛高为 4 层线卷）的 4层吊起 2卷线卷（钢牌号 77B、单重 2.1t）,由西向东行运往 4 号

堆垛（垛高为 4层线卷）上方时，磁盘东侧的线卷突然脱落到 4号堆垛上，线卷又从 4号堆垛

上向北滚落到地面的人行安全通道上，将在人行安全通道自西向东行走的朱春江（男，59 岁，

鞍钢附企冶金建设公司六公司从业人员）挤压在通道北侧的工人休息室外墙处。

（二）事故的应急救援情况

线卷脱落时被周边的工人发现，立即呼喊起重机司机停车，这时，从北侧的工人休息室出

来 6、7 个人，将线卷移开，将伤者朱春江送至鞍山市第三医院进行抢救，诊断为伤者骨盆粉

碎性骨折，双小腿骨折，失血严重，多处出现出血点。7 月 12 日，第三医院根据伤者腿部严

重肿胀有组织坏死的状况，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对其进行截肢手术。19:30 分，伤者病情进一步

恶化，转至鞍钢总医院进行救治，于 7月 14 日 14 时，治疗无效死亡。

三、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事故发生时，110 号桥式磁盘起重机吊运的线卷是大规格线卷（77B，线材直径为 12mm），

属预应力硬线，其抗拉强度、硬度值偏高，不易弯曲，在线卷卷曲时易出现不规则凸起现象。

在吊装作业时，磁盘与线卷凸起部分接触，与其他部分不能充分接触，形成空隙，造成磁盘对

线卷磁吸力不够，导致线卷脱落，是造成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成品作业区，安全生产工作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不到位，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在吊运大规格线卷时出现过线卷脱落，

但未采取有效的技术、管理措施解决，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7·11”起重伤害事故为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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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杨威，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成品作业区丁班吊车司机。安全生产意识不强，工作

责任心不够。知道吊装大型号钢卷易发生脱落，在作业时，未认真辨识和精细作业，在该起事

故中负有责任，建议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按本公司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2、洪成涛，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成品作业区丁班班长。当天没有召开班前会，履行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

作规程，并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不够。

对偶尔发生的线卷脱落事故隐患，未按规定上报和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地进行消除，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五项、第三十八、四十三条规定，在该起事

故中负有管理责任，建议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3、周洪海，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成品作业区副作业长，负责该作业区的全面工作，

是该作业区的安全生产责任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

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不够。对偶尔发生的线卷脱落事故隐患，未按规定上报和采取

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地进行消除和防护，在该起事故中负有主要管理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十

条规定，撤销其《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证》，并建议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按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

4、刘磊刚，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副厂长，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履行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不到位，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到位，落实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在该起事故中负管理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四十条规定，暂停其《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证》，建议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按有关规定进行

处理。

5、赵学博，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厂长，该厂安全生产责任人。督促、检查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到位，在该起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建议鞍钢股

份有限公司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应及时将上述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结果上报给

事故调查组。

（二）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安全生产工作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不到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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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对线卷脱落的事故隐患，未采取有效的技术、管理

措施进行消除，是该起事故的责任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三十

八、四十一、四十三条规定，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规

定，对其处以 20 万元的罚款。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要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认识，有效落

实各级人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深入开展生产各环节安全风险辨识，落实安全生产事故防范

措施。强化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深入开展生产环节较大危险因素辨识和隐患排查工作，

扎扎实实构建双重预防机制。应当建立和完善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制度，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工作。

（二）要认真研究线卷卷曲的工艺问题，改进大规格硬线卷取时出现的不规则鼓包现象，

最大限度减少鼓包对磁盘吸力的影响，有效减少线卷吊运中滑落的几率。制定大规格硬线卷外

型尺寸厂内质量控制标准和返回修复制度，制定大规格硬线卷吊运路径和试吊操作方法，不符

合外型尺寸厂内质量控制标准的线卷不予吊运。

（三）要在安全生产的相关技术环节上做过细工作，落实《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17.4.3》

“检验电磁吸盘的额定起重量的功能是否正常”的要求，研究吊车磁盘的吸力能否满足全部品

种的吊运需要，是否需要提高吊车磁盘的吸力；研究吊车磁盘保磁吸力衰减问题；要改进磁盘

磁力的试验方法，采用更先进的方法检验磁力。

（四）全面加强成品库的安全管理工作，提高磁盘起重机操作人员的安全素质和操作技能，

重新审定磁盘起重机操作人员安全操作技术规程。严格规定线卷吊运路径和距货位的安全距

离，从严考核磁盘起重机的运行操作。要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加装货位两侧防护栏杆，有效

防止可能出现的线卷滑落伤人事故的发生。同时也要对位于吊车运行区域的东大门北电气室作

出安全防护措施，使其符合《轧钢安全规程 5.11》的规定。

伤亡事故 2：一起永磁吸盘吊载重物坠落伤人事故引起的思考

（百度搜索安全管理网→事故案例→物体打击→正文）：

2011 年 7 月 28 日下午 17 时 50 分，在浙江省丽水市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发生了一起永磁

起重吸盘吊载重物坠落伤人的事故。

事故概况

事故发生时，该公司喷漆工人陈某正在车间中进行涂漆工作，其涂漆的工件利用一只悬挂

于一电动单梁起重机上的永磁起重吸盘吊起悬在空中，在陈某对工件底部进行涂漆工作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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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突然从吸盘上滑落，在一端率先着地后发生倾翻，将躲避不及的陈某压在底下，陈某当场死

亡。

现场勘察情况

2.1 吊载工件的永磁起重吸盘系浙江某机械公司生产，型号：QX，铭牌上标称最大起重量：

5000kg，出厂日期：2011 年 4 月。事故发生时，该起重吸盘处于工作（即操纵手柄处于“ON”）

状态，离地约 1.8m，外观检查无明显异常状况。

2.2 事故发生时永磁起重吸盘所吸附的工件为该公司所生产的产品，该工件重约 2370kg，

高 1700mm，宽 1200mm，厚 200mm，为铸铁工件，表面经披灰整平后涂漆处理。该重物在永磁

起重吸盘吊点上覆盖有 610×610mm，厚约 1.70mm 的 PVC 软板，该 PVC 软板和工件上的油漆均

有明显滑移痕迹，且两者吻合。经测算，事故发生时永磁起重吸盘吸附点中心距工件实际重心

约 110mm。

2.3 悬挂永磁起重吸盘的电动单梁起重机运行正常，无明显缺陷。

事故原因分析

根据永磁起重吸盘生产厂家提供的使用说明书可知：

(1)被起吊工件的厚度和表面质量将会影响永磁起重吸盘的起重能力。

(2)永磁起重吸盘的起重能力受工件材质影响，对于铸件工件其起吊能力应为额定起吊能

力的 50%。

(3)吊运工件时，应将永磁起重吸盘放置在工件的重心位置。

(4)吊运过程中，在永磁起重吸盘吸持的工件下应严禁人员站立或穿越。

该事故发生时，永磁起重吸盘所吊运的工件为铸件工件，永磁起重吸盘的起吊能力应为额

定起重量的 50%，即 2500kg，实际吊载工件的重量约为 2370kg，已经接近永磁起重吸盘的吊

运能力。同时，因工件表面进行了涂漆处理，且在永磁起重吸盘工作面和工件间加垫了一层

PVC 软板，这也降低了永磁起重吸盘的吊运能力。

在操作人员起吊工件时，由于永磁起重吸盘的吊点偏离了工件的重心，工件发生倾斜，与

水平面呈一夹角α，此时工件受到三个力的作用，即重力 G、摩擦力 f和吸盘的吸附力 N（如

工件受力分析草图所示）。G在 f相反方向上的分力 G1（G1=G*sinα）随着α的增大而增大，

摩擦力 f的最大值为 fmax =μ*（N-G2）（其中 G2 为 G 在 N 相反方向上的分力，G2=G*cosα），

当 G1 大于 fmax 时，工件与吸盘发生相对滑移，并最终脱离吸盘而发生坠落，工件在圆弧端着

地后发生倾覆，并压倒工人，导致伤人事故的发生。

涂漆工人陈某在没有了解和掌握永磁起重吸盘性能情况下，没有正确规范的使用永磁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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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盘，至使永磁起重吸盘对工件的吸重能力严重不足而造成工件下坠是事故的直接原因。同时，

陈某缺乏安全防范意识，违规进入工件下方进行涂漆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事故引起的思考

永磁吸盘又名磁力吸盘或永磁起重器，是机械厂、模具厂、锻造厂、炼钢厂、造船厂等等

使用钢材场所的必备搬运工具，可以大大提高块状、圆柱状板材，不规则导磁性钢铁材料的搬

运效率。但在永磁吸盘的制造和使用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不少的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永磁吸盘的发展，同时也在永磁吸盘的使用过程中留下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其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1)缺少有效的制造标准。到目前为止，《永磁吸盘》JB/T 3149-2005 仅规定了机床用永

磁吸盘的型式和参数、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和规则以及标志和包装，对普通搬运用永磁吸盘的

制造和检测没有明确的规定，制造厂家缺乏相应的制造依据和出厂检测依据。

(2)中、小型永磁吸盘制造厂家出厂检测能力不完善。永磁吸盘出厂检验需要在专用检测

平台上进行，平台的建设场地、投入较大，许多中、小型永磁吸盘制造厂家没有自建检测平台

的能力，导致很多产品未经检测即出厂。

(3)永磁吸盘的制造和检测缺乏监督管理。永磁吸盘作为吊运导磁性材料的专用吊具，其

安全性和实际吊运能力关乎使用的安全，但目前我国的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中，没有将其纳

入强制检验的范围。一般起重机械检验也仅仅针对起重机械本身的部件进行检测，对于悬挂其

上的吸盘则没有要求，所以特种设备检验机构一般不对吸盘的安全性和吊运能力进行检验、检

测。

(4)永磁吸盘的使用要求较高，操作者较难熟练掌握。使用环境的温度、工件表面的平整

度、工件表面有无非导磁性覆盖层、吊点是否工件重心等等都将影响永磁吸盘的起吊能力，但

由于吸盘使用人员较杂，文化程度较低，往往在使用过程中会忽视以上影响因素，致使吸盘起

吊能力下降，引发事故。

综上所述，永磁吸盘虽然在很多场合能够给我们的生产带来便利，但我们依然需要在其制

造、检测、使用和管理等方面加强监督管理，才能避免类似流血事件的发生。

伤亡事故 3：桥式电磁起重机违章作业造成伤亡

（百度文库→电磁起重机事故→电磁起重机事故正式版→正文）：

事故发生时间：1991 年 1 月 23 日 16 时 16 分

铁道部齐齐哈尔车辆厂（地址：齐齐哈尔市中华东路厂前一路 10 号）铸钢车间清理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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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件修理一组组长鞠贵有，准备下班后把作业场丁侧车钩修理线上的二根做电焊地线用的短钢

轨吊走，再用一根通长钢轨替换。当小组工作完工，人员陆续离开作业场回到休息室，鞠从休

息室走出去要起重机时，看见本组气焊工丁学文仍然在作业场干活，并对丁说：“我要吊钢轨”，

说完就到东头起重机司机杨玉芝。这时，司机杨玉芝刚下车准备休息，听到鞠喊就问，“你挂

磁盘干什么？”鞠说“粘两根钢轨”，杨说：“钢轨不能粘，快到点了”，是指快下班了。实

际上，为安全起见，工厂已有规定不准用电磁盘吸吊长，大的工件，含长钢轨。由于起重司机

没能坚决抵制，杨便上车把起重机上的吊钩降落下来，鞠将吊索拿下，换上电磁吸盘之后，先

将西侧的两根短钢轨吊到西边料场，然后指挥起重机去东头吊 19.3 米的通长钢轨。当鞠给起

吊信号将钢轨吊起一米多高时，发现钢轨北端没有吊起来，就急忙跑去察看。由于鞠在吊运前

未能对该钢轨进行认真检查，实际上钢轨北端与地线焊接在一起。当发现钢轨一端吊不起来时，

鞠未能给起重司机停止信号，起重机司机也没有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在钢轨一端未吊起的情况

下，没能及时落钩，将钢轨放下，让鞠查明原因，反而在没有看到，听到任何信号的情况，又

未认真对作业周围情况观察了望时，违章操作，将大车往西开，致使钢轨因斜拉，加大弯矩而

突然折断。其中北半截落地，而仍吸在电磁吸盘上的南半截钢轨往西南方向悠动滑落，将距离

钢轨 5.4 米的丁学文头部撞成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教训：该事故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工厂已有安全规定，不准用电磁吸盘吊长、大工件；

致使于对起重司机与起重指挥人员都有相应的安全要求，由于临时近下班时间，未能认真遵守

而酿成大祸。

伤亡事故 4：履带电磁起重机斜拉电磁吸盘造成伤亡

（百度文库→电磁起重机事故→电磁起重机事故正式版→正文）：

事故发生时间：1991 年 1 月 13 日 9 时

鞍山钢铁公司废钢铁处理厂，在灵山钢锭模库红旗路线，用履带起重机的电磁吸盘吊卸轧

辊厂发来的五车皮钢锭模。由于平板车停放位置不对货位，在卸第一节车皮的钢锭模时，就将

连接二车皮之间的钩头断开，再将履带起重机的电磁吸盘放在钢锭模上，通过起重机移动电磁

吸盘带动第一节车皮移动，使车皮对上货位再进行吊卸。当卸第二车时，同样需要断开钩头，

按上述方法使车皮移动上货位。当跟吊工王同喜站在路西第二节与第三节车皮连接钩头之间，

提第三节车皮解放杆时，因解放杆失灵，结果造成连接的钩头断不开。这时，班长赵永梅在铁

路东侧半身用右手托钩头插销，左手指挥履带起重机司机用上述同样方法移动车皮，使二车皮

相撞。待车皮相撞钩头松动的瞬间才能提起插销。由于两车相撞产生振动，导致第二节车皮北

端第一个模子振翻 180°，将赵永海头部砸伤造成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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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原因提要

用履带电磁起重机的电磁吸盘使两车皮相撞或带车，均需要起重机进行斜拉吊作业方能实

现。而斜拉吊均属违章操作。

违章作业。车皮没掩“止轮器”，受害者在钢锭模处于不稳定状态时，进入缓解中的两车

皮之间，指挥起重机斜拉斜吊，使两车皮相撞，导致处于不稳定状态的钢锭模翻滚将人砸伤死

亡。事故现场照片与示意图见图。

伤亡事故 5：电磁吸盘坠落造成伤亡

（百度文库→电磁起重机事故→电磁起重机事故正式版→正文）

事故发生时间：1992 年 7 月 6 日 12 时 15 分

齐齐哈尔钢厂（齐齐哈尔市）一电炉分厂原料跨，5吨电磁桥式起重机司机马玉年完成生

任务后，将电磁吸盘悬空停在料场，其高度大约离地面 5米左右。结果铸造车间干燥窑工人倪

贵恒却违章进入废钢料场拣挑旧自行车把、以及破损的晶体管收音机机芯时，悬空的电磁吸盘

却突然坠落，将倪砸在下面当场死亡。该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万元。

事故原因提要

该起重机用长行程交流电磁铁瓦块式制动器进行制动。其制动器型号为 JC2300/15，电磁

铁型号为 MZSI-15。由于该台起重机作业繁忙，且要求吸杂钢的电磁吸盘升降制动时，要保持

一定的缓冲距离，以防杂钢在快速大幅度振动中脱落。对此，在调整制动器间隙时，考虑到高

温作业环境以及制动轮和闸皮间摩擦生热造成间隙减小因素影响，而保留有一定间隙。当作业

完成后，制动轮与闸皮温度随间歇时间延长而降低，其间隙也随之逐渐加大，制动力矩减小，

制动力矩减小，导致松闸，致使 2.7 吨重的电磁吸盘坠落。

受害者违反劳动纪律，脱离生产岗位，擅自进入起重作业危险区域。

起重机司机违章操作，当作业完毕后，未按安全要求将电磁吸盘放入地面，而埋下事故隐

患。

伤亡事故 6：履带电磁起重机倾覆造成伤亡

（百度文库→电磁起重机事故→电磁起重机事故正式版→正文）：

事故发生时间：1993 年 11 月 25 日 13 时 45 分

黑龙江省西林钢铁公司（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西林区）第二炼钢厂废钢车间的履带电动

电磁吸盘起重机，在废钢场地二货场进行吊废钢作业。起重机司机景义祥用一根钢丝绳吊索把

它穿到被一些废钢丝埋在下面的一台废四轮拖拉机的机体上，然后把钢丝绳吊索的另一端挂在



第 9 页 共 9 页

履带电磁吸盘起重机的吊钩上。起重机司机景义祥带徙工满树春上起重机驾驶室，司机把操作

杆往后拉到位，起重臂开始起升作业，结果被吊的废旧拖拉机仅有些轻微移动。这时，司机看

到起重臂向下趴下，车后体向前倾斜，于是他就把操作杆推动原零位置，但起重臂仍然处于向

上升的状态。这时，整个车体已经缓慢向东倾斜，徙工满树春便从右侧东门跳下车向车体后侧

跑去，当跑到车体最后端，结果履带起重机却向东倾倒落地，将满树春砸在车下当即死亡。该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4 万元。

事故原因提要

违章作业。履带起重机所选择作业地面不合理，停放地面位置为西高东低；吊该物件时没

有将电磁吸盘卸下，没有用卷扬机提升违反该公司安宁（93）35 号《关于废钢铁料安全管理

规定》第七条“履带吊在用钩头，吊装重大物件时，必须将磁盘卸下，方准挂钢丝绳进行作业”

的规定。

吊拔被埋物件，违法乱纪反《起重机械安全规程》（GB6067）中不准“吊拔起重机量或拉

力不清的埋置物体”的规定。

起重机司机没有掌握该起重机结构性能，且缺乏应有的驾驶操作技术水平。当发现起重臂

向下趴下，车后体向前倾斜时，其采取的应急措施不当，没有采取紧急切断电源，并迅速将吊

钩放下，终因使对起重机倾覆边的倾覆力矩大于稳定力矩，导致起重机倾覆。

上述 6起磁力起重作业伤亡事故，实属惨痛的教训。克服类似事故本质安全方法探索如下：

1、落实 TSG-Q7015-2016、TSG-Q7016-2016、TSG Q7002-2019《检验规则》强制性要求：

电磁吸盘应由检验检测机构进行“首检”“定检”“修检”“型检”，“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

范及其相应标准检查”和“判断”是否“悬挂牢固可靠”；永磁起重器更需近身操作，应予参

照。

2、消化 GB 6067.5-2014 第 6.2.5 条和 JB/T10687-2006《永磁起重器》、T/CMISHA 2001

-2019《磁力起重装置安全技术规范》等专业标准的核心内容，响应国家权威机构建议：尽快

将辨识和控制磁力起重作业“隐形超载”纳入职业安全健康认证和安全标准化等级考评的“贯

标”内容。

3、对起重磁铁进行“额磁”和“满磁”力测标定，设置额磁和满磁控制档，将“估重吸

运”升级为“试重吸运”（即先试后吊），确保动态加入安全系数，杜绝“隐形超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