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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３６０８—１９９３《高处作业分级》。本标准是对ＧＢ／Ｔ３６０８—１９９３的修订。

本标准与ＧＢ／Ｔ３６０８—１９９３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术语的英文对应词（本标准的第３章）和部分术语的符号（本标准的３．４～３．６），修改了

定义的形式（本标准的第３章；ＧＢ／Ｔ３６０８—１９９３的第３章），对部分术语的先后顺序进行了调

整（本标准的３．３～３．５；ＧＢ／Ｔ３６０８—１９９３的３．３～３．５）；

———修改了客观危险因素中的阵风风力［本标准的４．２ａ）；ＧＢ／Ｔ３６０８—１９９３的４．２ａ．］；

———修改了客观危险因素中的高温条件［本标准的４．２ｂ）；ＧＢ／Ｔ３６０８—１９９３的４．２ｂ．］；

———修改了客观危险因素中的低温作业环境［本标准的４．２ｃ）；ＧＢ／Ｔ３６０８—１９９３的４．２ｃ．］；

———增加了冷水作业客观危险因素，并作了具体规定［本标准的４．２ｄ）］；

———修改了光线和能见度条件［本标准的４．２ｆ）；ＧＢ／Ｔ３６０８—１９９３的４．２ｅ．］；

———修改了接近或接触危险电压带电体这一客观危险因素，对接近危险电压带电体的距离作了具

体的规定［本标准的４．２ｇ）；ＧＢ／Ｔ３６０８—１９９３的４．２ｆ．］；

———修改了立足处只有很小的平面这一客观危险因素，对“很小的平面”作了具体量化的规定［本标

准的４．２ｈ）；ＧＢ／Ｔ３６０８—１９９３的４．２ｇ．］；

———修改了超过体力搬运重量限值的搬运这一客观危险因素，用体力劳动强度代替了搬运重量，并

规定了属客观危险因素的体力劳动强度级别［本标准的４．２ｉ）；ＧＢ／Ｔ３６０８—１９９３的４．２ｉ．］；

———增加了在存在有毒气体或缺氧的环境中作业的客观危险因素［本标准的４．２ｊ）］；

———修改了抢救突然发生的各种灾害事故这一客观危险因素，增加了“可能会引起各种灾害事故的

作业环境”的内容［本标准的４．２ｋ）；ＧＢ／Ｔ３６０８—１９９３的４．２ｈ．］；

———删除了附录Ａ中有关符号表示的内容［ＧＢ／Ｔ３６０８—１９９３的Ａ１］。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８）解释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邵宝仁、吴焕荣、顾礼铭、唐一鸣、霍文晶、蒋瑞靓、钟晴威、尹建国、贾骏、

马罡亮。

本标准于１９８３年４月首次发布，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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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处 作 业 分 级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处作业的术语和定义、高度计算方法及分级。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高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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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３８６９—１９９７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ＧＢ／Ｔ４２００—２００８　高温作业分级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高处作业　狑狅狉犽犪狋犺犲犻犵犺狋狊

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３．２）２ｍ或２ｍ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

３．２

坠落高度基准面　犱犪狋狌犿狆犾犪狀犲犳狅狉犺犻犵犺狀犲狊狊狅犳犳犪犾犾犻狀犵

通过可能坠落范围（３．３）内最低处的水平面。

３．３

可能坠落范围　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犳犪犾犾犻狀犵犫狅狌狀犱狊

以作业位置为中心，可能坠落范围半径（３．４）为半径划成的与水平面垂直的柱形空间。

３．４

可能坠落范围半径　狉犪犱犻狌狊狅犳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犳犪犾犾犻狀犵犫狅狌狀犱狊

犚

为确定可能坠落范围（３．３）而规定的相对于作业位置的一段水平距离。

注：可能坠落范围半径用米表示，其大小取决于与作业现场的地形、地势或建筑物分布等有关的基础高度（３．５），具

体的规定是在统计分析了许多高处坠落事故案例的基础上作出的。

３．５

基础高度　犫犪狊犻犮犺犻犵犺狀犲狊狊

犺ｂ

以作业位置为中心，６ｍ为半径，划出的垂直于水平面的柱形空间内的最低处与作业位置间的高

度差。

注：基础高度用米表示。

３．６

［高处］作业高度　犺犻犵犺狀犲狊狊狅犳狑狅狉犽［犪狋犺犲犻犵犺狋狊］

犺ｗ

作业区各作业位置至相应坠落高度基准面（３．２）的垂直距离中的最大值。

注：高处作业高度用米表示，计算方法见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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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高处作业分级

４．１　高处作业高度分为２ｍ至５ｍ、５ｍ以上至１５ｍ、１５ｍ以上至３０ｍ及３０ｍ以上四个区段。

４．２　直接引起坠落的客观危险因素分为１１种：

ａ）　阵风风力五级（风速８．０ｍ／ｓ）以上；

ｂ）　ＧＢ／Ｔ４２００—２００８规定的Ⅱ级或Ⅱ级以上的高温作业；

ｃ）　平均气温等于或低于５℃的作业环境；

ｄ）　接触冷水温度等于或低于１２℃的作业；

ｅ）　作业场地有冰、雪、霜、水、油等易滑物；

ｆ）　作业场所光线不足，能见度差；

ｇ）　作业活动范围与危险电压带电体的距离小于表１的规定；

表１　作业活动范围与危险电压带电体的距离

危险电压带电体的电压等级／ｋＶ 距离／ｍ

≤１０ １．７

３５ ２．０

６３～１１０ ２．５

２２０ ４．０

３３０ ５．０

５００ ６．０

ｈ）　摆动，立足处不是平面或只有很小的平面，即任一边小于５００ｍｍ 的矩形平面、直径小于

５００ｍｍ的圆形平面或具有类似尺寸的其他形状的平面，致使作业者无法维持正常姿势；

ｉ）　ＧＢ３８６９—１９９７规定的Ⅲ级或Ⅲ级以上的体力劳动强度；

ｊ）　存在有毒气体或空气中含氧量低于０．１９５的作业环境；

ｋ）　可能会引起各种灾害事故的作业环境和抢救突然发生的各种灾害事故。

４．３　不存在４．２列出的任一种客观危险因素的高处作业按表２规定的Ａ类法分级，存在４．２列出的

一种或一种以上客观危险因素的高处作业按表２规定的Ｂ类法分级。

表２　高处作业分级

分类法
高处作业高度／ｍ

２≤犺ｗ≤５ ５＜犺ｗ≤１５ １５＜犺ｗ≤３０ 犺ｗ＞３０

Ａ Ⅰ Ⅱ Ⅲ Ⅳ

Ｂ Ⅱ Ⅲ Ⅳ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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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高处作业高度计算方法

犃．１　可能坠落范围半径的规定

犚根据犺ｂ规定如下：

ａ）　当２ｍ≤犺ｂ≤５ｍ时，Ｒ为３ｍ；

ｂ）　当５ｍ＜犺ｂ≤１５ｍ时，Ｒ为４ｍ；

ｃ）　当１５ｍ＜犺ｂ≤３０ｍ时，Ｒ为５ｍ；

ｄ）　当犺ｂ＞３０ｍ时，Ｒ为６ｍ。

犃．２　高处作业高度计算方法

高处作业高度计算步骤如下：

ａ）　按３．５确定犺ｂ；

ｂ）　按Ａ．１确定犚；

ｃ）　按３．６确定犺ｗ。

示例１：如图Ａ．１，其中犺ｂ＝２０ｍ，犚＝５ｍ，犺ｗ＝２０ｍ。

单位为米

图犃．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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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２：如图Ａ．２，其中犺ｂ＝２０ｍ，犚＝５ｍ，犺ｗ＝１４ｍ。

单位为米

图犃．２

　　示例３：如图Ａ．３，其中犺ｂ＝２９．５ｍ，犚＝５ｍ，犺ｗ＝４．５ｍ。

单位为米

图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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