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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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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文芬、陈倬为、魏吉祥、赵虹齐、罗穆夏、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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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防护装备安全使用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安全网、安全带等坠落防护装备的配备要求、安全使用要求、使用期限、定期检验要求

及标识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高处作业、攀登及悬吊作业中使用的安全网、安全带等坠落防护装备。

本标准不适用于体育运动、消防等用途的坠落防护装备。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３６０８—２００８　高处作业分级

ＧＢ５７２５　安全网

ＧＢ６０９５　安全带

ＧＢ／Ｔ１２９０３　个体防护装备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２９０３中确立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安全带　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犳犪犾犾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防止高处作业人员发生坠落或发生坠落后将作业人员安全悬挂在空中的防护用品。

注：安全带按功能一般分为围杆作业安全带、区域限制安全带及坠落悬挂安全带。

３．２

　　围杆作业安全带　狑狅狉犽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通过围绕在固定构件上的绳或带将人体绑定在构件附近，使作业人员的双手可以进行其他操作的

安全带。

３．３

　　区域限制安全带　狉犲狊狋狉犪犻狀狋狊狔狊狋犲犿

用以限制作业人员的活动范围，以避免其到达可能发生坠落区域的安全带。

注：区域限制安全带一般由定位装置、绳、系带组成。

３．４

　　坠落悬挂安全带　犳犪犾犾犪狉狉犲狊狋狊狔狊狋犲犿

当高处作业或登高人员发生坠落时，将人员安全悬挂在空中的安全带。

３．５

　　安全绳　犾犪狀狔犪狉犱

在安全带中系带和挂点之间的长绳（带、钢丝绳）。

注：安全绳一般起扩大或限制佩戴者活动范围、吸收冲击能量的作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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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系带　犺犪狉狀犲狊狊犲狊

由环绕躯干的织带、带扣及其他金属件构成，可以是全身系带、单腰系带、半身系带。

注：该构件对人体形成捆扎，但不一定有缓冲能力。

３．７

　　挂点　犪狀犮犺狅狉狆狅犻狀狋

安全带同固定构造物的连接点。

注：挂点强度应满足安全带的负荷要求。

３．８

　　挂点装置　犪狀犮犺狅狉犱犲狏犻犮犲

安全带同固定构造物的连接装置。

注：挂点装置强度应满足安全带的负荷要求，可以是固定装置或滑动装置。

３．９

　　伸展长度　犱犲狆犾狅狔犱犻狊狋犪狀犮犲

在坠落过程中，从悬挂点到安全带佩戴者身体最低点的最大距离。

注：伸展长度包括安全绳的长度、连接器、打开的缓冲器、部分人体的尺寸、保险余量。

３．１０

　　安全空间　狊犪犳犲狋狔狊狆犪犮犲

安全带佩戴者下方，不存在任何可能对坠落者造成碰撞伤害物体的立体空间。

注：该空间的大小及挂点的位置是根据伸展长度选择安全带的关键要素，安全空间的大小涉及到在坠落及晃动过

程中是否会发生碰撞。

３．１１

　　安全网　狊犪犳犲狋狔狀犲狋狊

用来防止人、物坠落，或用来避免、减轻坠落及物击伤害的网具。

注１：安全网一般由网体、边绳、系绳等组成。

注２：安全网按功能分为安全平网、安全立网、密目式安全立网。

３．１２

　　［安全］平网　犺狅狉犻狕狅狀狋犪犾狊犪犳犲狋狔狀犲狋

安装平面不垂直于水平面，用来防止人、物坠落，或用来避免、减轻坠落及物击伤害的安全网。

３．１３

　　［安全］立网　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狊犪犳犲狋狔狀犲狋

安装平面垂直于水平面，用来防止人、物坠落，或用来避免、减轻坠落及物击伤害的安全网。

３．１４

　　密目［式安全立］网　犳犻狀犲犿犲狊犺狊犪犳犲狋狔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狀犲狋

网眼孔径不大于１２ｍｍ，垂直于水平面安装，用于阻挡人员、视线、自然风、飞溅及失控小物体

的网。

３．１５

　　犃级密目［式安全立］网　犳犻狀犲犿犲狊犺狊犪犳犲狋狔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狀犲狋（犮犾犪狊狊犃）

在有坠落风险的场所使用的密目式安全立网，简称为Ａ级密目网。

３．１６

　　犅级密目［式安全立］网　犳犻狀犲犿犲狊犺狊犪犳犲狋狔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狀犲狋（犮犾犪狊狊犅）

在没有坠落风险或配合安全立网（护栏）完成坠落保护功能的密目式安全立网，简称为Ｂ级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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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网。

３．１７

　　安装平面　狊犲狋狋犻狀犵狊狌狉犳犪犮犲

安全网支撑点所在的平面。

３．１８

　　初始下垂　犻狀犻狋犻犪犾狊犪犵

水平悬挂好的安全网由于自重而造成的下垂距离。

３．１９

　　拦接宽度　犮犪狋犮犺犻狀犵狑犻犱狋犺

安全平网伸出工作平面以外，用于拦接坠落者的宽度。

３．２０

　　安全区域　狊犪犳犲狋狔狕狅狀犲

安装好的平网下方的立体区域，其底面积为平网的垂直投影，高度为平网的短边长度与初始下垂

之和。

４　配备要求

４．１　安全带

４．１．１　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２ｍ及２ｍ以上，有发生坠落危险的场所作业，对个人进行坠落防护时，

应使用坠落悬挂安全带或区域限制安全带。

４．１．２　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２ｍ及２ｍ以上进行杆塔作业，对个人进行坠落防护时，应使用围杆作业

安全带或坠落悬挂安全带。

４．２　安全网

４．２．１　在施工中，如工作平面高于坠落高度基准面３ｍ及３ｍ以上，对人群进行坠落防护时，应在存

在坠落危险的部位下方张挂安全平网。

４．２．２　在施工中，如工作平面高于坠落高度基准面３ｍ及３ｍ以上，对人群进行坠落防护时，应在存

在坠落危险的部位外侧垂直张挂安全立网，或垂直张挂Ａ级密目式安全立网。

４．３　配合使用

在实际作业中，应选择多种坠落防护装备配合使用，以达到更好的坠落防护效果。

５　安全使用要求

５．１　总则

５．１．１　作业场所使用的坠落防护装备均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安全带应符合ＧＢ６０９５的要求，

安全网应符合ＧＢ５７２５的要求。

５．１．２　坠落防护装备的管理、使用、维护、检查人员应具备相关知识，按附录Ａ的要求经过相关培训。

５．１．３　当某些行业对于坠落防护装备的管理、使用有特定要求时，坠落防护装备应符合其相应的规定。

５．２　安全带

５．２．１　安全带的选配

５．２．１．１　如工作平面存在某些可能发生坠落的脆弱表面（如玻璃、薄木板），则不应使用区域限制安全

带，而应选择坠落悬挂安全带。

５．２．１．２　当在作业过程中需要提供作业人员部分或全部身体支撑，使作业人员双手可以从事其他工作

时，则应使用围杆作业安全带。

５．２．１．３　当围杆作业安全带使用的固定构造物可能产生松弛、变形时，则不应使用围杆作业安全带，而

应选择坠落悬挂安全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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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４　专门为区域限制安全带设计的零部件，不应用于围杆作业安全带及坠落悬挂安全带。

５．２．１．５　专门为围杆作业安全带设计的零部件，不应用于坠落悬挂安全带。

５．２．１．６　使用坠落悬挂安全带时，应根据使用者下方的安全空间大小选择具有适宜伸展长度的安全

带，应保证发生坠落时，坠落者不会碰撞到任何物体。

５．２．１．７　安装挂点装置时，如使用的是水平柔性导轨，则在确定安全空间的大小时应充分考虑发生坠

落时导轨的变形。

５．２．１．８　使用区域限制安全带时，其安全绳的长度应保证使用者不会到达可能发生坠落的位置，并在

此基础上具有足够的长度，能够满足工作的需要。

５．２．１．９　当安全带用于悬吊作业、救援、非自主升降时，应符合ＧＢ６０９５中附录Ｃ的要求。

５．２．２　安全带的使用

５．２．２．１　使用安全带前应检查各部位是否完好无损，安全绳、系带有无撕裂、开线、霉变，金属配件是否

有裂纹、是否有腐蚀现象，弹簧弹跳性是否良好，以及其他影响安全带性能的缺陷。如发现存在影响安

全带强度和使用功能的缺陷，则应立即更换。

５．２．２．２　安全带应拴挂于牢固的构件或物体上，应防止挂点摆动或碰撞。

５．２．２．３　使用坠落悬挂安全带时，挂点应位于工作平面上方。

５．２．２．４　使用安全带时，安全绳与系带不能打结使用。

５．２．２．５　高处作业时，如安全带无固定挂点，应将安全带挂在刚性轨道或具有足够强度的柔性轨道上，

禁止将安全带挂在移动或带尖锐棱角的或不牢固的物件上。

５．２．２．６　使用中，安全绳的护套应保持完好，若发现护套损坏或脱落，必须加上新套后再使用。

５．２．２．７　安全绳（含未打开的缓冲器）不应超过２ｍ，不应擅自将安全绳接长使用，如果需要使用２ｍ

以上的安全绳应采用自锁器或速差式防坠器。

５．２．２．８　使用围杆作业安全带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意外滑落。宜配合坠落悬挂安全带使用。

５．２．２．９　使用中，不应随意拆除安全带各部件。

５．２．２．１０　使用连接器时，受力点不应在连接器的活门位置。

注：螺纹式连接器除外。

５．２．３　安全带的保管与存放

５．２．３．１　安全带不使用时，应由专人保管。存放时，不应接触高温、明火、强酸、强碱或尖锐物体，不应

存放在潮湿的地方。

５．２．３．２　储存时，应对安全带定期进行外观检查，发现异常必须立即更换，检查频次应根据安全带的使

用频率确定。

５．３　安全网

５．３．１　安全网的选配与安装

５．３．１．１　安全网的安装工作应由专业人士进行。

５．３．１．２　安全网的安装位置应尽可能远离高压线缆、塔吊及其他移动机械，并远离焊接作业、喷灯、烟

囱、锅炉、热力管道等热源。

５．３．１．３　安全网的安装平面应易于到达，便于安全网的检查、清理、维修、更换以及对坠落者进行救援。

５．３．１．４　平网的安装平面应尽可能地靠近工作平面。

５．３．１．５　立网、密目网的安装平面应垂直于水平面，严禁作为平网使用。

５．３．１．６　安装安全网时，每根系绳都应与构架系结，四周边绳（边缘）应与支架贴紧，系结应符合打结方

便、连结牢固，工作中受力不散脱的原则。

５．３．１．７　安装时，安全网网面不宜绷得过紧或过松，网边与作业边缘最大间隙不应超过１０ｃｍ。

５．３．１．８　安装平网时，其初始下垂不应超过短边长度的１０％。

５．３．１．９　安装好的平网，网面与下方物体表面的最小距离不应小于其短边长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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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１０　根据可能发生坠落的高度，平网的拦接宽度不应小于ＧＢ／Ｔ３６０８—２００８附录 Ａ中规定的

可能坠落范围半径。

５．３．１．１１　安装好的安全网应经专人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５．３．２　安全网的使用

５．３．２．１　立网或密目网拴挂好后，人员不应倚靠在网上或将物品堆积靠压立网或密目网。

５．３．２．２　平网不应用作堆放物品的场所，也不应作为人员通道，作业人员不应在平网上站立或行走。

５．３．２．３　不应将安全网在粗糙或有锐边（角）的表面拖拉。

５．３．２．４　焊接作业应尽量远离安全网，应避免焊接火花落入网中。

５．３．２．５　应及时清理安全网上的落物，当安全网受到较大冲击后应及时更换。

５．３．２．６　平网下方的安全区域内不应堆放物品，平网上方有人工作时，人员、车辆、机械不应进入此

区域。

５．３．３　安全网的现场检查、修理及储存

５．３．３．１　对使用中的安全网，应由专人每周进行一次现场检查，并对检查情况进行记录，如发现下列问

题，则视情况严重程度立即对安全网进行修理或更换：

———网体、网绳及支撑框架是否有严重变形或磨损；

———安全网是否承接过坠落或其他形式的负载（通常表现为网的局部变形）；

———所有挂点装置是否完好且工作正常，有无系绳松脱等现象；

———网上是否有碎物或附着物，如有，是否对安全网造成损伤；

———安全网是否发生霉变；

———网上是否有破洞或绳断裂现象。

５．３．３．２　对安全网的修理工作应由专业人士进行，修理安全网使用的材料应与原网相配，修理后安全

网的强度应不低于原网强度，修理完成后必须经专业人士确认合格方可继续使用。

５．３．３．３　同一张安全网上的修理部位不应超过２处，否则应立即更换。

５．３．３．４　安全网在修理、更换过程中，应设立明显的警告标志，警示上方的作业人员不应进入由此安全

网保护的区域。

５．３．３．５　对于不使用的安全网，应由专人保管、储存，储存要求如下：

———通风、避免阳光直射；

———储存于干燥环境；

———不应在热源附近储存；

———避免接触腐蚀性物质或化学品，如酸、染色剂、有机溶剂、汽油等。

６　使用期限

６．１　围杆作业安全带应在制造商规定的期限内使用，一般不应超过３年。

６．２　区域限制安全带应在制造商规定的期限内使用，一般不应超过５年。

６．３　坠落悬挂安全带应在制造商规定的期限内使用，一般不应超过５年，如发生坠落事故，则应由专人

进行检查，如有影响性能的损伤，则应立即更换。

６．４　平网、立网应在制造商规定的期限内使用，一般不应超过３年，如发生人员坠落事故，或质量大于

５０ｋｇ的物体坠落事故，则应立即更换。

６．５　密目网应在制造商规定的期限内使用，一般不应超过２年，如发生人员坠落事故，或质量大于

５０ｋｇ的物体坠落事故，则应立即更换。

６．６　超过使用期限的坠落防护用品，如有必要继续使用，则应每半年抽样检验一次，合格后方可继续

使用。

６．７　如坠落防护用品的使用环境特别恶劣，或使用频率格外频繁，则应相应缩短其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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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定期检验要求

７．１　安全带

７．１．１　围杆作业安全带、坠落悬挂安全带自购买之日起２年内应从同一批次中随机抽取２条按

ＧＢ６０９５要求进行动态力学性能测试以及静态力学性能测试，如不合格，则停止使用该批次安全带。此

后每年进行一次抽检。

７．１．２　区域限制安全带自购买之日起２年内应从同一批次中随机抽取２条按ＧＢ６０９５要求进行静态

力学性能测试，如不合格，则停止使用该批次安全带。此后每年进行一次抽检。

７．２　安全网

７．２．１　平网、立网自购买之日起２年内应从同一批次中随机抽取２张按ＧＢ５７２５要求进行抗冲击性能

测试以及静态力学性能测试，如不合格，则停止使用该批次安全网。此后每年进行一次抽检。

７．２．２　密目网应每年从同一批次中随机抽取２张按ＧＢ５７２５要求进行抗冲击性能测试以及阻燃性能

测试，如不合格，则停止使用该批次安全网。

８　标识管理规定

８．１　使用单位购入坠落防护装备时，应检查其是否具有由国家授权的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

并查验产品标识是否齐全，应检查下列内容是否完整、正确并记录、存档：

———产品合格证；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生产单位名称、地址；

———生产日期；

———有效期限；

———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志、编号。

８．２　使用旧的坠落防护装备时，应检查核对产品生产日期，确认其仍在有效使用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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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坠落防护装备相关人员的培训

犃．１　应对坠落防护装备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在培训结束时应对培训效果进行考核。

犃．２　培训的内容应包括坠落防护装备的标准要求、使用方法、维护维修方法、储存要求、检查方法等。

犃．３　使用者除学习Ａ．２中规定的内容外，还应学习高处作业中的安全注意事项、高处作业用其他工具

和装备的安全使用、发生事故后的紧急救援、救护知识等内容。管理人员除学习Ａ．２中规定的内容外，

还应学习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的行业管理规定。

犃．４　除理论知识培训外，培训人员应在教师指导下、在有经验的使用者监督下进行坠落防护装备的实

际操作培训。在这一阶段，监督者应在操作开始前检查学员坠落防护装备的所有部件，确认其正确连

接，才可以允许学员开始操作。经过测试，当学员表现出足够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安全高效地独立完成

所有作业项目，并且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采取适当措施，则认为其已达到培训要求。直到监督者认为

学员使用坠落防护装备的技能已达到要求后，才可以让其独立进行高处作业。

犃．５　应定期对高处作业人员进行应急救援训练，保证其在新的不熟悉的环境中进行作业时，也能够进

行应急救援。

犃．６　高处作业人员应该具有个人记录，包括其接受的培训和作业经验。管理者可通过记录确认并且

监督作业者是否具有高处作业经验。应对新进作业人员的记录进行评估认定。

犃．７　管理者应明确高处作业人员的作业能力，并定期对其进行评估，必要时进行进一步培训。若作业

者从事其他作业超过１年，则再次从事高处作业时应重新对其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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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高处作业的危险识别、风险评估以及防护措施的选择

犅．１　高处作业前应进行危险识别及风险评估，并根据其结果选择恰当的工作方法及装备。

犅．２　危险识别应包括对所有可能对作业人员造成伤害的因素的识别。

犅．３　风险评估是指对所有识别出的危险因素进行详细评价，确定其危险程度，应采取措施消除风险，

如无法彻底消除，则应采取预防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受到伤害的可能。

犅．４　危险的识别与风险评估因现场不同各异，并应持续不断地复核，例如每天或每次转换工作后，只

有在危险识别及风险评估后才可选择适当的坠落防护装备及系统。

犅．５　进行风险评估时，应考虑所有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并制订相应的应急预案。

犅．６　应对每个识别出的危险因素、及其风险评估和采取的预防措施加以记录。

犅．７　在进行安全生产系统规划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犅．７．１　工作场所，包括：

———工作场所的自然条件，包括其形状、结构、几何尺寸和原料；

———工作场所环境条件，包括任何不利的气候或大气环境。

犅．７．２　工作性质，包括：

———任务的细节，包括与之相关的特定危险；

———所需空间；

———所需时间。

犅．７．３　工作者，包括：

———身高、体重、体型；

———其所需要的行动范围以及需要采取的姿势。

犅．７．４　个体坠落防护装备，包括：

———使用者的条件（见Ｂ．７．３）；

———装备的特点及限制，包括制作的原料及使用方法。

犅．８　高处作业应尽可能地消除危险因素，减小对作业人员的威胁。如果不能完全消除危险，则应最大

限度地减少危险程度，至少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选择坠落防护方式时，应遵循以下原则：对人群的防

护措施优于对个人的防护，预防坠落的措施优于减小坠落高度及后果的措施。见表Ｂ．１。

表犅．１　高处作业防护措施选择示例

选用优先程度 作业装备分类
防护措施示例

对人群的防护 对个人的防护

高 防止坠落的作业装备

ａ）　带护栏的工作平台

ｂ）　高级护栏系统

ｃ）　栏杆

ｄ）　多人用移动提升工作平台

ａ）　个体坠落防护系统

ｂ）　个体坠落防护装备（区域限制

安全带）

ｃ）　单人用移动提升工作平台

低
减少坠落高度及减轻坠

落后果的作业装备

ａ）　高层安全网（距工作平面

７ｍ以内）

ｂ）　工作平面附近安装的软垫

系统

其他的个体坠落防护装备（绳轨、

围杆作业安全带和坠落悬挂安

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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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选用优先程度 作业装备分类
防护措施示例

对人群的防护 对个人的防护

低

减轻 坠 落 后 果 的 作 业

装备

ａ）　软垫系统

ｂ）　低层安全网（低于工作平面

７ｍ以上）

ａ）　可充气的预防伤害系统（例如

充气夹克）

ｂ）　其他通常不用于坠落防护的

个体防护装备（如水上作业用

的救生衣）

其他 对作业人员进行指导、监督和培训从而降低其遭受坠落伤害的风险

注１：在优先程度上，对人群的防护措施优于对个人的防护措施。

注２：确定适当的坠落防护装备（及其优先程度）需要综合考虑所需进行的工作、装备安装、使用、拆除的风险以

及与使用的装备有关的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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