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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包装机械安全要求》等 31 项强制性国

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1）27 号），由北

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原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承担《坠落防护 动力升降防坠落装置》国家标准的制定任务，计划编号：

20214440-Q-450。该项目由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委托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坠落防护装备分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

（二）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天弘电力器具有限公司

等单位参与起草。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2022 年 2 月，成立了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对标准框架进行讨论，决定参

考 EN、ISO 等先进标准的内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标准进行修订，并制定标

准工作计划；

——2022 年 3 月～8 月，工作组完成了对 EN、ISO 及国内标准收集、翻译和

分析比对工作，经与部分起草单位成员多次沟通讨论，确立了标准修订的技术路

线；

——2022 年 8 月～2021 年 12 月，工作组内部研讨论证，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23 年 1 月～2023 年 4 月，搜集准备测试样品，准备进行必要的试验验

证工作；

——2023 年 5 月～2023 年 8 月，工作组完成了相关样品的测试；

——2023 年 9 月～2023 年 12 月，工作组完成了对测试数据的分析汇总，并

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修改；

——2021 年 1 月，工作组以及相关方对讨论稿进行了多次讨论，经过对讨论

意见的收集、分析以及对标准文本的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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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起草人、起草人所在单位及其所做工作

标准主要起草人、起草人所在单位及其所做工作见表 1。

表 1 标准编制组主要起草人员及工作分工

起草人姓名 所在单位 起草过程中的主要工作

陈倬为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

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负责项目起草、总体进度、质量及协调等各

项工作

许超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

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标准主要编制人，并负责外文资料收集、翻

译整理、技术讨论及项目报批阶段的各项工

作

高辉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

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标准主要编制人，并负责外文资料收集、翻

译整理、技术讨论及技术指标确定

张庆伟
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提供测试样品及测试场地，参与讨论及技术

指标确定

吕伟宏 宁波天弘电力器具有限公司 协助开展调研，参与讨论及技术指标确定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根据国家标准化的有关政策、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坠落防护装备目前在我

国的实际应用情况，此次《坠落防护 动力升降防坠落装置》标准的修订遵循了以

下原则：

1.参考国外先进标准，结合国内应用实际

参考国外同类先进标准，结合国内应用的实际情况，在保证坠落防护装备安

全使用的基础上，兼顾生产实际、经济效益，做到坠落防护装备的规范管理、合

理选择、安全使用。

在选择国外先进参考标准过程中主要从标准适用范围、标准新旧程度、标准

技术上指标的接受程度、市场需求以及我国国情等方面考虑。

2.与坠落防护标准体系相统一

综合考虑我国坠落防护标准体系的整体思路和要求，在标准构架、术语、技

术要求等方面与坠落防护相关产品和方法进行统一，提升坠落防护标准化的紧密

性和关联性。

3.按规范化要求编写

在编写格式及标准用语上，按照 GB/T 1.1-2020 标准的规范化要求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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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及理由

1.标准引用情况说明

标准引用情况见表 2。

表 2 标准引用情况

序

号

第一次出现

的条款号或

附录号

类型 主要内容
引用文件号/

标准号

引用文件/

标准名称

引用的主

要相关内

容

1 5.7.2
技术

要求

防坠落器应该符合 GB

24542《坠落防护 带刚性

导轨自锁器》、GB/T

24537《坠落防护 带柔

性导轨自锁器》标准的要

求。

GB 24542

坠落防护 带

刚性导轨自

锁器

技术要求

2 5.7.2
技术

要求

防坠落器应该符合 GB

24542《坠落防护 带刚性

导轨自锁器》、GB/T

24537《坠落防护 带柔

性导轨自锁器》标准的要

求。

GB/T 24537

坠落防护

带柔性导轨

自锁器

技术要求

3 5.7.3
技术

要求

作业人员穿着的个人坠

落防护装备应符合 GB

6095《坠落防护 安全带》

标准要求。

GB 6095
坠落防护 安

全带
技术要求

4 6.5.2
技术

要求

遥 控 装 置 应 按 照

GB/17799.2《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第 2 部分：工

业环境中的抗扰度标准》

中电磁环境和性能进行

测试并满足其判据要求。

GB/17799.2

电磁兼容 通

用标准 第 2

部分：工业环

境中的抗扰

度标准

技术要求

5 6.6.1
技术

要求

升降绳应按照 GB/T 13035

《带电作业用绝缘绳索》

的标准要求进行测试。

GB/T 13035
带电作业用

绝缘绳索
测试方法

6 5.6.2
测试

方法

破 断 强 度 应 按 照 GB

24543《坠落防护 安全

绳》的标准要求进行测

试。

GB 24543
坠落防护

安全绳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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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第一次出现

的条款号或

附录号

类型 主要内容
引用文件号/

标准号

引用文件/

标准名称

引用的主

要相关内

容

7 5.6.3
测试

方法

延 伸 率 应 按 照 GB/T

38230《坠落防护 缓降

装置》的标准要求进行

测试。

GB/T 38230
坠落防护

缓降装置
测试方法

8 6.7.1
测试

方法

带刚性导轨的防坠落保护

器应该按照 GB 24542《坠

落防护 带刚性导轨自锁

器》的标准要求进行测试。

GB 24542

坠落防护 带

刚性导轨自

锁器

测试方法

9 6.7.2
测试

方法

带柔性导轨的防坠落保护

器应该按照 GB/T 24537

《坠落防护 带柔性导轨

自锁器》的标准要求进行

测试。

GB/T 24537

坠落防护 带

柔性导轨自

锁器

测试方法

10 6.7.3
测试

方法

作业人员穿着的个人坠

落防护装备应按照 GB

6095《坠落防护 安全带》

的标准要求进行测试。

GB 6095《坠

落防护 安全

带》

坠落防护 安

全带
测试方法

11 7.1
技术

要求

动力升降防坠落装置应

在明显位置固定产品标

牌，其要求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

GB/T 13306 标牌 技术要求

12 7.3
技术

要求

包装应有牢固的包装标

志或标签，标志或标签应

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GB/T 191
包装储运图

示标志
技术要求

2.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由于该类型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外主流标准中无相关同类标准，目前该产品标

准的主要技术指标为国内首创，且由于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中应用具有良好的市场

前景，主要技术指标均基于我国产品实际情况和实地调研以及验证情况综合制定，

指标具有可行性和先进性。

在防坠落零部件部分，主要技术指标参考了 ISO 10333-4、EN 353-1、EN 353-2、

EN 364 等标准，对可能和动力升降防坠落装置配合使用的带刚性导轨的自锁器、

带柔性导轨的自锁器、安全带以及缓降装置进行了技术指标的参考，并结合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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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B 24542、GB 24543、GB 6095 等相关标准与国内坠落防护装备标准和体系进

行了对接，确保标准间技术指标的协调一致。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

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一）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我国其他有关法律及行政法规，与我国有关法律及行政法规无冲

突的情况。本标准为我国坠落防护标准体系中的基础性标准，与体系中其他强制

性标准如 GB 6095-2021《坠落防护 安全带》、GB 38454-2019《坠落防护 水平生

命线装置》等保持一致，互为补充，是对坠落防护标准体系的完善。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配套测试方法标准 GB/T 10125-2021《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能够满足本标准测试要求；配套产品标准 GB/T 23469-2009

《坠落防护 连接器》已实施多年，能够满足本标准实施要求。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一）采标情况

由于该类型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外主流标准中无相关同类标准，目前该产品标

准的主要技术指标为国内首创，且由于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中应用具有良好的市场

前景，主要技术指标均基于我国产品实际情况和实地调研以及验证情况综合制定，

指标具有可行性和先进性。

在防坠落零部件部分，主要技术指标参考了 ISO 10333-4、EN 353-1、EN 353-2、

EN 364 等标准，对可能和动力升降防坠落装置配合使用的带刚性导轨的自锁器、

带柔性导轨的自锁器、安全带以及缓降装置进行了技术指标的参考，并结合我国

的 GB 24542、GB 24543、GB 6095 等相关标准与国内坠落防护装备标准和体系进

行了对接，确保标准间技术指标的协调一致。

（二）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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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类型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外主流标准中无相关同类标准，目前该产品标

准的主要技术指标为国内首创，且由于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中应用具有良好的市场

前景，主要技术指标均基于我国产品实际情况和实地调研以及验证情况综合制定，

指标具有可行性和先进性，在国际和国外同类法律法规和标准中无可比性。

（三）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该类型的产品在电机方面均进行了电磁兼容的测试，可满足标准中的技术要

求，同样也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技术指标和测试方法。在坠落防护功能方面产品

进行了与国内坠落防护标准体系相同的坠落防护功能测试、可靠性测试等，均可

达到标准中规定的技术指标。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

的建议及理由

（一）过渡期建议及理由（实施标准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

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建议发布后立即实施。

（二）实施标准可能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等

标准的实施对我国坠落防护标准体系的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标准将

为坠落防护装备的电气化、自动化及智能化提供积极的引导，对产品设计及生产

工艺原则提供科学的依据，将对我国坠落防护标准体系起到丰富和拓展的作用，

同时也可促进各相关标准的技术更新。

目前动力升降防坠落装置在全球范围内均属于新兴的产品品牌类，我国依靠

完善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在该类产品方面具有全球领先的优势，本标准的实施促

进技术进步，使产品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还将更好地为安全生产服务，为市场监

管和用户正确选择提供可靠的技术依据，满足坠落防护需求，产生巨大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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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

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一）实施监督管理部门

标准文件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县级及以上应急管理部门。

（二）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与实施和处罚违反本标准有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公

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五）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

防护用品的。”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关于

进一步加强安全帽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的保障措施中规定

“（四）严格追责问责。对未使用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特种

劳动防护用品进入现场前未经查验或查验不合格即投入使用，因特种劳动防护用

品管理混乱给作业人员带来事故伤害及职业危害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追究

相关责任。”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通报与否均应说明

理由）

由于我国动力升降防坠落装置在国外市场占有率较高，标准的发布实施存在

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其他成员的贸易产生相应影响的可能性，依据《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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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中的相关规定，需要对本标准对外进行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标准所涉及的产品主要有：带刚性导轨的自锁器、安全带、连接器、水平生

命线装置等。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事业

单位改革有关事项的批复》京编委[2021]117号文件要求，2021年 8月 10日起，

原“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变更登记为“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

与环境科学研究所”，更名后，单位性质、从属关系、机构规格、业务主体和法律

关系不变，更名前的所有业务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

所统一管理，原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原有的业务关系和相关服务承诺保持不变。

《坠落防护 动力升降防坠落装置》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4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